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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采访感言

做新时代王杰式的好战士

王杰生前所在部队培育新战士战斗精神系列报道⑤
记者探营

在宋晓娜的日记里，她活得有些
“另类”。

她 1月 3 日的日记“画风”是这样
的：今天终于开训了，一大早用梦想叫
醒自己，叠好被子，出操喽！冒着寒风
勇敢向前，冬天就不会那么冷了，我像
支箭一样就飞了出去……应急拉动，穿

上防弹背心、戴上钢盔，又一口气“飞”
到大门口……班长问我训练累不累，我
摇摇头……

零下十几摄氏度，高强度训练一
整天，让许多男兵都招架不住，宋晓娜
反倒亢奋不已，如同赶赴期待已久的
盛会。

的确，对于这一幕，宋晓娜已经期
待了整整 8年。从上中学起参军入伍
这个念头一直在她心中萦绕，她梦想着
像爷爷和父亲那样成为一名解放军，穿
上绿军装，让自己的青春更有意义。

这 8年，宋晓娜天天在头脑中准备
着——

早起唱国歌，这是宋晓娜从高一开
始坚持的行为。早上 5点半，她就跑到
教学楼顶，面对国旗一个人唱国歌。

高考报志愿，有同学选一线大都
市，有同学选景色秀美之地，唯独她在
报名手册中一眼看到井冈山大学，二话
不说，以高分走进了红土地上的这所学
校，还加入红色励志教育培训班，年年
登上井冈山，重走红军路。

9月 18日是“国耻日”，也是宋晓娜
的生日。她了解那段历史后，从此不在
这一天庆祝生日，而是改到农历过。

这 8年，宋晓娜天天在身体上准备
着，一天比一天更像个兵——

每天 5公里，1年 1800多公里，8年
14000 多公里，在同学早上的酣睡中，
宋晓娜从“软妹子”跑成“铁脚板”。

高二开始练拳击，她用手臂击打铁
柱，留下青一块紫一块的“勋章”；大学
开始练散打，在江西省武术散打比赛中
获得女子甲组第二名。

身高不够，第一次应征差 2厘米，
她等；第二年差 1厘米，学医的她自己
在膝盖上针灸刺激生长，有空就做拉伸
运动，拼命打篮球，一年磨平两双鞋。

第 8年，宋晓娜迎来梦想开花，走
进了特战旅，因此她倍加珍惜每一寸时
光。穿上迷彩的宋晓娜格外干练，她的
日记本仿佛也穿上了迷彩，记录下一帧

帧成长片段。
下连后第一篇日记，记录的俨然是

“红三连”91年传统赓续的“微缩史”。
连史馆内，“草地党支部”“一块羊肝”的
红色故事感染着她，一本红色日记、121
面锦旗奖牌、680多封党员思想汇报触
动着她……

战友们看到的是一段段精彩故事，
嘴里喊的多是“连队好牛”“在三连棒棒
哒”，而宋晓娜看到的更多是责任，她在
日记中说：“我参观过很多个展馆，没想
到一个连队的荣誉竟有这么丰厚。我
该做出什么样的成绩，才算为三连作贡
献？”

继续翻看这本日记，犹如打开电视
剧《火凤凰》的剧本，尽显宋晓娜血性突
击的一幕幕：

战术训练，连长让宋晓娜和男兵
PK，男兵先出发，宋晓娜间隔 5秒开始
追，以 18 秒的成绩反超男兵；攀登场
上，10余米高的楼房，一根绳索爬上爬
下 20来次，直到双腿发抖她才肯停；格
斗练习，4 平方米的场地上与男兵对
决，一打打到两拳无力；跪姿据枪，5分
钟双脚就会发麻，有战友时不时“活动”
一下，她从不偷懒，起步就跪 20分钟纹
丝不动……

