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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与一位正在准备考学的战

士聊天，听他谈及这样一件事。某日，

他在微信朋友圈发文，“挑灯夜读，加

油！”并配了一张在学习室复习备考的

图片，勤勉努力的态度赢得众多好友点

赞，连队指导员也在其中。与众不同的

是，指导员不光点赞，而且通过图片发

现了学习室有盏灯损坏的问题，当即安

排人换灯，还关切地询问他有无其他困

难,让战士感动不已。

这一幕真暖心！我不禁为这名指

导员叫好。在“无处不微”的时代，点

赞早已成了社交网络上再普通不过的

行为。除了证明朋友“已阅”，一条信

息被点赞，往往能收获双重效果：对点

赞者来说，点赞表达了自己的认同感；

对被点赞者来说，这是获得满足感的

重要方式。指导员为考学战士加油鼓

劲，这个赞当点；更为难得的是，他观

察细致入微，帮助解决问题。此举，让

点赞由网上延伸至网下，显得更有意

义、更加温暖。

现实生活中，相信类似这位指导员

的“微友”大量存在，这的确是我们的幸

运。然而，客观地说，敷衍的、跟风的、功

利的“微友”也并非没有，甚至包括我们自

己在内。因此我们或许该扪心自问：微信

里的点赞与被赞，有多少是“赞不由衷”？

有多少是任性“手滑”？有多少是求赞、要

赞？又有多少是真心使然？

不可否认，微信的广泛运用，一方

面让人们的工作生活更快捷、更方便，

另一方面也在无形中逼仄了个体的选

择空间。发不发“圈”、点不点赞在很多

人看来挺纠结。比如，商家搞活动集赞

有优惠，评选表彰靠点赞积累人气，还

有各种比赛拉票求赞等，让朋友圈不堪

“重负”。还有，一些上级、老师等动态

下面往往也是“不得不赞”的“高发

区”。对此，有人感慨科技是一柄有利

有弊的“双刃剑”，也有人唏嘘“做人难、

难做人”。不论持何种观点，抱哪种心

态，其根本原因恐怕还是杂念太多，缺

乏遵从本心的定力。

换句话说，点赞须从心出发。在保

密前提下，部队官兵值得发的动态完全

可以发，以记录成长进步和生活点滴；该

点赞的也应毫不吝啬地点，表明对他人

发自内心的认同和赞美。信息的分享与

观点的碰撞在任何时代都应该鼓励。同

时，利用朋友圈对工作进行必要的宣传，

扩大影响力，弘扬正能量，也值得提倡。

相反，对一些带功利心的求赞，一些任性

随意的点赞，可以大胆说“不”，自觉保护

好朋友圈这块“精神自留地”。一言以蔽

之，“发圈”“点赞”就是要发乎于心，自然

真诚，不慕功利，传递美好。

朋友圈有时就是官兵思想的“晴

雨表”，多看多思方能见微知著，做工

作才能未雨绸缪。善于点赞不失为一

种有效的工作方式，多给官兵鼓励、

欣赏和信任，有利于调动工作积极

性，有利于营造团结、友爱、和谐的内

部关系。但必须注意的是，培养良好

的战友情和社交关系，不能单纯寄希

望于点赞之中，更重要的还是在现实

交流这个真实的“朋友圈”中，多注重

线下互动。网上点赞，线下行动，是

“微信点赞”的更高层次。毕竟，现实

生活中的嘘寒问暖、关怀备至，更有

温度、更有力量。

也说“微信点赞”
■邓东海

剑 花

“双语家书写得好，艾班长，亚克
西！”最近，连队开展“手写家书寄初心”
活动，在我的列兵“老师”努力夏提指导
下，我用汉维双语写的家书，受到指导
员和战友们的好评。

努力夏提是一名哈萨克族列兵，刚
下连便被我“盯”上了。“指导员，把努力
夏提分到我们班吧？我能教他学汉
语……”我主动向指导员表明了想法。
同为少数民族士兵，回想自己刚下连
时，就曾因为汉语不熟练，闹过不少笑
话，幸亏排长和战友们帮助才渡过了
“汉语关”。指导员出于“互帮、互学、互
教”的考虑，也正有意将努力夏提分到
我所在的班。

我热情地招呼着努力夏提回到班
里。“努力夏提，把你的信息表填一下。”
为了拉近距离，我用维语说道。
“好的，班长，感谢你的照顾。”出乎

我的意料，他用标准的普通话回答。
看到信息表里隽秀的书写，我才恍

然大悟：这名列兵，入伍前是一名中学
教师，为圆军旅梦毅然携笔从戎。我一
时又羞又喜，羞的是自己刚刚还在指导
员面前大言不惭，要教人家学汉语；喜
的是竟然“捡了个宝”，班里多了名大学
生士兵！

