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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导’，你看我这形象，适合演个
啥？你给安排个角儿呗！”
“好好好，你先别急，等我把这一季

剧本写好，一定通知你来试镜！”
随着第一季情景剧《雷达站的故

事》杀青，南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警卫
勤务连人气“爆表”，一大波想过把“演
员瘾”的战友，纷纷跑来让“王导”给安
排个角色。面对热情的战友，“王导”心
里满是欢喜。

1991年出生的“王导”全名王修全，
个儿不高，黝黑的圆脸上，一双大眼睛总
是闪烁着活力的光芒。因为工作之余，
他喜欢用DV记录官兵生活中的故事，
所以战友们都亲切地叫他“王导”。

那一年，刚毕业的“王导”被分配到
某高山雷达站。从闹市到山头，从繁华
到寂寥，一时间环境的巨大反差让“王
导”心里多少有些失落。因为寂寞，在
那段时间，一到闲暇，“王导”便拿起相
机拍摄雷达站里的风景。

没过多久，“王导”发现，雷达站里
的官兵每天生活虽然单调，但也不乏欢
乐。“要是能用镜头将这些欢乐的场景
记录下来，岂不是好！”

从那时起，“王导”便开始留心观察
和记录战友们生活中的趣事。一有空，他
便一头扎进剧本的创作中。一个月后，取
材于雷达站官兵生活的剧本呈现在大伙
眼前，“小伙伴们”都惊呆了，个个对“王

导”投来赞赏的目光。原以为剧本写好，
拍摄就可以顺利进行，可万万没想到，当
他拿着摄像机准备拍摄时，剧本里的故事
“原型”却因为害羞说啥也不肯上镜，这一
下让“王导”傻了眼。
“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找演员

呗。”带着一丝惆怅，王导向连队主官表
达了希望能在站里找“演员”的想法。
演员哪是那么好找的，这毕竟属于个人
爱好。有的战友劝他放弃算了，“王导”
偏偏犟上了，每天干完工作后就开始物
色演员。“不论专业，不论颜值，只要‘小
伙伴’愿意都可以来试镜！”面对这么宽
的条件，一波想过把“演员瘾”的战友动
了心，纷纷跑来“面试”。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海选，“王导”凑
齐了人数。但因为演员“过于业余”，拍
摄的时候，他手把手地从肢体语言、面
部表情、台词语气教大家如何面对镜头
进行展现。“有时候，一个十几秒的简单
镜头都可能一遍又一遍地拍上几小时，
虽然很累，但很快乐。特别是看着自己
拍的电影一天天有了眉目，那种喜悦，
就像要当父亲了似的。”谈起拍摄时的
艰辛，王导感慨万千。

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一季《雷达站
的故事》一播出，便获得官兵的点赞，成
了官兵追捧的热门剧。首战告捷，也让
“王导”对今后的工作有了新想法。他
把创作的镜头对准了连队教育，让教育
内容融入剧本，寓教于乐地融入官兵思
想。“王导”越来越受欢迎。面对战友们
的褒奖，“王导”呵呵一笑：“先定下个小
目标，只要用心，人人都可以成功。你
要不要来试下镜？”

雷达站的“王导”
■许航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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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新排长来说，第一次组织全连
点名，有着特殊的意义，那可是以管理
者的身份号令全连，绝对马虎不得。

2012年 7月，我被分配到驻守中哈
边境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在团部还没
落脚，就直接被派到正在山上修路的道
路工兵连。下连第三天，因为老排长临
时下山看病，值班员的担子竟然落在了
我的身上！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值班第一
天，我是既紧张又兴奋。马上到晚点
名的点儿了，我拿出事先写好的小纸
条，把流程再过一遍：唱歌，报告，点
名，讲评……“欧了”，吹哨集合！
“咳咳”我清了清嗓子，“点名，稍

