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训那些事

6读者之友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５日 星期六 E-mail:junbaoduzhe@163.com 责任编辑/成文军 柴华

读者推荐

“战狼”也是

这样“炼”成

在校读书时，正是 《真正男子
汉》《战狼 2》这些军旅影视节目大热
的时候。真实的部队是什么样？是不
是像电影和综艺节目里表现的那样令
人血脉偾张？
“要知道梨子的味道，你就要亲

口尝一尝。”带着这样的想法，我选
择了参军入伍，从东南大学来到了
“董存瑞部队”，想要亲自体验一把
“战狼”的感觉。

可我的美好愿望在第一天就受到
了“冲击”。队列训练时，一个简单
的军姿竟要练习好几个小时；上教育
课时，每个人都要坐得笔直；就连回
到宿舍，叠被子竟然也成了一个重要
课目。说好的像“战狼”一样驰骋沙
场呢？怎么到这里都变成了这些“小
儿科”？

一次新老兵的交流中，四级军士
长李祥勇的一席话让我豁然开朗：不
要认为队列训练、整理内务简单枯
燥，军人素养的打磨如果脱离这些日
常养成，就是一种空谈，“战狼”也
是这样“炼”成的。

那一刻，我似乎理解了荧幕上那
些军旅节目的意义所在。军人的形
象，既有荧幕上呈现出的耀眼时刻，
也有荧幕背后不为人知的辛苦磨砺。
那些让人心驰神往的热血场景，其实
反映的是他们通过日常训练的艰辛付
出才能练就的过硬本领。

仰望星空，更需踩实脚步。瞄准
“战狼”的能力要求，我坚实地踏上
军旅征程。

（加尔肯别克·哈巴依）

军装不是一身

“工作服”

前不久，指导员问我为什么来当
兵，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报效祖

国！”指导员要我谈谈自己具体的想
法，我就给他讲起了自己两个多月来
的心路历程。

有人说大学毕业就意味着梦醒
了，必须开始面对现实生活。对此我
深表赞同。毕业后大家各奔前程，找
工作、回乡创业、继续深造……在我
看来，参军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考
学、提干、套选士官等现实的理由，
都吸引着我把入伍视为自己未来发展
的一种方向。

可来到素有“草原狼”之称的
英雄部队，特别是在旅史馆里听到
战斗英雄徐佩林在腿部、颈部受
伤，耳朵也被震聋的情况下依然坚
持战斗，上了担架还嘱咐战友们要
坚决守住阵地的故事时，我的心颤
了一下：在老前辈们的字典中，当
兵可不是一份职业，而是一种勇于
献身的追求。

刚入伍那几天，体能、队列训
练让我腰酸背痛，整理内务让我烦
躁不已。但看到新兵班长冯凯的言
行举止后，我不由地惭愧起来。一
个 11 年的老兵，既能胜任驾驶员、
炮长、侦察兵等 5 个岗位，连叠被
子、整内务也都始终有棱有角，有
规有范。我问他如何坚持下来的，
他告诉我：“当兵这么多年，做事高
标准严要求已是一种习惯，是军人
的本色和信念！”

我恍然大悟。军装不是一身“工
作服”，当兵不是一种职业，它是一
种崇高的信念，是一种执着的追
求！

（张立鹏）

从“倔强青铜”

到“超级英雄”

入伍前，我是一块不折不扣的
“青铜”——在游戏里，我总是“坑
队友”“送人头”；在现实生活中，学
习、工作各个方面，我似乎也从没得
到过认可。
“儿子，人生不是游戏，更不能

天天沉溺于游戏，你还是到部队锻炼
一下吧。”看着母亲失落的眼神，我
的心像是被狠狠刺了一下。我暗自下

定决心：妈妈，我这块“倔强青
铜”，以后要成为你的“超级英雄”。

想要彻底改变自己，必须具备最
坚定的意志。到了部队后我发现，那
些训练课目像是针对我的缺点量身定
制一般：我的自律能力差，这里一切
工作都要按时进行，丝毫不容懈怠；
我平常做事缺乏韧性，如今每天都要
坚持跑步。要知道，这可是曾让我最
头疼的一项运动。

