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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

一 . 军事口令，以军人常用步伐共
同前进。

二 . 粉刺痤疮的俗称。
三 . 香港男演员，曾主演 TVB 电

视剧《金枝欲孽》《珠光宝气》等。
四 . 广州市的别称。
五 . 生物的一大类，由真核细胞构

成的生物。
六 . 位于眼睛上方的毛发。
七 . 形容人说话直来直去。
八 .“近在眼前”的反义词。
九 . 常见的无机强酸之一。
十 . 指城市中的气温明显高于外

围郊区的现象。
十一 . 汉乐府民歌，又名《艳歌罗

敷行》。
十二 . 中国第一位国际象棋男子

国际特级大师。

十三 . 安徽省的省会。
纵向

1. 台湾女歌手，是著名歌手齐秦

的姐姐。

2. 俗语，比喻表面上给了人家好

处，但实际上这好处已附加在人家付出

的代价里。

3. 关羽兵败的一种说法，比喻不

得志或人生的低谷期。

4. 一种树叶，是蚕的主要食物。

5. 三角形中夹着直角的两条边。

6. 范仲淹《苏幕遮·碧云天》词中

“化作相思泪”的上一句。

7. 卓别林自导自演的第一部运用

音响效果的电影。

8.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导演的一

部二战电影。

9. 核酸的一类，简写为RNA。

10. 无需参加高考，经学校推荐即

可进入大学就读的学生。

11. 成语，指外面进攻并得到里面

接应。

12. 反映各个时期商品价格变动

情况的指数。

答案：

横向：一、齐步走。二、酒刺。三、
林保怡。四、羊城。五、真核生物。六、
眉毛。七、直肠子。八、远在天边。九、
硫酸。十、城市热岛效应。十一、陌上
桑。十二、叶荣光。十三、合肥。

纵向：1、齐豫 2、羊毛出在羊身上
3、走麦城 4、桑叶 5、直角边 6、酒入愁肠
7、城市之光 8、硫磺岛来信 9、核糖核酸
10、保送生 11、里应外合 12、物价指数

制图整理：杨锐锋

连队智趣园

初夏时节，祖国西部边陲的帕米尔
高原仍不时飘起雪花。放眼远望，银装
素裹的雪山连绵起伏。新疆克孜勒苏
军分区吐尔尕特边防连就驻守在雪山
脚下。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一年四季
寒冷、多风、缺氧，每年的大风天气超过
200天，草木难存活……夏天，在这里似
乎只是一个“假象”。
“二班的副班长陈航过来了，快把

花藏起来！”战士王伟宾急匆匆地跑进
宿舍，冲着战友喊道。

话音刚落，陈航便进了门，“让我看
看你们班明天参赛的花！”
“不给看！”王伟宾态度很坚决，“要

想赢得胜利，保密是前提。”
陈航在宿舍里查探了一圈，除了战

士们的绿色迷彩服和枕头外，没有再发
现任何绿色的东西。他只得怏怏地走
了出去。

明天就是连队一年一度的“赛花
会”了，各班的“宝贝”一个比一个藏得
严实，大家都在私底下铆足劲做准备。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楼道里便传
来喧嚣声。一夜之间，官兵像变魔术一
样，把自己精心照料的花都搬了出来，

摆满大厅。“我们班的花显得高贵大方”
“你们的花长势喜人啊”……战士们围
着一盆盆形态各异的绿植盆栽热烈地
讨论着。

这时，值班员吹响了集合哨，指导
员王文健郑重宣布：“吐尔尕特边防连
2019年赛花会正式开始！”

各班战士抱着本班的盆栽开始上
台参加展评。四班战士白海鹏小心翼
翼地捧着一盆绿油油的香龙血树让大
家观赏。紧接着，二班副班长陈航抱上
台一盆报春花，红艳艳的花朵，让人看
着就心情舒畅……

就在大家以为二班的报春花极有
可能夺冠时，营房的大门突然敞开，一
阵冷风涌入，一班的王伟宾和战友一起
搬进来一盆枝长近两米的吊兰。台下
立刻窃窃私语起来，在这雪域高原上能
看到这么茂盛葱绿的吊兰，大家都觉得
有点不可思议。有人提出疑问：“这盆
吊兰是你们班养的吗？”王伟宾打趣地
说：“不是我们班养的，难道是从天上掉
下来的吗？”众人一片笑声。这盆吊兰
不负众望，摘下了本年度的“花王”称
号。