几天后，连队新的“三互”小组名单
公布，我俩不出意外被划到了一个组。

一直以来，我凭借过硬的体能素
质，常在自己的优势课目上给战友们
“指点迷津”，但由于汉语基础弱，一些
偏技能的课目掌握得不好，给战友们留
下了“武”有余、“文”不足的印象。

我最头疼的课目是军事地形学，它
一直是我参加全能项比武的“拦路
虎”。巧的是，努力夏提在大学学的是
地理专业，对于军事地形学课目，他有
着“先天”优势。下连后，连续几次考核
他都拿了第一，还被连长破格任命为该
课目的教练员。身边就有个好老师，我
岂能错过！

列兵“老师”和下士“学生”，我们
这对奇妙组合引来不少战友的关注和
好奇。
“艾班长第三名！这回参加‘精武

杯’全能项比武，有戏了！”一天，公示栏
上的一张军事地形学考核成绩表，让大
家看到了我的进步。

我取得这样的成绩，正是得益于老
师努力夏提的悉心辅导。开训以来，他
针对我的实际情况，用维汉双语讲解教
材，使我快速掌握了相关理论知识。在
我勤加练习之后，北斗使用、图上量算
等又快又准，终于补齐了这块“短板”。

雪野上，大家高昂的训练热情驱散
着浓浓寒意，连队组织手榴弹投准训
练。努力夏提一连几次投掷都没进内
环。“你的引弹路线不对，扣腕时机也没
把握好……”我立即指出了他的问题所
在，并给他做起示范。
“艾班长，你不怕‘教会徒弟，饿死

师父’啊！”指导员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故意调侃道。

“不怕，有这样的高材生‘徒弟’，我
骄傲！”我望向努力夏提，笑着摆摆手。

前不久，连队组织第一季度体能考
核。集合站队时，努力夏提几次听错口
令，从连队到操场的路上也一直耷拉着
脑袋。
“我的口令发音可是你给纠正的，

怎么还能听差呢？”热身时，我主动靠到
努力夏提身边了解情况。原来，他还在
对刚下连时，第一次 3000 米测试的“囧
况”耿耿于怀，对这次考核心里忐忑。
“你这段时间的训练有了很大进

步，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我鼓励他。
考核开始后，我一路和他并排，不

时提醒他调节步频和呼吸节奏，鼓励他
尝试着超越前面的战友。战友们被我
俩一个接一个的甩到身后，努力夏提不
断突破着自己。距终点还有 200 米时，
我扭过头对努力夏提喊道：“咱俩比比，
看谁先到终点！”

一番胶着的较量后，我俩一前一后
通过终点。“努力夏提，11分 35秒！艾麦
尔，11分 38秒！”连长通报完成绩，还不
忘调侃我：“艾班长，名师出高徒嘛。”我
喘着粗气向努力夏提竖起大拇指，惹得
周围的战友一片欢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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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多年前，我第一次听《陪你一起
看草原》这首歌，便非常喜欢。它的歌词
画面感强，有绿草、蓝天、白云、大雁，有
斑驳的野花和蜿蜒到天边的小路，构成
草原的“基本要素”几乎都包容进歌词
中。比歌词更有味道的，是它的旋律。
它以蒙古族民歌为基调，又糅入通俗歌
曲的一些成分，听起来亲切自然。单纯
的草原民歌如长调歌王哈扎布的经典曲
目《走马》，曲调雄浑激越，演唱难度大，
一般人不敢问津，而这首《陪你一起看草
原》，词曲更加贴近百姓，人人都可以跟
着旋律哼唱。

近些年来，草原歌曲的认可度越来
越高，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草原
歌曲一般具有通俗性、抒情性、地域性的
特点。它的歌词明白晓畅、生活色彩浓
厚，旋律自然流畅，唱起来上口，听起来
也舒服。许多草原歌曲成为广场舞的伴
奏曲，原因大概也在于此。草原歌曲叙
事少、写景少、抒情多，即使是叙事写景
也只是作为由头和载体，主要还是为了
抒情，所以它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草
原天高地广、幅员辽阔，孕育出来的歌曲
意象也是开阔的。它抒发的不是小桥流
水式的感情，不是江南民歌那样精巧、细
腻的感情，而是千里放歌、万马奔腾的豪
迈情感。也许它不够精致、不够细腻、不
够温婉，但是它更加开阔、更加博大，抒
发的是一种“草原情”。

通俗性、抒情性、地域性不是草原歌
曲专属的特点，而是各地民歌的共同特
点，但草原“天大地大”这种特性，给草原
歌曲的抒情赋予了不同的质地。许多优

秀的草原歌曲都有着非常开阔的视野和
胸襟。比如《牧歌》，将高远的蓝天大地
收在眼底、握在手中；比如《蓝色的蒙古
高原》，把广阔的高原作为具体场景的参
照系；再比如《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将
山河大地、父母亲情，自然景观、人文情
怀作了一体化的处理。在这方面，《莫尼
山》应该说达到了新的高度，蒙语歌词营
造的意境，让人更加感受到歌曲在感情
上的旷达、豪放、丰沛。

