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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一场意料之外的走红——

镜头一倒转，想要

“拍火”别人的人自己先

火了

“钢铁小黑”视频中，面对镜头侃
侃而谈又不失轻松诙谐的曹在付，其
实曾一直站在镜头的背后。

作为第 74集团军某旅的新闻报道
员，他把镜头对准身边的战友，拍了
无数的照片视频，想过要把别人“拍
火”，却没想到镜头一倒转，自己竟先
火了。

曹在付真心喜欢视频拍摄。去
年，他从电影放映员主动申请转岗，
扛起了照相机、摄像机。第一次把拍
好的素材给旅里的宣传干事看，被评
价“与猴子按快门无异”，他不甘心；
一条不到一分钟的视频重新拍摄剪辑 7
次，最后还是被否了，他仍然不放弃。

一次次的拍摄中，他发现，在镜
头面前，许多年轻的战友很乐意展示
自己，有人还会问他，“家人能不能从
手机上看到我？”一双双满怀期待的目
光督促他快速成长，不断提升专业技
能。与此同时，他也找到了自己的价
值：“通过我的作品给战友们带来快
乐。”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那段
时间，曹在付虽然一直在努力拍摄，
却并没有拍出多少令人叫好的作品。
直到去年 8月的那次拍摄中，他头一回
从镜头背后站到了镜头前。

当时，曹在付正在拍摄侦察兵训
练。训练结束后，大家发现还缺少一
个镜头。不得已，侦察专业出身的他
来了一次“记者出镜”。

这则视频传到集团军新媒体运营
管理员王世博那里时，画面中肤色黝
黑的小伙子引起了他的注意：“长得
黑，有特点，接地气，镜头感又不
错，是网络主播的好苗子！”

在运营集团军微博、微信、抖
音等新媒体的过程中，王世博和他
的团队一直想“发掘一个官兵身边
的主播，用年轻官兵喜闻乐见的方
式来兵说兵事”。就在这时候，曹
在付出现了。

然而，一开始，曹在付拒绝了王
世博“从幕后走到台前”的提议。他
觉得自己根本不具备网络主播的特
质：“我没有制作短视频的经验，在生
活中也不是爱搞笑的人。”

经过多次沟通，曹在付最终同意
试拍一期，“如果真的火了就继续做下
去。”

到底能不能火？王世博心里也没
底，因为从来没有人尝试过。不过，
两人在制作视频的原则上是明晰一致
的：必须是兵说兵演兵事。

因为曹在付绰号“小黑”，他们便
把视频取名为“钢铁小黑”。没过多
久，他们在集团军新媒体账号上推出
了第一期“钢铁小黑”视频，曹在付
以拍摄 VLOG （视频博客） 的形式走
进女狙击手群体，展现她们训练生活
片段。

视频很快收获了上万的浏览量。
网络留言中，人们纷纷点赞女狙击手
过硬的素质，同时也有不少人好奇：
“小黑怎么晒那么黑？”

视频谈不上有多火热，曹在付心

中的创作热情却因此被点燃了。他下
载了大量的 VLOG 视频研究拍摄技
巧，希望推出能让更多人喜爱的作品。

一个月后，“钢铁小黑”又更新
了，这一期视频的浏览量是前一期的
数倍，网友的反应也更热烈。从那以
后，持续不断更新“钢铁小黑”系列
视频，便成了他与网友之间一种无言
的约定。

一场并不简单的走红——

“小黑”重新认识了

自己，也让大家重新认识

了军营

“大家好，我是怎么晒都晒不黑
的小黑。”

每一期“钢铁小黑”视频的开
头，曹在付都会面对镜头来上这么
一句开场白。与此同时，他还会故
意用手摆弄下军帽扮酷。一副自信
的神情，让人很难想到他曾因为长
得黑而自卑。

曹在付出生在云南的一个偏远山
村。云贵高原强烈的紫外线之下，在
“长得黑”这方面，曹在付并不算是很
突出的那一个。直到他 7岁时，一家人
搬迁到百公里外的一个村庄，他才发
现自己与别人的差别。