赛花结束后，战士们把各自的花摆
满了楼道的各个角落，互相交流着培育
经验。
“真没想到你们班还留了这么一招

‘杀手锏’！”陈航走到吊兰前羡慕地感
叹。
“那可不，它可是我们班精心照料

了三年的盆栽！前两年一直没拿出来
参赛，就是等着它茂盛茁壮。”战士万利
强一脸骄傲地说。
“你们赢得漂亮！”陈航竖起大拇

指，“以前老连长的‘朱顶红’曾蝉联过
四届赛花会‘花王’，我看你们的吊兰也
有希望。”
“四届‘花王’？”万利强有些吃惊。
看着周围新战士惊叹的表情，陈航

向大家讲起了连队“赛花会”的由来。
由于气候环境恶劣，连队周围没有

任何绿色植被。虽然每天和蓝天白云、
雪山旷野相伴，但时间久了，人总会视
觉疲劳，战士们非常渴望在这雪域高原
上见到一点“绿”。

大家想了很多办法，利用休息时
间，官兵在营区里开垦出一块大约 300
平米的园地，从山下购来大量花种，一
到春天播种后便精心照料，但希望总是
一次次被失望取代。官兵也尝试过将
山下成活的树木移栽到营区，可这些树
木花草无一例外地都向残酷的自然环
境低了头。

后来，连队的第五任连长耿维秋回
老家结婚，回来时带了一包妻子最喜欢
的朱顶红花种和家乡的泥土。耿连长

将它种在自己的房间里，几个月后，这
粒花种竟然奇迹般地破土而出，冒了嫩
芽。

看到希望的耿连长对它更是爱护
有加，定时定量浇灌、施肥。可是好景
不长，一段时间后，冒出的芽变得又黄
又瘦。为了保住这份希望，他到处查资
料，甚至叫来连队的军医给花“看病”，
但最终这粒花种也没能成活下来。

不服输的耿连长，第二年又种上朱
顶红。这次，他听取军医的建议，用过
期的“21金维他”药片泡制水溶液，定期
给朱顶红浇灌，朱顶红顽强地度过了生
长的关键期，长势越来越好。

待到耿连长的妻子来队看他时，这
株朱顶红竟然开出了火红的花。妻子
惊喜万分，当听说了这株朱顶红艰难的
培育过程后，感动地泪流满面。

回到老家后，耿连长的妻子给连队
寄来一大包朱顶红花种。耿连长便提
出在连队每年组织一次“赛花会”的倡
议。这个习惯就这样一直延续下来。

听着老连长的故事，闻着花香，战
士们的思绪飘向远方。这一株株在恶
劣环境下扎根发芽的花木，和一代代
戍守祖国西陲的边防官兵，为这片寂
寥的雪域高原带来一片生机勃勃的
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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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戈壁滩上组织一场足球赛难不
难？不难！

只需要在帐篷围成的小院子里把
球朝天空一踢，也不知道球会落到哪
儿，伴随着大家的一惊一乍，许多人钻
出帐篷左瞅右瞧，出了啥情况？一看到
有球，都来了劲。三营的教导员张嘉率
先往戈壁滩上跑，后面立刻跟上一大串
儿。你看，不用下通知，不用作动员，踢
球的人一下子就组织起来了。

球已经开始满场乱飞，人也一个劲
儿地冒汗，但大家都是蒙头蒙脑，问问
这是在干啥？谁也不知道，反正看到球
滚过来了，抬腿就是一脚。张教导员觉
得这样下去不行，于是叫了个暂停，主
持“分伙儿”，士兵一队，干部一组。在
戈壁滩上画出“楚河汉界”，双方球队摆
出“战术阵型”，四堆衣服一摆当作球
门，军装反穿区分主客球队。比赛就要
有个比赛的样子，这样才热闹。

啥叫最精彩的球技？看看士兵队
这一脚。球在空中左飘右飘，突然一个
“猛子”直扎进对方球门，引得大家拍手
叫好，当然不是称赞脚下技术，而是感
叹这风刮得真巧！戈壁滩上常刮风，风
很大，有多大？基本听不见讲话，传球
要靠手比划。具体什么风向还不好说，
一会儿东风一会儿西风，正说着南风又
刮来北风。不影响踢球吗？不影响！
反而因为球在空中的诡异弧线带来了
更多欢乐，还给比赛结果增加了悬念。

除了从四面八方刮来的风，还有突
然驾到的沙尘暴。一阵沙尘席卷戈壁
滩，谁也逃不掉。大伙儿赶紧拿衣服捂
住口鼻，眯着眼睛躲避奔跑。当然，躲
进帐篷之前，不忘跑到对方球门前来一
脚，反正比赛没说结束，进球就有效。

