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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我为考核献
一计’……”9月初，当得知合成四营全
力备战上级考核，第 73集团军某旅电视
台“丫丫有约”主持人、女兵彭凤瑶立刻
前往该营，和官兵一起畅谈训练心得、
分享迎考经验，现场氛围非常火热。而
记者惊讶地得知，“丫丫有约”这个小小
的栏目已经办了 10年，彭凤瑶已是这个
栏目的第5代主持人了。

为何一个旅办节目能“火”了 10年
之久？记者顿生好奇，开始在该旅探寻
答案。信息保障科参谋马小星是记者
的第一位采访对象——10 年前，她是
“丫丫有约”的第一代主持人。

“10年前，电视访谈节目开始流行，
很受官兵追捧……”2010 年上半年，还
是通信连战士的马小星突发奇想：何不
量身定做军营版访谈节目？

于是，马小星把自己的想法逐级上
报到了旅里。让她没想到的是，旅领导
很快作出了批复，并且采纳了她给这个
栏目取的名字——“丫丫有约”。

一个多月后，“丫丫有约”第一期节
目——《音乐与人生》闪亮登场。曾在
旅队举办过“追逐青春梦想”个人演唱
会的大学生士兵龙振中成为第一个访
谈对象。让马小星没想到的是，短短 20
多分钟的对话，在旅电视台播出后反响
热烈。
“丫丫有约”喜获“开门红”后，逐步

确立了栏目定位，就是立足身边人、身
边事，把访谈现场搬到官兵身边，把话
筒递给官兵。一时间，“丫丫有约”成了
最受官兵欢迎的电视节目，并且这一
“红”就是五六年，不少年轻官兵笑称
“丫丫有约”陪伴着他们从新兵到老兵，

从入伍到退伍。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兵的需

求日渐多元，特别是当智能手机进入军
营后，刷微博、看微信等快餐式信息获
取方式更受青睐。所以，2016年，当“丫
丫有约”的主持话筒传到彭凤瑶手中
时，这个节目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辉，
引起不少官兵吐槽：“节目形式多年不
变，看着没劲”“内容太过单调，几个人
自言自语，缺乏互动”……

彭凤瑶深受刺激，于是拿起采访
本，深入班排、训练场、车库等各个点
位，与各个年龄段官兵畅谈，征求他们
对改进节目的意见建议。她发现大家
的认识很一致——缺乏时代感的节目
没有人愿意看！
“军营大舞台，有才你就来！”找到

症结后，彭凤瑶向全旅官兵发布“招贤

纳士”通告，只要你想法有新意、内容寓
教于乐，就可以登上“丫丫有约”的舞
台。一时间，全旅官兵踊跃报名。没多
久，升级版的“丫丫有约”新鲜出炉，融
入了喊麦等众多时尚元素，一开播就受
到大家热捧。

随后，“丫丫有约”陆续开设“丫丫
说事”“丫丫走基层”“丫丫微采访”“丫
丫话传承”等系列栏目，并推出短视频，
把一个个热气腾腾的故事和喜闻乐见
的节目送到训练工作一线，受到官兵热
烈欢迎，有不少连队主动邀请“丫丫有
约”前来录制节目。

前段时间，该旅到闽南某地野外驻
训。为了缓解官兵压力、激发练兵热
情，“丫丫有约”走进演兵场，采访制作
了多期专题节目，给火热的驻训生活增
添了一抹亮色。

“丫丫有约”的十年之路
■徐明章 方晓志 本报特约记者 赵 欣

金秋时节，鲁西某训练场，第 80
集团军某旅组织的翼伞定点跳伞训练
即将展开。10名队员紧张忙碌，认真
整理伞具，准备挑战“快速消高”这个
高难度课目。
“消高”是翼伞训练的专业术语，

指的是跳伞员跳出舱门后，双手拉动
操纵杆或操纵带，使降落伞由自由飞
行变成“之”字形旋转下落，从而达到

隐蔽接敌、精准降落的目的。这意味
着，空中下降速度更快，操纵翼伞动作
更多更繁琐，稍有不慎，翼伞在旋转时
就会失控。
“谁先来？”旅领导来到伞训场，目

光扫向10名队员。
“报告！我先来！”旅领导话音刚

落，一名身材高大健硕的军官抢先站
出队列——该旅警卫勤务连副连长
牛明。
“好！牛明你上，给大家做个示

范！”旅领导看到这张熟悉面孔，把“第
一跳”的任务交给了牛明。

牛明是个“训练狂人”，一直以“敢
打敢拼”闻名全旅。无论执行什么任
务，他都勇于啃最硬的骨头、挑最重的
担子，先后获得“和平使命”勋章、优秀
射手、优秀机降兵、“十佳雄鹰”等多项
荣誉，2013年参加全军特种部队比武
表现优异，荣立一等功。

