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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连日志

本报讯 时义杰、特约记者冯金源
报道：人还未到训练场，就远远听到喊
声震天。百余名迷彩身影快速飞奔，
嘴里呼出阵阵热气……3月初，记者来
到被誉为“东风第一枝”的火箭军某旅
探访，被发射一营的练兵备战场景深
深吸引。

站在营区“一营更要争第一、一营
更要创一流”的大标语下，该旅领导向
记者介绍说，一营曾连续 15年被评为
“军事训练一级营”，3次荣立集体二等
功，是军事训练全面过硬的标杆营，堪
称旅队的一面旗帜。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前两年，一
营一名时任营主官受处分后消极工

作，营队管理松懈，军事训练成绩出
现大滑坡——在当年的营营对抗中
连败 5 场。发射一连四级军士长王
江云谈到那段经历惋惜地说：“一夜
之间，一营的建设犹如过山车，从山
顶一路下滑跌到了谷底，战士们一
下子失去了‘争第一、创一流’的精
气神。”

标杆营的滑坡令旅领导感到揪心，
他们当机立断对营党委进行调整，从全
旅选调最优秀的干部充实到一营。新
的营党委班子上任后，牢固立起战斗力
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号召全营官兵
重整行装再出发，大家的训练热情被再
次点燃。

去年5月，在该旅实装操作考核中，
一营官兵成功打了个翻身仗，综合成绩
一举夺得全旅第一。现场监考的旅领
导夸赞道：“处处争第一的标杆营又回
来了！”

火箭军某旅发射一营牢固立起战斗力标准

争第一的标杆营又回来了

作为一名通信保障专业的老兵，自
己入伍后屈指可数的“露脸”机会都是在
先后 3次参加阅兵的时候。直到现在我
都不敢相信，性格内向的自己有一天也
能“火爆荧屏”。

2016年，湖南卫视《真正男子汉》节
目组来我所在部队录制节目，我有幸成
了明星新兵的通信课目教官。虽然自己
不追星，但是能在电视上出镜也是自己
以前从来没想到的。

让我意外的是，两天的拍摄过程中，
8 位明星新兵对我们“英雄营”充满敬
意，主持人李锐更是对老一辈地导官兵
击落 U- 2 高空侦察机等事迹如数家
珍。虽然出镜时间不长，可因为我罚明
星新兵做俯卧撑、当众“训”孙杨等情节，
网友们给我安上了“阅兵男神”“黑脸班
长”之类的称呼。节目播出后，甚至还有
观众留言向我要签名照！

在小鲜肉、花样美男盛行的当下，
没想到我们这些普通士兵也刷了回流
量。导演组告诉我们，很多观众刚开始

都是抱着对某个明星的崇拜收看节目，
没想到最后却被部队生活和军人气概
“圈粉”，其中就有一位网友留言跟帖：
“看到兵哥哥们平时训练这么拼，我们
就放心啦！”

长久以来，军营似乎总是与大众
保持距离，军营文化传播也相对有
限。几十年前，出于保密需要，第一代
地导兵统一不着军装，对外声称是打
井队、勘测队，三五个月联系不上家人
是常事，有时还被老百姓误会。就拿
我自己来说，入伍前对于部队的认识
几乎全部来自当过兵的叔叔，在我看
来军人都是在抗洪抢险、抗震救灾的
时候“从天而降”。

可最近这两年不同了。人民军队更
强大也更开放，不少媒体将镜头对准军
旅，对准军队改革强军进程，从《真正男
子汉》到《深海利剑》，从《战狼Ⅱ》到《红
海行动》，从“八一勋章”到“沙场点
兵”……大家通过网络、电视观看的军事
大片越来越多，对部队的认识也越来越

丰富。
前几天营里组织学习贯彻十九大精

神“小讲堂”，教导员马晓东在解读“五年
来强军兴军开创新局面”时说，正因为近
年来军队下大力整肃军纪，同时在抗震
救灾、抗洪抢险、海外撤侨、国际维和等
重大任务中不断展现良好形象和强大实
力，军队整体形象和社会拥军热情才会
不断提高。

