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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老兵退役要告别部队，连队干

部与老兵，老兵与老兵，老兵与新兵，握

手、拥抱，说不尽的话，道不完的情；老

兵摘下帽徽和领章的一刻，眼泪映着火

红的光荣花……这场面我不怎么敢看，

不仅是我，相信许多战友都与我有同

感。

北国边防某哨所的老兵程云鹏，是

2009 年入伍的兵。他在部队度过了 13

个春秋，就要离队了。

13 年 ，过 得 多 快 呀 ！ 新 兵 时 候 ，

他是有线通信兵。2010 年 6 月第一次

代表连队参加上级的考核，在攀登固

定 时 ，他 从 杆 上 跳 下 来 ，脚 落 到 尖 利

的 石 子 儿 上 ，脚 底 受 了 伤 ，疼 痛 难

耐。但为了集体荣誉，他忍着痛跑完

5 公 里 ，最 终 连 队 总 体 成 绩 排 名 第

一 。 还 有 一 次 ，北 方 的 秋 末 冬 初 ，单

位接到光缆施工任务，其中需要通过

一处沼泽地。当时已经是零下 5 摄氏

度，沼泽地上结了一层薄冰。程云鹏

主 动 请 缨 ，一 个 人 带 着 光 缆 踏 过 近

500 米的沼泽地。当时他脑海里就一

个 念 头 ，“ 往 前 走 ，往 前 走 ！”最 终 ，他

出色完成了任务。

程云鹏当班长时，班里有一个兵叫

郭栋，来自山西吕梁一个小山村。初到

部队，郭栋在各项考核中总比其他同志

弱一些。程云鹏便专门给他制订了一

系列学习和训练计划，每天让他读书读

报，坚持写体会。那年，郭栋过生日，程

云鹏悄悄订了个蛋糕。到了休息时间，

程云鹏就喊全班集合。等大家来到活

动室，桌子上的生日蛋糕已经摆好，蜡

烛也点上了。郭栋当时就流泪了，说：

“我在家从没有过过生日呀……”经过

两年的锤炼，郭栋成长为一个大家都夸

赞的好兵。

程云鹏还是一名基层文艺骨干。

入 伍 前 ，他 就 听 过 歌 曲《我 把 太 阳 迎

进祖国》和“东方第一哨”的故事。他

很庆幸，自己伴着这首歌来到北国边

防，在这里锻炼成长，当了班长、入了

党。这几年，他和战士们组成一支文

艺小分队，为战友们演出 40 余场。他

们把舞台当成讲台，当成思想政治教

育 的 平 台 ，创 作 了 丰 富 多 彩 的 节 目 。

其 中 ，有 原 创 歌 曲《当 兵 就 要 当 好

兵》、音乐快板《绿色边关风景线》、情

景剧《士兵日记》等。那首由我作词、

原 沈 阳 军 区 前 进 歌 舞 团 刘 丹 作 曲 的

《我守卫在祖国东极》，也是程云鹏首

唱的。

程云鹏说：“边防战士朴实的笑容

是 最 美 的 ！ 他 们 的 掌 声 也 是 最 响 亮

的！”有一次在台上，程云鹏独唱《我把

太阳迎进祖国》，唱着，唱着，情不自禁

流下了眼泪。他想到一批批守卫祖国

边防的官兵，在艰苦的环境中默默坚

守，为祖国站岗、巡逻，他们是那么平凡

又伟大……歌声仿佛带着他穿越了 10

多年的军旅生涯。平凡的英雄，官兵的

友谊，战友间的深情，对党对祖国无比

厚重的爱，太多难忘的人和事，浮现在

他的脑海中。

郭栋退役时，含着泪感谢班长程云

鹏对他的帮助。如今，程云鹏也要退役

了。入伍 13 年来，他先后 10 次被评为

“优秀士兵”，多次受到嘉奖，荣立三等

功一次，还曾被评为“优秀带兵人”“优

秀共产党员”。这些天，他一直在精心

筹备，想在离队前，再为战友们演出一

场“我把太阳迎进祖国——难忘军旅音

乐会”。

一
个
老
兵
的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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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
胡
世
宗

