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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 视 线
校园特别关注

“走进校园，‘00后’

和‘70后’一起出发”

拉练开始时，“00后”新学员王艺霖
只想一路“跟着走”。
“本以为是在排练厅里学表演，没想

到一进校门就踏上了拉练的路。”肩膀压
肿、脚板生疼，不少学员和王艺霖有着相
似的想法，队列里显得有些沉闷。

直到那次休息，疲惫的学员们听到
了歌声，几名骨干编排的小节目，让大
家暂时忘记了劳累。
“文化骨干是要上战场鼓舞官兵

的，拉练就是要让大家从入学起就做好
准备。”队干部似乎看出了学员们的心
思，一句话让大家若有所思。

此后，越来越多的学员加入为战友
鼓劲的行列，或许表现尚显稚嫩，但这
次“实践教育”已经让大家凝聚起对文
化骨干的初步认知——在官兵最需要
的地方，鼓舞大家向前走、打胜仗。

当“00后”新学员拉练返程时，“70
后”学员漆锡正准备毕业离校。

习惯了整装出发，从军 28年的漆锡
没有太多行李，一本名为《文心》的毕业
作品集是他最大的收获。

在来文学创作培训班前，喜爱文
学的漆锡有一个疑问——如何把“爱
好”变成“职业”。教员并没有直接回
答这个问题，而是把大家带到了文学
荣誉教室。

这是一间特殊的教室，墙面上悬挂
着我军军事文学名家的画像。灯光照
在墙上，学员们看到了一座座丰碑。军
事文学创作教研室主任侯健飞带领大
家一路仰望、一路学习，用军旅文学家
的情怀与担当点亮一束火焰，照亮学员
们前行的道路。
“那一刻，我坚定了续写历史的决

心。”漆锡所在的培训班，学员年龄最大
相差 26岁，可站在画像前，所有人都感
到了一股油然而生的神圣感——那是穿
越时空的对话，更是光荣使命的接力。
“走进校园，‘00后’和‘70后’一起

出发。在这里，文化的‘气场’，也是育
人的‘气场’。”漆锡所说的“气场”，同样
也感染着军队文化工作专业学员陈
凯。一心想当特种兵的他，曾经觉得只
有“上天入海”才算是为战斗力做贡
献。然而，学院为纪念抗美援朝举办的
歌会让他转变了观念。
“与其说是歌会，不如说是一次教

育。”歌会中，陈凯和同学们不仅要完成
曲目演唱，还要学习历史资料、制作视频
短片，志愿军先烈的光辉事迹深深感动
着他，让他真切感受到文化的强大推力。

受到鼓舞之余，陈凯也对怎样为战

斗力做贡献有了新的思考：“如果把这
种教育方法带回部队，战友们的训练劲
头一定更足。”

“让每一名学员都成

为一粒种子”

金黄的军号映着晨光，陆军某部下
士王旭身姿挺拔。昂起头，他吹响了起
床号，口令声和脚步声汇成了军营苏醒
的声音。

作为全军首期司号员培训班学员，
从军事文化学院毕业后的王旭不仅要
吹奏营区作息号，还要负责为单位培养
新司号员。

谈起“执教”经历，王旭最先想到
的，是曾经在课上的疑惑。当时，大家
一门心思扑在练乐曲上，可教员刘保国
却要求大家牢记整个教学过程。
“直到自己带起了‘徒弟’，我才明白

了‘师父’的用心。”培训期间，每当战友遇
到困难，王旭总会下意识地想起当年背过
的教学法。观察震动区肌肉收缩放松的
形状、禁止吸气抬肩……一串串词语接连
在脑海闪过，王旭的心里充满感激。
“原来教员早就想到了今天，他不

仅要培养号手，更希望我们带出一批号
手。”短短一年，王旭就为部队培养出 60
名司号员，他所在的营区如今也已基本
告别了电子号音。

“经过专业训练的文化骨干数量有
限，我们要发挥他们的辐射作用。”军旅
戏剧影视表演教研室主任杨宏曾在毕
业学员群体中展开调研，询问大家是否
应加入教学法、活动组织方法等能力课
程。很快，他就收获了一条条带着“求
知欲”的短信。