上台分享听课感受时，我吐露心
声：“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不仅是我们的荣耀，更应该成为我们
练兵备战的动力。作为军人，不能只
在荧屏上刷存在感，而更应该在老百
姓最需要的时候刷存在感，在未来战
场上刷存在感，真正成为让党和人民
放心的子弟兵！

（汪子健、高思峰整理）

咱当兵的人越来越有“存在感”
■讲述人：中部战区空军“英雄营”侦察通信连班长 孟庆元

3 月中旬的一天，早饭过后，第
82集团军某旅一营二连四级军士长李
连峰从迷彩服口袋中掏出一张“个人
战备明细卡”，交到替补他战备位置
的同班战友许凡手中：“这周需要重
点演练的课目是消防任务，你这个
‘替补队员’可不能‘掉链子’。”李
连峰简单交代几句后就动身去医院复
诊腿伤。

根据战备规定，担负战备值班
任务的连队会预留部分兵力担任预
备队，许凡就是其中一名“替补队
员”。接过卡片，他抓紧时间熟悉
任务，对于完成这次“补位”信心
满满。

以往，最令“替补队员”头疼的
是厚厚的战备方案，“吃”得下去，
却“消化”不了。预想情况多且复
杂，交接任务仅靠口口相传，极易出
现偏差。两年前的一次战备演练，作
为替补人员的许凡“上场”不久就出
了状况。

那天，班长因家中突发变故需马
上 离 队 ，由 许 凡 接 替 他 的 战 备 岗
位。办完休假手续，买好火车票后，
班长一手攥着票，一手拉着许凡，给
他讲解战备拉动的细节：器材带什
么、去哪找、怎么用……“当时，我拿

着小本儿，记得飞快。班长怕我拉
动时‘掉链子’，急得手上直冒汗，我
怕班长误了火车，握笔的手上也全
是汗。等班长一走，看着本上密密
麻麻的小字，许多地方连自己都认
不出来……”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许
凡仍有点不好意思。

屋漏偏逢连夜雨。第二天，正当
许凡努力熟悉战备方案时，旅机关就
到连队组织战备拉动。
“接驻地政府通报，××地区山

洪暴发，有大量群众急需转移，现命
你部于××时××分到达！”接到紧
急出动任务，连队官兵迅即出动。打
背囊、取装具,楼前集合、到达指定位
置……对于紧急出动这一系列动作，
许凡勉强还能够跟上节奏。
“有群众落水，立即解救！”机关

导调组临时出情况。
“救援组！把救生圈扔过去！”连

长的命令让许凡心中一惊，他替换的
岗位正是负责携带救生圈的救援人员,
需要在最短时间内对救生圈进行充
气。然而，情急之下，他翻遍全身也
没能找到打气筒……

许凡的失误并非个例，替换骨干
或指挥员等关键岗位的“替补队员”
们同样存在着任务细节不明晰、装具

使用不熟练等问题。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机关立即深

入营连展开调研，针对人员复补变动
衔接难问题，为每名官兵配发了“个
人战备明细卡”，列出了姓名职务、
任务职责、携行物资、配枪枪号等信
息，就连器材储备位置都一目了然。

记者随机找到一名战士，他从口
袋中掏出这张巴掌大小的卡片，只
见上面分门别类记录着任务简报、
携行器材、登车位置、具体行动等
信息，甚至在背面还画了一张预想
行动草图。

该营营长郭继业告诉记者，除了
制订“个人战备明细卡”，他们还按
照“标准一样、时限一样、要求一
样”的思路，组织“正式队员”和
“替补队员”共同参加各项战备拉动
演练，提高岗位职责熟练度，让每名
官兵都能熟知任务，成为一专多能的
“多面手”。

如今，该营不管“正式队员”还
是“替补队员”，都对自己的任务
“一口清”。不久前，上级对该营“突
然袭击”，进行战备拉动，几名班长
骨干因为学习或休假不在位，替补的
同志顶了上去，表现十分突出，受到
上级肯定。