随着年龄增长，他越来越感受到
别人异样的眼光。小学时，有同学故
意疏远他；初中时，他热情地想交朋
友，却遭遇冷漠回应。终于有一天，
他憋着一肚子气回家对母亲抱怨：
“为什么你把我生得这么黑！”

在自卑的“泥潭”里挣扎了许
久，曹在付慢慢发现，“肤色黑是自己
改变不了的，抱怨只会让自己越来越
迷茫。”

当王世博建议用“小黑”这个

点来推广视频时，曹在付犹豫了：
“还是担心被一些人嘲笑。”想了一
晚上，他才决定“豁出去！”

事实证明，当他开始接纳全部的
自己时，人生便迎来了阳光。

因为曹在付在屏幕上自信阳光的
表现，“钢铁小黑”走红了。“长得
黑”也从自卑的缺憾变成了个性化的
特点，人们不仅没有“黑”他，反而
被他所吸引，“因为大家都喜欢和积极
的人在一起”。

在塑造“钢铁小黑”的过程中，
曹在付发现自己也在被这个角色塑
造。他为“小黑”定下的“人设”是
“敢于尝试，富有娱乐精神，且正能
量”。随着“钢铁小黑”系列作品的
更新，无论是现实还是视频里，他仿
佛都成了那个大家希望看到的“小
黑”。

与此同时，人们也通过“小黑”
的视角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军营。

网友“米粒”是“钢铁小黑”
的“铁粉”。作为一名大学生，以前
她感觉“军人很严肃、神圣，不明
觉厉”。看到“小黑”的视频后，她
发现，“军营生活原来这么有意思，
有这么多的欢声笑语，距离感一下
就消失了。”

上等兵钟王先入伍前，母亲王文
霞曾叮嘱他：“一定要吃得了苦、耐得
住烦。”在王文霞印象中，部队必定训
练辛苦、生活枯燥。前不久，钟王先
把“小黑”的视频推送给母亲，王文
霞随后把“钢铁小黑”系列都看了一
遍，对官兵过集体生日的一期视频印
象尤为深刻。“原来，部队在严格训练
管理的同时，也有很多充满温情的东
西！”王文霞对儿子感叹。

30期“钢铁小黑”视频中，下士
陈致富最喜欢《小黑变身炊事员》那
一期。“没想到炊事班都能演出花儿
来。”陈致富每看一次就开怀大笑一
次，然后，对自己的炊事员岗位也有
了新的理解：“切菜也可以切出个钻石

段位！这么一想，切菜做饭就不那么
枯燥了。”

曹在付觉得，能让大家对军营有
新的认识，正是“钢铁小黑”的最大
意义。“我们的军营有很多面，有严格
的训练也有欢乐的笑声、温暖的感
动。只要呈现出来，大家都会爱上这
座军营，爱上这群官兵。”他说。

无数引人深思的走红——

官兵喜欢怎么表达

不是问题，关键是表达什

么

“每个人都可能在 15分钟内出名，
每个人都能出名 15分钟。”这是艺术家
安迪·沃霍尔上世纪的预言。

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一个
人出名可能只需要 15 秒。一个回眸、
一段舞蹈、一个表情，都可能让一个
人成为“网红”。

互联网上，“小黑”这样的军营
“网红”不是个例。第 74集团军的官方
微博上，一位女兵介绍军用匕首的视
频引来数十万的浏览量。“人民海军”
的抖音账号中，一位四级军士长在退
伍大会上与家人连线的视频获得了 110
多万的点赞。前不久，中国军视网推
出了军营系列轻喜剧，主人公“张小
花”也收获了众多粉丝的关注。

单从流量和数据来看，很多官兵
都 在 互 联 网 时 代 体 验 了 一 把 “ 走
红”的感觉。此起彼伏的军营“网
红”现象，让新时代的军营有了更
丰富的表达，同时也引起了不少人
的深思——

