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５日 星期二责任编辑/张琳 E-mail:zgjxjfjb@163.com 中国军校

“4年，是大学的一个轮回；4年，是
学子的一个周期；4年，是成长的一次分
享；4年，摄制组有话要说……”当反映
国防科技大学学员成长的《我的大学》
纪实微电影第一集播出时，摄制组成员
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这样一段文字。

对于摄制团队而言，在每一集只有
7分钟左右的微电影里，学员们 4年的
时光就像被按下了快进键，成长仿佛就
在一瞬间；而在电影的主人公——7名
被记录的军校学员眼中，这样的成长并
非突然降临，甚至需要经历久久的困惑
与迷茫。这些令人难忘的时光，不仅发
生在镜头里，更发生在镜头外。

成长，从小事做起

镜头里，正在站军姿的魏凯伦面容
严肃，身子绷得很紧，一副“好兵”的模
样。可在镜头外班长朱明远的眼中，魏
凯伦脚下作战靴的那根长鞋带显得特
别扎眼。

作战靴的鞋带要打成蝴蝶结，利落
好看，解起来也方便。魏凯伦不适应双
手同时捏出两个环,然后打出两个活
扣。他习惯只打一边的活扣，这样鞋子
也能系紧，但总有一根鞋带比较长。一
次拉练途中，那根长鞋带左右摇摆，敲
打着鞋面“哒哒哒”地响，节奏和步伐一
致，特别明显。中途休息时，班长朱明
远把魏凯伦拽出来，“入伍多长时间了，
还没学会系鞋带？”

班长的训斥，让魏凯伦想起了父亲
的那句话——把被子叠好了、小事做好
了，别的事也都能干好。他对摄制组
说：“其实，这些小事，不是我做不好，而
是内心深处没想做好……”

这是微电影中的一个镜头。在那
一刻，魏凯伦实现了大学时光的第一次
自我觉醒。

镜头之外的 4年时光中，魏凯伦同
样经历着许多这样的第一次：大一第一
次担任骨干，大二第一次去部队实习，
大三第一次写入党申请，大四第一次装
备实操……看似平淡而漫长的军校时
光，就在这样一桩桩有意义的小事中慢
慢走过，如流水般浸润心田，托着他驶
向更广阔的远方。

毕业前夕，魏凯伦面对镜头自信地
说，4年来，他的文化课学习和军事训练
均取得优秀成绩，并多次担任模拟连骨
干。对于未来，他充满期待。

个体是群像的缩影，镜头是时光的
片段。在摄制组眼中，这群年轻学子的
4年军校时光有太多值得记录的故事，
而我们的镜头远不足以表达他们成长的
精彩。

银川姑娘段诗婕，一开始给自己的
定位是“一般女孩”：内向不善于表达、专
业课刚刚及格、体能训练容易伤病。在
新训的一段镜头里，班务会上，她坐在最
靠近角落的一个凳子上，低着头，毫不起

眼。可在大二时，就是这位“一般女孩”
做出了一件一鸣惊人的事：顺利通过某
专项考试，被选送出国参加联合培养。

是什么让她身上发生了如此大的
变化？她告诉我们，原因很简单：每周
六加练体能、大强度学习和多为集体做
贡献。她的述说让我们很难去用镜头
语言体现，但我们知道，有些成长不一
定在镜头里，而在镜头外那些不起眼的
小事之中。

成长，从挫折开始

这又是一个关于鞋子的故事。喜欢
跆拳道的上海姑娘李琦，万万没有想到，
入学的第一个挑战竟是一双制式女皮鞋。

队列场上皮鞋落地的声音，是评判
女学员步伐是否整齐有力的“硬标
准”。一双踢跆拳道的脚，怎么装进这
双版型瘦长的制式女皮鞋？李琦咬着
牙，试了再试。对她来说，每一次落地，
都是鞋与脚的“厮杀”。

也不知经过了多少次较量，李琦终
于用自己的脚，磨软了鞋。用她自己的
话说，“不知道是鞋最终合了脚，还是最
终让脚合了鞋。”