这一幕幕看似辛苦，然而在宋晓娜
的日记中，这些统统被称为“甜”，她说
这是一份“成长的甜”。转眼入营已 4
个多月，她在日记中这样总结：“有人说
我成熟得超出年龄，有人说我与 95后
的青春气息不相符，是我错了吗？难道
青春不该积极向上、努力奋斗吗？我会
继续做这样的我，将故事写满军营，写
满我和我军旅的每时每刻！”

8年准备，3次应征，她最终走进第71集团军某特战旅“红三连”——

宋晓娜为什么这样“红”？
■本报记者 刘昌宝 特约记者 刘吉强 通讯员 陈 霖

2 月 1日一大早，我便来到营史馆，
像往常一样在空无一人的场馆里默背
解说词，对着军容镜抹平迷彩服上的
每一道褶皱，把各项陈列品认真检查
一遍……这座小小的营史馆里陈列着
300 多幅照片和大量实物，如今我闭上
眼睛也能准确指出它们的位置。
“将军阁下，欢迎参观我营营史馆，

在这里您可以了解到中国空军地空导弹
兵诞生始末……”记得我第一次为外军
代表团解说时，手心直冒汗，后半段才逐
渐找到熟悉的节奏：“时任技术指导的苏
联专家上课时有一条特殊规定，就是不
允许记笔记、录音和录像，参训的同志就
相互约定，每人背记一句话，晚上回来后
熬夜整理……”解说过程中，外军代表团
成员不时在照片前驻足沉思，从他们身
上，我看到了一种神圣的神情——尊敬。

担任解说员的一年里，同样的神情我
见过几百次。翻阅营史馆的题词册发现，
自从“英雄营”被确定为对外开放营后，先
后接待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70多次外事
访问，最近几年外军代表团更是越来越
多。仅去年一年，我就解说了 120多场，
观众有在校的老师学生，也有地方的企业
员工，更有高规格外国军事代表团。

入伍前，我曾梦想着成为一名海军，
驰骋三大洋，出访亚非欧，站在桅杆上瞭

望世界。没想到，如今穿上空军蓝的我
不用走出国门同样能和世界“握手”。越
来越多的画面闪现在我的脑海中——

某外军军事代表团一行数人现场观
摩兵器操作，一名退休上将竖起大拇指：
“你们的部队是世界一流的，你们官兵的
素质更是让我印象深刻！”一次外事活动
讲解完毕，一位外国武官径直来到我身
边说：“你的讲解仿佛让我亲眼见证了解
放军的辉煌战绩，中国军人，真棒！”

开放源于对实力的自信。我从全国
各地战友的口中了解到，还有很多部队
也接待过类似的外事访问。我感到“英
雄营”只是中国向世界展示军队形象的
一个缩影。

去年，营史馆里又新添了两件展品：
朱日和沙场阅兵方阵合影和营长作为十
九大代表使用的选票夹。每次解说完我
都会告诉自己：历史和荣誉是革命前辈
创造的，走进新时代，我们“四有”新一代
革命军人绝不能坐吃老本，而是要不懈
奋斗、加速前进，向世界展示出一支日新
月异的人民军队！

