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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2月 4日，我 30岁的生日，同
样在今天，我的宝贝女儿也降临在了人
间。在医院里忙碌了一整天，深夜我倚
在产床前望向熟睡的妻女，心中五味杂
陈，一股莫名的失落感不由自主地涌了
出来。

日子一天天飞逝，不知不觉我已在
军营度过了 12 个年头，如今我也成了
一名父亲，眼瞅着迈入了而立之年，可
唯独职务始终在原地踏步。正排、正
排、正排！4年半的正排，加上提干前担
任过 4年的代理排长，算起来我已经在
排长岗位上蹲了将近 9年。9年里，我
带的战士有 3人提干成了军官，其中 2
人已经走上了连主官岗位。身边不少
战友时常开玩笑对我说：“老赵，你这是
打算排长当到退休啊！”每每听到这话，
我只能尴尬一笑……

回想起当初自己怀揣着梦想来到
军营，当兵第 2年执行反恐任务，我徒
手制服歹徒，因此火线入党立功，成了
全团唯一的上等兵班长；2010年玉树地
震,我作为最年轻的代理排长，带领大
家在废墟上连续奋战 77 天，荣立个人

二等功；两年后，我再次参加上级组织
的“创破纪录大比武”，凭借着过硬的军
事素质，摘得 3个单项季军，以总评第 5
名的成绩被保送进军校，成了军官。

毕业分配后，看着一起来报到的
学员，我信心十足。虽然我职务、学历
不占优势，但是论军事素质和基层经
验，却很有底气。授衔那天，我下定决
心：一定要好好表现，争取能够破格晋
升为正连，以此来弥补自己起点低的
先天不足！

为了这个梦想，我付出了百倍的努
力。带班排，连续 3年被评为“军事训
练一级单位”“基层建设先进排”；代理
新兵连连长，新训刚过一半，200多名新
兵就已全部达到了结业标准；2016 年
12月，原团党委将破格提升我为连长的
请示提交到上级机关后，我似乎感到自
己的梦想就在眼前，触手可及。然而不
曾料到，命运却同我开了一个玩笑——
由于原单位涉及撤并降改，干部调整暂
时冻结。

2017年 5月，我所在团被撤销番号，
而我则同营队一起转隶到了新单位。

我的岗位还是排长，职务依旧是正排。
自那以后，我在训练场上没有了冲

在前的虎气，带起班排来也少了争第一
的拼劲。有人安慰我说，到了新单位，
从零干起就好，你老赵这块金子到哪儿
都能发光！可是我却清楚，“从零干起”
对于一个 29 岁的正排职干部而言，远
没有那么简单。也许我这块金子，再也
没机会发光了……
“算了，就这样吧！”在无数个难眠

的夜里，我曾不止一次地告诉自己，“干
脆再混个一年半载转业好了！”
“难道，真就这样吗？”可是就在今

晚，当我看着刚出生的女儿，我不禁扪
心自问——一个被挫折击倒就无法重
新站起的懦夫，一个舍弃梦想轻言放弃
的逃兵，真的能扛起一个家庭的责任，
成为一个合格的父亲吗？

忽然，窗外响起的汽笛声将女儿吵
醒，只见她一边哭着，一边用那双大眼
睛在黑暗中寻找着什么。我知道，那哭
声是这个小生命向崭新世界的宣示，更
是我破茧重生的序曲！

（李佳豪、薛子康整理）

30岁，女儿唤我重出征
■第77集团军某旅合成四营排长 赵彦军

夜深人静，内卫哨开始叫第二班哨
兵上哨了，脚步虽轻却驱散了我的睡
意，一阵疼痛从脚尖袭来。

我是一名列兵，体重偏胖。刚下
连时连长说，所有 3 公里跑不合格的
人出列，我打了报告；连长说，所有 100
米跑不合格的人出列，我在 3公里跑不
合格的人群中打了报告；连长说，所有
单杠不合格的人出列，我再一次打了报
告……几乎所有课目，我都打了报告。

那一刻，我感觉心情跟那天的天空
一样灰暗，就差一声炸雷响起，眼睛里积
满了泪水。还好，连长没有泼我们冷水，

而是给我们加油打气：没事，每个人都有
不满意的曾经，可以慢慢地跨过去。

于是，我每天慢慢努力克服自身的
短板弱项，希望有一天，自己再也不用
打报告出列。

我悄悄地在衣服里面穿上沙背心，
在休息时间跑步，想让自己的脚步快一
点、更快一点。我还悄悄地收起了我曾
经最爱的泡面和饮料，想让体重秤轻松
一点、更轻松一点。我更要悄悄地收起
满眶的眼泪，把它藏在内心最深处，想
让自己坚强一点、更坚强一点。

