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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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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驻训时间，面对艰苦的生活条

件、繁重的训练任务，如何让战士们脸

上有笑容，心中有快乐？这是带兵人需

要思考的问题。

丢 沙 包 、踢 毽 球 、挑 木 棍 、“ 斗

鸡”……前不久，新疆军区某红军团重

拾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流行的老游戏，

开展课余文化活动，一下子激活了野

外驻训场。大家反映，这些游戏虽然

简单质朴，但怀旧经典，找到了童年的

快乐感觉。

没有高大上的尖端设备，更没有紧

跟新潮的场地装饰，甚至不需要任何道

具，简单在地上划几条对抗线就能把大

家逗得“人仰马翻”；人人能参与，无须

绞尽脑汁研读规则，也不必担心失误

“出丑”，只要肯调动手脚力量，有团队

意识，就可能品尝到胜利的喜悦。

接地气才能聚人气，简单质朴的小

游戏为快乐驻训打开了新窗口。这些

游戏自带大众色彩，为群众喜闻乐见，

之所以能经久不衰，与其浓郁的趣味性

密不可分。正因如此，原本以为“90后”

“00后”战士会觉得不时尚的老游戏，依

然魅力无穷、受到热捧。

的确，创造快乐的办法有很多。野

外条件下，可供带兵人用于筹划组织文

娱活动的场地和器材有限。同时，因临

时性任务多，休闲娱乐时间碎片化，各

级如果仍将思维停留在营区，组织文娱

活动追求高标准、现代化，难免导致计

划落空，流于形式。

野外就要有野外的样子。近年

来，随着实战化训练的需要，部队外

训宿营条件更加艰苦复杂。有的散落

在峡谷丛林，有的驻扎在大漠戈壁，

有的深入连通讯信号都无法覆盖的无

人区。当此之时，组织文娱活动能够

就地取材，便于全员参与，才是应有

之意。

当然，东西南北中，精彩各不同。

部队驻训地域不同，娱乐方式也要因地

制宜，灵活多样，不能拘泥于形式。比

如有的单位利用野战帐篷搭起“战地俱

乐部”，有的策划了“快闪”表演等。这

些文娱活动，既“别出心裁”，又“量体裁

衣”，其乐无穷。

快乐其实很简单。实践证明，迷彩

军营从不缺少快乐，缺少的是发现快

乐的眼睛、创造快乐的心境。

文中图片：新疆军区某团一连官兵

在训练间隙玩起“斗鸡”游戏。

杜 鹏摄

快乐其实很简单
■史建民

自从我穿上军装走进军营，每次在
电视中看到部队大合唱的场面，我妈
总是疑惑不解：“这当兵的唱的都是啥
啊？个个唱得脸红脖子粗，就是听不
清歌词。”每次听到她这些“外行话”，
我都哭笑不得。美是要用心体会的，
军歌不仅旋律动听、朗朗上口，张扬着
阳刚之美，更蕴藏着无穷无尽的迷人
魅力。

跨入军营第一课，除了立正、稍
息、齐步走，就是教唱军歌了。记得第
一次学唱军歌是在军校宿舍前的大操
场。那时多媒体设备尚未完全普及，
条件有限，只能采取“听曲调、抄歌词、
跟领唱、练合唱”的办法。那天晚上，
来教歌的是位文工团的女干部。她先
问我们学过哪些歌，这一问下面“炸开
了锅”，上百人叽叽喳喳，弄得她一时
不知所措。关键时刻带队干部解了
围：“咱们就唱《军人道德组歌》，先从
《严守纪律歌》开始。”

以前总以为部队歌曲讲究短促有
力，是为阳刚军营量身定制的，但那
一晚改变了我的看法。“军号嘹亮、
步伐整齐……”没有伴奏，清脆的歌
声环绕在操场，传递着自信、执着、
坚强与果敢。操场上很安静，大家都
凝神注目，竖起耳朵不遗漏每个音
符。在教歌女干部的带领下，大家学
唱格外卖力。不一会儿，我们就唱得
喉咙冒烟，还总有个别“冒泡”的学
员，时不时来个高八度、低八度，唱
着唱着就跑了调。