军旅报告文学作家是报告文学队

伍的重要力量，军事报告文学也是军事

文学的一块高地。无论是战争年代还

是和平时期，一代又一代军旅作家、军

事记者，在军事题材报告文学事业中接

力奋斗，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

品，促进了军事文化的繁荣发展，丰富

了官兵的文化生活。近年来，短篇报告

文学的创作蔚然成风，逐渐成为军旅作

家、军事记者创作的重要阵地，也为广

大读者所青睐。因此，如何提高军事题

材短篇报告文学的质量、更好发挥报告

文学“轻骑兵”的作用，是一个非常值得

讨论的话题。

一

短篇报告文学因其创作的短、平、

快，多属于报章型报告文学，主要呈现

于报纸副刊。它有时以散文的面貌出

现或与其重叠，导致人们在其文体的界

定上有些模糊。比如，魏巍的《谁是最

可爱的人》，当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就是以“战地通讯”的形式出现的。我

认为，短篇报告文学是特别形象、典型

地 体 现 文 学“ 轻 骑 兵 ”特 征 的 一 种 文

体。它充分发挥了报告文学快速反应、

及时表达、客观真实的文体特点，具有

时效性、战斗性和可读性。

短篇报告文学，如何克服篇幅含量

与深度之间的矛盾？文章的篇幅与内

容深度之间，看似是一对矛盾，其实并

不尽然。

对 任 何 文 字 来 说 ，衡 量 其 思 想 的

深度，篇幅从来不是主要指标，报告文

学 亦 然 。 短 篇 作 品 的 深 度 ，靠 的 是 作

家的心力、脑力、笔力。一个优秀的作

家，必须是一个有思想力的作家，表现

在文字上就是要有历史感、纵深感、有

穿 透 力 、有 家 国 情 怀 ，富 有 哲 学 的 韵

味，读来能够让人产生想象或联想，给

人以启迪。

创作中，作者需要把握题材与体裁

的关系，说通俗一点就是“有什么菜，做

什么饭”。决定作品深度的，最终要看

作者的采访深入不深入，写作能不能抓

住人物、事件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

方面，以及作者用情、用力和用心程度。

二

军事题材短篇报告文学因能够直

接、快捷、积极地面对和反映现实，且比

新闻更加立体、全面、富有深度地反映

当下军人的精神面貌，因而具有广阔的

创作空间。作为强军兴军伟大实践的

见证者、亲历者、参与者，军旅作家、军

事记者有责任和义务用自己的笔写出

新时代广大官兵的强军风采。这就要

求 军 旅 作 家 、军 事 记 者 必 须 增 强“ 四

力”，到基层去、到官兵中去、到实践中

去。

短篇报告文学是文学轻骑兵的“尖

刀班”，更有条件、机会和办法在世界新

军事革命的大背景下，对人民军队在强

军征程上的崭新实践给予大力描绘。从

事短篇报告文学创作的作家、记者，应当

更加有意识、有目标地培养自己的问题

意识和反思精神，积极描写军营的人和

事，既不回避现实矛盾，也不掩盖个别让

人忧心的弊端，从而实现礼赞、剖析、思

考、批评的融通；更要勇于、善于倾听来

自基层的真实声音，作出科学理性和富

于启发性的判断，展现报告文学的丰富

性和深刻性，使作品具有更为广阔的时

代意涵；应当积极发挥文学轻骑兵的作

用，对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伟大变革

作出及时、科学、准确的诠释，把更多有

锐度、有高度、有深度、有温度的优秀作

品奉献给广大读者。

三

对报告文学来说，不断丰富和提高

它的文学性，是其区别于新闻通讯的重

要课题。短篇报告文学如何体现自身

的文学性，我认为主要在两个方面：一

是叙事，二是结构。文学性不是华丽的

辞藻，不是引经据典，也不是搬运大量

的形容词，更不是胡编乱造和猎奇。短

篇报告文学的文学性，首先表现在作者

叙事方式的运用上，也就是如何通过叙

事让文学的修辞和描写的方法在事件

的发展过程、场景再现，以及人物心理

活动刻画和人物形象塑造上，得到较好

发挥。叙事方式主要表现在时间空间

的转换、倒叙插叙的转换、人称的转换

等，灵活机动，随势而为，不一而足。语

言是文学的花朵，也是作家文字表达的

基本功。军事题材短篇报告文学的创

作者要善于使用官兵看得懂的语言，用

具象化、大众化、故事化的语言，用富于

形象性、想象力和饱含情感的语言来塑

造人物，大胆借鉴吸收诗歌、散文、小说

的语言艺术来丰富和发展报告文学的

语言。

其次是文章的结构，也就是叙述的

逻辑、技巧，这要求作者在充分采访和

