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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演员让座，给工人递水，被导演点

赞……他们是一群场务兵，却成了演员

口中的“暖男”、导演眼中的“硬汉”。他

们，在默默无闻的岗位上赢得所有人的

尊重。

舞台之下，官兵平均每天工作时间

长达14小时。舞台之上，演出官兵挥洒

汗水：参加“和平之师”演出，表演“国旗

呈 现 ”节 目 ，在 观 众 席 充 当“ 和 平

鸽”……

好评从来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得来

的。每天近10个小时的训练，1792人的方

阵不仅要“横平竖直斜呈线”，还要做出动

作的质感、乐感、节奏感，难度可想而知。

早在今年5月，参演官兵就参与了

“和平之师”节目排练。直至军运会开

幕式结束，整整半年时间，方阵里1792

名官兵没有1人休假。许多官兵遇到

妻子分娩、家人患病等困难，他们有的

请假一天便匆匆回到排练场，有的委托

兄弟朋友代为照看……

参加“和平鸽”节目排练，118名

军人连续数日平均每天只休息五六

个小时。场馆内外，随处可见笔挺的

军姿、帅气的军装，为了维护场馆秩

序，他们的坚守和付出，迎来人们敬

佩的目光。

军人站立在哪里，哪里就是战场。

只要穿上这身军装，就必须维护军人形

象、拿出军人标准。守护荣耀是军人的

职责，也许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但

他们却用行动为中国军人赢得了荣誉。

军人站立在哪里，哪里就是战场
■罗词凤

绚丽多彩的清明上河图，风光旖旎的河流，麦田
里耕作的“农夫”，古老的丝绸之路……第七届世界
军人运动会开幕式演出，惊艳世界。

流动的舞台，恢宏的舞姿……大型舞蹈《合和之
道》《和平之师》两个节目，婉转诉说着盛会的主题：
无论昨天、今天、明天，中国人民始终有着追求和平
的美好愿望。

舞台之上的美丽风景，从何而来？
走进舞台之下，记者不禁惊叹而感动：眼前，密

密麻麻的立柱、排列整齐的“岩石”、金黄的“小麦”，

舞台上出现的景物一一铺展……在这“倒立”的舞台
之下，仿佛另一个世界。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块地下的空间，面积约 3
万平方米，包含 25个人员通道、74块小麦翻板、22块
岩石翻板、11块大树翻板、9块房屋翻板、29个雾森
设备、1个河流控制平台，以及 37个景物升降平台，
每块翻板面积为 16平方米，重约 300斤，需要 6个人
同时作业……

这些通道、翻板和升降平台的“幕后操控手”，是
来自中部战区陆军某舟桥旅的600余名官兵。

视觉上的惊艳，源自艰辛付出与汗水浇灌——
舞台上的大部分景物，都是从舞台下翻转上去的，河
流则是由控制水区升降来呈现；演员有的随景物一
起上台，有的从台下通道登台，雾森喷出水雾营造舞
台效果。
“如此大规模地利用地下空间，这么多幕后人

员同时作业，几千名演员从地下登台，在以往演
出中极其少见。”开幕式演出总监王顺说，这一
切，都源自舞台之下的密切配合，源于军人们的
默默付出。

一层板隔开“两重天”

同样的年龄，同样的青春，

同样一场盛会，身处截然不同

的环境，受领截然不同的任务

“如果不来当兵，我可能也在舞台
上。”看着朋友圈里大学同学的一条条
点赞，特种舟桥营特舟二连战士龚紫梁
喃喃自语。

地下空间高度有限，有的官兵工作
时要弯着腰，时间长了，难免会感到压
抑。

入伍前，龚紫梁是武汉大学金融系大
二学生。执行任务期间，他经常遇到大学
同学，通过聊天才了解到——他们是军运
会志愿者，主办方每天会给他们提供生活
补助，还能拿到学分、得到学校的鉴定，待
遇相当不错。

龚紫梁的工位，离志愿者休息的地
方只有一墙之隔。透过窗户，龚紫梁看
到整洁的房间、全速运转的空调、干净的
桌椅……这和他身边闷热的环境、浓浓
的油漆味，形成强烈反差。

感受到这些反差的，不止龚紫梁一
个。

特舟一连上等兵曹宝宝，入伍前是
河南一所武术学校的学生，参加过 G20
杭州峰会开幕式演出。那时，他是台上
的一名演员，和现在舞台上的演员一样，
万众瞩目。

这会儿，曹宝宝的工作是“负责舞台
通道踏板的开闭”。最初，每当演员从他
负责的通道经过时，一种淡淡的失落感
总会袭上心间。
“更多的是一种遗憾吧。”特舟三连

士官杨柳，望着不远处候场的演员说。
其实，杨柳是有机会上台表演的。

在军运会导演组最初选人的时候，由于形
象气质好，杨柳第一个被选中，还安排在了
第一排。后来由于工作需要，他被安排到
舞台之下，成了一名“地下工作者”。

舞台，是由约5厘米厚的木板拼接而
成。正是这层板，隔开了两重天：台上光彩
绚丽，台下灯光昏暗；台上万众瞩目，台下
默默无闻；台上载歌载舞，台下枯燥单调。
“开始确实有官兵想不通。”特种舟