一位老营长担心：一些军营“网
红”娱乐化倾向明显，与军人传统形
象不符，长此以往，可能会对部队建
设带来不好影响。

某部参谋代谨思则对活跃的军营
“网红”持肯定态度。“他们对提升军
队的影响力是有积极作用的。”他说，
如今“网红政委”“网红女狙击手”等
军营“网红”被年轻人热捧，军人良
好的形象和作风也进一步深入人心，
“当大家像追星一样追‘网红军人’
时，崇尚军人的社会氛围肯定会进一
步浓厚。”
“不管你喜不喜欢，这都已成为

新时代官兵的表达方式。”第 74 集团
军某旅政委曹磊主张用理性的态度
面对新媒体时代的军营“网红”。他
认为，年轻官兵对微博、短视频等
新媒体信息有强烈需求，自身也有
自 我 表 达 的 欲 望 ， 这 是 军 营 “ 网
红”兴起的时代原因。
“官兵喜欢怎么表达不是问题，

关键是表达什么。”国防科技大学文
理学院教授兰芬认为，“网红”的流
行是时代的潮流，是年轻人的时尚，
不过，“流行的不一定就是先进的，
比如流感”。她建议加强对官兵的教
育，提高大家的鉴别能力和审美标
准，发挥好“网红”这把“双刃剑”
更有利的那一面。

这也是不少军队新媒体从业人员
需要思考的问题。前不久，王世博在
集团军的微博上开设了一个“小铁课
堂”栏目，专门邀请军营“网红”来
讲解红军连队的红色历史。他说，下
一步，还想进一步发掘那些军事素质
过硬的优秀士兵，让这些人成为军营
的“网红”。

曹在付也尝试优化“钢铁小黑”
的内容，努力在保持趣味性的同时增
加实用性。前几天，到新兵营采访
后，他决心制作一期以“科学训练”
为主题的视频，让大家明白科学组训
的重要性。

他很清楚，这可能是一次新的转
型。因为，“笑够了，火够了，再用快
乐的方式来演绎严肃的主题，必须要
认真地思考和设计。”

“ 网 红 小 黑 ”成 长 记
■程锡南

微博、微信、短视频、直播……进入

互联网时代，人们交往方式和表达方式

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与之相适

应，“粉丝”“网红”“爆款”等流行文化也

成为一个时代的特征。

适应改变，身处这个时代的军营概

莫能外。从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到抖

音账号，从微电影到VLOG，很多军队单

位纷纷开设新媒体账号，采用时下流行

的方式，来展示一支部队的精神风貌。

在这一过程中，用时代“流行的”来表达

官兵“笃行的”，既是今日军营与时俱进

的表现，也成为今日军营需要面对的课

题。

善用“流行的”表达“笃行的”，我们

有着优良传统。毛主席总结革命成功经

验时曾说：“共产党是左手拿传单右手拿

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土地革命战争

时期的口号标语、传单图报，解放战争时

期的立功运动、团结互助运动，新中国成

立后运用报纸杂志、歌曲戏剧宣扬先进

典型等，都是我党我军善于与时俱进，用

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宗旨、主张的

生动例证。

善用“流行的”表达“笃行的”，就绝

不能对流行文化视而不见。习主席深刻

指出，宣传思想工作是做人的工作的，人

在哪儿重点就应该在哪儿。运用新媒体

开展宣传，我们必须精准对接新时代青

年的思想需求和行为偏好，更加注重通

俗表达、更加关注个人体验，才能让更多

的年轻人认识军营、了解军营、投身军

营。

善用“流行的”表达“笃行的”，就要

因事而化、因势而新。军事新媒体运营

者应充分借助现代传媒技术成果，拓宽

平台、延展空间，充分吸纳当下流行的互

联网传播方式，灵活选题、活用形式，提

升表达的新颖性、生动性和实效性，展现

好新时代人民军队风采，讲述好新时代

官兵的故事。

善用“流行的”表达“笃行的”，还必

须守住底线、加强建设。军事新媒体运

营者应该看到，顺应潮流不是随波逐流，

注重用户体验不是没有底线，既要大众

化、通俗化也要警惕娱乐化、庸俗化，既

要关注点击量、粉丝数，也要紧绷保密

弦、传递正能量。只有守住底线、加强建

设，我们的军营“网红”才能既是人气

“红”，更是思想“红”、素质“红”。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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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即网络红人，是互联网时代

