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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彩芳华

小李是我们从连队挑来的兵。记
得那天去接他，他就站在指导员的房间
里，有些拘谨。阳光打在他脸上，黑瘦
的小李有些脸红，就像连队窗外盛开的
杜鹃花。

听说他当兵前跟着工程队装过数
字电视，而礼堂正需要这样一个兵。
来到礼堂后，小李才发现他所熟悉的
数字电视安装只是礼堂阶段性的工
作，完成任务以后就交给地方有线电
视台了。而礼堂更多的任务是各种会
议、晚会的灯光音响保障，还有电影的
放映。“好好把这本书看看，以后调音
室就交给你了。”来到礼堂没两天，班
长就把一本卷了边的专业书交给小
李。接过班长的书，小李红着脸，有点
茫然不知所措。

有些人的成就是从爱好开始的，而
有些人的爱好是从别人的成就中开始
的，小李属于后者。刚开始与灯光音响
设备打交道，小李更多的是在每次晚会
保障时，看着班长坐在那把高高的椅子

上，戴着耳机，眼睛紧盯舞台，手在调音
台上游走。舞台上，演员的一个动作、
一个唱段，在灯光音响的相伴下就有了
无穷的魅力。那一刻，小李觉得班长特
别神气。多年以后，回忆起最初触摸调
音台的按键，小李还是止不住地激动，
脸上泛起红晕。

每个兵都是一粒种子，只是他们的
发芽开花期不同罢了，有的很快就能绽
放枝头，有的却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孕育
期才能破土而出。但只要你有足够的
耐心，他们一定都会姹紫嫣红。小李也
许就是这种开花有点慢的种子。每天，
小李捧着那本卷起了毛边的专业书边
看边问。有时把班长问烦了，他就自己
利用每次会议保障的机会，围着调音台
转，试试这个开关，推推那个按钮，声音
是高亢还是低沉，灯光是冷还是热，全
都记在小本子上。

在通往成功的这条路上，无论你是
大步流星，还是日进一寸，只要你坚持，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滴汗水都不会白
流。小李具体是从什么时候独当一面
的，还真想不起来了。就像礼堂前门两
旁的白玉兰，一年又一年花开花谢，一
株弱不禁风的小树苗已经长成为一棵

可以遮风挡雨的大树。一段时间以后，
无论是单位的大型会议，还是年度文艺
晚会，调音室那高高的椅子上坐着的，
不再是班长，而是换成了小李。小李也
学着班长的样子，眼睛盯着或明或暗的
舞台，两只手却始终没有离开过调音
台。灯光反射过来，你会看到他那小而
聚神的眼睛特别明亮。

礼堂的对面就是北操场，是官兵每
天运动的地方。从春到秋，每个季节，
操场的四周都会盛开各种各样的小花，
这些小花或红或黄，或淡或艳，各有芬
芳。夜幕拉开，操场上便热闹起来，有
家属带着小孩散步的，有官兵组织跑步
的，甚至还有大妈跳广场舞的，大家谁
也不会干扰谁，就像操场四周各自盛开
的小花，绽放着各自的精彩。

忙完了各项保障任务之余的小
李，也喜欢在操场上追风逐雨。从踏
上跑道的那刻起，小李就像一朵盛开
的小花，3 公里、5 公里、10 公里，脚下
是漫长的跑道，心中是渐近的目标，汗
水甩在地上，绽放成一朵朵小浪花。
要是遇到下雨天，操场上跑不了步，小
李就会带着羽毛球拍，在文体中心轻
羽飞扬，直到把自己累得气喘吁吁，满

脸通红。小李喜欢这种大汗淋漓的感
觉，他总觉得，当兵就得有当兵的样，
当兵就得做当兵的事，无论是工作还
是训练。于是你会看到，每次连队组
织体能考核，他都是从开始的领跑到
最后的遥遥领先。这样的一个兵，谁
又不喜爱呢？