“按打仗标准推进战备工作”系列报道之二——

战备演练，“替补队员”如何补位？
■本报记者 邹 菲 通讯员 李 啸 王龙刚

初春时节，中部战区陆军第 82 集
团军某旅炮兵营一场带有实战化背景的
野外适应性演练正式打响。

部队刚出营门，电台里便传来敌
情通报，营指挥员命令刚完成武装奔
袭课目的一连官兵围歼前方村庄内藏
匿的“敌人”。一连连长张强迅速部
署，由指挥保障排担负突击搜捕任
务，其余人员在后山以最快速度构筑
单兵掩体和临时指挥所，依托有利地
形进行防御。经过激烈战斗，最终藏
匿在村庄里的“敌人”全部被消灭，
我方部队成功转移，于预定地点集合
后恢复行军序列。

正当官兵们准备歇口气时，前方侦
察兵传来报告：“道路前方 600 米上空
发现两架‘敌’武装直升机，向我正面
飞来，企图袭击我行军梯队。” 面对突
如其来的“困境”，指挥员结合“敌”
我态势迅速作出判断，立即下达防空袭

作战命令。部队迅速疏散，依托附近大
树、房屋等遮蔽物进行掩护，并开始对
空中目标集中射击。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行军后方突遭
小股“敌人”偷袭，一名排长身负“重
伤”，需要立即救治，随队卫生员立即
给其包扎伤口 ，并用担架运到后方抢
救。“这次拉练穿插了单兵单装的连贯
作业训练以及班排连营的战术演练，不
但对单兵的战术素养提出了很高要求，
还对野外环境下指挥员的指挥素养提出
了更高标准。”该营教导员孙德生告诉
笔者，这次拉练打破传统训练模式，变
负重徒步行军为实战化连贯战术演练，
全面锤炼部队实战水平。
“练为战的导向越鲜明，当兵打仗

的追求才越自觉。突破惯性思维，全程
实战化考核和复杂战场背景下接受考
验、找短板补差距，才能全面检验部队
实战能力。”全程跟训的旅领导如是说。

在“战斗”中完成负重徒步行军
■常 良 刘志祥

@第73集团军某工化旅上士章以添：
这几年，无论是越来越多的“军人依法优

先”通道和窗口，还是地方通信及相关服

务企业主动推出的“拥军套餐”，抑或是

火爆的军事节目和影片，都为维护军人

形象、提高军人地位发挥了积极作用，关

心国防、关爱军人已日渐成为一种社会

风尚。

@南部战区陆军某信息保障旅
上等兵莫凌浩：前段时间我外出看
病 ，由 于 时 间 紧 张 ，不 得 已 在 贴 有

“ 军 人 依 法 优 先 ”的 取 药 窗 口 拿 出

了 自 己 的 士 兵 证 。 让 我 没 想 到 的

是 ，我 刚 拿 出 证 件 还 没 来 得 及 解

释 ，大 家 就 主 动 给 我 让 出 了 位 置 。

那一刻，我被深深感动。

@空军某试验训练基地某部四级
军士长王延鹏：今年休假回家，明显感觉
街坊邻居对我这个“穿军装的”更关注

了，没事就喜欢到我们家串门，问我《战

狼Ⅱ》里演得真不真实、中国军队在海外
如何行动等。当然，问得最多的一个问

题还是“有没有打赢的信心和底气”，每

当这时候，我都会坚定地回答：“有！”

