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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键盘拼技术、刀光火影赛手艺、

田径场上比体能……不久前，一场岗位

练兵专业比武，在东部战区空军某雷达

旅揭开序幕。参赛官兵热情高涨、各显

神通，纷纷展现自己的看家本领。

“要有足够的实力，才能守护每一寸

土地；更要足够努力，才能拥有战无不胜

的实力……”休息时，传来一阵动感十足

的说唱节奏，让战友们暂时放松了紧绷

的神经。原来，是该旅小有名气的“云端

歌手”组合再次献唱。

这次，他们演唱的是自己第 3 首原

创说唱歌曲。歌词朗朗上口，内容生动

贴切。新歌一经推出，便在官兵中引起

热烈反响。

说唱，是一种解题思路

刚分配到雷达站时，排长谷哲锋发

现，年轻战友因为值班训练压力大，大多

喜爱在电子游戏中宣泄解压。业余时

间，他们往往沉醉在“一人一机一世界”

之中，缺少了战友间的密切交流，更阻碍

了个人的成长。

如何帮助他们有所改变？起初，谷

哲锋也给战友们讲了不少道理。不过，

他很快发现，婆婆嘴式的说教往往事倍

功半。每次交流，战友们总会敷衍地说：

“排长，我知道啦，下次一定改！”

对此，谷哲锋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又没有什么好办法。

上军校时，谷哲锋曾以一口说唱，多

次在校园晚会上亮相。来到雷达站后，

谷哲锋一直没机会施展技艺。那天，他

和指导员谈心。说到班排抓建时，指导

员提到，不妨多发挥特长因势利导，用官

兵喜闻乐见的方式凝聚士气。

这让谷哲锋打开了思路：这些年，说

唱节目挺火，站里很多年轻战友也喜欢，

休息时间总爱哼两句。“这不进入我的特

长领域了吗？”他先是在连队晚会上小露

一手，改编了一首说唱歌曲。

“我要带着我的旗帜我的奖章，同身

边的战友们，在山顶上面当先进；我要比

你们看到过听到过的，那些所有先进，加

在一起还要顶……”青春气息的歌词直

击战友们内心。

后续，谷哲锋又趁热打铁，创作改编

了一批说唱歌曲。战友们跟着一起哼唱

的人越来越多，悄然掀起了一股“军营说

唱热”，有的战友甚至把微信签名改成了

“no rap no life（无说唱不生活）”。

“使命和责任给我一声号令/开机一分

钟战斗六十秒/看我进击的兄弟来了……”

这一首饱含雷达兵战味的说唱，已经成为

全站官兵闲暇时最爱哼唱的歌曲。

“既然有《唱支山歌给党听》，我也能

用年轻人的潮范儿表达强军礼赞。”值勤

之余，谷哲锋带着战友们一起琢磨，把奋

斗的情怀写进去、把拼搏的欣慰写进去，

也把偶尔的烦恼写进去。说唱在线，大

家想说就说，想唱就唱，不仅互相打擂，

也共同直面问题、解决问题。

慢慢地，这些说唱歌曲飞出了雷达

站，在全旅官兵中广泛传唱，从高山传到

了海岛，从新兵传到了老兵……

说唱，是一种内心倾诉

二级上士、雷达操纵员孔舒杰，入伍

前是校园“红人”。说唱歌曲，是他登台

表演的拿手好戏。

早在 2011 年，他就参加过“快乐男

声”的海选。和说唱相关的乐器，他样样

精通。可以说，说唱已经成为这个年轻

人生活的一部分。

入伍后，孔舒杰成为一名雷达兵。

曾经喧嚣热闹的舞台，与孤寂的山顶雷

达站，形成了鲜明对比。一时间，这个活

泼的年轻人产生了心理落差。刚下连，

他就开始算退伍时间。

专业成绩倒数第一、工作表现倒数

第一、精神状态倒数第一……许多个倒

数第一，一点点消磨着孔舒杰所剩不多

的信心。一次值完夜班后，他抬头仰望

满是繁星的夜空，大声唱出了曾经最爱

的说唱歌曲。那一刻，一种久违的幸福

与轻松占据了他的全身。

“唱得真好，找机会给大家表演一下

吧！”不知何时，班长罗锋站到了孔舒杰

背后。他拍了拍孔舒杰的肩膀说：“说唱

我一直想学，可就是学不好。说唱表演

那么难，你都能征服，雷达业务还怕练不

出来？”

