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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好吃不过饺子，舒服不过
躺着。我参军以后的第一个春节是在
新兵连过的，而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包
饺子。

每逢佳节倍思亲。我身边的战友
们大多是初离家门，新兵连的训练条件
又比较艰苦，到了春节这个象征团圆的
传统节日，大伙儿就更想家了。为了缓
解新兵的思乡之情，部队领导想了很多
办法，把节日活动安排得满满的，其中
一项就是看春晚、包饺子。

活动场所安排在大食堂。我们按
照每天吃饭的座次坐好，炊事班给每个
班发了揉好的面团、一盆饺子馅，擀面
杖不够，就用从山里拾的柴——粗壮的
松枝削去外皮代替了。炊事班班长先
为大家示范了擀皮、包馅、捏饺子的手
法。一切准备妥当，连长一声令下，战
友们就投入到紧张的包饺子竞赛中。

说是竞赛，一点不为过，新兵连有
句口号，“见红旗就扛，见荣誉就争”。
这包饺子虽是家务活范畴，可到了战士
们手里，就成了你争我赶的竞赛。连长
说了，哪个班饺子包得又快又多，就把
这周的流动红旗奖励给这个班。我们
这些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打枪放炮行，
可包饺子却是“大姑娘上轿——头
一回”。

大伙儿笨手笨脚地忙活。擀皮的，

不是把皮擀薄了，一包馅就破，就是把
皮擀成了厚面饼。还有的擀成了四方
的、三角的，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形状，
可苦了包饺子的战友。包馅的，活儿也
不轻松，包多了撑破饺子皮，包少了又
变成馅饼，软塌塌的立不住。大多数人
都不会捏褶儿，要么一放就散，要么饺
子被捏成包子。不大一会儿工夫，各班
的餐桌上就堆起了几十个奇形怪状的
饺子。大伙看着自己的“作品”，有的不
好意思地挠着头，有的摊开手掌反复端
详手里的饺子，还有的饺子没包几个，
却弄得脸上、身上全是面粉，逗得旁人
哈哈大笑。

平时表情严肃、训练严格的连队干
部们也都分坐在各班和我们一起包饺
子。他们边包，边同大家拉家常。特别
让我们这些新兵服气的是老班长，那双
粗壮的大手竟能包出精巧的饺子。每
包好一只饺子，班长就把饺子放在手
里，在新兵眼前环绕一周，引来我们羡
慕的目光，才得意洋洋地让他的饺子
“归队”。来回巡视的连长，看到班长在
炫技，毫不客气地拿手里的擀面杖给他
屁股上来了一下，还给我们讲起班长当
年新兵时的趣事，让我们欢笑不已。原
来，这些让我们又敬又怕的老兵也有着
和我们一样的经历啊！

我们班有位叫方卫国的战友，他体
格比较柔弱，训练成绩不佳，时不时地
拖班里的“后腿”。不过，这次包饺子竞
赛，他可出人意料地成了匹“黑马”。他
一手能同时捏起两张饺子皮，别人包馅

时用勺子挖、用手团，他是用一根筷子
挑起饺子馅往皮上一抿，然后单手就能
把饺子捏紧、褶压实，整个动作行云流
水、一气呵成，把我们都看呆了。他包
饺子的速度比别人快了一倍，几个人擀
皮都供不上他。后来，他干脆自己擀
皮，只见擀面杖在他手底下飞快碾动，
圆圆的面皮像变魔术一般嗖嗖地从他
手里飞出来，分毫不差地同时分配给几
个人。周围桌的战友们都围拢过来看
他的表演，大伙不时鼓掌叫好，他白净
的脸上泛起了红晕。

班长也忍不住拍着他的肩膀说：
“卫国，没看出来，你包饺子真有‘两把
刷子’，真是行行出状元啊！”

班长的屁股上又挨了连长一擀面
杖。原来，连长也被方卫国吸引了过
来，他高兴地说：“我们新兵连可真是卧
虎藏龙！三班长，你可别把这些新兵看
扁喽，往后可比你强着呢！”

班长嘿嘿一笑，说：“那是自然的，
强将手下无弱兵么！连长，这次流动红
旗该给我们班了吧？”

饺子包到最后，各班都查了个数，
值班员一一上前核实。有几个班本来
人数多，包的饺子就多些，我们班人数
少，饺子也少了一点。班长不乐意了，
扯着方卫国的胳膊说：“不公平，饺子包
得好不好，得看质量过硬不过硬。”原
来，方卫国家里是开饭店的，他从小就
跟当厨师的父亲学做菜，难怪包饺子的
技术这么专业了。班长这一叫，倒是给
腼腆的方卫国又造了个大红脸。

要说“老谋深算”的还是连长啊。
他不动声色地让炊事班推上几口煮沸
水的大锅，叫各班把自己包的饺子下
锅，然后宣布：“按煮熟的饺子算个数，
谁的饺子多谁就是冠军。”所以说真金
不怕火炼，我们班的饺子一下锅，滚了
几番再捞出来，个个肚滚溜圆地站在碗
里。而那几个报数多的班，由于饺子质
量不过硬，一下锅就露馅，捞出来都成
面片了。我们班自然就成了无可非议
的第一名。