连线官兵

采访手记

Mark军营
一线直播间

基层官兵＠新时代

立起备战打仗的鲜明导向

两会前夕，第 74集

团军某旅作战支援营上

士郭斌参加完营里的军

事训练先进个人经验交

流会，刚回到士官公寓，

胸前的军功章就吸引了

女儿的注意力。捧着爸

爸脖子上挂着的“金牌”，

小家伙和爸爸相视而笑。

吴江平、罗坤康摄影

报道

相视而笑

阳春三月，春城昆明春暖花开。躺
在解放军昆明总医院骨科病房里的第
75 集团军某旅下士葛海涛，心里更加
暖融融。
“29床，战士葛海涛，第 4次手术后

两周，双下肢温度回升，创口基本愈合，
无感染情况……小葛，你恢复得不错，
腿保住了！”听到查房的骨科副主任朱
跃良的话，葛海涛喜极而泣。

回望大半年来的经历，曾一度灰
心、绝望的葛海涛心绪难平。去年 6
月，葛海涛被解放军昆明总医院初步诊
断为双下肢血栓静脉闭塞性脉管炎，双
下肢脚趾已有坏死迹象。诊断结果出
来的那一刻，葛海涛感到心灰意冷，尤
其是在该院血管外科治疗后效果不明
显，他知道截肢可能是挽救他生命的最
后办法。

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血管外科
并未建议截肢，而是将他转往骨科，继
续寻求医治的方法。
“我想试一试胫骨横向搬移手术，或

许能保住你的双腿。”来到骨科，该科副
主任朱跃良的话重新点燃了葛海涛心中
的希望。然而，葛海涛上网查阅资料得
知，胫骨横向搬移技术未经临床推广，军
内尚无成功范例可供借鉴，个别地方医
院有过尝试，但因术后伤口感染和并发
症处置难度大，成功率仅有20%-30%。

与此同时，葛海涛还了解到胫骨横
向搬移手术耗费大，且不在军免范围
内。假如手术失败，不但自己和家庭受
折磨，还会有损医院和医生声誉。“医院
会同意吗”“手术能成功吗”“费用需要
家里负担吗”……想到这些，葛海涛的
心再一次跌到冰点。

令葛海涛再一次没想到的是，骨
科将朱跃良的想法上报后，该院医务
部主任李铁军当即批示：“同意骨科意
见，立即组织血管外科、骨科、皮肤科
等科室专家会诊，尽快拿出可行性方
案！”怕葛海涛有顾虑，朱跃良还在手
术申请书上写下：“我愿承担手术后
果！”院领导也向葛海涛承诺，手术费
用由医院承担。

然而，手术进入准备阶段，另一个
难题出现：手术所需耗材医院没有，需
从厂商另购，加上后续处理，费用近 20
万元。医院重大手术正常申报流程最

快也得一周，再算上耗材运送时间，最
早也得 10天后才能做手术。而葛海涛
的脚趾坏死已开始向脚掌蔓延，如不立
即手术，即便保住双腿不用坐轮椅，也
将失去脚掌，终生拄拐杖。

得知情况，院长石骥当即指示：“特
事特办，只要能保住战士双腿，不惜一
切代价！”随即，医务部指派医学工程科
启动应急程序，就近调用耗材，紧前安

排手术，后补相关手续。
手术顺利进行，葛海涛的双腿保住

了，开创了军内第一例胫骨横向搬移手
术的成功范例。消息传开，许多素不相
识的医护人员来到葛海涛的病房，为他
加油祝福。葛海涛几次流下眼泪：“医
院为救治我一个普通战士不惜一切代
价，还承担了那么大风险。康复后，我
还想继续当兵！”

“康复后，我还想继续当兵”
■本报记者 马 飞 通讯员 胥春龙 阮建波

采访葛海涛时，他有两种情绪表

现得特别强烈：一是重获“幸福”的喜

悦之情；二是对医院、对部队的感恩之

情。“康复后，我还想继续当兵！”这一

句话，足以令人动容。

“手术风险非常高，为何还要

尝 试 ？”记 者 问 朱 跃 良 和 医 院 领

导，他们的答案如出一辙：为了年

轻战士一辈子的幸福，为了保住

一分部队战斗力，我们愿意承担

这样的风险。

当前，随着“脖子以下”改革深

入推进，军队医院等后勤保障单位

也面临调整重组，各类矛盾凸显。

然而，越是这种时候，越要牢记“姓

军为兵”宗旨，敢于担当、主动作为，

少算个人和单位的小账，多算强军

兴军的大账。

姓军为兵当有如此担当
■本报记者 马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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