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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女兵的幸福合照。程李航/摄

——新春走进火箭军某部通信女兵群体

军旗飘飘2024年2月24日 星期六
主编 张园园 责编 王 恒
美编 张 影 校对 王 琬 制作 刘晓禹 3

““铿锵玫瑰铿锵玫瑰””在三尺机台绽芳华在三尺机台绽芳华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陈姝
□ 李宏杰 李丽雅

她们作为导弹军营里不可或缺的角色，
日夜坚守在三尺机台，紧盯方寸荧屏。她们
平均年龄不满24岁，把青春的坐标定格在
战位，用银线电波编织出别样的军旅韶华,
她们就是火箭军某部通信女兵群体。新春
佳节，这群通信女兵在军营里度过了一个充
满年味儿和“兵味儿”的春节。

传递新春祝福

“妈，家里下雪了，你要穿厚点，不用
挂念我……”刚刚结束话务值班，上等兵
康倩倩就迫不及待地拨通了视频电话，向
父母送上新春祝福。温暖的对话透过手
机方寸屏幕跨越数千公里，将南国与新疆
库车紧密相连。

作为“00后”独生女，康倩倩自幼对父亲
康生参军入伍并扎根新疆的故事耳熟能详，
这也让她从小在心里埋下了一颗参军入伍
的种子。高中毕业后，瞒着父母，康倩倩悄
悄报名去当了兵。

下连后，康倩倩被分配到通信机房，成
为一名话务女兵，除了在机房值班，每天还
要学习新装备使用，复习业务考核知识。充
实又富有挑战的生活，让这个生于千禧年的
小姑娘愈发坚韧起来。

在她看来，话务台24小时常态值班，脑
功、耳功、手功、口功必须样样精通。方寸间
的三尺机台，热情优质的服务、准确顺畅的
通话，需要靠平时重复枯燥的训练作为保
证。

班长刘庆最能体会其中的不易。入伍
之初，看着成千上万组毫无规律的数字号
码，不仅要准确背记，还要迅速反应，刘庆一
时无从下手，一阵“头大”。

“女兵不比别人差，我们一定行！”靠着
这股信念，排长曹文华带着大家集思广益、
主动创新，一起探索快速背记电话号码的技
巧，整理出“编口诀”“编故事”的记忆方法，
大大提高了号码背记的效率。

“话务专业不仅是对号码进行简单的背
记，更要‘不见其人，但闻其声’，练就一双听
音识人的‘顺风耳’。”谈起话务专业，曹文华
深有感触。部队是个大集体，兄弟姐妹们来
自五湖四海，各种方言、口音不尽相同，熟悉
各地方言就显得尤为重要，闲暇之余，大家
又开始学习了解各地的方言。

筹备晚会节目

“爸妈，春节我特忙，在给单位的春节节
目做视频呢，回头聊啊……”二级上士梁思
静能歌善舞还做得一手视频，被官兵们亲切
地称为“梁导”。

“以前都是上舞台演，这回既要组织官
兵排练节目，还要制作视频，非常具有挑战
性。”梁思静很快进入“角色”，指挥若定：“今
年春节，是我第一次组织排演节目，希望能
发挥我的专长。”

这次晚会，10余个节目中有4个是由通
信女兵参演的。曾是女子军体教练员的刘
慧，在练兵场上是一把好手，除了每天日常
的工作保障外，晚上她还要加班加点排演节
目，连续几天下来，基本上都是每天回到宿
舍倒头就睡。

“以前每天练操作、爬战术都没这么累，
感觉过年比平日里更充实。”性格腼腆的刘
慧，平日里倔强、不服输，她觉得舞台表演只
要不怕苦就一定能行。

在训练之余，这群通信女兵还成立了文
艺小分队，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大批精彩军营
节目，跟随单位赴驻训场、偏远点位慰问演
出，她们用舞蹈、唱快板、表演小品等节目，
丰富了军营文化生活，为官兵单一枯燥的生
活注入了活力。

坚守执勤岗位

新春佳节，万家团圆。热闹喜庆的除夕
之夜，还有一部分通信女兵依然坚守战位。

通信女兵的工作看似简单、机械，没什
么技术含量。可有谁知晓，三秒上线应答、
快速处理线路故障的背后，她们付出了多少
汗水。

中士毛慧妮为了练好话务“手功”，专门
买来可以随时调整重量的沙袋绑在手腕上，

打字速度最快练到了每分钟170字。为了
强化自己记忆的弱项，她向专业精湛的排长
请教，用心钻研“形象趣味记忆法”“交叉跳
跃记忆法”，将上千个枯燥的数字制成记忆
卡、口袋书，挤时间背记，最终在比武中取得
第三名的好成绩。