戈壁滩上的天时不可预测，场上踢
球的人却乐得耍宝。

战场无父子，球场无领导。因为有
言在先，士兵这一队显得特兴奋。平时
训练都是听从指挥、接受领导，这下子
终于能够在干部面前大显身手一把，多
么骄傲！与干部队相比，士兵普遍年
轻，体力优势太过明显。看到自己连队
的干部过来抢球，士兵左突右晃来回
跑，反正干部抢不到。

你有你的长处，我有我的“套路”。
干部这一组虽然被士兵撵地呼呼喘气
儿，但是心中不慌不恼，比起蛮力，他们
更善于用脑。忽然远处灌木丛中跑出
一只兔子，引发球场中一阵欢叫。干部
们指挥着士兵去抓兔子，前追后堵、左
右包抄。兔子拼命地逃，士兵们撒欢儿
地跑，听说追上兔子下周的 5公里可以
免跑。不一会儿，士兵们欢天喜地、左
拥右簇地提着兔子回来了，球赛才又恢
复计时，只是谁也没有留意到干部们嘴
角一丝若有若无的笑。突然吊一个高
球，打了士兵们一个身后，干部队全力
冲刺，刚追完兔子的士兵哪有力气再
跑？球门被轻松攻破，看着干部队乐弯

了腰，士兵们才大呼上当：追兔子耗体
力，中了“圈套”！

在戈壁滩踢球会不会容易受伤？
会！这不就有俩人去了卫生队，倒不是
腿伤脚伤，却是嗓子哑了。一场球赛下
来，又喊又笑，身体最累的部位竟然是
嗓子！

后来这戈壁滩上的足球赛事，不再
是三营的专属，其他营也有了球队，还
时不时地过来比赛。球赛规模的扩大，
要归功于参谋长。

有次，参谋长在球场边路过。此
时，三营的干部队与士兵队正踢得难分
难解，皮球被高高踢起，正不知哪个队
先抢到球，忽然刮来一股邪风，球朝向
参谋长飞去。大家都喊小心，参谋长一
听赶紧跑，球还在空中旋转着……

两者都在动，按理说球砸到参谋长
的概率很小。但是这可爱的戈壁滩啊，
历来就是诞生奇迹的地方。它尽管缺
少关注，但从不缺少快乐，不缺少惊喜，
也不缺少创造快乐的人们，比如说这个
砸向参谋长脑袋的皮球，就把参谋长砸
个正着。

人群中的哄笑最终没能憋住，参谋
长好像也“怒”了，风风火火地跑过来，
外套一脱，加入踢球的队伍，“这乐子咋
能你们三营独享，要全团推广！”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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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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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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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外，漫画师又来连队办画展了，
大家快来看！”陆军某工程维护团一营
的营区里，热心的“漫迷”们奔走相告。
原来，该团下士林欢带着新一期《“画”
说安全》漫画作品正在连队巡展。一幅
幅寓教于乐的漫画引来官兵驻足欣赏，
赢得一致点赞。

听到战友们的赞许，林欢黝黑的脸
庞泛起红晕，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用
微笑掩饰着羞涩。虽然不是“科班”出
身，但“半路出家”的林欢却凭借过硬画
功成为战友们喜爱的“连队漫画师”。

新兵刚下连时，一本《超级漫画秀》
勾起了这个川娃子的好奇，从小就喜欢涂
涂画画的林欢，萌生了创作军旅题材漫画
的念头。然而，学画之路谈何容易，尤其
对于他这种业余爱好者更是难上加难。

一本翻破的《漫画基础教程》就是
林欢无言的“老师”，他从最基本的排
线、画四边形开始学习。画技要练，画
功靠磨。为了熟练掌握技巧，他每天都
要坚持画一小时的线条，即便吃饭走
路，手也不停比划。每天晚饭后，林欢
总会准时出现在活动室，对照着图片临
摹、填色，学习漫画名家的作品。功夫
不负有心人，越来越多的精美作品从他
笔下诞生。

前年，林欢和几个同样喜爱漫画的
战友组建了“漫画工作室”。每逢闲暇，

大家一起进行漫画创作，设计“兵哥”特
色的微信头像、提示卡、宣传画。林欢
还常常用画笔为战友们送去快乐和祝
福：给退伍的同年兵人手一份漫画版的
合影留念，为班长画一张儿子的周岁
照，给排长绘制一张全家福……

林欢所在的工程维护团，由于驻防
高度分散，安全管理难度较大，林欢就
主动请缨，用漫画的形式生动宣讲安全
知识。他创作的《“画”说安全》漫画成
了配合团里安全教育的一个特色内容。

