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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周凯威，新疆军区某团

中士，荣立三等功 1 次，2020 年被新疆

军区表彰为“新闻舆论工作先进个人”。

一块小小的 5T 移动硬盘里，装满

了 周 凯 威 两 年 来 拍 摄 的 12 万 多 张 照

片—— 每 一 张 照 片 ，都 留 下 了 战 友 们

成长的足迹，也储存着每一寸光阴的

温度。

面前的电脑荧屏闪烁着，壁纸是他

拍摄的照片。漫天繁星的夜晚，不远处

的雪山白得刺眼——这是海拔近 5000

米的高原。那天夜里，他站在营帐外的

星 空 下 ，将 零 下 20 摄 氏 度 的“ 高 原 之

夜”永久定格。

与“高原之夜”的“边关冷”相反，他

的另一张入围了今年全国摄影艺术展

的得意之作《出鞘》，则流露出边防军人

的炙热情怀。在戈壁滩上的实弹射击

场，一名战士站在火炮旁，炮弹发射的

瞬间，火光震天，巨大的冲击在这名战

士身边扬起一阵烟尘。

“这张照片的‘温度’实在太高了！”

以至于每当周凯威翻看这张照片时，仿

佛都能闻到一股头发和眉毛被烧焦的

味道……

两年前，从士官学校毕业后，周凯

威重新回到边防一线，成为团里的电影

放映员。工作之余，他喜欢给战友们拍

照。在他眼中，单调的冰雪天地，每一

帧都是无尽的宝库。

“他很会拍照，无论是‘金戈铁马战

火烧’，还是‘一家团圆把营绕’，他的作

品总能引起官兵的共鸣，让人拍手叫

好。”在连长张道鑫眼中，周凯威的摄影

作品极富感染力。

“部队里，可拍摄的题材很多，我最

喜欢拍的还是‘家庭秀’。相比离别，我

更喜欢看到战友和亲人相聚。”大多数情

况下，战友们陪伴妻儿的时光很短暂，周

凯威希望能用手中的相机，将这一温馨

瞬间定格下来，成为永远的美好回忆。

去年 4 月，营区的冰雪尚未完全消

融，但春天的气息，随着足球场上空飞舞

的风筝已经来到。在落日的余晖里，四

级军士长李勇勇将女儿李诗蕊扛在肩

头，右手牵着风筝，左臂抱紧女儿双腿，

脚下不断加快步伐。和煦的风拂过父女

俩的面颊，也托着风筝向着天空更远处

飞去。欢笑声一阵阵响起，漫天绯红的

晚霞为此刻的幸福更增添了几分暖意。

周凯威立刻俯下身来，用相机迅速

捕捉了这一画面。回到办公室，他对图

片进行了一番编辑，并配了一首小诗：

自从有了你/爸爸每天都在“放风筝”/

盼望你乘风破浪/盼望你笑容绚烂/但/

爸爸太爱你/怕把线拉得太紧/又怕风

把线扯断。

这些温馨的画面，带着家人心连心的

温度，进入了一个个风雪边关的梦乡。熄

灯号吹响，帐篷外的雪山仿若都陷入了沉

睡，整个驻训地寂静无声，只有远处哨位

上的灯光，随着风的摆动忽明忽暗。

长 夜 漫 漫 ，周 凯 威 起 身 伸 了 伸 懒

腰，走向帐篷角落里的煤炉，用火钳夹

上几块煤炭。而后，他又回到电脑前，

接着处理当天拍摄的照片，火热的心又

渐渐澎湃起来……

光阴余温
■李江辉 于 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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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的是面孔
感触的是心灵

“ 兵 记 者 ”