在摄制组眼中，学员的成长就如同
穿鞋一般，只有在经受挫折之后，成长
才显得更珍贵、更真实。李琦是这样，
张墨涛也是如此。

2018年春天，“诗颂强军新时代”全
军诗歌笔会在大学举办，张墨涛入选大
会主持人。早已把主持词烂熟于心，从

仪态到站姿，他对着镜子反复练习。然
而没想到，由于练习强度太大，最后一
次彩排，张墨涛竟然嗓子哑了，最终无
缘舞台。

诗歌笔会那天，张墨涛站在角落里，
跟着默念每一句主持词，看着本该属于
自己的那一方舞台，心里充满了酸楚。
那次挫折，让他更加懂得珍惜每一次锻
炼的机会。在大三复习考研期间，他发
奋勤学，顺利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

在拍摄过程中，几乎每名学员都会
说出类似这样的言语：“这 4年，我经历
过许多挫折，也收获了许多全新的体
验。”对于他们来说，挫折就像一块磨刀
石，让他们的青春愈发闪光。

大三下学期，学员队组织收看纪念
五四运动 100周年大会。“奋斗是青春最
亮丽的底色。”聆听大会的那个晚上，张
墨涛望着窗外的星空久久不能入睡。
什么叫奋斗？奋斗就是战胜挫折、战胜
自己。第二天上午，队里组织定向越野
训练，张墨涛的精神格外振奋，始终咬
牙冲在前面，第一个通过了终点。

8月 1日，国防科技大学举行毕业典
礼，张墨涛站在人群中，凝望着这个熟悉
的校园，仿佛回到了大一时第一次参加阅
兵式的那个清晨。那天，当军旗伴着雄壮
的军歌从张墨涛眼前经过，凝视着那一抹
鲜红，张墨涛鼻子一酸，眼泪夺眶而出。

成长，从坚持启航

《我的大学》纪实微电影热播之后，

有人问我们，4年“跟踪”几名学员没有
“丢”掉一个，是如何做到的？答案很简
单：坚持。其实，对于镜头里的学员们
来说，成长的时光，也是坚持的故事。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

军人。”4年前的镜头里，丁超显得格外
腼腆，他总是习惯在双胞胎弟弟丁群之
后发言，甚至坦言，连报考国防科技大
学都是受弟弟影响。

4年后，再次面对镜头，丁超的目光
变得坚定。这种坚定源自点滴间的成
长。一开始，他在全队战友面前介绍自
己都会脸红；到现在，他在几百人面前
可以从容不迫地展示自己，也可以大方
得体地在全队战友面前讲评工作。

这段成长，与坚持有关。入学时，丁
超、丁群哥儿俩分数并不算高，但最后，
他们在学习训练、骨干任职等各方面实
现了全面超越。大学 4年，这对双胞胎
没有赖过一次床、缺过一次操、挂过一门
课。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熬过一关，便
是寸进，进一寸便有进一寸的欢喜。“这
里有很多优秀的人但依然很努力，他们
是我们天然的榜样。”丁超说。

在摄制组眼里，张宇辰无疑就是丁
超所说的那种人。4年来，他的专业课平
均分都在 95分以上。刚进学校时，张宇
辰有些发胖，经常被同学们拿来开玩笑，
他从不介意。去年，再次见到张宇辰的
时候，摄制组震惊了, 仅用半年，他成功
减重30公斤，简直换了一个人，小肚腩不
见了，代之以军校学员特有的结实有型。

早中晚摄入多少碳水化合物、脂
肪、蛋白质，素菜里面炒菜油是多少克，
鸡蛋、鸡胸肉、牛肉转换成多少热量，吃
了哪种水果、杂粮。在张宇辰的手机记

事本里，详细记录着每天的减重日志。
在他看来，减重并不难，秘诀只有两个
字——坚持。

张宇辰通过 MOOC 平台，完整自
学了四、五门营养学和运动学课程，给
自己订制了科学的锻炼方案和精确的
营养摄入标准。接下来，只需要严格落
实和持之以恒。对他来说，科学就是严
谨，就是较真儿，就是坚持，就是生活本
身。如今，张宇辰被保送硕博连读，他
将在国防科技大学这方科技创新的沃
土上，实现儿时的科学梦。

