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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样本

“你火了，我刚在抖音上刷到你！”数

月前的一天晚上，许久未联系的大学同

学突然给欧锋发来一条微信。

紧接着，类似的消息“轰炸”了她的

手机。打开朋友圈，她发现自己的抖音

视频和公众号推文随处可见。那一刻，

这位第74集团军某旅女军官知道自己

火了。

这是一条“高燃点”视频。欧锋在雨

中拖着轮胎冲刺，与男兵一同进行崖壁攀

登、牵引横渡等训练，一张血肉模糊的手

指图片更是把她经历的严酷训练直接呈

现到了大家眼前。随着背景音乐推向高

潮，画面切换到中澳联训的颁奖典礼上，

欧锋从澳大利亚陆军准将科尤手中接过

奖杯，转身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屏幕上

方打出科尤准将的评价语：“这是我见过

最漂亮又最勇敢的中国女军官！”

看到这条视频的不只是欧锋的亲人与

同学。自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

前所未有。短短36秒钟的视频在几个小时

内就有近百万的浏览量及十几万网友的点

赞，评论也达到2千多条。

400多公里外的南宁，休假在家的下士

何俊项在公交车上把视频看了不下十遍。

2700多公里外的天津，女兵何立婷刷到视

频后立即点赞关注并转发给了自己的战

友。5000多公里外的塞北戈壁滩，执行完

巡逻任务的中士刘上全在视频下评论“军中

花木兰，巾帼不让须眉”。

走在路上，欧锋能感受到大家不时投

来的关注目光，有人告诉她“你成了大家

聊天的焦点”。几家知名军地电视台专门

找上门来，积极表达采访的意愿。大学母

校领导从网上看到欧锋的视频后，特意发

函邀请她回校担任“征兵宣传大使”。回

到母校，学弟学妹们追着她合影留念，欧

锋第一次体验到了“被当成明星的感觉”。

对于欧锋的走红，熟悉她的人并不感

到惊讶，在该旅早有人把她当成偶像。私

下里，大家称欧锋为“锋哥”。一同参加中

澳联训的排长傅丁立说：“无论是训练还

是工作，锋哥自带‘霸气’。”

这种“霸气”体现在对自身的严格要

求上。中澳联训前的强化集训，欧锋训练

量与男军人无异，考勤表里没有一次缺

席。但大家都不知道她膝盖曾做过三次

手术，还被评为“八级残疾”。

这种“霸气”体现在对工作的高标准

上。组织女兵通信专业训练，欧锋事先定

好的训练量一点不能少，她还会陪着未达

标的女兵一起加班完成训练任务。

即便网络上的赞美之词铺天盖地，

但欧锋始终认为自己没什么特别，“那些

事没多大不了”。有时候她甚至觉得不

可思议，“想不到平凡的自己也能成为网

络红人”。欧锋的确平凡，她和许多90

后女生一样，喜欢自拍、网购，休息日会

给自己画个“美美的妆”。但她也不平

凡，从农家女孩成长为该作战旅史上首

位女参谋，从偏远山村走到国际联训沙

场，她的人生轨迹在穿上军装那一刻起

就与众不同，她用拼搏书写着别样的迷

彩青春。

女军官欧锋的“网红”之旅
■程锡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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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集团军某旅女参谋欧

锋用拼搏奋斗一次次对自己进行

“重新定义”。

尹嘉豪、杨 帆、康 雅摄

欧锋原名“欧凤”，

她曾输掉了“最关键的

战斗”

欧锋原名“欧凤”。
她至今记着高考前办身份证时改名

的场景，那是她第一次明确地要给自己
“重新定义”。

当天下午天气闷热，因为父母在外
务工，欧锋自己带着户口本来到派出
所。在填写《居民身份证申领登记表》
时，她盯着姓名那一栏思考了很久。“欧
凤”这两个字她曾写了无数遍，但这一次
她迟迟没有动笔。