息，李小虎！”
“哈哈……”队列里突然爆发出莫

名其妙的笑声。咋回事，名字念错了？
我低头一看，没有啊！再抬头一瞅，连
长的脸憋得通红。

战士们的笑声让我的“尴尬症”都
犯了。咋办？继续吧。我闷着头继续
往下念，只记得当时脑子里嗡嗡作响，
事先准备的工作讲评也忘得一干二
净。队伍解散后依然有人窃窃私语，而
我还愣在原地。连长二话没说，一把把
我拉进了连部帐篷。
“你知道李小虎是谁？”
“谁？”我怯怯地问。
“你小子可以啊，那是在咱连蹲点

的团李副政委，前几天下山开会去了。
作为值班员，连队人员都没搞清楚就乱
点名，还点团首长！”

走出连部帐篷，我就像霜打的茄子
一样垂头丧气。真是万万没想到，点名
竟然成了我干部生涯的第一道坎儿！
以后可咋见人！没了当排长的底气，我
感觉战士看我的眼神都不对了，每天只
想让时间过得快点，让点名的糗事儿早
点被大家淡忘。

一天吃完晚饭，我依旧窝在帐篷里
发呆，突然外面传来了一阵清脆的吉他
声。出门一看，三班的库星班长正边弹
边念叨着“53231323”。
“在军校读书时我也玩过乐队呢。”

我凑过去，也想借着吉他抒情一把。
“排长，你也会？来来来，试试呗！”库

班长把吉他递给了我。调音，开唱。可能
因为想到时运不济、触景生情，一首《老男
孩》唱得格外沧桑动情，引来战士们强势
围观。在“粉丝”们的欢呼声中，我的烦恼
都烟消云散。战士们情不自禁跟着唱了
起来，平日里的那些辛苦也抛之脑后。

不得不说，要提到苦，我们道路工

兵连在团里是出了名的。上山施工一
待就是大半年。山里缺电、没网、没信
号，战士们白天连续 8个多小时高强度
劳动，晚上回到帐篷，也只能侃侃大山，
生活异常枯燥单调。
“唐排长，我看你有两下子，把连队

的文化活动搞起来，我相信大家会看到
你的实力！”吃饭的时候，连长同志往日
紧绷的脸竟然舒展开来。还能说啥，机
会来了，好好干呗！

为了让大家的生活丰富起来，我千
方百计“淘”来移动音响，补充部分文体
器材，建起“野外”俱乐部，办起周末小
晚会；带领团支部组建了篮球队、足球
队，与边防连定期举行友谊赛；开办了
工兵小讲堂，把连长协勤途中遇黑熊、
机械班救助受伤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金雕等趣事搬上讲台。大伙儿发现，原
来山上的生活苦中有甜，同样有滋有味
儿。文化生活丰富了，连队的氛围也不
一样了，大家甩开膀子干活，帐篷里多
了欢声笑语。我这个初来乍到的新排
长第一次有了存在感、成就感。

半个月后，《人民军队》报上刊发了
我撰写的新闻稿《萨吾尔山上欢乐多》，
记述的就是连队上山施工期间，开展野
外文化活动的种种做法。看到连队上
了报纸，战士们更是乐开了花。
“排长你可真行！”
“快看排长还写我的名字了呢……”
点名的糗事儿再没人提了，这小小

的一道坎儿我终于算是过了。听着战
士们一声声的“排长”叫着，我知道新的
旅程真正开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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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再维护一次熟悉的哨位，回忆无

数个坚守岗位的夜晚。

2.再向军旗敬一次礼，仿佛自己还

是那个刚刚入营的少年。

3.再操作一次武器装备，感谢这无

声的“老伙计”多年陪伴。

老
兵
离
营
前

■
刘

程
绘

4.再为战友理一次发，班长走后你

们也要像班长一样扛起责任。

5.再为战友们炒一桌菜，相信自己

带出来的炊事员也能让大家吃得开心。

兵

漫

我喜欢剪报，书柜里大大小小的剪
贴本差不多有几十本。说起剪报，可以
追溯到23年前。

第一次剪报纯粹是因为“领导之
命”。那是 1995 年，我还是空军地空导
弹某营的一名新兵，入伍前曾在地方
报纸发表过几篇“豆腐块”。当时，营
里办了一份名叫《利剑报》的报纸。一
天，指导员找到我，希望我能利用业余
时间给《利剑报》投投稿，写写连队的
好人好事。望着领导殷切的目光，我
硬着头皮应承下来。最初的几次投稿
都是杳无音信、泥牛入海。正当我对
写稿失去信心的时候，连队的一位老
兵向我传授了他的写作心得：弄本剪
贴本吧，先“比葫芦画瓢”。从此我开