杨宏的思考也是学院关注的课
题。“让每一名学员都成为一粒种子。”为
了让大家学有所获，学院结合各专业特
点量身定做“加餐”——舞蹈课加入节
目策划内容、编导专业学习视频制作流
程……触类旁通为学员带来能力质变。

广播电视编导培训班学员姚文雯
的“质变”就颇有“含金量”。以往，学员
们制作微电影都会按照特长分工，可教
员张跃龄却要求大家“轮岗”：擅长剧本
的学员改当录音师、负责导演的学员拿
起摄像机……
“到部队你们就是种子，带团队不

能只有‘一招鲜’。”张跃龄的话让学员
们警醒。案头多了不常看的专业书、不
同特长的学员开起“诸葛会”，“任务驱
动+岗位轮换+联合创作”的模式牵引
着大家从“一专”走向“多能”。

回到单位，姚文雯真的带出了一
支“金牌团队”——她结合在校期间
“轮岗”的经验培训基层骨干，摄像、美
术、特效，曾经同学们的特长如今成了
她的“法宝”。最终，她和战友们创作
的影片在全军微电影创作比赛中夺得
第一名。

“我看到，他们的眼

神闪着光”

优美的伴奏、闪亮的聚光灯，这是
声乐表演专业研究生学员陈茜想象中
的舞台。

然而，当她随“边防行”小分队在海
拔 4000多米的山路上颠簸四五个小时
后，一切“想象”都不得不戛然而止——
眼前天旋地转、肚子里翻江倒海，陈茜
感到连走路都很吃力。
“准备演出！”来不及多做调整，学

员们就开始第一场慰问演出。陈茜把
这场演出当作一场硬仗，让她克服高原
反应取得胜利的，正是那些素未谋面的
边防官兵。

舞台离官兵很近，见证了高原风霜
的年轻面容像是一本本书，皲裂的嘴唇
和晒脱皮的脸颊带来校园里无法感到
的震撼。“我看到，他们的眼神闪着光。”
演出中，大家感觉仿佛被一束束光包围
着。那目光中有期待、有赞许，让陈茜
读懂了肩头的使命。

在果桥边防连，舞台变成了哨所。
为官兵演唱《漂洋过海来看你》时，陈茜
试图用眼神来表达歌词，目光交流中，
她看到了官兵对亲人深深的思念。
“那一刻我明白，我们的舞台不在

大剧院，而在官兵身边。我们的歌声是

鼓舞，也是寄托。”年轻的士兵眼含泪
光，陈茜同样热泪盈眶。

学员邹迪的创作观，也因这次“边
防行”而改变。一次演出前，邹迪听到
边防战士讲起巡逻线上牺牲战友的故
事，在演唱歌曲《绒花》时，她仿佛看到
了绵延的雪山和挺立的界碑，那句“铮
铮硬骨绽花开，沥沥鲜血染红它”有了
不同以往的感染力。
“当你把自己当作官兵的一员，歌

曲就不再是表演，而是内心的表达。”邹
迪每到一个哨所，都会主动和战士们聊
天，真实的故事让她在演唱中感到前所
未有的饱满情感，她说：“情感不会凭空
产生，官兵的喜怒哀乐才是我们创作的
源泉。”

火热的军营，也让军旅舞蹈表演教
研室主任王芷苏收获良多。在海军某部
随营培训期间，王芷苏和同事们常常要
从早讲到晚，却很少有人觉得累，官兵们
的热忱鼓舞着大家，也吸引着大家。
“不能只收获感动，而是要拿到人

才需求的第一手资料，只有这样才能不
辜负官兵的期望。”王芷苏和同事们走
进班排展开调研，官兵饱含热情的一言
一语，成为大家改进教学模式的动力。

从增加节目编排类课程比重，到根
据业余文化骨干特点改进课堂教学方
法，看着一项项成果冒着热气走进课
堂，王芷苏和同事们感到前所未有的满
足：“官兵求知的目光牵引着我们，他们
的需要，就是我们使命的必要！”

