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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记 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第4108期

数九寒冬，东北大地上已滴水成
冰。在一处积雪深达半米的山坳间，一
支蓝军小分队踏着积雪悄无声息地穿
插而来。在一丛小树林旁边，走在前面
的上尉军官干净利落地打了一个手势，
随行人员立即围拢过来。他打开随身
携带的军用地图，借助图上纵横的坐标
网线，迅速标定了方位和站立点，并简
明地向下属明确了各自任务。一声令
下，众人迅即消匿于茫茫雪野之中。

他叫于迪，是第78集团军某旅唯一
一支蓝军连的连长。他平时喜欢把自己
“泡”在军用地图的坐标网里。坐标，对
他来说不仅是分析地形、确定点位、谋划
战斗的辅助工具，还是定位人生、校正方
向、寻找自我的引路航灯。入伍9年，从
一名有过忧郁彷徨的国防生排长，成长
为一个让对手敬畏的蓝军连连长，他走
出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行军”路线。

在军旅生涯的坐标网上，于迪起跑
时并没有清晰的方向。

2009年，初任排长的于迪随连队担
负执勤任务，每天的工作就是带队站岗
放哨、打扫卫生。单调、枯燥的基层生
活让他一时无所适从，好像一下子就迷
失了方向，他选择了以读研的方式逃避
现实。然而，等真正离开了单位，才慢
慢意识到，从军最重要的就是磨炼意
志、学会担当，而部队下发的这第一张
考卷，自己却交了白卷。
“一定要给自己争取‘补考’的机

会！”
2013 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由于

是机械专业的高材生，又曾在各级媒
体上发表过几篇文章，旅机关两个部
门同时伸来了橄榄枝，于迪却向组织
递交了到连队任职的申请，要求回老
连队当主官。

这个消息如平静的水面投入了一
块石子。和他关系要好的老兵都来劝
他：“老连队都 6年没有得过先进了，大
家的心早散了，你去了别说工作不好开
展，弄不好自己都得‘搭进去’，你说值
吗？”
“个人的进步搭进去不要紧，人生

的航向不能再跑偏。”于迪选择不再逃

避，主动找到旅领导立下“军令状”：当
年就“摘帽”，年底拿先进。

如愿走上老连队政治指导员岗位
的于迪面对的是这样一支队伍：由于多
年后进，官兵普遍没精神头，集合站队
松松垮垮，原地踏步时脚尖甚至都不离
地，与隔壁先进连队动作整齐、干脆利
索形成反差。于迪干的第一件事不是
开骨干会、搞见面会，而是在全连面前
讲解踏步的动作要领并亲自做示范。
没有大道理，不喊空口号。一周过去
了，全连官兵有了这样一个感觉：指导
员的目标是瞄着先进干，他自己首先以
身作则。

人们相信自己的眼睛，胜过相信自
己的耳朵；相信他人的行动，胜于相信
他人的言论。

列兵林成祥，入伍时体重200多斤，
一遇训练就溜边，班长排长批过训过哄
过劝过，试遍了各种招法都不见有成
效。然而，在于迪无声的带动下，林成
祥也主动加入了业余时间跑步加练的
队伍中。他说，他就是觉得指导员这样
带着大家干，谁都不能给指导员丢脸，
不能给连队争先进拖后腿。

半年考核，于迪所在的连队从倒数
变成了正数第二名，连队的士气腾的一
下子被点燃了，年底拿到先进连队的奖
牌成了大伙不约而同的追求。

2014年 9月，任了半年多指导员的
于迪因表现突出，旅里又给他安排了一
个职务——新兵连指导员。到了新兵
连，可谓“一心二用”：一边忙着带好新
兵，一边操心着连队的工作。