桥营教导员陈梁说。
思想不通，任务咋完成？
思前想后，陈梁把自己曾经参加“东

方之星”救援的纪实片拿了出来。他用亲
身经历告诉官兵，军人所做的工作，就是艰
苦危险的工作；军人的荣誉不是轻轻松松
得来的，都是在完成别人干不了的任务中
得来的……

事实也正是如此。这项任务要求极
高：官兵的每一个动作，都要与音乐的节
奏严丝合缝；翻板切换整齐划一，通道开
启分秒不差。

一旦有差错，台上的演员就可能有
生命危险，这是导演团队经过深思熟虑
做出的决定——一定要把这项任务交给
最托底的人。

舞台上，灯光透过缝隙打在曹宝宝
脸上。年轻的脸庞显得成熟而刚毅。指
导员方波私下说，前段时间，曹宝宝见到
他，总是把手藏在身后……他隐约感觉
有点不对劲，就让曹宝宝把手拿出来。

那一刻，方波担心极了——他发现，
曹宝宝的一根手指，指甲盖有些发黑，满
是褐色血块。在方波的追问下，曹宝宝
道出实情：在一次通道作业中，手指被转
动杆夹伤，他怕指导员知道后会把自己
从作业位置换下来，便一直隐瞒受伤的
事。

舞台盛景之下，总有默默奉献的人。
开幕式结束后，杨柳在朋友圈里写道：“台
上的人就像鲜花，台下的人就像绿叶，没有
绿叶光合作用的滋养，鲜花就无法盛开。”

一个信念不动摇

无论所处环境多么恶劣，舞

台之上的节目如何轮换，舞台之

下一直有军人的坚守

“解锁，上推。”长 1.2 米的“T”字形
钢管，在四级军士长王业峰手上显得无
比“乖巧”。这根钢管，是一把打开翻板
的钥匙。

王业峰是一名换板操作手，他的职
责，是配合班里人员进行景物切换，以及
托举演员。每次排练开始前，王业峰和
战友们都要检查舞台螺丝有没有拧紧、
卡销有没有卡实，提醒台下候场演员一
些注意事项。

那是在盛夏的武汉，连续高温橙色预
警。密闭的舞台、设备施工的噪音、尘土飞
扬的环境，无不挑战着官兵生理心理的承
受上限。

王业峰将那时的训练，笑称为“蒸桑
拿”。一次，记者曾去舞台之下走了一
圈，十几分钟、千余米的距离，汗水已经
浸湿外衣。

王业峰却很乐观。他说，无聊时就竖
起耳朵听台上的脚步声，时间久了，竟能根
据音乐的切换判断节目的更迭。只是，他
从来没有上台看过节目，也没有看过一场
排练，仅有的“福利”还是在演员入口处，踮
起脚尖瞄几眼——小伙子乐呵呵地说：“瞅
个大概，就很开心了。”
“哐！”第一次分篇章排练时，一个巨

大的声响从台上传来，整个舞台都在晃
动，王业峰说，当时战友们都愣了，以为
舞台要塌了。

后来大家才知道，台上在排练一个

节目，“一声巨响”是千余名演员用盾牌
同时砸地的声音。

王业峰是个喜欢琢磨的人。他看到
台下的岩石和小麦，总会在心里猜想，这
是在演个啥节目哩？

想到前几天，有的演员被“镶嵌”在岩
石中，和岩石一起被翻转到舞台上，他感
觉，这该是个有关文明起源的节目；看到
骆驼和丝绸，他联想到了古代丝绸之路。

闲暇时，王业峰会和战友讨论舞台
上的节目。每当听到《红旗飘飘》时，他
们总会心潮澎湃地站起来，跟着伴奏哼
上几句。
“你们最近在干啥啊？天天联系不到

人。”每次听到电话中妻子的询问，王业峰
总不知如何回答。今年9月，他们的小孩
刚刚出生，他还没有机会回家看一下。聊
起这些，他的语气充满内疚。

下午 1点到达战位，凌晨 3点回到营
区……近 14个小时坚守“地下”，让王业
峰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他特别想找
个人说说话，可参加方阵表演的战友和
他，完全不在一个“时间频道”上，连见面
的机会都少。