班长朴实无华的话，激起了孔舒杰

内心的动力。他开始尝试着在日常生活

中寻找那些和说唱相关的元素。作为雷

达操纵员，测报训练与说唱有些相似：只

有注意力高度集中，掌握好节奏，才能将

坐标报的又快又准又清晰。

于是，孔舒杰尝试把专业训练当成

说唱来练习。训练室里，每天都能听到

他充满激情的训练声音。几个月过去，

这个曾经的“说唱歌手”，测报成绩上升

到了全站前三名，华丽转身为训练标兵！

成长的每一页都应该写满“奋斗”。

义务兵服役期将满之时，孔舒杰的内心

充满了挣扎。而在此时，指导员交给他

一项任务：为退伍老兵和连队战友写一

首原创说唱歌曲。

对孔舒杰来说，说唱并不陌生，但原

创一首雷达兵自己的说唱歌曲，还是头

一次。怀揣对战友的深情，他咬着牙将

任务接了下来。

想要写出好的歌词，就得挖掘雷达

站那些最值得歌唱的人和事。那些为之

日夜拼搏的任务与考核，那些深夜里想

家流下的眼泪，那次和战友组织的茶话

会，那句班长对自己的鼓励话语，路边那

几棵大树，院里那几条忠诚的小狗……

一幕幕画面，如电影片段般浮现在孔舒

杰眼前。

“我曾彷徨，也曾迷茫，但我确定了，

这就是我要奋斗的地方……”经过一个

多月的创作，孔舒杰人生中第一首原创

说唱歌曲问世了。

欢送老兵晚会上，孔舒杰唱响这首

歌曲。这首歌，激励着那些即将离开部

队的战友去地方建功立业，同时也将这

个热爱说唱的年轻人“留”在了他深爱的

雷达站。

现 在 ，由 孔 舒 杰 创 作 的 说 唱 歌 曲

已 超 过 10 首 ，这 些 歌 成 为 单 位 演 出 中

必 不 可 少 的 节 目 。 这 些 说 唱 曲 目 ，有

激励官兵训练的，有记录战友情谊的，

还 有 帮 助 战 友 牢 记 安 全 注 意 事 项 的 ，

几乎囊括了雷达站日常生活工作的方

方面面。

还有一个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收获。由

孔舒杰发明的“测报说唱训练法”，帮助许

多新兵在原本枯燥的训练课目中，找到了

适合自己的节奏，取得了训练的进步。

说唱，是一种乐观精神

“四分之四拍的黄瓜（拍黄瓜）、弹舌

鸭头（麻辣鸭头）、freestyle 炒饭（秘制扬

州炒饭）……”

中士、炊事员兰雨奇掌勺的厨房里，

有不少广受好评的拿手菜。用战友们的

话来说，这些菜品不仅味道纯正、鲜香可

口，还充满了“激情和活力”。

或许，你想不到，如今熟练掌握“刀、

勺、火”看家本领的优秀炊事员，入伍前

曾是个标准的“理工男”。

2019 年，这名怀揣热血军旅梦的大

学生从校园入伍。兰雨奇满心期待着，

自己可以和影视剧中那样，操控先进的

武器装备，穿梭在枪林弹雨中。他对自

己的军旅规划，何曾与厨房有一丝联系？

入伍后，身高一米九的兰雨奇，被分

配到了高山之巅的三尺灶台，终日以云

雾为伴，与雷达天线相守。

当战友们都以为这名大学生士兵会

有一段难熬的过渡期时，兰雨奇选择了

用说唱鼓励自己：不论在哪里，只要穿上

军装，所做的每一样工作都是使命的一

部分。

说唱对他来说，是描述生活的一种

方式。只要认真对待，哪里都可以成为

生活的舞台。

很快，兰雨奇融入厨房，跟着班长学

刀功、练颠勺、配调料。一次备菜过程

中，菜刀与案板的碰撞声，锅铲与铁锅的

摩擦声，窗外战友们的训练呼号声交织

在一起……兰雨奇眼前一亮：这不就是

说唱最真实的旋律吗？

“我在厨房，你在沙场；你的冲刺，有

我保障；手里的铲，手里的枪，为的都是

同一个目标——有我则强！”兰雨奇笑着

说，用四分之四拍节奏切出的黄瓜，竟是

如此漂亮。

兰雨奇的乐观精神影响了炊事班的

几名战友。大家更加努力地钻研做菜技

术、调料配比。他们尝试着根据战友们

的口味和心情研发新菜式。休息时间，

兰雨奇即兴创作说唱曲目，就连五音不

全的炊事班长也乐在其中，整个厨房充

满了活力。

炊事班的菜做得越来越有味道，不

少菜还用了说唱元素命名，让大家耳目

一新。或许，说唱真的和做菜没有直接

联系，但兰雨奇和战友们用说唱点燃了

三尺灶台上的激情。

白天兵看兵，晚上兵看星。这是高

山雷达站生活真实的写照。一次晚会，

兰雨奇像往常一样在炉前为战友们烤

串。谁知，火热的炭火与晚会冷清的氛

围形成鲜明的反差。原来，前期部队担

负 的 任 务 尤 其 繁 重 ，许 多 战 友 疲 惫

不堪。

想到这，兰雨奇有了主意。随着动

感旋律响起，伴着连珠般的唱词，他富

有节奏的激情呐喊像一把火，瞬间点燃

全 场 气 氛 ，为 战 友 们 带 来 了 一 场 视 听

盛宴。

平淡的生活也需要激扬的韵律。用

大勺做出营养美食，满足战友的胃，也要

用说唱做出精神大餐，充实战友的心。

兰雨奇和炊事班的战友们一直在努力。

高 山 之 巅 有 群“ 云 端 歌 手 ”
■丁正康 史贺锋 许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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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们 是 深 扎 军 营 的 rapper（说 唱