可是又有谁知道，这当口也是吉林
大学通知于迪入学报到的最后时限。
硕士毕业后，于迪考取了吉林大学的博
士入学资格。拿到通知书时，他十分纠
结。读，还是不读？说实话是真想读，
这个梦想一直根植于心中，而且学校已
经为自己保留了一年学籍，今年再不去
肯定读不上了。但是想到经过大半年
的努力，眼看着连队发生了这么大的转
变，这个时候离开，连队争创先进会不
会受到影响？

于迪把博士录取通知书藏在了衣
柜里，选择把这份遗憾留在心底：作为
一名基层主官，自己的坐标定位应该在
连队建设发展的坐标系里，通过自己的
努力，帮助战士们在人生的关键时期、
在军营的历练中，找准方向，战胜自我，

这比自己读博士发挥的作用更大、更直
接，也更快乐。
“指导员放弃了读博！”消息传开，

带来的不只是官兵普遍抱以遗憾，更是
他们铆足劲儿往前冲的动力。付出与
回报是相等的，年底，连队各项成绩均
靠前，只要两名主官素质认证成绩优
秀，评先进连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胜
利在望，大伙拭目以待。素质认证 5个
课目，拿个优秀还不是手拿把掐？于迪
只花了两天时间准备，结果本来自认为
十拿九稳的考核，因战术标图成绩偏低
与优秀无缘。

平地上栽了个大跟头，于迪的心里
别提有多懊恼。想想为了评先进连，自
己博士考上了没去读，全连战士起早贪
黑地训练，结果自己的一个疏忽就影响
了整个大局。内心的懊悔，让于迪情绪
非常低落。
“即使我们没得先进，但我们已经是

先进了，为啥？你看看你来以后咱们连
的变化！”一天，连长敲开于迪的房门，促
膝长谈的一番话也敲开了于迪的心门。
第二天连队组织新兵下连仪式，连长在
仪式的最后带着全连一起连喊3遍“欢迎
新兵下连，欢迎指导员回家”。在连队官
兵热切的目光中，于迪读懂了大家对自
己的谅解，更看清了全连对自己的期许。

于迪重新校正了奋斗坐标，为了先
进连的目标，他和全连官兵更拼了。
2015年年底，于迪带领全连终于拿到了
久违的先进连奖牌，个人也被集团军评
为优秀“四会”政治教员，被旅评为优秀
共产党员、指导员标兵，荣立三等功。

“先进连拿到了，承诺也兑现了，指
导员该去机关了吧？”看到于迪似乎有
心事的样子，官兵们不禁猜想指导员是
在琢磨下一步的发展了。

于迪确实有自己的小算盘。他考
虑更多的是连队下一步的建设方向：老
连长今年要走了，谁会接替他的工作？
连队“摘帽”成功，下一步发展的目标点
在哪儿？恰逢旅里要设立一个蓝军连，
于迪立即主动要求承担这项任务，再次
婉拒了上级机关的选调意向，并主动要
求改任连长，继续留在连队工作。旅党
委根据于迪的素质能力，将其职务由政
治指导员调整为连长，他也由此成为首
任蓝军连连长。

对于基层部队来说，蓝军连是个
新鲜事物，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有官

兵建议，有什么条件就建成什么标准
吧，反正也就是个陪练。于迪却动员
官兵，蓝军连就是部队军事训练的参
照系，能够帮助定位战斗力建设的坐
标点，我们不是要陪着红军跑龙套，而
是要当助力强军的磨刀石。蓝军连麻
雀虽小，但也要五脏俱全，要有炮兵，
要有侦察要素，要有电子对抗要素，还
要有工化要素，就是真正的敌军有什
么，我们也一定要有什么。

为把蓝军演得形似神更似，于迪带
着初当蓝军的连队官兵，从研究外军战
略战术、人员编制、火器配备等情况开
始，废寝忘食地展开了一系列蓝军连建
设工作。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于迪办
公室的灯一亮就亮到后半夜，蓝军连作
战指挥流程图、班排火力计划卡、单个火
器射程卡等数十个符合外军作战特点的
研究成果新鲜出炉，侦察、伪装、攀登、搜
频、干扰等 29 个专业课目逐步展开训
练、形成体系。为了把红军逼到绝境、逼
出极限，每次演习前于迪都要多次勘察
地形，形成多套作战构想，并结合沙盘地
图反复进行作战推演，不断修改完善行
动方案。