当兵第二年，上级单位评选十佳义
务兵，单位推荐了小李。经过层层选
拔，小李凭着出色的成绩，最终成功当
选，并荣立三等功一次。小李再次激动
起来，脸上泛着红晕，那是工作最大的
幸福感与成就感。

休假时，小李执意要带着父母去天
安门看一次升国旗。人潮人海中，小李
把军装理了又理，把军徽擦了又擦。当
雄壮的国歌声响起，鲜艳的五星红旗缓
缓升起，小李迅速抬起右臂。天边的朝
霞喷薄而出，漫过天安门城楼，照在每
个人的脸上，小李那只紧紧贴于裤缝的
左手，微微有些颤抖，红红的脸上满面
春光。

每个士兵都是一粒种子，都会在军
营的沃土里，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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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

旅组织文艺轻骑队走一线、进哨

所、登船艇，以战味浓郁的节目，

丰富官兵的文化生活。图为文艺

轻骑队队员为船艇上的执勤官兵

奉上精彩节目。

李宝成摄影报道

专场演出

最近，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火
了。周末，在某特勤疗养中心俱乐部，
战士们围坐在一起观看最新一期节目。

看完节目后，大伙儿觉得不过
瘾。连队电声乐队主唱罗艺干脆拉上
队友，现场为战友们高歌一曲。军营
版的摇滚乐响起，兵味十足，让大伙儿
更觉亲切。

连队所在的特勤疗养中心，每年
都会有来自全军的优秀官兵到此疗养
休整。为发挥文化疗养怡情暖心的功
能，该中心经常会组织特色文娱活动，
这也给官兵展示才艺搭建了舞台。

2010年，文艺骨干张启旭购买了
一把吉他，他拉上几名志趣相投的战
友成立了弹唱小组。随着一场场联欢
晚会的演出锻炼，弹唱小组声名渐
起。第二年，在上级的支持下，连队购
置了架子鼓、键盘、贝司、电吉他等乐
器，还在俱乐部里开辟出排练专用的
音娱室。弹唱小组渐渐发展成一支有
模有样的电声乐队。

乐队“出道”总得有个响亮的名
字。起初，队员们想到的是“迷彩”“战
友”“战狼”等传统军旅风格的名字，但
大家总觉得缺少点味道，还容易“撞

名”。后来，张启旭想到了“兵嗨”这个
名字，他的解释简单朴素：“我们的乐
队是为战友服务的，就是希望战友们
能乐起来、嗨起来。”
“兵嗨”乐队刚组建那会儿，除了

张启旭和来自土家族的战友罗艺有
点唱功外，其他成员对基础乐理都知
之甚少。为了尽快“入门”，他们各显
神通，有的联系母校音乐老师远程指
导，有的利用周末到驻地音乐培训机
构学习。
“乐队的成长就是从一个人到一

支队伍，再将一支队伍融合成一个
人。”张启旭说，“那时，大家一有空闲
就集合在音娱室，一个音、一段旋律
地反复磨合练习。晚上就寝了，还在
被窝里背谱子。”

几年下来，这支乐队已为来中心疗
养的官兵演出几十场次，收获了一大批
战友“粉丝”。有一年春天，驻藏某部的
10多名官兵来中心疗养，因为还不适
应疗养中心当地的气候条件，出现了醉
氧症状。得知情况后，“兵嗨”乐队带着
乐器来到疗养房，为他们专场演出。轻
柔的歌声诉说着战友间浓浓的情谊。

去年底，乐队因老队员退役做了
一次大的调整。新老交替之际，新加
入的队员表示：“兵嗨”乐队，成员变
了，但我们为战友服务的理念永远不
变，继续为大家送去欢乐。

我们的乐队叫“兵嗨”
■柯文才

军营文艺范

库鲁木都克边防连，海拔 2986米，
位于一道狭长的山谷中。哨所被群山
环抱，四周高耸的山峰在天空中划出一
道折线，每天仅有 5 个小时的日照时
长。官兵都把这里戏称为“一线天”哨
所。虽然自然环境艰苦，但乐观的哨所
官兵依托高山险峰，在孤寂的大山中开
发出许多特色“娱乐项目”……