舞台，在离官兵最近的地方
■本报特约记者 董 澄 通讯员 林梓栋 卢旭东

歌声响起的时候，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学员赵天第一次感
到，在“巴掌大的舞台”上演出，也可以这样震撼。

在这场军旅声乐作品演唱教学展示活动中，学员们搬着小板
凳围坐在一起，就如一支正在组织拉歌的部队。从场地布置到节
目编排，大家近距离学习如何把军营变成“能量场”、用军歌吹响
“冲锋号”。

作为学院首届军事文化节的一个环节，这次活动反映了学院人
才培养的新思路——文化骨干不仅是舞台表演者，而且要学会因地
制宜，让基层文化工作焕发时代魅力。

歌声飞向繁星，虽已入冬，但赵天和同学们却感到心中一片火
热，他说：“没有美轮美奂的舞台，文化活动一样可以震撼人心。我
们要做的，就是在官兵需要的地方，传递文化的力量。”

主持人语：本期《校媒联盟》的主题

词是——陪伴。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身为军校学

员，他们会将这最长情的告白送给谁？

一身迷彩服、一双作战靴，陪伴学员

们穿过荆棘、踏上征途。它们是“无言战

友”，陪伴学员们见证时间的轮转，度过

那压入枪膛的青春！

一群亲密战友，关键时刻伸出援手，

光辉时刻欢呼喝彩。他们相互之间是最

温暖的臂膀、最信任的伙伴、最亲近的兄

弟，相互陪伴着走出低迷、走过彷徨，敲

响新鼓点、迈向新征程。

一名贴心教员，万千话语谆谆教诲，

一颗丹心潜心育人。他们亦师、亦友，如

红烛、如园丁，他们的那些“口头禅”陪伴

着学员们的整个军校生涯，引领学员们

成长。

那些“陪伴”，会让学员们面对军校

紧张的学习生活时，充满力量、不惧挑

战，在军校这个大熔炉中敢于把自己锻

造得更加勇敢坚强。

今天，我们向大家推荐一组来自国

防科技大学、陆军工程大学的微媒推文，

以及学员军校生活的点滴一瞬，聊聊那

些朝夕相处、催促他们化蛹成蝶的每一

个“陪伴”。

进入军校后，伤痛似乎从未曾远
离，这或许也是一种陪伴。战术场上，
石子与沙粒将手臂划出一道道伤口；障
碍场上，云梯和高板把肘部和膝盖磕出
一块块淤青；单杠训练后，又酸又胀的
手臂拿不稳吃饭的筷子……然而，我渐

渐发现已不再惧怕，伴随着伤痛成长起
来的，是一个逐渐勇敢坚强的我。

@陆军勤务学院学员 张博文

黄土飞扬处，留下一道道清晰的车
辙。惊回首才发觉，坦克这位“陆战之王”
已经陪伴我度过一段最难忘的时光。炽
热的阳光里，透过潜望镜观察障碍的出入
口；星辰的微光下，变换灯光找寻前方的
道路。标志旗从屡屡倒下到频频扶起，再
到巍然屹立，我在提升技战术的同时，更
大的收获是拥有了镇定自若的心态，拥有
了驰骋未来战场的勇气与自信。

@陆军装甲兵学院学员 严永戈

脚下的一双迷彩鞋陪伴着我的青
春，踩出了密密麻麻的足迹。它见证了
我刚进军营时的懵懂，见证了我为了军
事训练考核达标所付出的努力；它陪伴
着我在梦想的道路上砥砺前行，为它减
轻的 20斤负重，可能是它最大的欣慰。
回家时，我将它塞进了行李箱，母亲问这

么旧的一双鞋为什么不换掉？我说这是
我的青春。

@火箭军工程大学学员 魏增基

想起军校的老师，首先想起的往往
不是画面而是声音，是他们的一句教诲、
一句提醒，甚至是一句“口头禅”。迷茫
时，一句“追寻自己内心的选择”的话语，
将我带离迷途；困惑时，一句“别紧张，慢
慢来”的话语，使我豁然开朗；骄傲时，一
句“总结反思，再接再厉”的话语，让我踏
实稳重；焦躁时，一句“沉下心，坐得住”
的话语，令我平静淡然。无数个日夜，老
师的话语始终陪伴着我，如同茫茫大海
中的航标，指引我一路前行，带给我最深
的感动。