蓝军连的初次亮相是 2016 年年
底。在风沙肆虐的科尔沁草原上，尽
管以少对多，蓝军连的官兵却展现出
了高超的战术素养，硬生生地把红军
官兵眼中的“假想敌”演成了“真劲
敌”。红军还在组织开进，这边电子侦
测已经开始全程监听红军通信；红军
先头刚刚到达前沿，几台肩负指挥任
务的坦克就被蓝军埋伏多时的单兵反
装甲火力猎杀；红军进攻队形还没完
全展开，蓝军连前沿歼击的强大火力
却突然倾泻而来……这一仗，直打得
红军合成营有力无处使、有苦说不出，
上上下下都说“输得真憋屈”。

如今，于迪的蓝军连已先后与 10
余个合成营、连进行了模拟对抗，对手
们无不对他们“竖大拇指”，称赞他们是
名副其实的强军“磨刀石”。连队连续 3
年被旅评为“军事训练一级连”，于迪个
人被北部战区陆军评为“百名强军先锋
人物”，两次荣立三等功。

走下领奖台，于迪还是喜欢把自己
“泡”在军用地图的坐标网里。在他心
底，走得再远，基层也永远是自己的坐
标原点，带出更多的兵、更好的兵、更能
打仗的兵，就是自己追求的自身价值，
就是自己追寻的军旅人生。

“蓝军”连长的战场坐标
■向 勇 李本学

当莱阳的冬天如约而至时，寒意
也如影随形而来，而我的心中却常常
洋溢着暖意。晚上，我一个人坐在班
里的办公椅上，双眼紧紧地盯着首长
楼最西边单元二楼西侧的房间，只要
楼上的灯亮了，我就会以箭的速度奔
向这个房间。

夜深人静的晚上，班长何卫里会眯
缝着双眼，操着一口江苏张家港普通话
对我说，小伊，都两点多了，你还不睡。
张副主任肯定又加班了，别等了。张副
主任是一位我非常敬重的领导，而我是
他的公务员。他让初到部队的我体会到
了军营的温暖，那时，对于一个 17岁的
少年，没有更多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关
心，只能在那里默默地陪着他加班。

秋后的莱阳，风非常大，冷空气频
繁。正如莱阳的老人所说，莱阳的风，
九点钟。也就是说，每天到了 9点钟就
会刮风，这些从海边刮来的风，虽然很
熟悉，却又冷酷无情。从小生活在湘江
畔的我哪见过这种架式？经常是脖子
缩进了衣领，双手卷进了衣袖，一脸的
狼狈样儿。

一天清晨，在位于莱阳火车站不远
的部队营院里，我出门恰巧碰见了张副
主任。他看着我单薄的样子、瘦弱的身
子和瑟瑟发抖的表情说，山东的天气比
湖南冷，是不是没有过冬的毛衣？我不
好意思地点点头。张副主任说，行，过几
天我让你阿姨给你织件毛衣，抽空给你
量一下身高。看着他认真的神情，我的
双眼闪烁着泪花。

半个月后的一天晚上，张副主任叫
我去他家。我一进家门，就看见一件枣
红色的毛衣摆在桌子上。我立即明白了
什么。张副主任的脸上挂着慈祥的微
笑。他朝桌上那件枣红色的毛衣指了指

说，毛衣织好了，你试试看合身不？当我
用双手捧起毛衣的时候，一股暖流就像
一股电流从头顶传导到了脚底。窗外的
寒风无情地击打着玻璃，发出阵阵嘶吼
声，而那时的我完全被幸福包围，感觉全
身的每个细胞都仿佛处于春暖花开之
中。张副主任见我站在那里发呆，便提
醒到，试试看，穿上就会暖和。我不好意
思地说，我拿回班里再试吧？他说，没关
系，就在这试吧！我既激动又紧张地穿
上毛衣，刚刚好，且身长还留有余量，穿
在身上非常舒服，摸在手里特柔软，一看
就是上等毛线织成的。穿上了那件毛
衣，那个冬天再也不寒冷。