（高思峰整理）

一名列兵解说员的“国际范”
■讲述人：中部战区空军“英雄营”发射保障连战士 熊耔豪

坦白说，跟踪采访这两天，穿着军

大衣都被冻得哆嗦的我们，看到宋晓娜

和战友们穿着单薄的作训服却生龙活

虎，不由要问：你们真不冷吗？看到一

双双稚嫩的手却满是伤痂，胳膊上一处

处泛着青色，不禁想问：你们真不疼

吗？而在她们写满热情与阳光的脸上，

答案不言自明。

特战旅，或许在有些人眼里就是

“苦”的同义词，即使在其他专业战士看

来，也是苦的“比较级”或者“最高级”。

为何本来柔弱的女孩子却变得如此坚

强？在新兵连结业考核时，宋晓娜排在

第二名幸运来到特战旅，而排在第三名

的那位女兵则被分到合成旅保障分

队。宣布命令那一刻，那名女兵当众嚎

啕大哭。在她们看来，受苦俨然是一种

荣耀，吃苦是她们的向往，是宋晓娜日

记中“成长的甜”。

当下，我们容易主观上给90后、95

后贴上“家里的皇帝”“掌心的宝贝”之

类的标签，先入为主地认为他们吃不了

苦。那宋晓娜呢？越是采访记者心中

顾虑就越重：如果一个95后萌妹子，呈

现在读者面前的却是这样一个“又红又

专”的形象，会有人信吗？

采访中发现，其实在“红三连”还

有很多“宋晓娜”。或许，我们不亲身

到“红三连”这样的精神高地，就无法

体会到有些人就是那么朴素而崇高；

或许我们无法根除思想惰性，做不到

像宋晓娜那样“又红又专”。但我们必

须承认，他们正在按照自己的人生方

式努力向前，不负时代不负青春，以特

有的勇气和血性为新时代青年刻下

“担当”的属性。

当苦变成“成长的甜”
■刘昌宝

@武警云南总队执勤支队四级警士
长刘冰东：去年参加外宾住地临时警卫
任务，和高大魁梧的非洲籍外方警卫人

员一起站岗，我也曾感到“压力山大”。

但站岗的几个小时里，即使汗水流进眼

睛我也一动不动，始终保持着中国军人

“范儿”。外方警卫人员冲我竖起了大拇

指，夸赞中国军人“best”！

@第 75 集团军某特战旅下士吴昌
洁：当兵5年，我两次登上国际赛场。过

去出国比赛，心里总有几分忐忑；如今走

出国门，越来越有自信！去年参加“科瓦

里—2017”中美澳三军联合训练，在 10

米峡谷跳水训练中我主动申请第一跳，

就因为咱是中国军人。

@南部战区海军某作战支援舰支队
中士潘非：走出国门，驶向深蓝。去年，我
有幸参与某专项兵力投送任务，真正感到

随着海军执行远海训练、战备巡逻、护航

和联合军演等重大任务逐年增多，中国海

军的“陌生海域”逐步减少，我们已经有能

力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本报讯 李佳豪、惠凡芮报道：1月
初，第 77集团军某旅指挥通信连新兵
赵磊在参加完连队组织的开训动员
后，结合自身感悟创作的歌曲《通信尖
兵向前进》迅速刷爆“朋友圈”，吹响了
连队官兵投身新年度练兵备战的冲锋
号。

而下连之初，怀揣着“驾战车、开
坦克”的愿望参军入伍的赵磊，一度对
分配至通信岗位感到失望。而这样的
心态在新兵中不是个例。为此，连长
刘源决定让新兵提前走进“战场”，切
身感受通信岗位在作战实践中的重要
作用。

开训当天，一场实兵实装对抗演练
如期打响，在各专业台站站长的指导帮

助下，新兵们纷纷走上战位，操作各类
器材投入战斗。
“无线电通信受到干扰！”正当炮兵

群准备向“敌”阵地进行火力打击时，前
沿接力站突遭“敌”电磁压制干扰，炮阵
地同指挥所失去联系。紧要关头，只见
站长牛永江沉着应对，一边指挥新兵将
受干扰的设备拆机下车，留在原地持续
诱“敌”，一边命令装甲指挥车向数公里
外快速机动重新组网。不久后，阵地上
便传来火炮怒吼。
“好一招声东击西！”演练结束，赵

磊在为牛班长点赞的同时，也在心中为
自己定下了新年度成才目标：苦练专业
技能，早日成为一名能指挥、精业务、懂
战术的通信尖兵。

第77集团军某旅指挥通信连激励新兵岗位建功

在“战场”上明确成才目标
本报讯 何孝林、王亮报道：“我的

体能曲线上升啦！”1月 5日，第 82 集
团军某旅侦察营侦察一连“龙虎榜”一
张贴，新战士杨梦华就和战友们围了上
来，指着去年 12月份个人训练成绩曲
线图，兴奋地说。