但训练和生活让我感到“痛苦”
的同时，也让我真切感受到自己的进
步。看着镜子中自己坚毅的眼神，听
着身在队列中整齐划一的脚步声，我
能确实感受到自己一点一滴的转变。
周末，当我拿起手机和母亲视频，看
到她听我讲述自己新训生活时脸上露
出的灿烂笑容，我知道，勇于寻求改
变的自己，已经是妈妈心中的“超级
英雄”。

（朱浩逢）

沿着父辈的足

迹前行

小时候总喜欢听父辈讲他们当兵
的经历，那时我总会不由地陷入无限
的遐想:身穿一身绿军装，为祖国放
哨站岗，那该是多么英武帅气！

大学毕业后我报名参军，来到
了闻名塞外的“草原劲旅”。被子
“豆腐块”，走路一条线，训练满身
汗，最初那紧张而又充实的军旅生
活让我浑身充满了力量。但军姿站
了一个多月，每次半小时不放松，
眨眼睛都要控制次数，直到眼球干
涩、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体能训
练一圈跑下来气喘吁吁，心都快跳
到嗓子眼儿了；过去不喜欢听父母
唠叨，可在第一封家信上写下“亲
爱的爸爸妈妈”时竟一度哽咽，想
家的我还偷偷抹了眼泪。

这时，我会想起爷爷和爸爸，想
像如果是他们会怎样面对。在解放战
争的一次战斗中，爷爷左小腿中弹后
依然坚持战斗两个昼夜，那是何等坚
强？1987年大兴安岭发生了特大森林
火灾，父亲与战友们从阿穆尔到塔河
整整奋战了 20多天才将大火扑灭，当

时他们是以怎样的毅力和勇气在大火
中“逆行”？想到这些，我的内心就
充满了力量，与父辈们直面生死的考
验比起来，我吃的这点苦、受的这些
委屈显得多么微不足道。

沿着父辈的足迹前行，就要以他
们为榜样，把父辈从军报国的血脉传
承好，在部队这座大熔炉里好好淬炼
自己！ （李思源）

不负三代“家

族使命”

奶奶说我当兵是圆了家里三代人
的梦想，爷爷和父亲都曾想参军却未
能如愿，而我有幸完成了这个“家族
使命”。

我的家乡在苏北革命老区农村，
家乡人民对党和部队有着深厚的感
情，奶奶的最大愿望就是去北京毛主
席纪念堂看看毛主席。记得今年我参
军那天，全村人都来为我送行，奶奶
拉着我的手送我到村口，嘱托我到了
部队一定要好好干，不能给家乡人丢
脸。

走队列、练体能、唱军歌、整内
务……来到部队后，我的生活是一个
全新的开始，军队生活纪律严明，时刻
都有规定来约束，虽然生活训练很辛
苦，但是锻炼却很大。两个月来，指导
员上过的教育课我都一节不落地记了下
来，大到热爱祖国和感恩社会，小到孝
顺父母和团结战友，我都深有感触。当
我把这些告诉父母后，他们高兴地说：
“部队真是成才的好地方！”

班长要求我们内务要做到“被子
豆腐块、水杯一条线、墙角无灰尘、
窗户亮如镜”，起初我很不理解，总
感觉多此一举，但是久而久之意识到
这些事情虽小，却能磨炼我们的意
志，培养我们做事的态度。

