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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仗兵的样子

天空渐暗，飞机起飞，目的地：墨
西哥。

2010年 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
大队奉命参加庆祝墨西哥独立 200周年
阅兵活动。这是他们首次在海外亮相。

身为仪仗兵，能够代表中国军人
走出国门，这是多么荣幸的事！可
是，到了墨西哥，队员孔令配因水土
不服，上吐下泻。

为了能如期参加阅兵活动，除了补
充水分，孔令配几乎不再进食。那些
天，他瘦了几斤。

走上墨西哥阅兵场，站在队列
前，孔令配全力以赴。那一刻，他想
起母亲做的煎饼，眼前浮现这样一幅
景象：走进自家院子，母亲坐上小马
扎，一手拉着风箱，一手拌着面糊。
舀上一勺面，一张薄厚均匀的面饼在
热锅中渐渐成形，香味顺着蒸腾起的
雾气钻进鼻子里……

那天究竟是怎么走过墨西哥阅兵场
的，孔令配已经记不清了。他只记得，现
场群众在热情欢呼，记者手里的相机闪
光灯不停地闪。

走下阅兵场，一位哥伦比亚女仪仗
队员摘下自己的军种标志，送给孔令
配。孔令配回赠了一枚中国结给她，“希
望能把和平吉祥带给她和她的国家”。

如今，10 年过去，孔令配已经成长
为一名四级军士长。与他一同参加那次
墨西哥阅兵的战友，大多已经退役。

仪仗兵的青春中，总有难以忘怀的
画面。那些画面串联在一起，就是中国
军队仪仗事业的大事记。

翻开记忆的碎片，上尉郭凤通印象
最深刻的是这样一幕——

2019 年 10 月 1 日，站在长安街上，
擎着党旗，郭凤通觉得浑身充满力量。
“分列式开始——”听到口令，郭凤

通动作迅速，正步走过天安门。党旗飘
扬，中国仪仗兵阔步前进，向世界亮出一
张闪光的名片。

郭凤通控制步速，身后是仪仗方队
铿锵的步伐。脚步声响彻云霄，在仪仗
兵胸腔中共鸣。那一刻，郭凤通感觉身
上的血液都沸腾了。

很长一段时间，只要听到国歌，这个
场景就会从郭凤通脑海中浮现出来。

其实，这种万众瞩目的时刻，不过短
短几分钟，只占郭凤通人生的千万分之
一。走下阅兵场，他们的青春里，更多的
是训练场上不为人知的百倍艰辛。

雨天，走廊里，汗水一滴一滴砸向地
板。汗水从脸颊流到嘴角，上等兵高嘉
瑞觉得嘴里咸咸的。

一滴汗流进眼睛里，高嘉瑞没有眨
眼，只掉出了一行眼泪。随着身体微微
震颤，眼泪顺着脸颊滑落，掉在湿透的衬
衫上，与汗水融为一体。

窗户开着，没有风。不到 20米长的
走廊里，高嘉瑞和另外 20多名战友站成
一列。狭小的通道里，口令声和脚步声
交织在一起。细细听，还有轻微的呼吸
声。

上身起伏会造成枪体颤动，士兵们
要小心翼翼地控制呼吸力度，让枪稳稳
地贴在胸膛。枪体有些偏，高嘉瑞用大
拇指压住枪托，紧紧内扣。
《分列式进行曲》响起，动作幅度加

大，高嘉瑞的手指开始抽搐。
5分钟后，高嘉瑞感觉手臂开始颤

抖。
15 分钟后，高嘉瑞呼吸变得急促，

脚步震颤着汗水一滴一滴落下。
40 分钟后，音乐停止，士兵们仍在

踏乐。马靴落地，发出清脆的声音，高嘉
瑞还在咬牙坚持。

入伍一年多，高嘉瑞和战友们每天
都在经受这样高强度的训练。
“这么苦，有没有想过要放弃？”记者

问。
“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有资格

成为中国军人的‘门面’。”高嘉瑞说，
“青春有很多样子，我很庆幸我有仪仗
兵的样子。”