唱歌是个技术活儿，光会吼没用，
就像喊口令一样，得学会用腹腔发音，
既能保护嗓子，又能使声音具有穿透
力；其次要刚柔相济，铁骨中有柔情，两
者不能偏废……一遍遍地教唱，慢慢有
了成效。刚开始，大家觉得歌声闷在胸
中、放不开，一曲唱下来，蛮劲有余，霸
气不足。随着渐入佳境，歌声如同奔流
不息的海潮，奔涌在每个铁骨男儿的血
管，冲击着我们的心……我第一次感受
到了军歌之美。

战士的生活离不开唱歌。每次集会
前，指挥员总会习惯性地将手一抬：“全
连唱首歌！”如同过电流一般，战士们的
腰杆立刻绷得笔直，迅速吸上一口气，眼
睛直瞪瞪地看着指挥员的手势，手臂刚
一挥下去，众人嗓子如同炸雷般瞬间放
开：“团结就是力量……”

久而久之，唱歌也能形成一种默
契，有时不报歌名，战士们也心知肚
明。在连队时，每次指挥唱歌，一排长
总忘不了说他的口头禅：“全连唱首歌，
炼钢！”话音刚落，一曲震撼人心的《爱
警习武歌》冲破云霄：“钢要炼，铁要打，
宝剑要磨，枪要擦……”

在部队，唱歌是门学问，拉歌更是
门大学问。拉歌不分场地时机、不分
音色音准，训练场上放松休息时、大礼
堂里提前入场后、新兵连里才艺表演

时，总少不了拉歌活跃气氛。拉歌比
赛，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互不相让，
台下大家依旧是亲密兄弟。拉歌不分
男女老幼，惹急了，新兵也敢当“出头
鸟”往台前站，一口气指挥台下老兵连
唱三首歌不带休息，老兵们也不敢有
半点脾气。每次拉歌回来，指导员不
免要数落一番：“你看人家连队，干部、
新兵、老兵轮番上阵，咱们连每次只有
一班长撑台柱子！”说得那些班长骨干
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拉歌不排名次，但总要分胜负，待
到“鸣金收兵”时，胜者欢乐的歌声早
就满天飞：绽放出对连队荣誉的骄傲、
对青春激情的赞美、对必胜信念的坚
守。嗓子冒烟了咋办？没关系，哑着
嗓子继续来；前面的战友挡住了视线
咋办？没关系，站起来接着唱；唱跑调
了咋办？没关系，只要大家尽情尽兴
就好。不在乎我们唱了什么、唱得咋
样，而在于收获到团结、自信与集体荣
誉。军人生来为战胜，即使是拉歌，那
也得力争第一！

一路走来，不知不觉中，军歌带着青
春记忆与情感，已融入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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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俱乐部
■陶 磊

盛夏时节，走进第 82集团军某旅野
外驻训场的“战地俱乐部”，犹如进入了
一座隐藏在崇山峻岭之间的欢乐园。

这座“战地俱乐部”是利用餐厅帐
篷搭建而成的。漫步其中，官兵利用帐
篷内墙倾心打造了一道文化长廊。训
练动态、驻训剪影、文化视点……一张
张青春洋溢的照片、一幅幅催人奋进的
宣传画、一行行斗志昂扬的战友寄语，
将原本单调的帐篷装点得生机盎然。

俱乐部主任张杰介绍说，“战地俱乐
部”虽不大，但拥有阅览区、健身区、棋牌
区等多个休闲娱乐区，每逢休息时间对官
兵开放。为了缓解训练压力，今年他们还

专门开设了心理服务区。在心理服务区，
一左一右两间帐篷耳房的门帘上分别挂
着“宣泄”和“舒缓”标识牌，一静一动，让
战士们尽情释放压力。左边的宣泄室，几
名战士正对着不倒翁、沙袋等器材用力击
打；右边的舒缓室，两名战士躺在按摩椅
上头戴耳机闭目倾听音乐。