始关注部队的各类报纸。
从哪张报纸开始呢？就从《解放军

报》吧，连队里这份报纸数量最多，每个
班都有订阅。而且，《解放军报》的栏目
实在太丰富了，军事、政治、文化、科技、
教育……样样都有。当天，我从连队文
书那里“淘”来一大叠旧报纸，开始了第
一次的剪贴。那时还没有专用的剪贴
本，我的第一本剪贴本用的是报务员抄
报纸，厚厚的一大叠。剪报也没有分类，
纯粹是为了完成写作任务，我看到好的
文章就剪，不管军事、政治，还是文学、言
论。忙活了好几天，抄报纸变得越来越
鼓，越来越厚。

接下来就是学习这些“剪贴”文章
了。说实话，那时我还不懂新闻，根本搞
不清什么是消息、通讯。剪贴本里的文
章我一般要读三遍：第一遍泛读，了解文
章的梗概；第二遍精读，把握作者的意图
和文章精华；第三遍体会，读完后合上剪
报本，按自己的思路叙述新闻，拿自己写

的稿件和原作进行分析比较，看别人是
怎么把握素材、选取角度、遣词用句的。
两个月下来，自己感觉脑子里有“货”了，
就有了一种想模仿写作的冲动。于是，
第一篇报道《说说指挥连的“小能人”》，
幸运地被《利剑报》刊用。紧接着，长篇
通讯《军营“脏话”何时休？》、散文《当兵，
我一生无悔的选择》等稿件被连续刊
发。有的稿件还被评为“季度优质稿”，
我因此为连队争得了荣誉。

尝到甜头后，我对剪报的兴趣越
来越浓，剪贴本越来越厚，内容也越来
越充实。后来我还分门别类，有了“新
闻”篇、“文学”篇、“言论”篇等。连队
里的《解放军报》常常被我剪得“千疮
百孔”，战友们笑称我是“剪报大王”，
而我则乐在其中。一年后，我也由一
名投稿的新兵被教导员点名，变成《利
剑报》的编辑，半年后又成为主编，负
责审阅编辑整份报纸。报纸虽小，五
脏俱全，我试着模仿《解放军报》的版

面样式、排版模式，大刀阔斧地对《利
剑报》进行改革和扩版。渐渐地这份
小报开始有了名气，还得到旅政治部
的认可，并在全旅推广营级单位办报
这一做法。当年这份小报还培养出很
多文学爱好者和新闻骨干，有的至今
仍奋战在新闻战线。

时过境迁，23 年过去了。一路走
来，我当过新闻干事，在军内外各大报
刊发表作品 1000 余篇，一些作品在全
军、全国获奖；当过导弹团宣传股长、
导弹旅宣传科长，又调到了战区空军
机关……如今，我依旧保持着剪报的
习惯，只不过剪报的目的已经变了，由
当初为了学习写作逐渐转变为一种兴
趣爱好。剪贴本已经成为我工作学习
和生活的一部分。在我看来，她有时
像一位良师，让我在投稿时少走弯路；
有时又像一位密友，在我烦闷时带来
一丝慰藉；更多的时候，她像恋人，陪
我走过人生的风雨。