4年前，在辽阳老家的小院子里，丁
群告诉摄制组，男孩就应该去军队经受
锻炼、报效国家。毕业前，我们想请丁
群说一句毕业感言。他用手机发来这
句话：“每个人都会遗憾自己一生只能
活一次，对于军人来说还有一种最大的
遗憾，那就是一生只能为祖国牺牲一
次。”可惜，他忙着准备毕业综合演练，
没能把这句话在镜头前说出来，最终没
有用到片子里。但这句话，我们会一直
珍藏。

镜头里，魏凯伦站在图书馆林立的
书架中间，将手中的书合上放回书架。
在这个留下他最多时光的地方，他无声
地向母校道别。画面外，我们凝望着
他，如同凝望着这群年轻学子 4年的青
春时光。镜头不断拉开，他的身影在屏
幕上不断远去，我们也在无声地向他道
别、向他们道别，送他们远行。

图①：张墨涛在参加篮球比赛。
图②：同学教段诗婕弹电子琴。
图③：张宇辰在实验室调试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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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 头 外 的 时 光
—一部军校微电影摄制团队的4年跟拍手记

■肖玉增 本报特约记者 王微粒

毕业季累累累

关键词：成长

魏凯伦没有想到，自己在临近毕业

时突然“火”了，网媒称他是“搬砖男

孩”，他带着自己的励志故事登上了热

搜榜。

魏凯伦的故事其实并不复杂：4年

前，接到国防科技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

候，他正在甘肃老家的一个工地上搬砖

挣钱、贴补家用；4年后，这个小伙子顺

利毕业，即将成为一名军官。

2018年 ，大 家 通 过 一 部 纪 实 微

电影——《上军校》，认识了魏凯伦，也

认识了和他一样即将成为军校学员、来

自全国各地的几名高中毕业生。那时的

他们，其实已经是大二学员，他们“上军

校”的故事，来自创作团队两年前的跟拍

与两年间的精心制作。

当信息的洪流冲淡了大家的记忆，

创作团队又一次将这些学员在大学中

的成长精心雕琢成纪实微电影——《我

的大学》，呈现在观众眼前。

故事的主角还是《上军校》里那几张

熟悉的青春面孔，不同的是，我们在《我

的大学》里看到了更好的他们——

4年前，父亲亲吻自己录取通知书

的场景仍深深印刻在张墨涛的脑海中，

那时的他只想着“好男儿志在四方”，飞

到更远的地方；4年后，张墨涛参加学校

阅兵时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明白了无论

飞得多高多远，也要让自己的青春与祖

国的发展同频共振。

4年前，享受着搏击场上心跳加速

的上海姑娘李琦，临行前去看了父亲

当年“战斗”过的油料补给船；4年后，

她不仅“用自己的脚磨软了那双硬硬

的制式女皮鞋”，还脚蹬作战靴在风雨

泥泞中匍匐前进。她懂得了要成为不

一样的自己，就要“认真准备，与高手

对决”。

4年前，早熟懂事的双胞胎兄弟丁

超、丁群，离家前在父亲的坟前磕头告

别，身后的母亲泪湿衣襟；4年后，哥儿

俩懂得了成长就是把快要流出来的眼泪

憋回去，就是看到比自己优秀的人比自

己还努力后的奋起直追。

4年前，在工地搬砖的魏凯伦觉得

“学习就是一切”，走出大山是自己最大

的梦想；4年后，决定奔赴边疆的他明白

了“生活不是只有学习那么简单”，明白

了当年父亲为什么反复告诉他要叠好

“豆腐块”，明白了要弥合天然的沟壑、要

成为骄傲的人，就要努力奔跑……

曾有一段时间，网络上掀起“晒晒

自己10年前后对比照”热潮。看起来这

似乎只是一个普通的“晒青春照”活动，

但实际上每一个参与的人，都在10年对

比照中感叹着时光流逝，寻找着自己成

长的痕迹。

而成长，正是对抗时间流逝最佳的

良方。

从《上军校》到《我的大学》，创作团

队用了整整4年雕刻作品、雕刻时光，而

时光也在不知不觉中雕刻出镜头内外的

成长。镜头里的学员们，从青涩到成熟，

从普通到优秀，每一个人的经历不尽相

同，但每一个成长的故事都让人欣慰，每

一个成长的过程都给人力量。更重要的

是，每一个成长结果都让他们成了更好

的自己。