取名为“凤”，是因为父母希望欧锋
能像古代的公主一般享受荣华富贵。但
欧锋天生争强好胜的性格与“凤”字格格
不入。初中时，欧锋读了《花木兰》的故
事，看到“谁说女子不如男”这句话时，她
产生了强烈的改名愿望。

翻遍新华字典，“锋”这个字让她眼
前一亮。字典里“锋”字的释义主要有两
种，一是指刀剑锐利的部分，二是指带头
走在前列的人。小时候的欧锋和男生打
架都没输过，骨子里要强的性格让她认
为这个字和自己“天生般配”。

回过神来，看着手中的表格，她坚定
地写上了“欧锋”两个字。

这一刻，欧锋实现了名字上的重新
定义。但一直以来，她对个人命运重新
定义的渴望比改名还要强烈。

欧锋在三湘大地的一个山村长大，
那是一个直到 2006 年才有电视的地
方。对于村中大多数女性来说，嫁人生
子、务农持家是常见的人生“套路”。欧
锋上小学时全村还没有一个女大学生，
能读完高中的也寥寥无几。

上小学时，父亲告诉欧锋：“读书能
改变命运，想要走出这里就要好好读
书！”

这句话被欧锋当成人生箴言。好好
读书，成了她认定能改变命运的唯一出
路。
“除了学习，我就没有童年。”欧锋回

忆，在村小学，她比别人用功得多。一个
字写错了，她会回家重写好几遍。她长
期“霸榜”班级第一名，毕业时以班级第
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到乡镇中学，一家人
对欧锋充满期待。

由于城乡教育差异，初一期中考
试，欧锋考了全班倒数第一。公布成
绩的当晚，她把自己蒙在被子里痛
哭。眼泪哭干，要强的欧锋告诉自
己：“不能就这样认输。”她加倍用功
学习，每天上学来回的时间都拿来背
书，不给自己放松的机会。凭着“死
磕”精神，欧锋每次测试的成绩都有
进步，初一下学期期末考试，她考了
全班第一名。这个名次一直保持到初
中毕业，她也以优异成绩被县中学录
取。

刚入县高中，情况惊人地相似。欧
锋同样用两个学期的时间实现了从倒数
第一名到班级第一名的逆袭。

在实现人生重新定义的这场战役
中，欧锋打赢了初考、中考两场战斗。但
在最关键的高考战斗中，欧锋输得猝不
及防。

这段经历一度让家人不敢相信。
高考前最后一次模拟考，欧锋还是全年
级前二十名的“种子选手”。但就在高
考前一天，欧锋身体极度不适，整宿头
疼睡不着。身体不良反应一直持续到
考试结束。高考成绩出来，她距离二本
线还差 2分。

知道高考成绩的那一刻，在外打工

的欧锋趴在桌上哭了一个多小时。因为
经济原因，家里没让欧锋复读，把她送到
了一所专科院校。

参军入伍，是欧锋

对自己一次“未知的重

新定义”

大一暑假，欧锋在学校旁的一家奶
茶店打工，重复单调的工作让她“似乎看
到了未来十年、二十年的人生”。

欧锋心有不甘。
大三上学期，征兵宣传活动在学

校如火如荼展开，看着宣传片中帅气
的军人，她的内心燃起了一团火。“部
队是我人生的另一个清华，一个有着
火一样温度的清华。”原“红一连”连长
楚科纬的那句话，更是直戳欧锋的内
心。
“上不了清华，就去部队这所清华！”

欧锋决定要参军入伍。这一次，她想通
过军人身份来给自己重新定义。虽然她
不知道自己将付出什么，也不知道自己
将得到什么。

走进驻香港部队新兵训练团的第一
周，欧锋感到需要付出的远比想象的多，
她甚至打起了退堂鼓。
“与想象的军人完全不一样！”欧锋

对于高强度训练、军事化管理感到难以
适应。最让她感到无法理解的是新训团
对洗澡的规定：“你能忍受吗？每人只有

十分钟洗澡时间，洗到一半还要被赶出
来。”