如今，我更认识到自己参军入伍
的决定是正确的，今后我将努力把每
一件小事都做好，扎扎实实走好军旅
每一步。 （戴光亮）

（文字整理：海洋、沈立、郭晓
航，照片摄影：宗杰、王玉强、韩海建、
李伯胜、何飞、鲍猛、侯崇慧、王俞、杨

帆，图片合成：刘程）

从军行 初长成
——陆军第79集团军几名新兵的军营初体验

吃饭点外卖、购物上淘宝、有课像

“病猫”、没课玩“荣耀”——这是陆军第

79集团军某旅新兵张涛入伍前大学生

活的真实写照，也是他所理解的青春。

别人的青春是不是也是这个样

子？当看到庆祝建军90周年的沙场阅

兵，和他年龄相仿的军人迈着整齐的

步伐、喊着震天的口号亮相阅兵场时，

张涛被深深地震撼了。

这样让人热血沸腾的青春，他也

想要体验一把。

张涛的新生活从人生中的第一声

军号开始。每天早睡早起，内务整洁

干净，训练严格刻苦，吃饭狼吞虎咽，

新训生活让张涛感到充实的同时，确

实也让他觉得有些辛苦。

但这不是新生活的全部。一次拉

歌，当全连所有人随着指挥员的手势

用尽全力喊出歌声时，张涛懂得了什

么是直冲云霄、什么是团结的力量。那

时，好像有只无形的手，把他和新伙伴

们年轻的心紧紧地拢在了一起。就在

一句句嘹亮的歌声中，他们似乎找到

了集体的意义，找到了充实和快乐。

训练的日子充满艰辛，但乐趣无穷，

有时更是感动满满。5公里越野，虽然每

一次都累得精疲力尽，可他和战友们一

路互相鼓励、加油打气，即使互相搀扶也

要冲过终点；训练间隙，他们喜欢聊聊

天、侃侃大山，谁的军姿不标准、谁的被

子不成形……在这样的生活中，张涛突

然领悟到，青春，该是哪般模样。

青春，该是哪般模样？
跟着班长“齐步走”

“齐步走应该先迈哪只脚？”

“应该是右脚吧，班长。”

新训第一课，班长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个问题居然会成为一个“问题”。一旁

的新战友听完我的回答，忍不住一致露

出了洁白的牙齿。我当时真想找个地缝

钻进去。

回到宿舍后，我一个人躲在水房，望

着天花板发呆。突然，一只大手从身后

拍了我肩膀一下。我转过头，是班长。

“没关系，你就是有点紧张。明天跟着我

一块练齐步走。”

第二天，班长先做了齐步走的单兵

示范，之后让我出列。我站在班长旁边，

用余光向班长标齐。只见班长打直臂，

擦裤缝，身姿格外挺拔。一上午的队列

训练下来，我从班长身上看到了“军人的

样子”，也让我暗下决心：以后时刻要向

班长看齐，跟着班长“齐步走”，当一名像

班长一样的好兵。

（陆军第 78集团军某旅新兵杨占坤
口述，王磊整理）

小“卒”一去不回头

“小卒一去不回头”，这是象棋的规

则，如今却演变成了我的座右铭——

“兵”不后退。

来到部队没多久，我渐渐觉得这

里的生活没有电影电视剧里演绎的那

般精彩。除了训练节奏紧、条条框框

多，有一次轮到我读报，我浓重的家

乡口音又引来大家哄堂大笑，让我自

卑地再也不敢站在台前说话，训练生

活中也渐生怠意。

后来，班长李世伟得知我喜欢下象

棋，便经常拉着我一起下棋。期间，班长

拿着一枚“卒”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们

就是象棋中的这个“兵卒”，不管遇到什

么困难都不能后退。

班长的话触动了我。之后每当遇到

困难时，我就想到了象棋里那个冲锋在

前的“兵卒”。军人，就要在重重考验下

不畏缩、不徘徊，昂首阔步，不断前行。

（北部战区陆军某旅新兵石康文口
述，刘家宁整理）

夜哨中那束月光

新训接近尾声，一晚轮到我跟着两

名战友体验站夜哨，没多久发现一个瘦

瘦的黑影朝我们越走越近，仔细一看原

来是指导员。我立刻向一旁的战友使劲

使眼色，他很快为指导员打开了营门。

我们仨人面向指导员站得笔直，等待他

表扬我们“懂事”的行为。

“为什么不按规定询问我口令？”没

想到，“迎接”我们的却是指导员的质问，

让我们顿时傻了眼。“岗哨就是你们此刻

的‘战位’，任何人都不能左右哨兵。你

们脚下的岗楼虽小，但一座座连起来就

是祖国的钢铁堡垒。如果都像你们这样

‘识人开门’，那祖国和人民的平安靠谁

来守卫？”

寂寥的夜空下，一束月光斜洒在指

导员身上，我仿佛看到了他肩上千斤重

的责任……

（陆军第 78集团军某旅新兵杨郭口
述，高巍整理）

儿子：

你归队前一天，下了一夜的雨。早
晨，我假装没醒，没去送你。我怕我的眼泪
会让你分心，放缓归队的脚步。尽管我身
体不好，尽管你嘴里因为拔牙缝的3针还
没有拆线，腮帮子肿得老高，但我知道军令
如山，你归队的时间一刻都不能耽误，这也
是我成为军属后才明白并理解的。