素材积累之后，画好蓝图、做好布局，想

好文章如何开头又如何结尾，既有高低

起伏又有峰回路转，既有一马平川又有

登 高 望 远 ，既 有 浪 漫 情 怀 又 有 适 度 理

性，从而展现文字之外的丰富性、时代

性和前瞻性，提高作品的可读性。创作

者要运用逻辑的魅力，增强作品的逻辑

性和说服力。正如毛主席所说，“必须

注意各种词语的逻辑界限和整篇文章

的条理”，文章“开头、中间、尾巴要有一

种关系，要有一种内部的联系，不要互

相冲突”。这就要求作家需有较高的驾

驭题材能力，既要善于调查研究又要善

于辩证分析，既要有张有弛又要有聚有

散，在充分彰显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实

践逻辑、历史逻辑的过程中凸显文学之

美。

新时代的强军事业，为军旅作家、

军事记者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我们

要敢于创新、勇于担当，尽心、尽力、尽

情地拿起笔来，用优秀的作品讴歌伟大

时代、礼赞强军事业、抒发官兵情怀，为

奋进在强军新征程上的人民子弟兵擂

鼓助威。

文学轻骑兵的“尖刀班”
—漫谈军事题材短篇报告文学创作

■丁晓平

前段时间，我带领“丝路战歌”文艺

小分队赴基层慰问演出。在三千里陇

原大地上，我们跨过黄河之滨，上高原、

穿沙漠、进深山，一路高歌向前。我们

想的是，越是艰苦偏远的地方，我们越

要去。

那么，有一个地方是肯定要去的。

不光因为那里有我“兵之初”的美好回

忆，更因为坚守在那里的官兵，有着像

白皮松一样动人的故事。

文艺小分队在蜿蜒的山路上颠簸

前行，当看到一座像牛背一样的山上悬

挂着“以库为家”4 个大字时，我告诉大

家：我们到了。

大家下车，整齐列队，扛起鲜红的

队旗，行进在落叶斑驳、光影细碎的小

道上。目睹眼前风物，我的思绪不由得

回到 10 多年前。

2009 年 6 月，我刚从军校毕业，从

繁华城市一下被分配到深山沟里担任

排长，心里难免有落差，对工作很不适

应。

当时，老班长陈金龙找到我说：“排

长，周末可以组织大家爬爬山，山上也

许有不一样的风景。”

我们登上群山之巅，古树摇曳，峰

峦如涛。战士们指着远处对我说：“排

长，看，那就是白皮松！”只见悬崖峭壁

上，从岩石缝隙里长出一排排银白色的

松树。战士们你一言我一语，讲起了白

皮松的故事。

战士们说，刚来到这里，感到心情

失落的何止一人。有些战士从农村入

伍，想着趁当兵去见识外面的世界，结

果成为守库兵，来到了更闭塞更偏僻的

地方。库区没有网络信号，与外界主要

的联系方式仍是书信。

听了大家的话，我说，那我们就“喊

山”吧。于是，大家都扯开嗓子，尽情喊

起来。一时间，回声环耳，一条条沟壑

里 仿 佛 都 回 荡 着 我 们 畅 快 淋 漓 的 呼

喊。松树林似乎也听得兴奋起来，掀起

一阵阵绿色的波浪。我若有所悟，突然

明白了为什么陈班长建议我带领大家

来爬爬山，看看白皮松。因为，在大家

心目中，扎根深山峭壁的白皮松，就像

坚守在岗位上的守库兵。白皮松对大

地的依恋，就像战士们对祖国的依恋。

记得那时，陈班长常常傍晚坐在半

山腰，把收不到心上人信件的落寞或收

到信后的喜悦，通过口琴一股脑儿地倾

诉给山坡对面的松树林。

漫 步 在 曾 经 走 过 无 数 次 的 山 路

上，流连在茂密的树林间，往事历历在

目。当看到迎面而来的一张张年轻而

黝黑的脸庞，我才回过神来：我离开这

里 已 经 11 年 了 。 真 是 铁 打 的 营 盘 流

水的兵，这里已经找不到我熟悉的面

孔了。

我和队员们一路走到海拔最高的

哨位，眼前的变化让我吃惊。哨楼已经

建成全封闭的两层小楼，执勤设备焕然

一新。哨兵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每到

冬天，脸和耳朵被风雪吹得满是痛痒难

忍的冻疮。中队仍然保留着旧哨楼，与

新哨楼默默相对，成为中队发展变化的

一个鲜活缩影。

演出间隙，我和战士们一起走进文

体活动室，只见各种器材一应俱全。排

长畅江瑞拿出手机和我们交流，说现在

大家在业余时间能够很方便就了解到

丰富的资讯。“10 年前，库区只有每周一

次送菜车顺便捎来报纸，战士们拿到手

中时，报上的新闻都变成‘旧闻’啦。”我

不由得想起当年的情景。

离别的时候到了。在返程的车上，

队员们自发地齐声高唱起我们原创的

歌曲《无名山上的哨所》：“虽然一个人

我也不孤单，整座大山与我为伴。我忠

诚地在守望，信念教会我成长……”