据了解，新兵下连后，为营造“比学
赶帮超”的训练氛围，该旅各单位主动
开设擂台赛，设立“龙虎榜”。但随着时
间推移，关注“龙虎榜”的新战士逐渐减
少。偶尔有人在“龙虎榜”前稍作停留，
也流露出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排
在前面的往往是那几个‘老面孔’，不用
看就能猜出七八分。”
“‘龙虎榜’作为一种激励手段，

如果形式单一，不能引起新战士的共

鸣，就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为此，
该旅各营连以考核数据为支撑，运用
生动形象的几何图形对“龙虎榜”进
行改造：绘制单兵训练“曲线图”，分
阶段、分步骤表现训练趋势，在保持
对训练尖子表彰鼓励的同时，也让有
明显进步的新战士“榜上题名”。

刚下连那会儿，单杠是杨梦华的
“老大难”，几场考核下来，训练成绩屡
次垫底。自从因单杠成绩一个月提高
了 5个而登上“龙虎榜”后，他像变了个
人，训练成绩进步明显。

营长张磊说道：“如今已先后有 40
多名新战士登上了‘龙虎榜’，其中 6人
体能考核取得了全优，大家的训练劲头
越来越足。”

第82集团军某旅创新“龙虎榜”

40余名新战士“榜上题名”

连线官兵

14年前，我刚来部队时，学的第一

首歌是《团结就是力量》，最喜欢的活动

之一就是拉歌。拉歌是各单位之间较量

士气的一种集体活动，大家放开嗓门对

喊，比团结一心、比士气高低，气氛热烈。

如今，拉歌的传统虽然没有丢，但似

乎有些变了味。前不久一次集会，战友

们刚落座就开始拉歌，一开始比拼得很

有劲，但没多久大家就开始纷纷“喝倒

彩”，让我心里为之一颤：拉歌咋还拉出

了“仇恨”？

乍一看，拉歌这样相互较劲无伤大

雅，其实不然。“喝倒彩”的用心不是正能

量的比拼，不是集体荣誉的体现，而是嫉

妒心作怪、狭隘的集体主义使然，久而久

之便会伤害战友情。

不光是拉歌，有时在运动场、比武场

上，当对方出错或者卡壳时，“喝倒彩”的

现象也会出现。比赛活动本来是为了统

思想、聚人心、强斗志，所以战友们应该像

一家人一样，强化大局观念，摒弃“小圈

子”意识，对于竞技场上的对手多一些真

心鼓励，靠自身实力取胜。因为当战争来

临，还需要所有战友互为后背，众志成城。

“喝倒彩”要不得
■第73集团军某旅四级军士长 李 宝

士兵之声

Mark军营

腊月里，第80集团军某旅修理二连的暖气管道不

通，锅炉房士官舒宙刚切开管道，刺骨冰水迎面射来。

面对突发情况，他的第一反应不是躲，而是立刻拿毛巾

堵住切口。虽然被冰水溅了一身，身后战友的被子却没

沾一滴水。而因为冰水喷溅到脸上，舒宙不由得嘴角后

扯，竟像微笑一般…… 田 旺摄影报道

冻人“微笑”

更动人

宋晓娜：爸，这是我进行弓弩操作训练的照片，看看

威不威风！快过年了，连队想给我们每名官兵做张“全

家福”，给我发一张咱们家人最近的合照吧！女儿想你

们了。

宋晓娜的父亲宋子建：孩子，我们都很牵挂你。手

上冻伤了？给你寄点药。

你爸我是1990年入伍的老兵，在东北部队当了3

年喷火手，被评为“优秀班长”和“优秀共产党员”。虽然

离开部队已有20多年了，但一直没有忘怀部队对我的

培养。建设世界一流军队，需要一代一代年轻人的努

力，中国梦、强军梦才会早日实现。现在你如愿以偿进

入部队，希望你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像过去一样有目

标、有热情，不要怕累怕吃苦，行动起来，让自己尽快成

为一名合格的特种兵。

摄影：宋湘武 制图：李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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