男孩们的青春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成为
一名旗手需要几年？

下士王康用了4年。
初来仪仗大队，日复一日站军姿，

没有尽头的正步训练，都让王康感觉很
煎熬。

直到有一天，一队队长李茂廷讲了
这样一个故事——

在一间客厅里，摆放着两个钟表，
一个小钟表，一个老钟表。

有一天，小钟表问老钟表：“老钟
表，你为什么可以走那么久？”老钟表
微微睁开眼睛，一脸淡然地说：“走好
当下这一秒。”
“迈好当下这一步，日子就会过得

很快。”那天，李茂廷拍拍王康的肩
膀。王康似懂非懂地拿起手表，贴近耳
朵，听着那“滴答滴答”的声音。

其实，王康最后也没弄明白，到底
如何坚持。他只是铆着劲儿，迈好每一
步。这样一坚持就是4年。

在中队活动室里，王康无意翻到一
本 2014 年的士兵考学教材。教材书的
封面上印着 3名仪仗兵的照片，最中间
的那个人就是仪仗大队现任副大队长张
洪杰。

当初提干考学时，许多士兵看的辅
导书都是这一版。“当时，我们就想成

为像张洪杰这样的兵。”已经是上尉的
郭凤通激动地说。

成为教材封面人物的那几年，张
洪杰每次外出，总会被战友们拉住合
影。
“在新闻联播中看到您，我们真的

很激动。因为我们都觉得，您见证了我
们的青春。”一位老兵这样和张洪杰说。

时光匆匆，张洪杰已入伍 20 多
年。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副大队长，
他的青春留在了仪仗大队，也见证了一
批批仪仗兵最美好的青春。
“那个时候，自己想得很简单，就

是要多参加任务，证明自己。”张洪杰
看向窗外，眼神中没有一丝波澜，“现
在回想，能在世界瞩目的舞台上，亲身
参与并书写历史，这是我身为仪仗兵最
荣耀的事。”

在张洪杰看来，仪仗兵的青春就
是从一个舞台到另一个舞台。

从训练场出发，走过长安街，走
向世界舞台。这个旅程充满挑战且无
比漫长，每一个舞台都有一张相同的
通行证：坚持。

训练异常艰苦，可仪仗兵的生活从
不缺少快乐。

2020 年建军节那天，一队队长李
茂廷带着他的摇滚乐队走上舞台。

摆好架子鼓，给电吉他插上电，舞
台的光暗下来，演唱会开始了。

台下，仪仗兵们挥舞着荧光棒。李
茂廷抬头望去，光的波浪一层一层翻涌
过来。那天晚上，他实现了心中深藏多
年的摇滚梦。

演出结束，乐队拍了一张合照。照
片里，男孩与老男孩的青春不期而遇。

那晚，李茂廷在日记里写下一行
字：虽然当初的那个男孩已经变成了老
男孩，可骨子里的热爱始终还在，不论
是摇滚，还是我从事的工作。

时光匆匆。在仪仗兵心中，对仪仗
事业的热爱，经得起训练考验，也经得
住时光打磨。

大队长韩捷，是仪仗大队最老的
兵，见证了仪仗大队 20多年的发展。
“如果回到当年，您想对刚入伍时

的自己说些什么呢？”记者问。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韩捷说这

番话时，目光投向远处的训练场。
在那里，年轻的仪仗兵们站得愈发

笔挺，汗水顺着脸颊，流到下巴，又滴
在衬衣上。每个士兵脚下都有一片水
渍，那是军装吸收不了的汗水。

一阵风吹来，衬衣领轻轻抖动，士兵
们的脖子上出现清晰的V字“衣领线”。

那是他们青春的痕迹。

走过“你”来时的路

火车站，胡丁也背着背囊与父母告
别。

栅栏外，母亲远远地看着儿子。一
旁，父亲笑着，发自内心的欢喜：儿子
穿上迷彩服，这么潇洒帅气。
“敬礼！”胡丁也向父母敬了一个军

礼。
胡丁也的父亲整理着装，举起右

手，回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20 多年前，胡丁也的父亲也是从

这里出发，胸戴红花前往北京，成为一
名光荣的仪仗兵。

小时候，每当电视中播放仪仗兵执
行司礼任务的场景，父亲就会拉上胡丁
也一起观看。从那时起，一颗小小种子
在胡丁也心里生根发芽。

列车上，胡丁也憧憬着未来的军旅
生活。他给自己画了一张像：身穿礼服
的帅气士兵背后，是一颗蔚蓝色的美丽
星球。
“我想迅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仪仗

兵，代表中国军人走向世界。”胡丁也
自信地说。

仪仗大队是个有魔力的地方。很多
士兵都想进来，已经进来的人都不愿意
走。

最近，网络上，一段女兵跳芭蕾的
视频火了。仪仗女兵迈着碎步翩翩起
舞，飒爽中透着优雅。

正步与芭蕾，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两件事。但在仪仗大队女兵指导员门佳
慧看来，这两种不同状态体现出的气质
是相通的。

打开仪仗女兵们的化妆包，你会发
现她们每人至少有两支口红——有部队
统一购买的规定色号；也有市面上流行
的色号。生活中，仪仗队的女兵们都是
爱美爱俏的普通女孩。
“美有很多种，追求梦想的人是最