设在“俱乐部”一角的棋牌区，两位
“高手”的象棋对决引来众多战友驻足
围观。每逢周六晚上，俱乐部还会组织
官兵自导自演一场小型晚会，爱唱歌的
战友上去高歌一曲，会曲艺的战友登台
说个相声，大家谁有绝活谁就上，在自
娱自乐中放松心情。

带着疲惫来，怀着愉悦走。“战地俱乐
部”开放后，来这里参加活动的官兵越来越
多，成为官兵训练之余放松心情的乐园。

篝火晚会“燃”兵心
■杨锐锋

“‘麦西来甫’跳起来……”伴随着动

感音乐和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声，维吾尔
族战士带领着战友们围着篝火跳起欢快
的舞蹈。

野外驻训期间，为了缓解训练带来
的紧张情绪，增进战友之间的感情，新
疆军区某红军团利用周末休息时间组
织了一场篝火晚会。

围着篝火，踏着节拍，该团一营二
连自编自导的舞蹈《“吃鸡”舞》为晚会
拉开序幕。在红红篝火的映照下，战士
们把当下风靡的“吃鸡”游戏中的招牌
动作融进舞蹈，跟着动感节奏，不断变
换队形，展现出年轻官兵的青春活力；
榴炮一连下士陈威带来一首《驻训生
活》，把驻训以来发生在官兵身边的故
事写成歌词，引起战友们的共鸣；“嗨，
阿达西，跳起来……”维吾尔族官兵围
着主火堆跳起了经典的“麦西来甫”，他
们簇拥到战友身边，拉着他们一块儿加
入舞蹈。欢快的舞步，把官兵的热情迅
速“点燃”。篝火正旺，一束束强光突然
照进人群，去年曾夺得师“舞王争霸”赛
冠军的“青春无极限”街舞队，来到官兵
中间，带来一曲劲歌热舞。为了活跃现
场气氛，他们每人手中还拿了一个强光
手电，活力四射的表演赢得战友们掌声
不断。

烟火升腾、歌声阵阵，官兵的欢笑

声回荡在大漠戈壁……

化解驻训“心”问题
■魏 玮

广阔北疆，夏日炎炎。江面上，10
节浮桥正在向预定架桥点踏浪而行，冲
锋舟驰骋水面随时做好保障准备，这是
第 78集团军某工化旅正在松花江上进
行浮桥合练。
“钢铁的熔炉中锻打出英雄汉，枕

戈待旦的营盘里卧虎又藏龙……”休息
时间，舟桥六连连长肖延翀高歌一曲舟
桥版《绿旋风》，扎实的唱功和独特的嗓
音引来战友的喝彩。“连长，你去参加
‘中国好声音’，肯定能受到导师们的青
睐。”上等兵刘浩的话，一下把大家全逗
乐了。“才艺秀”表演，营造了轻松愉悦
的氛围，给战士们缓解了因紧张训练带
来的心理压力。

针对驻训任务繁重的实际，该旅组
织心理专家对全旅官兵进行心理疏导
授课，并对干部骨干进行培训，将心理
服务送进驻训场，化解野外驻训“心”问
题，调动官兵的训练热情。

新兵王千在入伍前曾有过晕船，
每次上舟前他都异常紧张。这次野外
驻训，连队了解到情况后，为他量身
定制了心理服务方案。水上训练开始
前，班长就为他细致讲解水情和舟桥
专业知识；训练间隙，门桥长又组织
王千和战友们一起手牵手，进行“信
任后仰”心理训练。“我能行，我是最
棒的！”大家和王千一同喊出响亮口
号。在战友们的帮助鼓励下，王千逐
渐克服了心理障碍，融入到训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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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训季的“诗和远方”