@国防科技大学学员 王欣妍

陪 伴
■崔东浩 逯心一

校媒联盟

深秋时节，皖南山区，密林深处，

一场实兵对抗演练悄然打响。战斗攻

坚阶段，“红军”进攻接连受挫，持续

“减员”，该连指导员迅速进行战场动

员，号召大家发扬“先知先胜”的制胜

法则，英勇作战。最终，“红军”经过缜

密侦察，找到蓝军破绽，一举夺下无名

高地。

连日来，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结合“锤炼-2020”综合演练，通

过战时动员、战地家书、参观革命圣地

等方式全程设置政治工作课目，使学

员们在与“敌情”的较量中磨砺斗志，

经受考验。

云岭头下，望江墩旁，微风轻拂，

红飘带在翠竹间随风摆动。“新四军史

料陈列馆”几个红色大字愈加醒目，副

教授李安义和学员走进馆内，一幅幅

图片、一段段视频、一件件文物……跟

随李教员的讲解，学员时而侧耳倾听，

时而凝神思考。来到周恩来铜像前，

李教员为学员们讲授了“妙计突破敌

新闻封锁”的故事。

“1941年 1月 17日夜，《新华日

报》用两套印版巧妙地骗过国民党

新闻检查。次日，大批印有周恩来亲

笔题词的《新华日报》冲破国民党军、

警、宪的封锁，传遍了山城的大街小

巷……”

李教员真挚的情感、生动的讲述，

形成强大感染力，辐射到了在场的每

一名学员。

“那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而是一

次历史学习、一次精神洗礼。”学员谭

鑫培说。

午夜时分，气温骤降，疾风密雨，

让山路变得愈加湿滑泥泞，汗水夹杂

着雨水打湿了学员的脸庞，昼夜连续

行军的学员们体能已经逼近极限，心

理压力也随之急剧攀升。

看到大家精神状态有些委顿，指

导员王梓涵打开战地广播，播放巾帼

英雄张露萍面对敌人誓死不屈的故

事：“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时，她的心

中始终坚定着自己的信仰，在被敌人

押赴刑场的路上，张露萍带领战友们

高唱起了《国际歌》……”悲壮激越的

歌声仿佛穿透了历史，让大家血脉偾

张。学员们将背包带紧了又紧，加快

脚步向前走去，一个个“娄山关”“腊子

口”被踩在脚下、甩在身后。

“战以胜为主，胜以气为先。”士

气，首先表现在对集体的认同感、归属

感和荣誉感。一天开饭前，伴着队列

里突然响起《生日快乐》歌，3个并不精

美的蛋糕和9碗长寿面被缓缓推出。

原来，心思细腻的副指导员曹怡

出发前就统计了演练期间过生日的学

员。当天，她让炊事班制作了蛋糕和

面条，为过生日的9名战友办了一次

战地生日会。“寿星”张雨薇感动地说：

“没想到在野外还能吃上蛋糕，太幸福

了。虽然拉练十分辛苦，但想到能和

战友并肩作战，感觉前进的路上没有

什么能难倒自己。”

“嘟——嘟嘟！”急促的哨音撕破

了晌午的宁静，宿营地瞬间涌动起来，

正在休息的学员迅速整队。

“我侦察人员在执行任务时遭遇

‘敌’小股分队袭击，必须要快速消灭

‘敌人’，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有！有！”敢战、必胜的誓言

响彻山间。正如这次演练的代号“锤

炼-2020”，历经一路“锤炼”的学员们

不惧风雨，在洒下的每一滴汗水中收

获成长，绽放着属于他们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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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野战生存中，战友互相涂抹油彩。 倪浩洋摄

图①：司号员培训班学员在学习吹奏技巧。 张增亮摄 图③：2020级新学员在拉练途中。叶智隆摄
图②：学院“边防行”小分队为边防官兵演出。 倪志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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