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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起一只话筒需要
多大的勇气

“战友们好，我是丫丫凤瑶，今天，

我们的主题是‘我为考核献计策’……”

4 月初，当得知突击车八连全力备

战集团军专业基础套餐考核时，“丫丫

有约”主持人彭凤瑶立刻前往该连，将

手中话筒递给官兵，让官兵讲述自己的

“备考”故事。

一个战士讲完，彭凤瑶“谁还有高招

与大家分享”的话音未落，现场几十个人

纷纷举起了手，气氛十分热烈。

采访中，记者惊讶地发现，“丫丫有

约”这个栏目在该旅已经办了 10 多年。

为什么这个栏目能坚持这么久？记者

不禁开始探寻答案。

信息保障科参谋马小星是“丫丫有

约 ”的 第 一 代 主 持 人 。 马 小 星 告 诉 记

者，当初开办这个栏目时，她也很迷茫

和忐忑。

2009 年，毕业于地方某高校的马小

星应征入伍。由于形象好气质佳，再加

上普通话较标准，在连队组织的一场知

识竞赛中，指导员便让她担任主持人。

马小星很珍惜这次机会，白天收集资料，

晚上加班写主持词。那次活动很成功，

马小星也有了点“小名气”，被借调到宣

传科当报道员。

当报道员是要写稿件的，可马小星

以前从来没有涉猎过新闻专业。身为

宣传科的一员，何去何从？她一度陷入

迷茫。2010 年年初，一些电视访谈节目

以其独特风格受到青年官兵热捧，当时

还是列兵的马小星动了心：能不能量身

定做一个军营版访谈节目？

考虑到自己是女兵，她试着给栏目

取名叫作“丫丫有约”。怀着一颗忐忑

的心，她将这一想法上报组织，没想到

竟然很快得到上级批准，并且采纳了她

提供的栏目名称。

万事开头难。拿起话筒时，她才真

正知道此事的不易。视频拍摄编辑一

窍不通，录制场地条件简陋，摄像机也

仅有一台……“自己能行吗？”马小星有

些担心。

她给自己打气：越有难度，越要去

挑战。

第一期节目至关重要。在遴选了

众多人选后，马小星一直不太满意。经

过深入采访，马小星把注意力放在了战

士龙振中身上。龙振中毕业于郑州大

学音乐系，本有机会去文艺团体，但他

放弃了这个机会，而选择去当侦察兵。

她开始以此为素材，创作脚本，设置节

目环节，制作视频。

“你放着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选择

当侦察兵？”“就像一张唱片，爱音乐是我

的 A 面，而从军入伍成为真正的男子汉

则是我的 B 面，我现在更想在艰苦的训

练中补足我的 B 面……”2010 年 8 月，第

一期节目《音乐与人生》横空出世。20分

钟的访谈节目，赢得官兵阵阵掌声。

取 得“ 开 门 红 ”后 ，“ 丫 丫 有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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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 官 兵 开 口 说 话 。 因

为 反 映 的 是 火 热 军 营 生 活 ，访 谈 的 对

象大多是基层官兵，因而节目很快“走

红”。

马小星也紧接着迎来了自己的高

光时刻——她参与拍摄的《女兵班的男

班长》获全军 DV 大赛二等奖。

马小星举起话筒的过程不易，其他

主持人“接班”后同样困难重重。

“丫丫有约”话筒传到欧翠英手中

时，她一度感觉到自己要“办砸”，甚至

被一些战士背地里称作“事儿姐”。

为提高采访水平，她买来专业书籍

认真学习；为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她起

早贪黑地练习。功夫不负有心人。当

兵两年，欧翠英制作了 30 期节目，让“丫

丫有约”有了量的积累，也有了质的提

升。

当“丫丫有约”的话筒传到彭凤瑶

手中时，正值智能手机进入军营，刷微

博、看微信等快餐式信息获取方式更受

官兵青睐，“丫丫有约”仿佛在渐渐失去

往日的光彩。

彭凤瑶这个来自四川的辣妹子没

失去信心。她拿起采访本，深入班排、

训练场、车库等各个点位，与各个年龄

段的官兵畅谈，征求他们对改进栏目的

意见建议。

“军营大舞台，有才你就来！”找到

答案后，彭凤瑶面向全旅官兵发布“招

贤纳士公告”，只要想法有新意、内容寓

教于乐，就可以加入“丫丫有约”栏目。

一些平时喜欢搞创作的战友接踵而至，

“丫丫有约”不再是几个女兵“支撑”着

的 舞 台 ，变 成 了 人 人 可 参 与 的 集 智 平

台。

没多久，升级版“丫丫有约”出炉，

还 融 入 了 小 品 、喊 麦 、快 板 等 创 新 形

式。结果，新“丫丫有约”一开播就受到

官兵热捧。“那种气氛就像一大盆水倒

入生石灰，瞬间热气腾腾。”