这几天，林欢又接到新任务——创
作《防火安全知识》漫画，作品将印到扑
克牌上，成为官兵寓教于乐的新“法宝”。

连队漫画师
■谷永敏 白 萌

陆军第 83集团军某旅野外驻

训期间，王金帅等几名战士刚好过

生日，连队为“寿星”们举办了一场

别具特色的戈壁生日会。火红的蜡

烛点缀着戈壁的夜幕，连长丁学亮

为大家切蛋糕，战友们围在一起齐

唱生日快乐歌。

张 佩摄影报道

戈壁生日会

来部队后不久，每名战士便领到属
于自己的小板凳，在凳脚贴上连队的制
式小标签，平常把它靠床头内侧整齐放
好，这便是小板凳的安乐窝了。

小板凳貌似微不足道，实则作用不
小。在战士们眼中，小板凳有“站、坐、
碾、打”四门功夫。团里组织听报告、看
电影、上教育课等大项活动，座位不够
时，值班室会提前交待：某连自带板凳，
于主席台右侧过道就座；训练场上，警
棍盾牌不够时，左手拿板凳当盾牌，右
手拿树枝当警棍，体会动作，照样练得
虎虎生威；整理内务，军被怎么整都不
够平，用小板凳反复碾压，被子就好成
型了；最难忘的是合影留念，个子高的、
矮的战士都好安排，剩下不高不矮的战
友就得带上小板凳，要么坐在领导前
面，要么脚踩小板凳站到领导身后，一
声“茄子”，大家的微笑定格。

新兵连里，连队干部常强调“正三
相、练三声”，在小板凳上练坐姿便成为
一门必修课。看新闻时，新兵刚走进俱
乐部，就听到值班员短促响亮的口令
声：“向右看——齐”“向前——看”，窃
窃私语的讲话声戛然而止。
“准备凳子，放！”
“啪”，声音中透着干净利落、整齐

划一。
“好，坐！”
“呼”，一阵风声，一排排绿色身影

坐定。
新闻开播前，值班员仍不忘强调

作风纪律：不准交头接耳、不准埋头低
头……于是，放眼望去，所有新兵手掌
齐刷刷地放在膝盖上，后颈紧贴衣领，
笔直的腰杆，高高挺起的胸脯。可坐
在后排的战士就辛苦了，总要伸长脖
子、抬高脑袋，才能捕捉到被战友遮挡

的画面。时间久了腿会胀，踮踮脚掌
促进下血液循环；腰酸了，深呼吸后吐
口气，让挺直的身体随着胸腔的收缩
放松片刻，提气时，每块肌肉又重新绷
紧。作风养成于细节，板凳坐久了，坐
直了，自然就坐出了军人的味道，找到
了军人的感觉。

革命工作无贵贱，四海之内皆兄
弟。在基层，坐板凳也能坐出感情。作
为革命战争年代的传家宝，坐惯了主席
台的领导下到基层检查工作，总会走进
班排，与战士们同坐小板凳，围成一圈
唠唠嗑，说说心里话。战士们称赞：这
样的领导，作风扎实、平易近人；每周班
务会上，班长按惯例传达完上级指示、
部署好下周工作，和战士们围坐一圈，
“放松点坐，咱都是兄弟，大家有什么事
就说。”于是，上至连队工作，下至生活
琐碎，你一言我一语地打开了话匣子；
闲暇时刻，战士们常搬了小板凳坐在床
边，一笔一划地写家信、记日记，随着笔
尖轻划出的墨痕，战士们的思念飞到远
方，想到了家人、朋友、远方的她……

频繁的使用，金属也会疲劳，更何
况是板凳。发扬“南泥湾精神”是咱部
队的优良传统，于是，修修补补成为连
队的拿手绝活：给凳底装上橡皮垫片
儿，给凳脚包上铁皮衣，简单、方便、实
用。在“勤俭持家”风气的带动下，战士
们自力更生，解决了很多问题。拆下废
旧门板，在长木板上钉上把手，班排里
夹板就够用了；在铁棍两头浇铸水泥柱
块，土制哑铃就做成了……这些小发明
看似简单、不起眼，实则凝聚着战士们
的聪明才智和对部队最朴素的爱。

事物总会新旧交替，小板凳也不例
外。近几年，部队配发了坚固耐用的折
叠两用椅，既能当椅子靠，又能当书桌
用，小板凳也将“退居二线”。望着小板
凳渐行渐远的身影，战友们心中五味杂
陈：感谢军旅路上有你相伴，亲爱的小
板凳！

小板凳的故事
■杨 湛

■■刘 慎 周 超

林欢展示自己创作的漫画作品

《“画”说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