者 ），只 为 让 大 家 更 加 stronger（ 强

壮）……”

在 东 部 战 区 空 军 某 雷 达 旅 ，有 一

个 火 遍 军 营 的 说 唱 组 合 。翻 唱 、原 创 、

改编……他们用说唱这种音乐形式，讲

述着战友们的青春故事。

驻守在高山之巅，相隔数百公里的

3 个不同连队里的 3 名青年官兵，因说唱

结缘，组成了一个奇妙的组合。

说唱，将这些年轻官兵联系到一起；

说唱，让他们彼此奋斗合拍。

在排长谷哲锋看来，说唱拉近了军

官同士兵的距离，成了他在基层开展工

作的利器。

在二级上士、雷达操纵员孔舒杰看

来，对说唱的追求，也是对阳光心态的追

求。学会在生活中战斗、在战斗中生活，

才能收获真正的幸福。

在中士、炊事员兰雨奇看来，说唱是

自己的态度，不论在怎样的工作环境，总

能找到自身价值。说唱，让他在平凡岗位

绽放别样光彩。

“说唱进军营，青春有共鸣。”该旅政治

工作部主任说，“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

引导新时代官兵成长，更能产生共鸣。”

时代在变，军营里的时代元素也越

来越丰富。不仅仅是说唱，滑板、骑行、跑

酷……这些伴随青年官兵成长的时代元

素，也被带到军营。

“陪伴一个人长大的爱好，会给予

他 极 大 的 力 量 ，让 他 不 会 轻 易 感 到 孤

独。尊重他们的爱好，可以增强集体的

凝 聚 力 。”每 到 新 兵 下 连 ，各 雷 达 站 的

带兵人都会详细了解新战友的兴趣爱

好 ，并 在 平 常 的 生 活 中 ，为 他 们 创 造

平台。

只有官兵内心充满激情、充满活力，

才会形成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他们面

对一个个挑战，克服一个个困难。

“我们遍布在祖国的巍峨高山和远

方海岛，远离城市喧嚣……”这群“云端

歌手”的一曲《战无不胜》，让人感受到了

青春的旋律和军人的血性。

说唱进军营，青春有共鸣
■欧頔鑫

“我曾彷徨，也曾迷茫……”看着年

轻战友孔舒杰活力四射的说唱表演，我

不由回想起自己十几年前的一段经历。

刚入伍时，我在连队毫不起眼。每

天固定不变的值班、训练、休息，让我一

度以为自己会这样庸庸碌碌地度过两

年军旅生涯，然后转身退伍。

直到有一天，我的班长告诉我，他快

退伍了。那时，我对班长空有一腔感激

之情，却不知道自己还能为他做点什么，

心里既着急又惭愧。的确，下连以来，我

一直没取得什么漂亮的成绩回报班长。

一 次 聊 天 ，班 长 半 开 玩 笑 地 说 ：

“唉，在山上当兵这么多年，却没能留下

几张像样的照片，以后想让家人看看自

己的飒爽英姿都难。”

班长一句无心之语，为我打开了思

路。入伍之前，我就爱好摄影和视频剪

辑。当兵后，因为自己训练成绩一直处于

中游，如果继续玩摄影，怕战友们误以为

我“不务正业”，便将这份兴趣搁置了。

这次，为了帮助班长圆梦，我犹豫再

三后找到指导员，提出想为老班长们制作

退伍纪念视频，记录下他们在连队战斗生

活的点点滴滴。没想到，这一提议当即得

到指导员的支持。原来，连队也正筹划培

养相应的多媒体制作骨干。

拿起相机，我眼中曾经一成不变的

雷达站开始变得多姿多彩：体能训练，

战友们大汗淋漓的瞬间是那样热血；操

作训练，战斗员们冷静果断的表情是那

样帅气；周末晚会，一张张青春洋溢的

笑脸是那样可爱……

一个月后，当老班长们带着纪念

视频满意地离开部队时，我也在军营

里找到了自己的一番新天地。如今，

10 多年过去，我的镜头定格了雷达站

的发展变化，也记录了一茬茬战友的

军旅青春。最近，我正为连队的“说唱

歌手”孔舒杰录制剪辑新作品。看到

视频中年轻战友追逐梦想的热情，我

也备受鼓舞。高山之巅，我们坚信：怀

揣热爱，方能成就精彩。

（邹一萌整理）

怀揣热爱，成就精彩
■二级上士 朱宇航

图①：东部战区空军某雷达旅官兵利用休

息时间组织说唱表演。

图②：东部战区空军某雷达旅中士董毅用

说唱向战友们讲述自己的成长故事。

图③：东部战区空军某雷达旅下士刘志伟

正在练习演讲。

许 翔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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