自信满满的姚倩倩来自山东，平日里除
了在通信机房值班，她还任部队军史馆的讲
解员，虽然只用几天就把十几页纸的讲解稿

背得滚瓜烂熟，但她仍不时拿出讲解稿默
读。她说：“史馆解说意义重大，一字一句都
不能有丝毫纰漏。”

这群可爱的通信女兵扎根在密林深处，
将“迅速、准确、保密、畅通”牢记心中，用青
春芳华谱写着军旅旋律，她们清脆的声音跟
随着导弹战车驰骋沙场、仗剑大漠：“我是一
名光荣的通信女兵，我宣誓：热爱岗位，报效
国家……”

□ 刘坚

“回到公寓房就可以陪家人吃饭看电
视，出了房门还能带他们一同参加部队组织
的各类活动！”刚把家属接到警士公寓的武
警广西总队北海支队一级上士常安卫喜上
眉梢。

走进新装修的家属公寓房，只见厅堂窗

明几净，空调、热水器等电器一应俱全，温馨
的气息扑面而来。“真是太惊喜了，没想到建
得这么好，拎包就能入住，像到了自己家一
样。”常安卫的爱人孔亚丽高兴地说，与丈夫
结婚6年了，这是他们婚后度过最开心的一
次春节。

原来，常安卫的老家与部队驻地相隔约
1900公里，作为军人，他能陪伴家人的时间

并不多，平日家里的大小琐事全由妻子一人
料理，身为丈夫，常安卫深知妻子的不易与
艰辛。因此，今年春节，常安卫向组织提交
了家属来队申请，希望能带妻子和孩子来部
队过个好年。

“大家看镜头，三、二、一。”随着相机快
门的脆响，常安卫一家与官兵们拍下了在部
队的第一张合影。春节期间，为了让来队家

属在部队感受节日的欢快气息、体验军营的
别样年味儿，上尉政治指导员娄刘涛特意邀
请军属孔亚丽与官兵们一齐写春联、剪窗
花、挂灯笼……看着妻子脸上明媚灿烂的笑
容，常安卫说：“军属们住得舒心、玩得开心，
也让我们普通一兵在岗安心、奋斗动力倍
增！”

该支队领导介绍，去年的“士兵接待
日”，针对“办实事”的话题讨论引起了不
少官兵吐槽，一时间在场领导无不“如坐
针毡”。有的官兵提出，家属来队宁可到
外边租房住，也不愿意入住警士公寓；有
的则表示，家属不想来就是怕部队营房不
够用……

基层有所盼，党委有呼应，很快，“升级
改造警士公寓”就被列入“党委机关为基层
办实事清单”之中，党委“一班人”更是要求
相关责任人对所辖领域的问题挂表销账、
限时督办。去年以来，他们多次召开“金点
子会”，研究商定对营区数套警士公寓房进
行改造翻新，要求配齐空调、热水器等家电
和燃具炊具，让来队家属可“拎包入住”。
他们还定期组织机关业务骨干对水气管
道、输电线路进行检修保养。为了进一步
维护官兵权益、达到“专房专用”，他们出台
了相关管理规定，确保公寓房不被占用、冒
用。据悉，该支队党委还举一反三，针对部
分官兵反映的外出就医、军属的工作随调、
子女上学等问题进一步征求意见，打出一
套为兵服务“组合拳”。

“感觉到部队点点滴滴的变化，我们军
属也暖心不已，大家都表示要更加支持丈
夫坚守岗位、干出实绩，以回报部队的关心
厚爱！”孔亚丽说。

家属来队过新年 暖心服务促团圆

武警广西总队北海支队倾力“为兵服务”

营区内，一级上士常安卫一家和官兵们一同写春联、挂灯笼、贴窗花，把军营装扮得红红火火、年味儿十足。 刘坚/摄

□ 梁晨曦

非遗文化进军营、摇滚音乐上舞
台、星光夜市暖人心……走进深山密
林火箭军某部营区，一派喜气洋洋的
景象，这是我在部队过的第八个春节。

“在部队参加音乐节可是头一次
听说！”大年初三一大早，作为连队值
班员的我接到通知，要求所有人晚上
带上手电筒、荧光棒集合带到礼堂。
经过多方打听，有小道消息称今晚旅
队要组织音乐节，作为摇滚“狂热分
子”的我既期待又怀疑。

晚上七点一刻，大家准时来到礼
堂，发现平日庄严的礼堂已被红灯笼装
点一新，舞台上也张灯结彩，大屏幕上

“乐享春节·2024春节音乐会”几个字
非常醒目。

“准备好了吗/士兵兄弟们/当那一
天真的来临……”当主唱用流行唱法唱
响《当那一天真的来临》时，瞬间调动全
场，将音乐会的气氛燃到高潮。

键盘手陈卓是我们营新下连不
久的列兵，作为女主唱，这是她第一
次登台表演，也是第一次在基层连
队过年。看着现场的火热场景，她
直言从没想过部队的年会如此热闹
精彩。一场音乐会下来，既有炫技
solo，又有官兵互动、歌舞串烧。平
时严肃的班长、连长们都在舞台上
载歌载舞，互道新春祝福。“我觉得
温暖极了！”她说。