说起来，你是家中第三代军人。你
的外公曾是炮兵。记得小时候，他最愿意
给我讲的就是当年训练的故事，印象最深

的就是他当兵第一年实弹演习，炮弹发射
的那一刻他吓得尿了裤子，那时他只有
14岁。14岁的孩子胆小很正常，可这个
故事却成了咱家茶余饭后的笑料。你外
公常说，没有部队，他就会饿死，更不会
成为一名勇敢威武的军官。所以他对部
队的感情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所以，他一直希望我能找一名军
人。你爸爸就是你外公看中的，那时他
刚从军校毕业一年，我记得很清楚，他
也是副连职排长，和你今天一样。你爸
爸人很实在，不懂得浪漫，结婚 20多年，
他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工作上。婚
后我们分居了 20年，这期间他换了好几
个单位，却没有一个离家近的。妈妈是
记者，工作性质也需要经常出差，所以
我们一直觉得对不起你。

你参加高考前的冬天，我遭遇车祸
住进医院。你姑姑偷偷告诉我，背着我你

掉了眼泪，但转过身面对我时你却坚强无
比，鼓励我好好养伤，不用担心你的备
考。那一刻，17岁的你仿佛突然长大了。

养伤的日子很漫长，也很难熬。你
爸爸却不得不回部队了，他是单位主
官，很多事需要他处理。结婚这么多
年，我自认没有拖过他的后腿，可这次
我真的不能接受，忍不住和他吵了一
架，因为觉得嫁给军人好委屈。那一刻
我也下定决心，这辈子不让你当兵，不
让你将来也过两地分居的日子。

可是，高考分数出来后，我们还是支
持你当了一名国防生。特别是我，就是
希望你能像外公和爸爸一样，在军营里
磨炼成刚毅勇敢的男人。但刚入学那段
时间，你动摇过。高强度的训练你吃不
消，军事化管理你不适应，学习压力很
大。我记得第一年寒假，你说不想回学
校了，恳求我们让你退学。你爸爸坚决

不同意，他开车送你回去，听说你在车里
哭了一个小时。我很心疼，可我还是和
你爸爸一样没答应你。因为我们知道，
部队能让你拥有强大的内心和强健的
体魄，更能让你拥有一颗爱祖国、爱军
队的火热之心。这也是你去世的外公
最想看见的，我想他老人家如果在天有
灵，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和自豪。

儿子，如今你已经从军校毕业，成了
拥有双学士学位的军官，还成为一名党
员。看到你的努力，看到你的进步成长，
就是妈妈最幸福的事。忠孝不能两全，
妈妈虽然身患重病，但我只想告诉你，家
中三代军人赋予我军属这样一个光荣的
身份，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似乎也成为
我们这个家庭的使命。因此，你一定要
延续外公和爸爸的梦想，我也会坚强地
去面对病魔。让我们一起加油，好吗？

永远爱你的妈妈

三代军人，赋予我一个光荣的身份
——一个妈妈写给离家归营的儿子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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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海警总队新兵连举行“军营开放日”活动，300多名新兵家长走进新兵

连，了解部队发展建设、遂行任务等情况，观看了新兵日常训练操课，参观了连队内

务，与带兵骨干进行亲切的交流。家长们“零距离”感受部队的优良传统作风，见证

了孩子在部队短时间内的成长和进步。 董润钊摄

编辑同志：

这是一封身患重病的母亲写给军

官儿子的信。不只是儿子，她的父亲、

丈夫都是军人，这也让“军属”二字成为

她一生的印记，让她在牵挂家庭的同时

也心系着军营。她就是山东省广播电

视台“共产党员”栏目编辑部记者顾

岩。前不久，在儿子休假归队后，她给

儿子写下了一封情深意长的信，鼓励儿

子建功部队、报效国家。现摘录此信推

荐给《解放军报》，并以此感谢那些在军

人背后默默奉献的军属们！

河南省三门峡军分区 孟 斌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