静谧的夜色，如水的星光，我打起

手电，看着磨起血泡的脚趾，那是我努
力的勋章。我把眼泪洒在上面，好像真
的没有了痛觉。指导员说，训练场上的
每一滴汗水都是强军路上的感叹号。
是真的吗？我还不确定。不过，我想只
要我练得更好，强军路上至少可以少一
个拖后腿的兵。

我实在不愿做那个经常因不合格
出列的兵，即使做不到优秀，我也要不
断地努力。

明天，又是一个训练日，我告诉自
己，还要继续、再继续……

(刘士良、崔 恺整理）

新一年，我再也不愿喊报告出列
■新疆军区某高炮团导弹营二连列兵 龚海皓

记者探营

新闻观察哨

本报讯 谷永敏、张修山报道：“闻
这香味儿就知道，今天的主菜肯定是我
们家乡的腊肠，一会儿保证让你吃得停
不下来！”春节期间，还没走进饭堂，来
自重庆的上士杨兵就向战友们推销起
自家的“土特产”。

入冬以来，陆军某工程维护团驻地接
连迎来雨雪冰冻天气，连续几个昼夜的降

雪，让整座大山银装素
裹，但也严重影响了连
队官兵正常采购给养
物资。“下雪、化雪、结

冰，这山一封就得半个多月，而像这样的大
雪，已经是入冬以来第二次了。”排长席新
宇对笔者说道。

为做好伙食保障，连队刚入冬便采
购了大量冬储菜。但多以白菜、土豆、
萝卜为主，一是种类不够丰富，二是烹
饪口感较差，官兵满意度较低。每到开
饭时，便有战士开玩笑：“萝卜开会咯！”
“再这么吃下去，可要把队伍吃

‘垮’了。”看着给养库里的冬储菜，连队
经委会现场开起“诸葛会”。司务长张
誉潇是地地道道的“川娃子”，想到家乡

每年冬天都会灌腊肠、腌腊肉腊鱼，不
禁兴奋道：“这些腊肠和鱼干不仅能够
存储很长时间，而且烹饪简单方便，更
重要的是好吃！”

心动不如行动，自己动手制作家乡
“土特产”的提议，立马赢得了全连官兵
的积极响应。没几天，近 10余种“土特
产”的制作方法被收集上来。
“上菜喽，今天的‘土特产’是东北

的酸菜炖粉条……”饭桌上，大家对自
制“土特产”赞不绝口，伙食满意度也直
线上升。

陆军某工程维护团

大雪封山？官兵自制“土特产”
本报讯 邱雷、特约通讯员黄宗兴报

道：春节前，新疆军区某防化团一营二连
爆出“冷门”：下连不久的一班列兵刘旭经
过勤学苦练，在“全身防护”课目竞赛中，
以绝对优势完胜三班士官曹进全。

训练尖子败给了新兵，这一爆炸性新
闻很快在全团上下引起轰动，团党委因势
利导教育官兵：底子再厚实也会坐吃山
空，没有永远的尖子，只有永恒的精武！

曹进全是连队训练骨干，曾在全营防
化技能比武中夺冠，这两年因疏于训练致
使训练水平下降。无独有偶，二营五连下

士孙亚峰和陈志斌一度是连队训练尖子，
辐射侦察和手榴弹投远曾分别是他们的
拿手绝活。可同样因为放松训练，在近期
连队组织的一次考核中，孙亚峰和陈志斌
双双在自己的绝活上栽了跟头。

训练座谈会上，团领导以此事为
例，组织大家围绕“新时期应该以怎样
的状态投身练兵备战”展开讨论。讨论
越深入，认识越深刻，官兵们从中总结
出一个道理：再好的尖子不坚持训练也
会失去优势。排除一切“虚光”“散光”，
只争朝夕谋战务训，才是精武强能的

“正确打开方式”。
为激励官兵投身练兵备战，团队结合

实际制定了考核激励措施，对训练骨干进
行定期量化考评，训练成绩不过硬的视情
调离骨干岗位。2月26日上午，与下连新
兵对决落败的曹进全正在苦练防化技能，
并针对训练短板制定补差计划，他感慨
道：“栽了跟头，但也警示了自己：必须时
时勤学苦练，否则
过去的‘绝活’就会
变 成 今 天 的‘ 短
板’。”

新疆军区某防化团

新兵“逆袭”！骨干绝活不灵了

Mark军营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国防和军队建设正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新起点，具体到很多军
人个体来说意味着把自己“归零清空”，投入新
的单位、新的专业、新的任务。这一系列“新”中
往往包含着新问题、新困难、新挑战。本期两篇

日记的主人公，一个是年至而立的老排长，一个
是刚刚下连的列兵。站在新起点上，他们听从
自己心底的召唤，无惧挑战、迎难而上，在强军
兴军征程中，展现出新时代官兵的风采。敬请
关注！

新春期间，

第 71集团军某

特战旅组织野战

生存课目训练，

上等兵王尔康看

着自己的“劳动

成果”，笑得合不

拢嘴。

陈霖、李林

摄影报道

南国春来早。杜鹃花开的时节，
红土地上的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城，
人们走亲访友、茶余饭后都在谈论着
一个名字——许益。