倾听草原歌曲，在想象中拥抱草原，
大草原的清风、阳光、花草能够给心灵带
去舒缓和慰藉。有一年，我去吉林白城
出差，其间我有意找了一处草势很高很
密的野外草地直接躺下，四肢展开，面向
高天。温暖的阳光透过草丛的缝隙，影
影绰绰地泼洒在我身上，清风吹来，周围
的花草随风舞动。那个时候，尘世间的
喧嚣立刻被远远甩到了身后。清凉的微
风、温暖的阳光、坚实的土地、苍茫无边
的草原，将我全身上下、里里外外，洗了
个通透。来自大地的伟力悄然渗入骨
髓，浑身轻松爽快，疲惫感荡然无存，那
真是一种奇妙的感觉。倾听草原歌曲的
时候，也能找到这样的感觉。

草原歌曲的魅力，折射的是草原文
化和草原历史的魅力。它所抒发的“大
感情”，是我们都需要的，特别是在紧张
的生活节奏中，人们对这种感情的需求
就更普遍、更迫切了。草原歌曲取得了
超越特定地域的广泛影响力，这可能是
一个重要原因。

人类精神生活有一个特点：少儿时爱
憧憬，对美好生活充满向往；老年后爱回
顾，对既往生活不断追忆。即使实际生活
中，我们不曾去过草原，但是精神上我们
对它总有一种向往。或许，我们每个人心
中都有一片“草原”。

心中的草原
■齐忠亮

艺 境

“大家原地休息，下面请‘武教头’
焦鹏航演示‘锐锋拳’。”训练间隙，第 80
集团军某防空旅指导员陈飞话音刚落，
焦鹏航便脱下装具、受邀出列，现场演
示起“锐锋拳”。一招一式凌厉如风、锐
不可当，战友们瞬间被他的拳法吸引。

中士焦鹏航入伍前曾在少林寺学
习武术 8年，参加过《中国达人秀》等综
艺节目。圆梦军营后，他多次在旅队联
欢活动中表演，深受官兵喜爱。

回想起 2015年，第一次在连队登台
时的情景，焦鹏航记忆犹新。上场前，
他还有一点紧张，生怕第一次在战友们

面前亮相，表现不完美。当他把拳法、
棍术表演完毕后，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
掌声。“焦鹏航，我想跟你学武艺！”此
后，不少战友向焦鹏航表示，希望能拜
师学艺。

在领导和战友的鼓励支持下，一支
由 14人组成的“军武队”成立了，焦鹏航
一下子成了连队里的“武教头”。开始，

队员们习武士气高涨，但随着日复一日
枯燥地练习弓马步、直摆拳等基础动
作，有的队员渐渐萌生了退意。
“练武就是磨练意志，大家习武不能

虎头蛇尾。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不要小看
这些基础动作……”焦鹏航耐心地为队员
们讲解，还谈起自己在习武过程中遇到的
种种困难。队员们逐渐安下心来，继续一

招一式认真地跟着焦鹏航学习。
“每天体能时间，都是安排跑步、单

杠、俯卧撑，太单调了。”上个月，战友小
李的“吐槽”，让焦鹏航萌生了一个想法：
能不能把武术融入到体能训练中？既能
强身健体，又能激发大家的训练热情。

焦鹏航本着“简单易学、实用有效”
的原则，将擒敌拳、七星拳、通背拳等拳
法招式融会贯通，自创了十七招式“锐
锋拳”。
“第三招腾空踢脚，上右步，左臂向

前摆动，右脚迅速蹬地跳起……”新奇
的拳法很快吸引了战友们，训练场上呐
喊声阵阵。大家跟着焦鹏航一同练习，
一套拳打下来，常常是满头大汗。“通过
练拳，我身体的灵敏度、协调性有了明
显提高。”战友李强开心地说。

连队“武教头”
■刘晓帅 于仕林

军营文艺范

近日，新疆军

区某团八连组织新

兵下连仪式。为了

能让新战友尽快融

入新的班排，官兵

制作了一块“初心

墙”，用一张张照片

回顾新训生活，寄

语新的征程。

赵 晨摄

初心墙

1.第一次扛圆木：这不是人与圆木

的较量，而是高个与矮个的较量。

2.战备物资换季整理，背囊的容量超乎

我的想象。

3.射击训练要掌握好平正关系：准

星清晰，目标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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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野战必备的自热食品，带给你非一

般的味觉体验。

5.做负重双人俯卧撑时，觉得战友可

能是头“水牛”变的。

6.等到我能摔翻“假人”，大概就能撂

倒身边80%的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