白皮松之恋
■刘 昆

冬日的暖阳斜照在书桌上，某基地

图书室内一片静谧。

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后，该基地第

一时间将大会报告及学习辅导资料在

图书室上架。课余时间，官兵纷纷来到

这里，通过阅读学习，领悟大会精神。

无独有偶。在某潜艇支队党员“深

蓝书吧”里，一批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

辅导材料被放置在醒目位置。党员骨

干在书吧中组织理论学习、开展阅读分

享。

广泛开展读书活动，是南部战区

海 军 加 强 基 层 文 化 建 设 的 一 项 重 要

举 措 。 近 年 来 ，他 们 在“ 打 造 学 习 型

军营、培育学习型军人”上下功夫，采

取 多 种 方 式 引 导 官 兵 爱 读 书 、读 好

书、善读书，为铸魂育人、学习成才提

供支撑。

该战区海军宣传处干事杨海仍记

得，几年前，当他们发起读书倡议时，个

别官兵把读书看作额外负担，有官兵认

为“读书少”“不读书”不算缺点……

这一问题，引起了该战区海军党委

一班人的重视：“体制上重塑，思想上更

要重塑。”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深

入汲取精神养分、提高思维层次，才能

培养出具备新思维、胜任新岗位、适应

新形势的高素质军事人才。

近几年，他们围绕阅读平台搭建、

学习资源整合、网络技术支撑、日常维

护管理等方面，为官兵读书学习创造条

件：按门类采购图书，与驻地图书馆建

立图书共享机制，统筹指导各单位建设

“深蓝书吧”“图书角”“微书吧”等读书

场所。

曾 经 ，在 遥 远 的 西 沙 ，一 代 代 守

岛 官 兵 以 岛 为 家 、乐 守 天 涯 ，写 下 壮

丽的创业篇章。近几年，他们结合海

岛 特 点 ，与 地 方 出 版 社 签 订 合 作 协

议 ，让 一 座 座 智 能 书 屋 相 继 落 户 西

沙 。 如 今 ，24 小 时 自 助 书 屋 进 一 步

丰富了官兵的业余文化生活，也给天

涯 海 岛 培 育 了 浓 厚 的 读 书 氛 围 。 每

到 周 末 ，很 多 官 兵 走 进 书 屋 ，拿 起 书

本惬意品读。

某连新兵入营仪式上，连队给每名

新战友准备了一份特殊礼物——一本

好书，鼓励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树立远

大理想，扎根岗位、勤学苦练。

用书籍开启“兵之初”，让读书的

爱 好 伴 随 新 战 士 的 成 长 。 该 连 连 长

黄 俊 欣 介 绍 说 ：“ 年 轻 战 士 正 处 在 成

长塑形的关键阶段，通过读书学习能

更 好 地 认 识 世 界 、认 清 价 值 ，找 准 人

生方向。”

而 今 ，在 该 战 区 海 军 ，某 驱 逐 舰

支队组织“读书砺兵心、军营书香浓”

教 育 活 动 ；航 空 兵 某 团 提 出“ 床 头 一

本书，日读三五页”倡议，帮助官兵养

成良好学习习惯；某作战支援舰支队

开 展“ 求 知 悦 读 、励 志 强 能 ”图 书 推

介 、读 书 交 流 会 ，引 导 官 兵 在 学 习 中

增 强 履 职 本 领 …… 读 书 尚 学 蔚 然 成

风，万里海疆书香弥漫。

书香弥漫万里海疆
■雷 彬 刘秋红

活力军营

剑 花

迷彩芳华

今天我出镜

兵 漫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某部跨

区机动演习途中的场景。

在群山与白云的衬托下，搭

载装备的火车犹如一条长龙，驶

向前方。拍摄时，创作者有意选

取了火车转弯的瞬间，在构图中

既能看到蜿蜒曲折的车厢，又能

隐约看到列车上排列整齐、蓄势

待发的战车。疾驰的列车与伸

向远方的桥梁连成一条优美的

曲线，丰富了画面的意境。

（点评：王 轶）

阅 图

前进，前进
■摄影 闫 柯

战术训练

未爆弹排除

夜 训
■晋 蒙 周雪凯

实弹射击

通信组网

程云鹏为战友们演唱歌曲《我把太

阳迎进祖国》。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