时间久了，孤独和烦躁的情绪，在作
业小组中弥漫开来。王业峰是作业班

长，也是整个小组的“定海神针”，他说，
自己不能垮。
“抗洪抢险中，老班长们用生命为我

们赢得了荣誉，我们得把这份荣誉守护
好。”王业峰所在的连队曾被授予“抗洪
抢险模范连”荣誉称号，他本人也被战友
们尊称为“王模范”。

在王业峰的潜移默化中，战友们的
情绪也被感染着……

其实，王业峰一直有个心事。他想
在任务完成后，带着妻子孩子到他作业
的舞台之下走一趟，全家人照一张合影。

一份教案被推广

攻克一道道难关，经过一次

次训练，托举整场演出安全无虞

回忆起最初训练的场景，成先明
苦笑着摇了摇头——第一次练习，仅
仅卸下一块翻板就耗费 7分钟，所有板
子换完用了 30 多分钟，远达不到导演

的要求。
“景物切换”，是台下场务人员担负

的一项重要工作，时间上限为6分钟。
完成这项任务并不容易，每块景物

翻板长、宽各 4米，重达 300多斤，两根立
柱之间空间狭小，翻板卸下移动时仅有
不足 20厘米的剩余空间，官兵们如果同
时作业，相互“撞车”不可避免。

问题反馈到施工方，他们实地查看，
也是束手无策。一名工人告诉记者，他
们从没做过这么多人员和翻板同时切换
的项目，加之导演给的操作时间有限，难
度可想而知。

面对难题，官兵们现场召开“诸葛亮
会”。

有的人建议，把活动的固定栓变
成固定的卡槽提高作业效率，有的人
建议在翻板底下加一个立柱式“保险
杠”，以防翻板掉落，有的人建议在通
道卡销的立柱上加个“把手”，提升作
业灵活性……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最
终形成一个设计方案，报给该旅保障
部副部长梁毅。

梁毅马上召集各营主官优化设计，
并把最终的设计方案提交给施工方。舟
桥兵天天与钢结构、机械设备打交道，练

就了天然的“工程思维”，设计方案得到
施工方高度认可。

机械设计改进后，作业效率明显
提高。为保证作业有序，成先明主动
带领人员按照军事课目的训练“套
路”，编写“场务保障教案”，大到作业
路径选择，小到作业人员“手放哪儿，
如何放”，教案里都有规定。编好后，
他开始在本营展开试点。

一遍遍试验，一轮轮修改，一次次练
习，时间突破 6分钟，这份教案也被推广
至所有作业人员。达到导演要求后，官
兵们反复练习，最终形成肌肉记忆。

一次排练，由于演员未按要求及时
撤离，通道打开后，3名演员随翻板下落。

此时，岸勤连下士陈永淦一边指挥
同组战士王洋、韩留杰下压通道两侧配
重，一边和修理班战士王昊上抬通道顶
部踏板……最终，演员平安无事。

正是凭着刻苦的训练和周密的预
案，他们托举了整场演出的安全。

一道现实考题

为保障军运会开幕式，近

500名战士推迟退伍，180余名大

学生士兵推迟入学

压力，不仅来自舞台之上，还源于舞
台之外的现实问题。

王昭入伍前是北京师范大学大二的
学生，返校入学的事，就像一座大山压得
他喘不过气。

按学校规定，如果推迟 2个月退伍，
就不能在当年恢复学籍，毕业时间就需
要顺延一年；即使正常恢复学籍，落下的
2个月课程，也难补上。

据了解，该旅今年因参加军运会保
障任务，有近 500 名战士推迟退伍、180
余名大学生士兵推迟入学。如何与学校
沟通，让大学生士兵按时恢复学籍、推迟
入校，减少推迟退伍对他们的影响，成为
摆在旅党委面前的一个现实考题。

和王昭同样苦恼的，还有五营营长
成先明。

今年 8月，他的孩子马上就要入学
了，成先明急得火烧眉毛。可作为营主
官，他每天都要带队到体育中心组织训
练，一训就要训到凌晨 2点才结束，根本
走不开……

事情很快有了转机。8月中旬，一
则通知发到成先明手上——旅里抽调精
干力量组成工作组，对所有符合条件的
待入学子女进行对接协调，他的一颗悬
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那段时间，人力资源科负责人丁兆
一每天都要打几十通电话，与教育局和
满服役期士兵入校的大学联系，针对不
同需求，他们安排专人制定解决方案。
“官兵们在前方‘打仗’，不能让他们

因为‘后代、后路’的问题分心走神。”该
旅政治工作部主任程晋一说，目前，符合
条件的待入学子女已全部协调到武汉市
优质学校就读，推迟入学的 180 余名大
学生士兵也已基本协调完毕。

人心，是最大的战斗力。为解决
官兵燃眉之急，旅党委紧急筹款对 70
余名困难官兵和家属分批次慰问，协
调中部战区总医院为官兵开通就诊
“绿色通道”。

在临时住宿点，2600余名官兵的吃
饭问题，忙坏了军需助理员王昆。每天
清晨，简单洗漱完毕，王昆马上就对供应
商提供的菜品原材料进行清点，然后巡
查操作间、分发果蔬、发放饮用水……转
一圈下来，吃午饭的点儿就快到了。

晚餐结束，王昆又马不停蹄地准备夜
宵。月色依稀，王昆和战友用保温箱把
夜宵装车，送往 10公里外的训练场。分
发完夜宵，披着月光，他再次登车返回营
区……

此时，远处零点的钟声已经敲响。

舞 台 之 下
■本报记者 范江怀 周 远 特约通讯员 程小冬

特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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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之下，中士杨双泽在“文明之光”节目表演过程中，快速将岩石翻板更换成小麦翻板，确保演出顺利进行。图为杨双泽托举翻板的一瞬间。 赵国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