迷茫彷徨之时，连长讲评时所说的
那句“中途退出的就是逃兵”让欧锋重新
审视自己。无论如何，她不想背着“逃
兵”的身份离开这个地方。
“自己选的路，跪着都要走完。既

然没退路，就大胆向前。”欧锋说服了
自己。随后，她积极对待训练，因为曾
经干过农活，欧锋身体素质优势明显，
多项训练排在女兵连前列。渐渐地，
她对军人认同感越来越强，也明白了
“军人的帅气是用血与汗所堆砌的”这
句话的道理。

新训结束，欧锋戴上了列兵军衔，成
为一名军人，实现了对自己身份的重新
定义。至今，衣柜里那件有 3个补丁的
迷彩服和膝盖上永远的伤疤为她记录着
那段换羽重生的岁月。

新训之后，欧锋的世界像是打开了
一扇窗，她从此敢于不断尝试去对自己
重新定义。

当兵第二年，欧锋决定通过考军
校来圆自己的本科梦。与高考相比，
考军校明显难度更大。不仅复习时间
少，而且作为文科生的欧锋还要同考
理科科目，与此同时还不能落下体能
考核。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艰难，但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有动力。”经历了高考失
利的欧锋不甘心再让机会从指尖溜走，
从而悔恨终身。那段日子，欧锋每天睡
不到 6个小时，连上厕所都带着书。苦
心人天不负。最终欧锋以原广州军区

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某通信学院，实现了
自己的本科梦。至今，她还保留着当年
被“翻烂的”复习资料。
“吃过敢于和自己死磕的苦头，定能

尝到自我重新定义的甜头。”这是考军校
让欧锋领悟的道理，这个道理也给予了
她敢于挑战自我的不竭动力。

去年 7月，该旅开始为中澳陆军双
边联训选拔队员。欧锋因为训练受伤做
过三次膝盖手术，被永久嵌入了一枚钢
钉，是个“八级残疾”。当时，大家都以为
“残疾的欧锋”不会参加。

“出国，而且是以军人的身份出国，
多么荣耀。”欧锋想追逐这个梦想。与担
心身体吃不消相比，她更害怕因为胆怯
而后悔。更重要的，是欧锋想通过这次
集训对“残疾”的自己进行重新定义。

第二天，欧锋背着背囊来到集训队
报到。
“重新定义”从来不是说说那么简

单。在集训队，欧锋一天要换 5 套衣
服，微信运动上的步数常常“霸榜”。在
一次晌午的攀登训练中，欧锋双手被发
烫的攀岩烫伤，即便疼得眼泪水直流，
她也坚持完成了训练。膝盖有伤，欧锋
就带着护膝去跑步，一次长跑训练也没
落下。

靠着这股拼劲，欧锋挺过了一轮又
一轮的选拔淘汰，最终成功站在了澳大
利亚的赛场。侦察科科长文俊说：“真没
想到最后她留下来了！”

在澳大利亚，欧锋也让一同参训的
澳方军人认识到了中国女军人的血性勇
敢。一次海上训练结束后，澳方突然增

加了跳崖训练环节。高耸的悬崖、瀑布
的轰鸣让大家望而生畏，有人直接选择
了放弃。只见欧锋从容地走上崖顶，深
吸一口气纵身一跃，成为了首位完成训
练的女军人。当她从水中游回岸边时，
中澳双方队员都鼓起了掌。

当时欧锋心里也害怕，腿都有点儿
发抖。但她知道，她不仅代表着自己，更
代表臂章上的这个国家和这支军队，“所
以我不能怂”。联训结束，欧锋因为表现
出色被授予“最佳勇气奖”，这也是该奖
项首次颁给女军官。

如今，再回过头看当初报名参军的
自己，欧锋感谢那份冲动，在这一次重新
定义自己的战斗中，欧锋说：“我赢了！”

这是一个重塑的

时代，我们都在被重新

定义

8 月 24日那天，欧锋专门去电影院
看了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这部上映
24天票房就突破 40亿的国产动画电影，
有句最燃台词给欧锋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命由我不由天。”