自此，一个个围绕时事热点、军营

焦点的作品接连推出。彭凤瑶把一个

个热气腾腾的节目送到训练一线，赢得

官兵纷纷点赞。

奋斗的青春在哪里，
我们就在哪里

“装备维修科科长刘文军，在演习

中为救装备上演生死时速 100 秒，身上

多 处 被 蹭 破 刮 伤 却 浑 然 不 顾 ；侦 察 营

营 长 李 勇 滨 从 教 导 员 换 岗 到 营 长 ，带

着 全 营 苦 练 本 领 ，最 终 在 上 级 考 核 中

取得 3 项第一、1 项第二、1 项第五的好

成绩……”

前不久，在该旅“丫丫有约之练兵

备战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上，主持人

彭凤瑶邀请 7 名来自不同岗位的练兵备

战典型走上台，讲述他们的故事。

一场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借助“丫

丫有约”的形式来组织，妥不妥？也有

人提出过这一疑问。该旅领导有自己

的考虑：7 个典型的主要事迹内容相对

集中，大多是在练兵备战某专项活动中

有突出表现，因而不用像重大典型事迹

报告会那样条分缕析，只需要在关节点

上加以聚焦、深化主旨即可。这刚好是

“丫丫有约”栏目的“强项”。

在代理排长张桥讲完自己经过层

层选拔，参加云南边境扫雷大队集训，

又在坝子雷场排除了 16 枚爆炸物的故

事后，彭凤瑶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几个问

题：“张班长，你为什么选择去排雷？”

“你怎样看待扫雷工作的危险性？”“通

过这次去边境排雷，你有哪些收获？”战

士张云森发现，这些问题自己个个都想

知道答案。

“ 因 为 我 想 上 一 次 真 正 的 战 场 。”