【人物名片】徐 成 成 ，空 军 某 试 训

基地中士，2020 年被评为“四有”优秀

士兵。

巴丹吉林大漠深处，一轮圆月洒下

皎洁的光华。午夜零点，北风呼啸，空

军某试训基地中士徐成成不禁打了个

寒 战 ，下 意 识 地 将 脖 子 缩 进 迷 彩 大 衣

里 。 再 过 几 分 钟 ，跨 昼 夜 飞 行 即 将 开

始。此刻，他固定好三脚架，视线透过

取景器，落在不远处的跑道上。

两 个 小 时 前 ，徐 成 成 跟 随 任 务 车

辆进场。空气中到处弥漫着航油的气

味 ，徐 成 成 感 觉 自 己 仿 佛 身 处 硝 烟 弥

漫的战场。停机坪上，战鹰威武列阵，

机翼在月光下闪烁着银色的光芒。机

务官兵或立于梯上，或伏在机翼下，就

着 手 电 筒 的 光 线 ，为 战 机 做 出 征 前 最

后的“体检”，各种保障车辆有序地来

回穿梭，光影交相辉映，勾勒出一幅火

热的练兵画卷。

为了更好地记录机务官兵工作时

的动人瞬间，徐成成顶着寒风奔走在一

架架战机之间，不时地调整参数、构图，

用冻得发僵的手指按下快门……

零点一刻，随着塔台一声指令，战

鹰腾空而起，巨大的轰鸣声打破了深夜

的寂静，飞机航行灯与助航灯在夜幕中

编织出斑斓的彩带。霎时，数架战机喷

着尾焰刺破夜空，划出一道道美丽的弧

线。徐成成快速调整光圈和焦距，高速

连拍，将明月高悬、战鹰为伴的精彩画

面完美定格。

清晨，伴随着点点星光，巨大的轰

鸣声再次响起，战机降低高度、着陆、减

速、抛伞……一系列动作干净利落。随

着最后一架战机平稳着陆，一场跨昼夜

训练圆满结束。

回 到 营 区 整 理 照 片 时 ，徐 成 成 想

为每张照片起个标题。“这张照片就叫

‘战鹰逐月’吧！”身边的战友指着那张

明月与战鹰同框的照片说。徐成成有

些出神地盯着眼前的电脑屏幕——战

鹰 追 逐 月 亮 ，而 他 也 一 直 在 追 逐 自 己

的梦想。

虽然曾为无法驾机翱翔长空而感

到遗憾，但那个清晨，当徐成成第一次

登上运输机执行任务时，他的心被窗外

湛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和灿烂的朝霞

深深吸引着，“蓝天梦”瞬间被点亮。他

举起相机，迎着镜头里耀眼的阳光，拍

下了俯瞰山河的壮美景象。

也就是从那时起，作为连队文书的

徐成成，每次任务都申请全程参加，用

镜头聚焦任务一线，记录战友们练兵备

战的火热情怀。每次当他把照片展示

在 连 队 电 子 屏 上 时 ，战 友 们 都 会 围 过

来，在屏幕上寻找自己的身影。“快看！

原来我工作时的样子这么帅！”“成成，

下次多给我拍点特写，我要编一个写真

集！”“这张照片可以做手机壁纸，我想

要高清原图……”

时 光 流 淌 ，徐 成 成 相 机 里 的 照 片

越 来 越 多 ，他 也 越 来 越 热 爱 这 里 的 一

切 —— 蓝 天 、战 鹰 和 这 一 望 无 际 的 茫

茫戈壁。

“好的图片有生命力、有传播力、更

有战斗力，我想把这些精彩瞬间留住，

这就是我选择当报道员的初心。”说这

句话时，徐成成的眼里闪着光彩。

战鹰逐月
■王国栋

【人物名片】李江，南疆军区某工兵

团中士，荣立三等功 1 次，被评为“四有”

优秀士兵 1 次，2020 年被团表彰为“新闻

舆论工作先进个人”。

车队宛如银蛇，吃力地盘旋在海拔

5000 多米的达坂路上。随着海拔不断

攀升，驾驶室里仅存的一丝暖意，也逐渐

被寒风吹散。高悬在半空的太阳努力放

射着光芒，射在雪地上，又反射进战士们

的眼睛里。

下了达坂，车队停在山脚下简单休

整，“兵记者”李江趁机拿出纸笔，准备采

访他下篇稿件的主人公——驰骋天路的

驾驶员姚爱鹏。

当李江踏着积雪向姚爱鹏走去时，

姚爱鹏露出抱歉的微笑。他瞥了一眼身

边的车轮，示意自己必须要抓紧时间检

修车辆。李江将纸笔放在一边，跟姚爱

鹏一起跪在车轮旁边，一边帮他检修车

辆，一边见缝插针地聊了起来。

还没聊几句，冷风卷着雪花从山间

吹来。姚爱鹏缩了缩脖子，裹紧大衣，手

上的工作丝毫没有停顿。李江不再说

话，视线越过姚爱鹏那双冻得发紫的手，

望向他身后被雪埋了一半的车辙印……

跟随车队采访回来后，李江坐在电

脑前思绪万千，眼前再一次浮现出高原

官兵紫棠色的脸颊、皲裂的嘴唇和冻得

发僵的双手。“驾驶员姚爱鹏跪在雪地里

赤手检修车辆的场景，正是普通边防军

人日常工作的缩影，应该被真实记录下

来。”想到这，李江胸口涌动着一股热流，

冰冷的手指敲打在键盘上。

窗外，星星低垂在漆黑的夜空中，山

谷间的冷风狠狠拍打着窗户。李江起身

瞥了一眼窗外，路灯下哨兵正在换哨。

尽管寒风呼啸，但从站在哨位上的那一

刻起，每一位哨兵都精神抖擞，肃然挺

立，宛如一尊雕像。

这一幕似曾相识。去年，李江跟随

单位先遣分队上高原驻训。一路上，他

看到很多新兵被高原反应折磨得头痛欲

裂、上吐下泻。可是在接到天黑前搭设

完宿营帐篷的命令时，所有新兵立刻斗

志昂扬，跟着班长投入到工作中。此时，

忙碌成为这群年轻士兵克服高原反应的

一剂“良药”。

合上电脑，天际泛白，该上哨了。穿

好大衣，戴紧棉帽，李江顺着路灯向哨位

走去。站上哨位，刮了一夜的风渐渐停

了，一轮红日缓缓升起，为雪山镀上一层

金光。

那晚，李江坐在电脑前写了整整一

夜。他将采访路上的所见所闻，浓缩成

一行行饱含深情的文字。不久后，文章

变成铅字，出现在报纸上。团里的新兵

把报纸寄给远方的家人，老兵则把报纸

默默珍藏在柜子里。

有战友专门跑来告诉他：“大伙儿在

体能训练时，听到播音员朗读了这篇文

章，感觉全身充满力量，跑步都不那么费

力了。”一位在高原坚守了 15 年的老兵，

拉着李江的手哽咽了：“在高原这么多

年，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做的事既平凡又

伟大，你的文章让大家知道了在雪域高

原，有很多默默奉献青春却无怨无悔的

戍边战士。”