连长把流动红旗授予了班长，班
长让方卫国拿起红旗，指挥两名壮实
的战友把方卫国架到肩膀上。他又拎
起一只面盆，用擀面杖咣咣敲着，像状
元及第上街巡游一般，呼呼呵呵地沿
着各桌转了一大圈。被人扛着走的方
卫国脸蛋更红了，红得像手里的那面
鲜艳的流动红旗。

我突然看到连长不知啥时候坐在
我们班桌前，正张开大嘴吞下方卫国包
的饺子。他鼓着腮帮子下达命令：“开
吃！”炊事班班长打开了食堂的大电视，
春节联欢晚会开始了，欢快的乐曲声从
电视里传来，战友们一边吃着自己包的
饺子一边看春晚，窗外传来热闹的鞭炮
声，色彩缤纷的烟花照亮了节日的夜空
和战友们的笑脸……

当兵 20多年，我走过很多军营，在
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人包过饺子，也吃
过各种口味的饺子，但我最怀念的还是
新兵连的饺子，还有一鸣惊人的方卫
国，和我亲爱的战友们。

想 念 饺 子
■李 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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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冬，清晨，大山。
一场大雪刚刚谢幕……
冰天雪地中，一辆小货车由远至近，

车速并不快，车内不时传出笑声。小货
车此行的目的地，是那个大山里的执勤
中队。

山道崎岖难行，中队的战士周末
外出，都需要提前跟村里的村民“约
车”。破旧的小“面的”在山路上颠簸，
一趟颠下来，人常常头昏脑涨。

春节将至，几场洋洋洒洒的大雪
阻断了下山的路，连小“面的”也没了
踪影。这些天，一直想着要筹备年货
的指导员张帅犯起愁来。新兵刚下
连，节日氛围不浓厚，新同志难免会有
思乡情绪，迎接他们的第一个春节可
不能潦潦草草。望着窗外漫天飞舞的
大雪，张指导员在队部来回踱步。他
从胸前的大衣口袋中掏出一张略带体
温的纸。“新兵小王家在江西，想吃家
里的糍粑；小李是重庆人，就想在过年
时吃顿火锅；还有新排长小刘，刚毕业
半年，在想要的‘年货’一栏里，他填的
是家乡和母亲的名字。”望着纸上的
“年货”需求，指导员张帅有点后悔自
己许下的承诺。
“蒋股长，你说这可怎么办？”张帅在

电话里向宣传保卫股股长蒋学祥诉说了
烦恼。

这天，张帅正在办公室里忙碌，营区
门外突然传来几声汽车的喇叭响。
“张指导员，我们送年货来了。”张帅

赶到营门口，只见一辆小货车正停在门
口，小货车身后长长的车辙像两条长长
的线，延伸到远方。蒋股长微笑着站在
车边挥手。

打开货车后厢，这份年货着实让中
队的战士们惊喜：新鲜的蔬菜水果、小王
念念不忘的糍粑、小李盼的重庆火锅底
料。平常伙食中极少见的食材，不断地
从货车上搬下来。战士们笑容洋溢在脸
上，仿佛提前感受到了年味儿。巧妇有
米可为炊！看到大批新鲜食材运到营
区，炊事班的老杨高兴地合不拢嘴。他
在库房里找出锅子等家伙事儿，擦拭洗
刷起来。

裁纸，研磨，蒋股长挥毫泼墨创作起
春联，对新春的祝福和希望跃然纸上。
“指哪打哪发发命中，走哪闯哪仗仗必
胜。”“听党指挥敢于担当，以苦为乐扎根
山区。”一副副对联墨迹刚干，战士们便
迫不及待地张贴到墙上、门旁，营区里红
红火火，好不热闹。

夜幕来临，投影仪大屏幕上的影像
给了中队官兵更大的惊喜。支队提前联

系官兵家属录制了春节寄语视频。当看
到母亲熟悉的脸庞出现在屏幕上，排长
小刘偷偷抹了一把脸。
“排长，你咋流泪了？”
“胡说，火锅太辣了！”
月上枝头，热闹的营区渐渐安静下

来。张帅将蒋股长送到中队门口。
“咋样，这上门年货还满意不？”
“满意，五星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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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营滋味

快乐军营

51岁的老班长唐松奇离开二连已
经有 20年了，自从接到老部队邀请他
年前回连队看看的电话，老唐就兴奋地
睡不着觉。他回想起当年在雪地里练
战术、春节第一次登台演节目、退伍时
抱着连长抹眼泪……往事一幕幕浮现，
老唐觉得仿佛就在昨天。

踏进营区，老唐有些恍惚，连队多
次转隶，营区早就不是当年的营区了。
他跟着前来迎接自己的现任连长罗群，
往营区里走。

老唐所在的连队是一支荣誉连
队，战功卓著、英雄辈出，曾被晋察
冀军区授予“长城中队”荣誉称号。
连队还因为在文化建设上工作突
出，被原北京军区授予“文化活动先
锋连”“文化工作先进连”等荣誉称
号，也因此得了一个美誉“文化二
连”。老唐记得，他还在连队时，每
逢佳节欢庆、出征动员、凯旋庆功，
连队都要组织“官兵同乐会”，他当
时可是“金牌撰稿”呢，也不知道现
在连队还有没有这项活动。
“塞上轻骑好二连，长城中队美名