“每次都汗流浃背，感觉要虚脱。”“面对

过 真 正 的 危 险 后 ，人 会 变 得 自 信 、果

敢。”听着这一句句回答，张云森感觉到

了什么叫血脉偾张。

教育不仅仅是简单灌输，更要让官

兵 参 与 其 中 、引 起 共 鸣 。 基 于 这 个 思

路，“丫丫有约”镜头对准的不但有训练

场上摘金夺银的先进典型，还有不少默

默无闻的平凡官兵。

收发员包航鸣每天的工作是收发

邮件、代寄快递和给各单位送报纸，最多

时每天处理的快递有 1500 多件。不管

收发室堆了多少快递，他都不会让它们

过夜；炊事员龚超为了保障连队一日三

餐，常常从凌晨四点忙到晚上八点……

女兵彭凤瑶将这些平凡故事串联起来，

制作了一期《丫丫有约之散落在旅队的

星》，官兵纷纷为之点赞。

如今，打开“丫丫有约”作品集，一

期期关于官兵成长故事的专题节目让

人印象深刻 ：《丫丫说故事之“爱心大

使”史泽远》《丫丫微访谈之背着娃上网

课，这样的军嫂你见过吗》……一个个

作品，既是部队各项工作蓬勃开展的写

照，也记录着马小星、欧翠英、彭凤瑶等

新一代女兵拥抱军营生活、不断进取、

实现自我价值的足迹。

在 战 友 们 眼 里 ，“ 丫 丫 有 约 ”栏 目

就 是 一 团 火 ，点 燃 了 大 家 奋 斗 的 心 。

因训练成绩拖了连队后腿的战士黄志

宇 ，在“ 丫 丫 ”们 鼓 励 下 ，走 上 台 打 开

心扉，找回了信心和动力；战士陈成炜

性 格 内 向 ，不 爱 与 人 交 流 ，“ 丫 丫 ”们

通 过 邀 请 他 参 加 访 谈 节 目 ，让 他 面 对

面 感 受 身 边 战 友 对 他 的 关 心 关 爱 ；战

士林煌炜体型偏胖、体能较弱，对训练

存在畏惧心理 ，一次偶然机会 ，“丫丫

有约”栏目通过镜头展示他的特长，让

他 重 拾 信 心 ，训 练 成 绩 最 终 达 到 优 秀

标准……

前段时间，该旅前往闽南某地野外

驻训。为缓解官兵压力、激发练兵热情，

“丫丫有约”再次走进演兵场，采访制作

了《丫丫走基层之最美驻训面孔》《丫丫

有约之三信一书》等多期专题节目，给火

热的驻训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

最美的青春总是出
现在追梦路上

现在每每回想过往，“丫丫”们总说

自己“很幸运”。因为，在成就这档栏目

的同时，她们自己也在被成就，在陪伴官

兵成长成才的同时，她们自己也在不断

成长。“最美的青春总是出现在追梦路

上”，成了她们最真切的感悟。

第一代主持人马小星刚入伍时，整

理内务被子总叠不好，专业训练各项成

绩也靠后。在一次担任总机值班时，由

于疏忽，她报错了一个电话号码，受到

上级通报批评，情绪一度很低落。

被 连 队 推 荐 到 宣 传 科 担 任 报 道

员 之 初 ，刚 刚 接 触 视 频 拍 摄 、制 作 和

采 访 时 ，她 还 是 一 个“ 菜 鸟 ”。 但 是 ，

她 通 过 加 班 加 点 不 断 学 习 和 请 教 ，让

自己成为了官兵眼中的“实力主播”。

除了当主持，她仍在总机班担任话

务员 。“丫丫有约 ”的成功使她重获自

信。通过参加节目录制及各种演出，她

明白了“通过努力，没有什么业务拿不

下来；如果有，那就再多付出一分努力”

的道理。她挤时间学业务，放弃休息日

去机房跟班。渐渐地，在别人看来枯燥

乏味的电话号码，成了她心中轻松愉悦

的动听音符。正是凭借坚持不懈的努

力，在 2010 年集团军组织的话务专业比

武 中 ，她 一 路 过 关 斩 将 ，最 后 一 举 夺

魁。训练成绩优异的她，也因此在 2013

年顺利提干。

2014 年，彭凤瑶入伍。那时的她身

材娇小，一直站在排尾，副班长常叫她

“小排尾”。可别小看这“小排尾”，训练

起来从不含糊，她不但跟班长、副班长

或是其他女兵 PK，还经常跟男兵比体

能、比战术，谁素质强就跟谁结对子，每

天衣服湿漉漉的。

同班战友闻到她满身汗味，都称她

是“女汉子”，她却满不在乎。新训结业

考核时，她以优异成绩通过考核，被评

为“最美女新兵”。

下连后，彭凤瑶被分配到通信连当

话务员，要求熟记数百个号码，在极短

时间内要接通任意一个电话。她自我

加压：第一次出错，罚自己抄电话号码

50 遍 ，第 二 次 抄 100 遍 ，第 三 次 抄 200

遍，直至背得烂熟于心。

这么多年来，一代代“丫丫”在做栏

目主持的同时，也不断端正着自身的追

求，挥汗洒泪、脱皮掉肉，把自己变成了

敢比敢拼的“火凤凰”。

前不久，营里组织综合训练摸底考

核，“丫丫”们开始了新的冲刺。

“岗位就是战位，男兵能做到的，我

们也可以！”仰卧起坐、双腿深蹲、3000

米跑……针对腰部和腿部力量不足的

问题，彭凤瑶带领几名女兵加大了训练

量。她为每个人制订了一套体能强化

训练计划，每天记录训练进度。同时针

对 女 兵 训 练 弱 项 ，主 动 向 上 级 借 来 装

备，反复练习电台和北斗手持机操作。

最近几期“丫丫有约”的后期制作，她们

都是利用熄灯后休息时间加班加点完

成的。

不 爱 红 装 爱 武 装 ，两 个“ 战 场 ”创

佳绩。随着新一期“丫丫有约”播出，一

个捷报也同时传来：“丫丫”们在最近一

次的综合训练考核中一次性全员通过。

制图：于 童

递一支话筒给官兵
■刘 洋 本报特约通讯员 徐明章 特约记者 赵 欣

“今天能站上这个领奖台，我还要

感谢‘丫丫有约’栏目组。我和‘丫丫’