产生的一个新现象、新名词。

关于“网红”，人们的态度不一，或

褒或贬，或趋之若鹜，亦或漠然视之；

成为“网红”，途径也多种多样，有的刻

意为之，有的无心插柳，有的主动炒

作，也有的被动走红……不过，无论是

哪种情况，“网红”总有一个基本特征，

那就是“红”。

这种“红”的本质，是新鲜事物、新

奇现象通过互联网这个媒介获得的大

量关注。对于从来都备受关注的军人

群体来说，互联网时代就像是个布满

聚光灯的舞台，人们的关注更容易在

这里聚焦，一个个军营“网红”的出现

也就理所当然。

这些年，引发社会关注的军营“网

红”不少：春运大潮中站在哨位上向父母

敬礼的武警战士、徒手扒开车门救人的

陆军士兵、当海军去亚丁湾护航的“北大

女兵”……他们的走红，展现了新时代中

国军人的风采。

盘点这些军营“网红”现象，你会发

现，他们大多都可以归纳为“被动走红”

一类。然而，随着军事新媒体的蓬勃发

展，随着“90后”“00后”等新生代官兵步

入军营，你能看到，善于主动表达自我的

“士兵网红”正在成长。

陆军第74集团军在微博、微信、抖

音等新媒体平台上推出的“钢铁小黑”就

是此类例子。

这是一系列的军营短视频，主播

“小黑”就是该集团军某旅中士曹在

付。“小黑”人如其名，脸膛黝黑，一口

白牙，个儿不高，表情丰富，第一眼给

人莫名的“喜感”。视频中，他扮演纠

察检查军容风纪，作为老侦察兵迎接

新兵挑战，深夜探访准备夜餐的炊

事班……部队里的平凡琐事在他的生

动“演绎”下，有时令人捧腹大笑，有时

又让人凝眉深思。

“钢铁小黑”有多红？该集团军新媒

体运营管理员王世博说：“他就是我们官

方微博的‘吸粉机’，推出‘钢铁小黑’后，

大约涨了30万粉丝。”截至今年12月1

日，“钢铁小黑”系列原创视频一共发布

了30期，不少视频的播放量超过百万，

点赞量最多的有42.3万。在管理集团

军微信公众号时，王世博发现，每当“小

黑”一段时间不推出更新时，就有粉丝在

后台留言来“催更”。

在网络上，有人留言称“每次看到小

黑我都会笑”，也有人看了小黑的视频后

说：“部队还挺有意思，我想去当兵。”现

实生活中，该旅官兵几乎都看“小黑”的

视频，不少人承认是他的“粉丝”，有的来

队家属也要专门看看“小黑”真人。

从一名普通士兵变身“网红”，曹在

付有时候觉得自己火得有些不可思议。

“我的身高只比体检标准线高2厘米，与

‘明星脸’更不沾边，无非就是比常人黑

一点。”他自我调侃道。

从一名普通士兵变身“网红”，自媒

体时代的军营里涌现出了不止一个“曹

在付”。这样的客观现实折射出了什

么？是军营正在变得更加开放，还是社

会对认识军营需求变得更加多元？是新

时代的官兵自有其新的表达方式，还是

部队的教育引导方式正在变得更加“时

髦”？

问号的答案，或许本来就藏在问题

的产生过程里。

士兵变身“网红”告诉我们什么
■程锡南

锐 视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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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第74集团军微信公众号

发布“钢铁小黑”视频后的网友留

言。

左图：曹在付（左侧掰手腕者）

正在第74集团军某旅新兵营主持

“钢铁小黑”作品。

杨 帆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