险崖练攀登

“让我飞下去！”在“4375”山顶，上
等兵王启明大喊道。
“好，满足你！”负责保护的下士张

许许回应。
只见近百米高的悬崖峭壁上，王启

明在攀岩绳的保护下一边纵情大喊，一
边急速下落，仿若飞檐走壁的武林高
手。
“4375”是以海拔高度命名的大山，

为了丰富官兵生活，连队官兵借助峭壁
险崖这一地理“优势”，开展攀岩活动，
寓训于乐。
“第二组，上！”一声令下，面对近乎

直立的峭壁，官兵似出笼的猛虎，攀上
岩壁向山顶登去。

下士王午阳站在原地，气定神闲地
向上张望。

连长魏巍走上前问道：“怎么不上
去，身体不舒服啊？”
“没有，我让他们 10米！”王午阳咧

开嘴笑着说，接着便转身冲向峭壁。他
向已经攀上去十几米的战友喊道：“你
们谁比我先到，周末奖励一把‘吃鸡’游
戏！”

话音刚落，冲在最前面的战士穆鑫
大声回应：“班长，你可不许反悔。”

班长王午阳手脚并用加快了攀登
脚步，眼看就要追上领先的穆鑫。穆鑫
不甘示弱，全神贯注地望着岩顶，手上
又加了把劲儿。
“穆鑫加油，班长快追上你了，只差

5米了！”看到两人激烈的竞争，战友们
忍不住给他俩鼓劲儿。

没想到这时，王午阳使出一招“杀
手锏”—跳跃式攀登。最后，穆鑫还
是败在班长手下。虽然没能赢得这次
“吃鸡”游戏，但战士们再次征服了
“4375”的高度，个个欢呼雀跃。

“一班 26分 45秒，第一名；四班 28
分 11秒，第二名……”连长魏巍在风中
大声喊出各班的成绩。

该连的巡逻点位，大多在海拔
4000 米以上的险峰。通过攀岩竞赛，
既能增强战士们的体能，又让大家掌握
了攀登技巧，为完成高难度的执勤巡逻
任务打下坚实基础，有效提高了巡逻执
勤的到点到位率。

篮球喊着打

“我在这边！”浓雾中，篮球意外传
到连长魏巍的手中。
“传错了！”指导员杨泽松在旁大

喊。大家爆发出一阵笑声。
在哨所后院，有一块平整的山地，

面积大概 400多平方米，差不多是个标
准篮球场的大小。一到周末，战士们都

爱来这里打篮球。
和其他地方的篮球比赛不同，在这

打球，必须喊着打。因为哨所早晚雾气
很大，受浓雾影响，官兵传球靠喊、投篮
靠蒙，看不清球、认不准人。尽管失误
不断，但每场球大家打得都很认真，拼
抢积极，比赛也异常激烈，别有一番乐
趣。

登山迎太阳

“快出发！不然晒不上太阳了！”周
末，排长周荡不断催促着下士张许许。
“时间还早呢，你把这迎太阳的劲

儿用在追女友上，早成了。”张许许调侃
道。

阳光是库鲁木都克边防连的“奢侈
品”。为了让官兵沐浴到阳光的温暖，
连队经常会按照计划组织“登山”比
赛。要说起登山迎太阳的故事，这里人
人都能讲上许多。
“昨天下雨没晒成，今天必须补

上！”一听又要去登山迎太阳，官兵个个
十分兴奋。

沿着预先设定好的登山路线，大家
朝山上走，太阳渐渐“露出脸”。阳光在
山与天的交接处勾勒出一条橙色的边
际线，太阳正缓缓跃升……

登上山顶，太阳完全呈现在大家眼
前，和煦的阳光和高原的微风带给官兵
一片轻松安谧。战士们纷纷躺在地上，
沐浴在阳光中，尽情享受着高原迷人的
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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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乐部里的“传家宝”