从小到大，欧锋是一个从来不信命
的人。“如果真的有命的话，那也是这个
时代！”她说。

因为不信命，欧锋在中澳联训回国
后便向全旅首任女参谋岗位发起挑战。
这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情”。曾经有人质疑：“几十年来旅里从
未有过女参谋，你能打破历史？”
“走自己路，让别人说去吧！”欧锋

成长的路上从来不乏质疑的声音，但这
些声音从未动摇她的信心。她报名参加
旅参谋业务集训班，加班加点学习参谋
“六会”、作战筹划等参谋技能，主动向
老参谋们请教问题。作训科参谋冯灿兴
说：“她比男干部们还要拼。”经过数月
的强化训练，欧锋熟练掌握了参谋业务
相关技能，各课目考核成绩名列前茅。
不久后，她便向旅党委递交了参谋岗位
任职申请书。

是否该开创先河让女干部担任参
谋？面对欧锋的申请，旅领导讨论后一
致认为：“性别不是参谋的评判标准，战
斗力才是。”最终，欧锋顺利走上了参谋
岗位，成为旅史上第一位女参谋。

事实证明，女性同样能干好参谋工
作。上半年一场重要会议的安保任务
中，欧锋带领团队人员对数百个房间、无
以计数的物件进行了细致的隐患排查，
确保了会议安全。当大会圆满落下帷
幕，欧锋也受到表扬：“安保小组里不可
或缺的‘绣娘’。”

因为不信命，欧锋再一次实现了对
自己的重新定义。在这个重塑的时代，
该旅很多官兵都和欧锋一样实现了自我
的重新定义。

在欧锋走向女参谋岗位的同时，营
长刘白杨也完成了从教导员到合成营营
长的转变。谁承想，这个 4 年的“老政
工”，如今能在演习场上流畅地指挥合成
分队对蓝方实施包围突袭，成功拿下今
年对抗演习的“头彩”。

演习中，侦察营的无人侦察力量同
样大受称赞，在幕后实施指挥控制的侦
察营营长康恺实现了从工化营营长到侦
察营营长的自我重新定义。

近两年来，该旅像他们一样经历换
岗转型的官兵还有很多。
“不光官兵个人在重塑，我们单

位都在整体重塑！”该旅领导介绍，
调整改革后，他们从传统步兵旅转型
为新型合成旅，这支从白山黑水一路
征战到南海之滨的部队，如今走在全
新的建设路上，正在实现对自己的重
新定义。

在这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何止是
这支部队、这些官兵在重新定义自己？
成为“网红”之后，欧锋与不少失联同学
取得了联系，她发现大家都有了可喜的
变化。

小学最调皮捣蛋的一位男同学，如
今成了一家房地产公司的销售员，私下
还兼职网约车司机。凭着自己的打拼，
他把全家人从农村接到了市中心。

一位女同学赶上了互联网电商热
潮，早早就开起网店卖上了女装，去年
“双11”，她店铺一天有过千的下单量。

还有一位同学高中毕业后当上了
“快递小哥”，现已经成为某快递站点
的负责人，一天下来要收派快递 800 多
件。

除此之外，政府公务员、创业人员、
隧道建造师等各行各业都有人在，每名
同学都拥有了广阔的人生半径，实现了
自我的重新定义。

不光是人，曾经的山村也在时代推
动下完成了转变。今年休假，欧锋回到
家乡，变化让她目瞪口呆。原来的瓦房
平房变成座座小楼房，昔日土路变成了
水泥公路。村中田地已被统一承包下来
种植烟草、瓜果等经济作物，村里不少人
因此实现了脱贫致富。

漫步村庄，看着眼前的变化，联想起
大家的境遇，欧锋不禁感慨：“我们幸运
地赶上了好时代。”

10年前，欧锋因高考的失败而感到
人生迷茫；10年后，她的人生舞台前所
未有地宽广，她的信念也愈发坚定：“赶
上了好时代，就不能辜负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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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女参谋用对自己的“重新定义”完成人生逆袭—

“ 我 命 由 我 不 由 天 ”
■程锡南 夏志飞 王 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