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直升机呼
啸升空，飞抵指定空域。舱门开启，一
阵强劲的气流扑面而来，牛明收紧身
体，一跃而下。
“1 号跳伞员开伞正常，准备消

高！”地面指挥员发出指令。
拉动操纵杆，瞄准目标区，加速

旋转。1200 米、800 米、500 米……降
落伞在牛明娴熟操控下，完美旋转
降落。

突然，在下降到距地面 300 米的
高度时，一阵强气流猛然袭来，牛明的
伞衣被瞬间冲乱，抱成一团。“降落伞
失效！”他的身体开始疾速下降。
“遇到强气流了！”地面指挥组人

员全部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紧张地盯
着快速下落的翼伞。根据以往经验，
这种伞型低于 300米开伞的概率几乎
为零。
“稳住！”千钧一发之际，牛明极力

克服外界干扰，在脑海中快速思索险
情处理办法，本能地将右臂弯曲抱紧
备份伞，左手迅速拉下操纵带。
“嘭！”伞衣恢复正常，牛明的身体

被狠狠地拽回空中，巨大的拉力让他
差点窒息。

短短 38秒，凭着过硬的军事和心
理素质，牛明连续进行了多次“之”字
形“消高”，成功避开强气流险情。
“精准着陆！”对空广播响起的那

一刻，伞降场的所有人瞬间沸腾起来，
掌声、欢呼声交织起伏。

等到牛明背着伞具走近集结区，
大家才发现，鲜血从他的嘴角不停地
流出，已经染红了衣领。原来，在处理
险情时，降落伞右操纵带金属扣反弹，
将牛明下嘴唇击穿，而全部精力都放
在翼伞操作上的牛明，直到落地才感
觉到疼痛。

随队军医为他缝合三针，血迹还
未擦净，牛明便匆忙赶回伞训场。他
要第一时间把自己刚才伞降的全过程
告诉即将跳伞的战友。他说：“用这三
针换来全队‘翼伞快速消高’的宝贵经
验，太值了！”

一句话颁奖辞：有任务就上，见第

一就争。在牛明身上，有股不服输的

“拼劲”、不认怂的“牛劲”，这是每名军

人应有的劲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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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连队组织 400 米专项训练，
作为连队的值班员，又是刚上任不久的
新排长，我决心好好表现。考虑到短跑
是我的强项，我心想，只要我始终模范
带头冲在最前面，大家的积极性肯定能
被调动起来。

刚开始训练，我的方法还很奏
效，大家跟着我的节奏拼命往前冲，
但随着训练强度的加大，我发现，除
几个体能较好的同志还跟着我，其他
人都远远地落在了后面。大家的体能
就这么差吗？连队刚被评为军事训练
一级单位，体能底子不可能差，是偷
懒吧？想到这，我立马停了下来，带
着气愤的语气催促道：“快点、快
点，跑得太慢了！”但任凭我怎么
说，有些人就是迈不开步子……

这一周，我的心情十分沮丧，不仅
因为没有把这次专项训练组织好，还和
一些战士的关系闹得很僵。指挥员模范
带头冲在前，战士不是更应该跟着往前
冲吗？我越想越感到郁闷。好在指导员
及时发现了苗头，主动找我谈心。详细
了解情况后，他笑着对我说道：“模范
带头是可以带动大家的积极性，但一个

好的指挥员，仅仅只是带好头还远远不
够。”看我一脸疑惑，指导员接着分
析，“大家为什么短跑训练的时候没有
积极性，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短
跑太累，大家都有懒惰心理，不想跑，
需要督促；另一方面，短跑很枯燥，大
家的竞争意识又没有被调动起来，跑好
跑差都一个样，当然没有积极性了，你
一直冲在最前面，不去考虑这些问题，
肯定组织不好。”

指导员的一席话让我陷入了沉
思，我反思自己担任排长以来干工作
的方法和思路，大多时候只顾着带头
干，却极少琢磨不出成绩的原因到底
在哪儿。而且，带大家干活时，也不
注重组织分工，经常是几个人干，一
群人看，效率很低。现在才知道，原
来大家不是不想干，只是没有明确的
标准和方向。