脱下外套、甩掉鞋子、跨过护
栏……2月 20 日晚 10时许，正在县城
月季园景区夜跑的第 73集团军某旅下
士许益看到一名女子落水，没有丝毫
犹豫，便纵身跳入冰冷的河水中，把
该女子成功救起。

年方20的许益为什么能在生死攸关
时如此果决？从他的家乡会昌，到其所
在部队驻地厦门，记者一路寻找答案。
“那天晚上降温，风很大，码头的

船被吹得来回摇摆。”记者来到事发地点
时，当晚与许益一同夜跑的黄昕亮指着
眼前的水面说，“这条河水深四五米，水
底淤泥很深，许益当时就跟我说了句
‘赶紧打电话’，就纵身跃入水中。”

许益是家中独子，父母对他十分疼
爱。谈起跳水救人一事，许益的父亲许
辉说：“想起来都有点后怕，我们这地
方水多，每年都会有人玩水溺亡。”

后怕归后怕，但对于儿子这样的
举动，许辉却并不意外。“这孩子是个
热心肠。”许辉说，许益休假第二天，
在湘江桥头看到一个老婆婆独自蜷缩
在那冻得浑身直发抖，就把自己新买
的羽绒服披在了她身上。

采访中，许益的爷爷许志友拿出
两张泛黄的相片，这两张相片都与许
益的高祖父许承芬有关。一张拍的是
许承芬曾骑过的马鞍，另一张是他们
家的老宅，照片中老宅门楣上“光荣
烈属”四个字清晰可见。《可爱的会
昌》一书中记载，许承芬是中央苏区
粤赣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长，曾率游
击队转战会昌、西江等地。1935 年 3
月 25日，在与苏区干部联系时不幸被

敌人逮捕，同年4月惨遭杀害。
“曾祖父的革命故事令许益印象深

刻，也从小就在他心里播下了红色的
种子。”看着许益长大的姑姑许红霞
说，打许益记事起，每年清明全家为
许承芬扫墓时，都会带上他并给他讲
起这段往事。

许益所在旅政委马荣根认为，许益
从红色故地会昌入伍到被誉为“渡江先
捷再战再胜连”的红十一连，可谓是入
对了家门、对准了频率。在他印象里，
这个入伍后就打定主意要转士官的战
士，一言一行都像他们连训中所说的那
样：把连队当家园来建，把战友当兄弟
来看，把工作当事业来干。

去年海训期间，入伍前只略懂水
性的许益拼命练习，终于考核合格，
并如愿担任连队的开浪手——游在队
伍最前面承受最猛烈的风浪。首次拉游
下来，尽管已经累到脚底板抽筋，看到
班里的“旱鸭子”许忠宗对海水还是有
些发怯，许益自告奋勇当起了他的游泳
教练。“那次，我们班是全连第一个游
泳课目全员达优的班级。”说起这事
时，许忠宗对副班长许益充满敬佩。

老兵退伍时，许益负责被装整理
工作，背囊、大衣、睡袋、领花……
林林总总种类繁多，他在闷热的屋子
里忙活了一整天，直到全部整理登记
完毕才发现自己身上的衣服已经完全
湿透；年前连队打扫家属院，看到别
的连队清扫出来的垃圾晚饭前还没运
完，许益就招呼战友一起用板车帮他
们拉；晚上洗漱时，看到新战士还在
俱乐部练习整理背囊、捆炸药包，他
二话不说就过去手把手地教……掰着
指头说起这一桩桩、一件件“小事”，
连队官兵都这样评价许益：“这兄弟真
心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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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网络上流传着“雷锋同志三月来

四月走”的戏谑之语、争论着老人倒了

扶不扶时，人们心中不禁有这样的疑

问：今天，90后、00后是否还能延续雷

锋精神的火种？

许益，这名年方 20的下士用救人

时刻毫不犹豫的纵身一跃，无声地回

答：雷锋的身影从未远去。

从红色故地、红色家庭到红色连

队，记者一路追寻许益的成长足迹，追

寻他传承雷锋精神的思想源头。继而

发现，这源于一个革命老区红色家庭世

世代代的接续熏陶，源于一个红色连队

岁岁年年的苦心培育，源于一名战士对

强军使命的执着追求。

有人因为看见才相信，有人因为相

信而看见。许益那果决的一跳在他的

亲人、战友看来并不意外，现在在记者

看来也是必然之举。我们为许益点赞

的同时，也呼唤更多像许益一样的雷锋

式好战士，在祖国、人民需要的时候挺

身而出。

雷锋式的好战士正在成长，雷锋精

神在新时代焕发崭新光彩！

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崭新光彩
■武元晋

采访手记

真香！

周末，许益来到驻地附近张大娘家陪老人聊家常、做家务。 沈 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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