《我的大学》播完之后，意味着镜头

里几位主人公将正式毕业。他们中，有

的将奔赴基层一线，为强军事业添砖加

瓦，有的将继续留校读研，为科技强军

注入新鲜血液。但正如片中所说：毕业

是终点，更是起点。无论接下来他们要

去往何方，我们都清楚地知道，在 4年

的军校生活里，他们遇见了更好的自

己；在接下来的征途中，他们将继续乘

风破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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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媒联盟

主持人语：本期《校媒联盟》的主

题词是——出征。

这两天，2020届军校毕业学员即

将出征，奔赴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奔

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如果说，每一次出征都是对未来

的致敬，那么军校学员的毕业出征，则

坚守着信念与本心，是又一次自我重

塑的过程。哪怕前方未知，哪怕道路

遥远，他们都在追寻初心的样子。

出征，是对初心的回望，走得再

远，我们依然坚定；出征，是对勇气的

诠释，经历了生活种种，却依然热爱生

活，勇往直前；出征，是对未来的挑战，

上天入海，深扎基层。

出征，满怀留恋；出征，孕育希

望。多年以后，当再次回望这次奔赴

海岛、奔赴边疆、奔赴基层一线的出征

时，学员们一定会对自己说：谢谢你！

我已融入祖国的山河。

下图：空军工程大学组织学员毕

业宣誓。 董海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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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是什么样子？当递上赴边申
请书的那一刻，陆军工程大学野战工
程学院学员卢超似乎又一次看到了
初心的模样——风雪中，他和战友们
巡逻在边防线上。
“我考虑了很久，知道边防很

辛苦，也知道双亲的担心，但是守
卫祖国边疆是我毕生的信念。”卢
超说。

递交赴边申请书前的那个晚上，
卢超给父母打了一个长长的电话。电
话那头，母亲说：“儿啊，赴边的事情
要好好考虑……”母亲意犹未尽的话
像一根线绳拽住卢超的心。与母亲相
比，父亲则给了他更多的信心：越是
艰苦的地方越是锻炼人的好地方，不
管你选择哪里，父母都支持你。

那一晚，卢超久久难眠，望着窗
外的月亮，思绪飞到3年前。

那是“国际军事比赛-2017”的
赛场，作为中方参赛班班长的卢超目

光如炬，想的就是为国争光。然而，
追梦之路并不平坦，为了提高修理速
度，他们每天反复练习相关课目。最
终，卢超带领队员夺得冠军。当国歌
奏响的那一刻，领奖台上的他看到了
自己和战友初心的模样——五星红
旗，高高飘扬在国际赛场。

做毕业设计时，卢超选择了《基
于人工智能的无人化扫雷问题的研
究》，当问他为什么选择这个课题时，
卢超说：“来军校前，我是步兵专业出
身，深知雷场危险。来军校学习，为
的就是所学能有所用。”
“给我一个排，我将带好一个

排；给我一个连，我将带好一个连；
给我任何一个岗位，我都将用忠诚、
用热血，去践行为国强军的铮铮誓
言。”如今的卢超即将奔赴新疆某边
防部队，带着军校的积淀破浪前行。
祝福他，也祝福像卢超一样心向边
防、心向战场的毕业学子。

初心的样子
■程 泉 张 锐 肖力铭

①①

②②

③③

《我的大学》微电影

请扫描二维码

●4年前，一群年轻学子走入国防科技大学校门，他们的故事被拍摄成纪实微电影《上军校》，该片在网络播放
引起热议，本版曾以《镜头里的成长》为题报道了该微电影摄制团队的拍摄故事。

●4年后，当这群学员即将本科毕业时，他们的成长被制作成纪实微电影《我的大学》，4年的时光再次被记录、
述说。今天，就让我们聆听这部军校学员微信朋友圈里新晋“热剧”背后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