看着老兵激动的样子，那一刻，李江

相信，这就是他在无数个深夜敲击键盘

留下的最美回音。

雪
山
回
音

■
杜
中
林

【人物名片】张东杰，海军某防险救

生支队四级军士长，荣立三等功 1 次。

直升机低空盘旋，掀起卷卷浪涛；救

援艇疾驰搜索，犁开道道白浪……南海

深处，一场紧张的海上联合搜救正在上

演。不远处的救援母船上，张东杰手持

摄像机，正通过取景器注视着战场态势。

在作战中心待了整整 3 天，油料监

测专业出身的张东杰才厘清整场救援的

操作流程和关键时间节点，并将其转化

为一个个分镜头，印刻在脑海中。烈日

径直向大海倾泻着热量，蒸腾的水汽自

海面一路升向甲板，灼得张东杰双目酸

胀。他眯起眼睛，快速调整光圈以适应

光线变化。在接下来的某一瞬间，潜水

员将协助“失事人员”出水、登机，这个关

键性画面他不能错过。

不负众望，直升机承载着生命的希

望，奋力抵御着船体摇晃与空中乱流，安

稳地停驻在母船飞行甲板上。“失事人员”

顺利脱险，被转至医疗舱进行进一步“医

治”，张东杰穿插跑动，紧随其后。选准机

位、控制焦距、变换景别，一场成功的联合

搜救被他手中的摄像机完美收录。

夕阳敛去光华，逐渐隐没在海天之

间。战舰调转航向，褪下金色外衣，海面

归于宁静。就餐铃音响起，不同更次的

舰员从舱室涌出，围在通廊电子屏幕前，

将舰艇狭窄的通道堵得水泄不通。

“快看，这个身影就是我！作业的时

候我先在水下判断流向，顺着水流一下就

搜到目标了！”“转运时间还可以缩短，担架

队应该再提前一些备便。”“母船和直升机

的沟通十分关键，应该再增加保底的通信

手段。”屏幕上正在播放自己采集的战斗画

面，战友们关于协同配合、战法改进的激烈

讨论声，在通道里如涟漪般荡漾开来，张东

杰如释重负，一种满足感洋溢在心头。

几年前，由于编制体制调整，张东杰

告别老单位，来到位于南海之滨的某防险

救生支队，成为一名油料化验员。起初，张

东杰并不清楚新单位的使命任务，对自己

的专业和定位也感到迷茫。第一次随船参

与援潜救生实兵演练，张东杰被潜水员们

口口相传的“共产党员下头水，关键时刻以

命换命”的战斗精神所感染和激励，决心要

发挥自身特长，将战友们向死而生、向险逆

行的事迹记录下来，传播出去。

在现场，他的镜头意外捕捉到这样

的一幕——演练尾声，潜水员结束水下

救 援 ，护 送 潜 艇 艇 员 浮 出 水 面 游 向 母

船。刚刚迈出潜水梯，踏上甲板，还未来

得及卸去沉重的装具，潜水员就被“脱

险”的艇员激动地拉住：“出艇时周围一

片黑暗，我们不知道该去哪儿，不知道该

怎么办。看到你们潜下来，真的就像绝

处逢生，感觉有救了！”

营救画面后来在新闻中播出，深深

地触动了很多观众。一名潜水员的妻子

专门给张东杰发送了一段信息：“入伍近

20 年，他对部队的工作一直守口如瓶。

谢谢你拍下这段画面，让我重新认识了

我的丈夫，更让我坚定了今生的选择。”

险情来临，紧急备航，张东杰又一次

挎上设备奔向战位。熹微的天光漫射在

码头，映照出朦胧朝晖中战士们忙碌的

身影，即将出征的水手正在唤醒心爱的

战舰。张东杰也仿佛受到召唤，举起镜

头对准前方。

浪尖撷影
■于纯浩

11月 8日，是中国记者节。在基层部队，有这样一群战

士，他们或冲锋在演训场前沿，或穿梭在营区各个角落，他

们的武器不仅仅是钢枪、火炮，还有相机、电脑，以及常常亮

到深夜的台灯——他们就是被称为“兵记者”的基层新闻舆

论骨干。

没有新闻记者的正式“头衔”，却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

尝遍新闻记者的酸甜苦辣。他们用文字和镜头定格动人瞬

间，为诸多战友的军旅生涯留下难忘记忆。 ——编 者

摄 影：周凯威 王东方 蒙喜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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