军营小幽默

兵 漫

瘦身简餐
■建 龙

周五，连队组织学习。中间休息，
小李从教室出来，揉了揉疲劳的双眼，
望着营区远处灯箱上的字一片模糊，

不由对班长说：“班长，我最近学习有
些过度了，眼睛都近视了。”
“是吗？”班长抬手指向天空问，

“你看那是什么？”
“太阳啊！”小李脱口而出。
班长笑着说：“这么远你都能看得

见，视力很好嘛!”
（张欢朋整理）

近视

周末打扫卫生时，中士巴子流来到
中队俱乐部，拿起乐器架上一支有些褪
色的巴乌，仔细擦拭起来。在武警云南
总队执勤支队十六中队，老兵们都熟悉
这支巴乌。

巴乌是中队哈尼族四级军士长陈
波刚入伍时从家乡带来的。新兵连时，
战友们都好奇这个外形像笛子，却有两
个管的乐器是啥？“这叫巴乌，是我们哈
尼族的民族乐器，它可是个‘会说话的
乐器’。”陈波笑着介绍。往后的日子
里，大家都听到过陈波吹奏巴乌。它声
音柔和甜美，仿佛倾诉衷肠，陪伴大家
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时光。

陈波选取士官后带起新兵。空闲
时，他依然爱为战士们吹奏。在他看
来，音乐可以感化心灵，直抵人的内心，
一曲巴乌有时比言语更具有温暖的力
量。

巴子流是陈波带的一名新兵，性格
内向，平日不爱和大家交流。陈波看在
眼里，急在心上，总是变着法儿地带他
融入集体。休息时，陈波为战士们吹曲
子，教感兴趣的战士吹奏巴乌，也总留
心带上巴子流。

一次，新兵连组织模拟考核，班上
其他战友都摩拳擦掌，巴子流却一脸愁
容。原来很多课目他还有痼癖动作，心
里胆怯又不敢对班长和战友们说。

模拟考核那天，整队立定时巴子流

因为过于紧张，没“刹住车”，一个人在
队列里凸了出去。他脸憋得通红，在队
伍中格外醒目。“正步走！”口令传来，战
友们齐刷刷地迈出步伐，还没缓过神来
的巴子流又没有跟上。

考核结束，本就不爱说话的巴子流
更加沉默了，独自回到宿舍。晚点名
后，陈波把巴子流叫到身边，还没等他
开口，巴子流就啜泣起来：“班长，对不
起，是我拖了咱班的后腿。要是没有
我，咱班肯定能进前三名。”

看着情绪激动的巴子流，陈波没有
说话，轻轻吹奏起一首《小白杨》。吹到
乐曲的高潮处，不知为何，陈波突然空
了几个音再继续吹奏，美妙的旋律一下
变得杂乱。
“班长，你是觉得我像噪音，扰乱了

大家的节奏吧？”巴子流红着眼睛说。
“小巴，我们每个人都是咱们班里

不可或缺的‘音符’。”陈波耐心地安慰
道，“开朗一些，没有你，我们吹不好这
首乐曲。”

在陈波和战友们的关心下，巴子流
慢慢敞开心扉，训练进步很快，人也越
来越阳光开朗。他还主动找到陈波也
要学吹奏巴乌。

后来，巴子流也成为班长，带起了
新兵。闲暇时，他常学着老班长陈波的
样子给新战友们吹奏一曲。《小白杨》
《军港之夜》等军旅歌曲，在他的吹奏
下，多了几分军人的刚毅。优美的乐声
缓解了战士们训练的疲劳，也拉近了大
家心与心之间的距离。就像当年老班
长说的那样，这支乐器“会说话”。

会说话的乐器
■何思聪 陈媛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