有个约定……”前段时间，第 73 集团军

某旅战士黄玉隆在集团军组织的创破

纪录比武 3000 米跑课目比赛中，取得了

全 旅 第 一 名 、全 集 团 军 第 四 名 的 好 成

绩。站上领奖台，在对关心支持他的战

友表示感谢时，他专门提到了“丫丫有

约”栏目组。

“丫丫有约”是黄玉隆所在旅一档

依托强军网自办的现场访谈栏目。今

年年初，在该旅组织的班组比武中，去年

比武失利的某营“精武班”参加连贯考

核，在 7 项课目中夺得 4 个第一，并以总

分领先第二名 42 分的绝对优势斩获团

体第一。为此，“丫丫有约”策划了一期

节目—《尖子是如何炼成的》，探访训

练尖子重夺佳绩的秘笈。

那次，曾在旅里 3000 米跑课目比赛

中取得第六名的黄玉隆，却没有拿到有

效名次，这让他懊恼不已。在“丫丫有

约”组织访谈节目那天，几名训练尖子

在主持人彭凤瑶的策划下与官兵面对

面交流，毫不保留地将训练心得分享给

大家，赢得阵阵掌声，也让黄玉隆心情

为之一振。

互动环节，主持人邀请官兵上台谈

体 会 。 这 时 ，黄 玉 隆 举 起 了 手 ，“ 听 完

‘精武班’的故事，我相信自己也能克服

失利情绪，重拾信心，夺得第一。在这

里我请大家做个见证。”

“这也是我们栏目、现场官兵与你

的约定！”听完黄玉隆的话，主持人彭凤

瑶为他鼓劲加油。

此后，黄玉隆开始不断自我加压，

早上五点半起床跑 10 公里，白天一有时

间就进行冲坡、蛙跳和间歇跑训练，强

化腿部力量，晚上进行拉伸放松。渐渐

地，黄玉隆的训练成绩开始突飞猛进，

并成功入选旅里的体能骨干集训队，为

此次夺得佳绩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官兵中来，到官兵中去，与官兵

共成长，这样的栏目大家都喜欢。”黄玉

隆说。

事实的确如此。“你的精彩就是我

的菜”，如今“丫丫有约”栏目的这个口

号，在该旅官兵中已耳熟能详。

“今天你和‘丫丫’有约了吗？”官兵

对这档栏目如此喜爱的背后，是新时代

女兵对自我价值的追求与实现，也是部

队政治教育不断探索创新的成果与轨

迹。

我和“丫丫”有个约定
■本报特约通讯员 徐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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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印记。走进新

时代，官兵身上的时代特征更加鲜明。共

性与个性、长处与短板、现实与梦想……

官兵的这一切共同构成了当前部队发展

的基础。每个人都是一粒梦想的种子，战

斗力生成的“原野”是否壮丽，关键在于能

否让每一粒梦想的种子都开花。

从一粒种子到发芽再到长大开花，

有一定前提，要有肥沃的土壤、充足的阳

光、空气与水。官兵的快速成长成才也

有条件，那就是要给予足够的引导与关

怀，让他们自主自愿地朝着备战打仗的

方向不断拔节、茁壮成长。

搭建合适的平台很重要。新时代青

年官兵个性鲜明、秉性各异、爱好多彩，

但他们都有早日融入部队、茁壮成长的

愿望。就像攀援植物“挥舞”着触手，他

们也需要抓手与“入口”。这种情况下，

搭建合适的平台很重要。通过这些平

台，官兵就有机会展示自我，增强对部队

的归属感，从而在认同部队中更快地融

入其中。

给予官兵足够的关注。追求自我价

值的实现与争得荣誉，对青年官兵来说

都很重要。在强军兴军征途上，同样“没

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必须付出百倍努

力才可能有所成就。追梦圆梦的过程注

定艰辛。这就需要给予奋斗中的青年官

兵足够关注，及时引导，使他们胜不骄、

败不馁，始终斗志昂扬。“丫丫有约”的成

功之处，就在于提供了一盏盏“聚光灯”，

在为官兵提供榜样标杆的同时，也为他

们提供了更多被关注的可能。

找到打开官兵能量宝库的“钥匙”。

客观地讲，每名官兵都有练好打胜仗本

领的基础和潜能。要让他们在军旅生涯

释放自己的能量，一个有效做法就是从

他们的闪光点入手，把他们某一方面的

特长变得更长，进而把由此而生的自信

引导、延伸到其他方面去。自信是打开

官兵自身能量宝库的“钥匙”，一旦有了

自信心，官兵投身部队、扎根部队、建设

部队的汗水与智慧就会竞相涌流。

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和强军征

程同向奔跑，梦想的种子不仅会开花，有

朝一日还可能长成参天大树，终成栋梁

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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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不断走入官兵之中，使“丫丫有约”栏目长期保持活力与吸引力。

图②：在见证官兵成长的同时，“丫丫”们自身也在成长。图为“丫丫”们在剪辑视频。 林佳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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