美的。”女兵队队长程诚说。
2016 年，正在齐鲁师范学院读大

三的曹艺玮，看到仪仗女兵在国际军乐
节上进行枪操表演的视频，突然产生一
个想法：当一名仪仗兵。

如今，仪仗队员曹艺玮不仅完成了
多次司礼任务，还参加过多次枪操表
演。

入夜，会议室里亮着灯，曹艺玮还
在学习教学法。“我想努力留队，再多
干几年。”曹艺玮眼睛明亮，脸颊泛着
红晕，“即便不能，我也希望能留下点
什么。”

翻开微信朋友圈，看着同学们结婚
生子，曹艺玮总觉得自己慢了一拍，被
生活甩在后面。但是，这都不妨碍她继
续自己热爱的仪仗事业。
“如果退伍，你要留下什么？”记者

问。
“留下名字吧，就像我能记住退伍

班长们的名字一样。”曹艺玮说。
在人才济济的仪仗大队，让大家

记住一名士兵的名字，太难了。但这
并不能动摇女兵们发光发热的决心。

在仪仗大队，队员们只有一个愿
望：留在仪仗大队，用青春为中国军人
代言。

仪 仗 兵 的 青 春 世 界
■本报特约记者 崔寒凝 记者 贺逸舒 通讯员 李 捷 周 辉

2017年的朱日和沙场大阅兵，是仪

仗队员王康第一次参加大项任务。

正午，戈壁腹地，中午气温高达

40℃，烈日和沙尘考验着人的意志。

队列行进时，风卷满黄沙。王康睁

不开眼睛，双手托枪时间太长，肌肉麻

痹到失去知觉。咬紧牙关，他用大拇指

把枪托压下，继续走完后面的路。

那一年，王康刚刚成为一名仪仗

兵，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那次任务

中，他学会了坚持。

走进仪仗兵训练场，一滴滴汗水

砸向地面，士兵们浅绿色的衬衣因为

浸满汗水，变成了深绿色，贴在他们后

背上。

“注意节奏！注意动作力度！”中国

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副大队长李强拿

着喇叭，站在台阶上指挥着训练。

22岁被任命为仪仗队执行队长，

李强把整个青春都奉献给了仪仗事

业。

当世界一次次向中国仪仗兵投来

惊叹的目光时，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他

们的青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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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阅兵式，解放军仪仗

大队官兵步履铿锵走过天安门。

图②：女仪仗队员飒爽英姿。
图③：仪仗队员的青春笑脸。
图④：仪仗队员雪中巡逻。
图片由解放军仪仗大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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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国之大事，必治其礼仪。”仪仗

大队是我军唯一一支担负国家级仪仗

司礼任务的部队。组建60多年来，这

支部队圆满完成各项任务4900余次，

铿锵步伐展现了大国自信与威仪，被

中央军委授予“军旅标兵”荣誉称号。

不久前，仪仗大队又被中央军委记一

等功。

仪仗重于生命，事业高于青春。

这是一代代仪仗官兵秉承的事业追

求。他们时刻坚持一流标准，以一流

的作风练就“肌肉记忆”，确保真正做

到“出场即震撼、亮相即精彩”，扛起

“扬我国威、壮我军威”的神圣使命。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透过

一个个画面，我们不仅看到了仪仗方

阵的雄姿风采，更感动于擎旗手、标

兵、礼炮兵等不同岗位上的平凡个

体。千锤百炼的钢最硬。正是千万次

在寒风中挺立、在烈日下坚守，对“零

误差”的极限追求，对生理极限的挑

战，才换来中国仪仗兵令人叹服的极

致表现。

唯至诚者，能致其极。普通的武

器练到极致是杀器，简单的招式练到

极致是绝技。

打赢本领的跃升，蕴藏在经年累

月的艰辛摸索中、千锤百炼的勤苦磨

砺之中。要想练就精湛技艺、彰显大

国威仪，就要敢于承受“换羽重生”之

痛、“拔节生长”之苦，要不惧枯燥、不

畏乏味，真正训到位、训过硬。新时代

仪仗兵正在千锤百炼中成长，在搏击

风浪中成熟。

一代代仪仗官兵始终秉持“献身

仪仗，为国争光”的信念，一次次走上

世界舞台，亮出一张英姿勃发的“中国

名片”。走出国门的仪仗兵每一次精

彩亮相，都会让异国他乡的华人华侨

热泪盈眶、高唱国歌，感受到身后祖国

的强大；会让国际友人为之惊叹、更深

入客观地领略中国军人的风采。

中国仪仗兵，向世界展示中华民

族和平发展与开放自信，表现出中国

军人捍卫和平的决心和信心，为提振

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注入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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