如今，那件枣红色的毛衣一直放在
衣柜的最底层，只有在每年最冷的时候
我才舍得拿出来穿一穿。这既不是因为
我没有其他毛衣，也不是因为买不起更
好的毛衣，而是因为那一份价值千金的
情谊。在这样一个物质的年代里，唯有
情谊最珍贵。

在当兵的第一个冬天里，还发生了
另一件事。一个周末，机关食堂的官兵
们因为一场流感都病倒了。机关干部战
士的饭菜没有着落。张副主任家属刚从
烟台来到莱阳部队探亲，得知这一消息
后，二话没说，就去了机关食堂，撸起袖
子硬是在机关食堂工作了两天。当她发
现炊事员们穿胶鞋容易脚臭时，又自费
给每个战士买了两双鞋垫。每每想起这
一幕幕，我的心中便涌起感恩之情。感
恩是一种多么美好的情感啊，它让人心
灵温暖，也让人向往崇高。

寒风又起，越寒冷的季节人越渴望
内心的温暖。回望十几年前的军营，我
回味着心灵深处那段难舍的战友之情，
如同沐浴冬日暖暖的阳光，心中升起融
融暖意。

冬日暖阳
■文 峰

凝视你太久

我用冰雪融化了昨日的梦

翻开一页页带着油香的荒野

月亮闪动那双深邃的眼睛

触动了她曾经爱恋的神经

冰与雪在感动黑油喷发的情景

悄悄而庄严地流进了鲜红的血液

你激动我振奋的高喊声

惊动了钻井高塔之上的月亮

当冰雪与石油再次交融

你用白与黑最独特的文字

在月圆最动情的时分

从一口口井架的管道

快递给了写给月亮的情书

然后，在茫茫荒野点燃了一盏盏

明灯

满天星辰依偎在月亮身边

听着从遥远传来的口琴声

陶醉般地告诉月亮

在与你凝视的那个神奇地球

有一群身穿红色工作服的人

你终于拨动了带有银色的心弦

从浩宇的天外睁大了眼睛

哦，月光翻走日历穿过云层

你把光辉的回信寄给了石油人

那是一个个带着梦的字符

那是一行行带着温馨的诗

芦苇从抽芽到飞絮漫舞

听到从天边吟唱阵阵鸟鸣

静静地聆听大雪演奏的交响

冰雪亲吻一个个不眠黎明

钻井声声解读了月亮的来信

冰雪与月光
■沉 石

胸负凌云志，倚剑踏红山。

直入书林问路，学海奋扬帆。

更览南国胜境，又访异邦风土，

星月洗尘衫。

多少暑寒夜，灯火照无眠。

凭高处，风云涌，静观澜。

不忘初心如故，矢志卫国安。

棋布两军对阵，挥洒攻防谋略，

激战意犹酣。

唯待剑出鞘，热血祭轩辕。

水调歌头

唯待剑出鞘
■张功贵

风疾草嘶旗鸣，

将士引矢张弓。

长空万里穿云去，

铸剑百日今功成。

刺锷啸苍穹。

常念大道惟艰，

每感履步多冰。

未解征鞍又跨马，

前方急报新召令。

再战再冲锋！

破阵子

再战再冲锋
■施晓洲

母亲晚年时，一次聊天提起我童
年的趣事，说：“你小时候特固执，凡
事喜欢问个究竟，捡到个螺丝钉交给
老师了，还要继续追问，缺了螺丝钉
的机器还会转吗？会不会散架、爆
炸？”