“沙鑫加油！快到终点啦……”在
队友的鼓励声中，沙鑫铆足了劲奔向
终点。

下士沙鑫是武警安徽总队合肥支
队特战中队的一名炊事员，曾多次参
加后装专业训练比武。“我们后装专业
训练比武，一点不亚于军事训练比武，
专业课目难度系数更是逐年递增！”沙
鑫说。

沙鑫回忆起自己军旅生涯的第一次
后装专业比武考核，那是在 2016 年盛
夏，由于中队常年驻训，炊事班也多次随
部队参与野外伙食保障任务，他们对比
武夺魁充满信心。
“四菜一汤一主食，50 人份主副

食品要在 60 分钟以内完成，每提前一
分钟加 1 分。”总队比武方案下发后，
炊事班班长栾慧宝就带着班里的战
士研究比武细则和评分标准。沙鑫
负责配菜炒菜，董华鑫负责做馒头蒸
米饭……

比武当天，随着考官一声令下，沙鑫
和其他 3 名战友按照分工迅速展开作
业，切菜、洗菜、揉面，他们紧张有序、配
合默契，每一个环节都争分夺秒……
“报告，特战中队野炊制作完毕，用

时 45 分钟，总分 96.5 分，综合排名第
一！”沙鑫也因此一战成名。

今年，沙鑫再次代表中队参加比
武。相比前几年，“一专多能”是后装专
业训练比武的新特点。“听说今年后装专
业训练比武规则变化很大！”果然，具体
方案下发后，大家都傻了眼：“炊事员要
会驾驶，军械员还要会修车……除此之
外，往年的 3公里跑升级为 5公里武装越

野。”
比武场上军旗猎猎，沙场点兵热浪

滚滚。17 支参赛队伍都志在必得。大
家在野战炊事帐篷里分头准备炊具，切
菜、炒菜、装盘，各队都在规定时间内完
成了两菜一汤的制作。看来，大家在专
业课目上很难拉开分差，只能在军事课
目上拼出高下。
“砰”地一声，沙鑫在驾驶车辆过程

中，油门没控制好，撞倒了一根考场 S型
穿杆，被判加时 30秒。“尽管已有 5年的
驾龄，但到了考场上还是不免紧张慌乱，
握着方向盘，手不停地颤抖，头上的汗一
直往下滴。”

接下来是倒车击靶，要求炊事员驾
驶车辆精准地将车后的箭插到 10环靶
心，用时最少者获胜。沙鑫深吸一口气，
迅速调整状态，根据靶子的位置和距离，
移位、校准、松离合、踩油门再到刹车，一
气呵成，裁判给出了“10环”的手势，综
合用时4分 40秒。

结束一天紧张的“战斗”，沙鑫的综
合成绩不太理想，尽管心里有些难受，但
他一直默默地给自己鼓劲打气，“坚持
住，沙鑫，你一定可以……”

后装专业训练比武设置 5公里武装
越野今年尚属首次。沙鑫铆足了劲，撵
着队伍跑，超过了一个又一个选手，最终
获得本课目满分。

比武模式的转变，给比武场带来了
浓浓的“战味”。一位考官说：“仗怎么
打，兵就怎么练。只有按照真实战场环
境组织后装专业比武，才能真正提高战
时伙食保障能力。”
“炊事员首先是战斗员，拥有全面

过硬的军事素质，才能有效应对战场上
随时可能发生的情况，更好地胜任战场
保障任务。”在比武反思总结会上沙鑫
如是说。

炊事员比武
■徐 伟

乐 谈

津津乐道

迷彩芳华

近日，第 77集团军

某旅在海拔 4000多米的

高原上展开野外驻训。

驻训期间，他们灵活多样

组织课余文化活动，鼓励

官兵创新，把各类可回收

利用的垃圾“变废为宝”，

制作成漂流瓶、旋转风车

等小饰品，营造出丰富多

彩的帐篷文化。

李国强摄影报道

变废为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