从那以后，我立即调整自己的工作
方法，在带头干的同时，更加注重如何
将大家更好地组织起来。效果果然非常
明显，训练场上大家你追我赶，生怕落
在后面。

（姜雪伟、强俊龙整理）

干工作既要“带头”也要“带动”
■西部战区陆军某旅通信值勤营有线连一排排长 周 化

士兵日记

值 班 员：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

连连长 周德剑

讲评时间：9月5日

近期连队组织地雷埋设与排除课
目摸底考核时，我发现部分战士为了
追求优秀标准，在将模拟地雷放入土
坑中后，用工兵锹快速按压拍打土
层。大家试想一下：如果是真地雷，你
还敢这样操作吗？

同志们，训练是提升战斗力的有
效手段，是战争之前的“模拟考试”，
平时训练弄虚作假、自欺欺人，上了
战场，就一定会流血甚至付出生命的
代价。

宁要符合实战的合格，不要含有
水分的优秀！希望同志们在训练
时，一定要严格按照大纲要求抓好
落实，及时纠正错误想法和痼癖动
作，扎扎实实地固强补弱，真正做到
练一次、进一步，努力成为一名能打
胜仗的战士。

（张为民、汪书弘整理）

地雷埋设

不能一味求快

9月上旬，武警浙江总队宁波支队组织第3季度“魔鬼周”极限训练，进

一步磨炼特战队员意志品质，提升反恐作战能力。图为特战队员在极限训

练中相互协作。

胡 港摄

值班员讲评

小 咖 秀 记者探营

带兵人手记

今天下午，营里对前不久的跨区机
动演习进行总结讲评，当点名表扬我
时，我内心一阵欢喜。回想起当时的场
景，我更是感慨良多。

我是一名有线兵，演习过程中，每
当旅指挥所转移，我就和战友一起负责
对通信线路进行撤收。

那天收线过程中，我刚爬上树梢解
开线结，忽然听到有人讲话。我赶紧停
下，拉过树枝遮住身体，然后从树叶缝
隙悄悄观察。

不一会儿，一个少校带着一个中尉
朝我藏身的方向走来，边走边四处观
望，隐约听他们说“旅指挥所位置”“找
不到痕迹”之类的话，还不停地在本子
上记录。

我心里“咯噔”一下：我们旅首长机
关都撤完了，这俩人我又不认识，肯定
是“敌”方的“大官”。想到这儿，我不禁
又喜又忧：喜的是要是我把他们抓住，
那可是立了大功；忧的是，他们有两个

人，万一自己搞不定，“偷鸡不成反蚀一
把米”，洋相可就出大了。

正当我犹豫不决时，那两个人竟然
分开了。中尉朝另一个方向走了，少校
依然朝我这边走来。

眼看少校走到了我正下方，说时迟，
那时快，我从树上扑下，把他推倒在地，
拿出准备好的毛巾塞进他嘴里，又迅速
用刚卸下来的被覆线将他捆了个结实。

少校顿时满脸涨得通红，“嗯嗯嗯”
地瞪着我。我想了想，人家毕竟是个少
校军官，不能太过分，就轻声在他耳边
说：“首长，对不起了。演练前我们连长
说过，战场上除了自己人就只有敌人，
一会儿押您回去就给您松绑。”

正高兴着，突然有人朝我喊道：“干
什么呢？快放开，他是考核组的！”我抬
头一看，原来是刚才那个中尉赶过来
了。我这才看到，他胸前挂着“导调员”
的牌子。我顿时心里一凉：抓错人了！
可我又不甘心：“这位首长又没挂牌子！”

我虽然这么说，可还是给少校松了
绑。少校没有责怪我，从口袋掏出“导
调员”的牌子对我说：“我这牌子的夹子
坏了，所以没挂。”说完还问了我属于哪
个单位、叫什么名字。在本子上记下
后，少校拍了拍我肩膀笑着说：“不错！
就是毛巾的味儿重了点。”

当时，我心里七上八下的：把导调
员给得罪了，自己倒无所谓，连累单位
就不好了。

果然，我一回到连队，就被叫到营
指挥所。没想到的是，营长一见到我就
鼓起了掌：“小伙子，敌情观念很强，做
得很不错！”

由担心到释然，本以为事情告一段
落，没想到表彰会上再次被营长提起。
接过营里为我颁发的荣誉证书，我对着
台下的战友敬了一个军礼。这一刻，我
深深理解了“军人脑子里永远有敌情”
这句话的含义。

（李 凡、赵 超整理）

演习中，我错抓了“俘虏”……
■第75集团军某旅指挥通信连下士 贾子皓

9月14日 星期一 晴

“战友，把手给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