我记得很牢。小时候自从学会了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交给警察叔
叔……”这首歌之后，凡是捡到任何东
西我都要认真地交给警察或者老师。
母亲说的是我大概七八岁时，有一次同
她去地里，路过黄土公路，有一台手扶
拖拉机刚好从我们面前驶过，突然掉下
个满是机油的螺丝钉，我上前捡起来。
当时没有警察，母亲就让我第二天上学
时交给班主任。之后几天，我还是满脑
子问号，没完没了地追着问她……

没想到十年后我当兵到了海岛，真
的同机器打起了交道。我们连队有很
多大型柴油机和电机，我们班是负责给
部队发电的，同时为单位修理船舶提供
动力，所以机器不仅多，而且巨大，我也
是平生第一次看到那么大的机组。在
震耳欲聋的机器声中，我常常想起同母
亲在地里捡拾螺丝钉的事。在修理车
间，从机器上拆下的螺钉螺帽摆满一
地，我这才感到自己小时候真是天真，
也从此知道了机器上的螺钉螺帽都有
它们各自的用途作用，掉一个，短时间
内也许不会轻易出问题，但时间长了肯
定会影响机器的稳定运转。有一次班
里组织我们学习雷锋日记，学到雷锋下
乡时，在路上看到一颗生了锈的螺丝
钉，便一脚踢到路边。同行的一位张姓
书记问他：“你踢的是什么？”雷锋说：
“是一颗破螺丝钉。”张书记听了，一声
不响，从草丛里捡起那颗螺丝钉，用手
帕把螺丝钉擦干净，装进了上衣口袋。
过了几天，雷锋跟着张书记到县机械厂
开现场会。张书记从口袋里掏出那颗
螺丝钉，郑重其事地交给了厂长。读到
这一幕，我很受触动。

军校毕业后，我作为机关新干事随
船艇到远海训练，停泊时在船上搞教育
和座谈。那是个很热的天气，我们围坐
在甲板上畅所欲言。我谈自己的感受
时说，我们每一名干部和战士都像是这
船上的一枚枚螺丝钉，有各自的位置和
作用，每个人只有坚定地铆在自己战位
上，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机器才能高效
运转，使命任务才能确保完成。随行的
船艇大队张大队长听了我的发言后，立
即插话表扬我把机器构造运行的原理
同船艇人员定位工作和发挥作用的道
理结合起来讲得好，我当时听了心里也
很受鼓舞。其实当时我只是把十几年
前的小问号变成了小感受同大家分享，

在之后的岁月中，我在工作中不断地强
化着这种认识，也在不同的岗位上践行
着这种理念。

当兵 29 年后，我到一个单位当了
主官，在统筹各项工作中有了更深刻
的认识。细心观察一下所分管的各级
组织、各项工作、各个岗位，每一个人
其实就如同在一台大的机器上共同工
作，只是分工不同而已。前年有位很
年轻的部下找我要求转业，其实他是
个优秀的干部，专业情况熟悉，性格开
朗，积极进取，没有多少负担和实际困
难，就是有一条，心中容不下身边那些
素质比他弱、能力比他低的干部，工作
中总是磕磕绊绊。我同他谈到了我个
人对螺丝钉的认识和机器协调运转的
原理，他一脸茫然，最后还是坚持要
走，固执地认为地方天地更大，会找到
自己的用武之地，找到赏识自己的伯
乐。面对他远去的背影，当时我只能
慨叹他还年轻。

母亲的话唤起了我对捡拾螺丝钉
的童年回忆，让我感悟着一颗螺丝钉应
有的境界。它知道自己只是一台机器
上的一个组成部分，既不能狂妄自大，
也不能妄自菲薄，要有甘于平凡的坚
定，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守，要有
勇于付出的担当，还要有奉献自己智慧
和与人团结协作的品格。

其实，我想说，身为军人，铆在战
位，做好一颗螺丝钉，足矣。

﹃
铆
﹄
在
战
位

■
柳
江
南

并驾齐驱（中国画） 郭明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