走出礼堂，星光夜市的灯光还亮
着。红底的牌匾上，几个烫金大字写
着“龙年大‘集’”，正是此次星光夜市
的名字。将中国传统文化带到军营，
也是我们部队每年春节的必备科目。
夜市上，剪窗花、写对联、做灯笼、画脸
谱等非遗文化，不仅给官兵们带来了
惊喜，更让来队的家属子女感受到了
军营浓浓的年味儿。

“妈妈，这里有好多好吃的呀！”
二级上士和顺海的女儿伊诺一手拿
着刚做好的纸灯笼，一手拉着妈妈的
手走在被灯光点亮的营区马路上。
漫天烟花在喜庆的音乐中绽放，红色
的中国龙盘旋在各个营区上空，各种
歌舞节目也时不时快闪出现。马路
上摆满了餐车，官兵们化身“摊主”，
人手一辆小推车售卖烤肠、关东煮、
棉花糖、糖葫芦……令人目不暇接。和顺海笑着说，一把
兑换券还没花完，商品就已经供不应求了。

夜幕笼罩下的营区热闹非凡，白天的游园会也同样精
彩。

喧天的锣鼓声一响，两队官兵驭龙而出，欢天喜地的表
演给新年的营区带来吉祥。“龙鳞闪、龙步迈，龙气绕得祥云
开！”在解说员热情洋溢的解说中，特色文化队伍为龙年新
春游园会拉开了帷幕，投壶比赛、猜灯谜、听歌识曲等游戏
引来官兵和家属的踊跃参与。不一会儿，大家就在游园会
中赚得一沓游玩券，纷纷来到抽奖处抽取奖品。活动结束
时，每个人都是笑容满面，满载而归，我也在游戏中赢得了
一提年货大礼包。

在部队过年，最温暖的莫过于战友情。除夕夜会餐时，
正值我们班站岗，当时正在岗上的列兵丁泽茜听着营区外
的爆竹声，眼眶红了又红。看着她孤单的身影，我本想去换
她，结果连长先我一步穿戴整齐来到岗前将丁泽茜换了下
来，催她赶紧加入大家，好好吃个“团圆饭”。

“连长告诉我，这是部队的传统，就是为了让战士们都
能在除夕夜和家人打打电话，过个好年。”餐桌上，丁泽茜绘
声绘色地“汇报”了刚才的场景。会餐结束后，大家齐聚一
堂，边看春晚边包饺子，我还给她包了一个心形的水饺，希
望她在新的一年心想事成。午夜12点的钟声响起，丁泽茜
小声又动情地告诉我，“班长新年好！和战友们一起过的
年，很难忘！很温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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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佳辰

“嫂子，嫂子，答应吧……”正月初七这天，武警包头支
队某中队非常热闹，原来，今天是二级上士余宣扬向相恋近
四年的女朋友袁宵求婚的日子。

提到未婚妻，余宣扬眼里满是爱意，嘴角也不由地扬起
微笑。当余宣扬跪地求婚时，袁宵开心地笑了，这笑里有激
动，有喜悦，更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二人初相识，可谓是“网络一线牵，珍惜这段缘”。
2020年4月，余宣扬因疫情在教导队隔离。通过朋友介
绍，余宣扬加了袁宵的微信，互相交换了姓名之后，余宣扬
对袁宵的印象就是“这姑娘太可爱了”。陆陆续续聊了半年
的微信之后，余宣扬决定为爱勇敢，向袁宵表白，从此二人
开始了一段甜蜜的恋爱。军人的身份让余宣扬没有太多时
间陪伴袁宵，但每逢重要节日、生日，他和袁宵都会互通书
信。

一对恋人身处异地，难免会遇到困难，余宣扬无法与袁
宵面对面沟通，也常常在她脆弱无助的时候未能给予支持，
只能在屏幕的另一端急得团团转。他说：“我是她最信任的
人，在她淋雨的时候我却连一把伞都不能为她撑起，但我的
身后是战友，是人民，更是整个国家，我无法退缩。”

好在感情可以跨越山海，让人无惧风浪，袁宵越来越理
解军嫂的不容易，对于军人这个职业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她总是开玩笑地说：“我的男朋友上交给国家了，那你在部
队就要好好干，可不能让我白白上交，也不能让国家失
望。”她把家里的事情打理得井井有条，让余宣扬可以在部
队安心工作。

大年初七，这对恋人正式由情侣变成了未婚夫妻，未来
或许仍有不平，但爱会为这段难得的军恋披上铠甲。

军营里的浪漫

军营春节军营春节：：有一种年味儿叫坚守有一种年味儿叫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