传……”还没到连队，老唐就听到楼上
传来的歌声。罗连长向他介绍，这是战
士们在为连队第 1159场“官兵同乐会”

做准备。老唐不禁感慨，“我当兵的时
候，‘官兵同乐会’还是 800多场，这一
晃都 1000 多场了，时间过得真快！”回
想起当年，物质条件虽然艰苦，但“官兵
同乐会”就像是蜜糖一样，甜在老唐和
战友们的心里。

时光流转，连队现在有了专门的乐
器房、排练室，但“草根”舞台没有变，老
传统没有丢。兵的生活兵来演，兵的心
声兵来说。

老唐在罗连长的引导下坐在同乐
会的嘉宾席上，他还像当年那样，满心
期待着演出开场。

新战士们不断丰富着节目形式，他
们把军营生活中的趣事融进节目创
作。吉俄吉日是如今二连的文艺骨干，
这个爽朗爱笑的彝族汉子，在训练之余
创作了 20多首朗朗上口的军旅歌曲。
这次的“官兵同乐会”是他第 8次登台，
他带来了自己最新创作的歌曲《永做二
连人》。

演出接近尾声，那首二连人人熟
悉的《塞上轻骑好二连》旋律响起，新
战友邀请老唐和这次回连队的老兵
们一起登台演唱，许多老兵唱着唱着
就湿了眼眶。
“进了二连门，就是二连人；当好二

连兵，铸牢二连魂。”入连仪式上的铮铮
誓言，声声入耳，成为第 1159 场“官兵
同乐会”的压轴节目，这也将是二连官
兵永远演不完的节目。

第1159场官兵同乐会
■左 健 刘姝杉

“慕导，马上过年了，‘新春喜乐
会’今年还有吗？”一进腊月门，战士
们就纷纷问我。
“当然，不但有，今年还将是升级

版的！”
“慕导”是战友们送我的外号，因

为我是去年基地“新春喜乐会”的导
演兼主持人。从那之后，大家就把
“慕导”的称呼喊开了，我一下成了基
地里的“非著名导演”。

去年组织的“新春喜乐会”之所
以让大家念念不忘，作为导演，我总
结的秘诀是，欢乐气氛调动得好。去
年的活动主要以游戏组成，组织了
“秘传情报”“抢滩登陆”“齐心协力”
等 8组游戏；还邀请家属齐登台、同
欢乐，军娃们的萌言萌语，把欢乐气
氛引向高潮；活动最后设置了抽奖环
节，给了大家意外的惊喜。

官兵对今年的活动期待度这么
高，也让我这个导演有了压力，这些天
我一直在琢磨，“新春喜乐会”该如何
升级？

既然是为官兵组织的活动，那就
一定得把活动办到大家心坎里。我
决定去班排听听大家的想法，寻找灵
感。周六，我来到连队俱乐部，指导

员王聪正和战士们在打台球。一听
说我的来意，他招呼大家围拢过来，
“‘慕导’让我们给今年的‘新春喜乐
会’提提建议。”
“慕导，今年的活动形式能否还

沿用游戏的模式？别忘了安排抽奖
环节！”老兵李伯登首先发言。他的
提议得到战友们一致赞同。

下士黄仕航思维灵活，说道：“游戏
可以增加点团队竞技类的，去年执勤连
势头太盛，今年我们得跟他们比一比！”

随后，增加家属上台机会、丰富奖
品种类、采用扫码抽奖新模式等“金点
子”层出不穷，我欣喜地一一记录下
来。带着大家满满的创意，我准备回
去写活动脚本，刚走到连队岗哨，就被
女兵卢盈盈拦住了：“慕导，今年的活
动我们女兵可以出个节目吗？”

一听这话，我开心不已，我的思
路光局限在游戏上了，怎么忽视了穿
插文艺节目调节气氛这一法宝！“太
好了，‘新春喜乐会’的舞台欢迎你们
登场！”

回到办公室，我趁热打铁，写下
“新春喜乐会”的升级计划：增加“物资
运送”等团队竞技类游戏；多请来队家
属和军娃参与游戏，让他们一同感受
部队新春的节日氛围；女兵的表演将
会成为活动中的亮点；请摄影师抓拍
精彩瞬间，为大家留下一份难忘的军
营春节记忆……

“非著名导演”手记
■慕佩洲

迷彩芳华

我是党员我先行
■陆 舟 袁超男

兵 漫

1.除夕，党员干部站岗，让战士看春晚。 2.大年初一，党员骨干组织精彩游园活动。

3.节日里，党员轮流帮厨，炊事员也能轮休。 4.战备拉动，党员率先垂范，冲锋在前。

5.过年，新战友想家，党员促膝长谈。 6.体育竞赛，官兵同欢乐。

7.军营春晚，文艺节目个个精彩。 8.春节，我在战位，我是党员我先行！

津津乐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