23年剪贴情缘
■刘志勇

近日，武警甘肃省总队新训

四大队举行新兵授衔仪式。经

过两个多月的部队教育和训练，

新兵们初步完成由普通社会青

年向军人的转变，被光荣授予列

兵军衔，正式成为武警战士。图

为该总队新训四大队一中队女

兵排三班新战士杨浩敏在授衔

仪式上和同班战友开心地互戴

警衔、领花等标识。

侯崇慧摄

分享荣耀

“浙江理工大学、南京工业大学、洛
阳理工大学……乖乖，全是大学生！”东
部战区空军某基地新训某旅五班长邓天
赐捧着花名册惊奇地发现，自己“手下”
竟然全是大学生。
“可以啊老邓，捡到‘宝’了！”其他骨

干笑着揶揄道。大学生士兵不好带，这
一个新兵班全是大学生，队伍可咋带？

果然不出所料，体能摸底测试的训
练场上立见了分晓，五班的成绩严重
“吊车尾”。“完全 hold不住，其它班也忒
强了，简直让人‘崩溃’！”大学生新兵们
倍受打击，失落情绪接踵而至。初入军
营，他们真有些“水土不服”：操课训练
不在状态；紧急集合，大学生新兵班集
合速度最慢。好不容易下了楼，没跑两
步，他的被子散了，你的鞋子掉了，我的
挎包忘拿了……总之，所有新兵班常出
的“糗”，大学生新兵班总是有过之而无
不及。
“老话说‘井无压力不出油，人无压

力轻飘飘’，用在你们这里最合适。”副
旅长刘立冬在骨干会上说道，“这次集
中所有的大学生新兵在一个班进行培
养，是咱东部空军的一次创新实践。你
们一定要有信心，更要有耐心，只有用

心才能探索出更好的大学生新兵培养
模式。”
“大家为什么要来当兵？”班务会上，

班长邓天赐问道。
“我是看了电影《战狼》，‘燃爆’的军

旅生活让我向往，我也想做一匹阳刚威
猛的‘战狼’！”新兵朱泽军涨红了脸，平
时寡言少语的他，此时声音分贝难得飙
高，但很快又蔫下来，“可是来到这里，我
体能跟不上、生活处处不习惯，觉得自己

很没用。”
看着不自信的小朱，邓班长有些恨

铁不成钢：“你们是高材生，要有信心，一
定有发光发热的那一天！”
“下周一举行‘实战实训’主题黑板

报评比，各连抓紧时间筹备。”旅里一条
临时通知划破平静。要在周末完成两块
大黑板报，光靠骨干可来不及。
“哪位同志愿意帮忙制作板报？”连

队指导员黄河川晚点名时问道。

“报告！”循声望去，正是大学生新兵
班的朱泽军。

朱泽军在大学学习的是视觉传达专
业，绘画设计正是他的强项。说干就干，
第一次接触部队板报设计的他，加班加
点、反复修改，带领小团队一举夺得了全
旅板报大赛第二名的好成绩。
“终于‘牛’气一把！”自那以后，小

朱好像变了个人。跑步跟不上，他就
加练多跑；队列学得慢，休息时他也在
不停琢磨。半个月后，他的各项成绩
均进步飞快。小朱的变化也给大学生
新兵班打了一针“强心剂”，班里开始
有了连锁反应。
“89、90、91……稳住，还有最后 9

个，你可以做到！”副班长葛俊杰在入伍
前就是健身达人，由他主动牵头，给大家
制定了“三个一百”体能提升计划：每天
全班在空闲时间加练 100个俯卧撑、100
个仰卧起坐、100个深蹲。

就这样全班上下互帮互助，在队
列、体能、内务等各个方面表现越来越
突出，更连续三周被评为先进班集
体。其它班再也不敢对他们“另眼相
看”，大学生新兵班变成了名副其实的
“星兵班”。

“人生就像三原色，交叉组合可以混
合出不同色彩。部队这个新环境就像是
一张白纸，我正努力将它绘成一幅美丽
的画卷。尽管开头不易，但我相信未来
终成佳作！”朱泽军自信地笑了。

新兵班逸事
■刘伟剑 谢世杰

训练间隙，大学生新兵班副班长葛俊杰与新兵叶龙洋进行臂力较量。两人不

到最后一刻绝不服输的气势也鼓舞了全班。 兰少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