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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观察哨

Mark军营

穿衣服会“撞衫”，起名字会“重
名”，英雄连队咋还能“撞脸”？在第
77 集团军某旅，就有这样一桩新鲜
事——同一座营区里，竟然有两支“马
江水英雄连”。

该旅政治工作部副主任刘小田解
释道，1998年，该旅前身某师奉命精简
整编，在师改旅过程中，“马江水英雄
连”建制被打散为两部分，一部继续留
在旅队成为摩步三连，一部转隶移防
成为某团五连。
“关垭子战斗中，我连连长马江

水在弹尽粮绝、身负重伤的情况下，
接连刺死 4名敌人，带领战士最终夺
取胜利，连队因此被授予‘突破鹰嘴
崖、智取长安坝，马江水英雄连’荣
誉称号。”无论是三连还是五连，新
兵入连第一堂课学的都是连史，每晚
点名第一项都是齐声呼点“马江水”
的名字……就这样，同一颗红色的种
子，在不同的大单位内开出了两朵
“英雄花”。

无巧不成书。去年调整改革中，五
连所在团队被撤销番号并入该旅，五连
变成了十一连。阔别 19年后，两支连
队相聚重逢，可究竟该由谁来接过“马
江水英雄连”的旗帜，却悬而未决。

就这样，一场“荣誉保卫战”悄然
打响……

摩步三连连长徐宝初，15年前就
是在三连当的兵、立的功、提的干，毕业
后又在三连从排长一路干到连长。在
他眼中，“马江水英雄连”就是三连的
魂，就是自己的魄！去年年底，徐宝初
参加全旅分队军官比武获得第二名，回
到连队战士向他祝贺，他却一记猛拳狠
狠锤在墙上，“第一，下次一定拿第一！”

走进三连的荣誉室，写着“2017年
度”的橱窗被塞得满满当当：从去年 5
月整编至今，三连先后有 15人次在旅
以上比武竞赛中摘金夺银，连队连续 7
个月蝉联全旅建制连队量化评比第一

名，并荣立集体三等功。
“服从、服从，绝对服从！第一、第

一，永争第一！”这是“马江水英雄连”
的连训，在三连，这连训悬挂在每一个
班排房间的大梁上，镌刻在每名官兵
的骨子里。在三连官兵看来，这场“荣
誉保卫战”，他们志在必得。

而对于十一连官兵而言，这似乎
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在转隶移
防后的第一次建制连军事考核中，他
们就排在倒数第二名。

从原本长期担负国防工程施工任
务，到合成旅体制下的摩步连队，十一
连面对的不仅是驻地、编制、装备和作
战任务的变化，更是心理上的巨大考
验——开局启新，如何才能在新战友
面前把腰杆挺直？

虽然官兵们仍倔强地一遍遍呼喊
着连训、嘶吼着连歌，但指导员李斌善
却听出了大家共同的焦虑：英雄连的
光辉难道就此黯淡下去？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去年 9月，该旅
开赴海拔 4700米的高原某地域展开野
外驻训。

驻训之初，当其他连队官兵还在
被高原反应折磨得苦不堪言时，转隶
前就长期在高海拔地区施工执勤的十
一连却如猛虎归山，抵达后第二天就
全员展开了训练。

高原山地火力协同、高寒条件下

行军机动、雪原戈壁野外生存……凭
借在高原地区积累的丰富经验，不到
一个月，十一连官兵就率先完成全部
重点课目的试训任务，并作为样板标
杆在全旅进行示范观摩。

打赢了翻身仗，十一连官兵心中
憋着的那口气终于得到释放，人人都
不要命似的铆在训练场上。在驻训期
间第一次体能考核中，他们打着“马江
水英雄连”的旗帜，一举拿下全部 8个
课目中的 6项第一。

听着十一连的战士们高唱着连
歌，徐宝初恍惚间看见了最初来到三
连的自己，之前对于这个“外来户”的
排斥也在一瞬间冰释雪融。
“谁有本事咱就服谁。走，去拜师

取经！”就这样，徐宝初带领着全连训
练骨干一头扎进了十一连的训练场。

经历了重逢、较劲，两支“马江水
英雄连”最终又携手步入了“蜜月期”，
他们打破建制壁垒、共同钻研训练，总
结形成的 6条高原练兵经验全部被机
关采用推广。

直到现在，“马江水英雄连”的称
号最终花落谁家仍没有定论，但在官
兵心中，似乎却又早已有了公论——
无论是始终过硬的三连，还是后起之
秀的十一连，他们一门心思谋打赢的
样子，都无愧于这个英雄连队响亮的
名字。

19年前，部队精简整编，一支英模连队一分为二；19年后，部队调整改革，
两个连队再度聚首。请看发生在第77集团军某旅的“荣誉连队之争”——

“马江水英雄连”花落谁家
■王祖俊 王 鹏 本报特约记者 李佳豪

恩格斯说：“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
就造成一个新的力量。”部队的大调整、大融合，
不仅带来组织形态和思想观念的碰撞融合，也必
将带来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上的大交流大融合。

在“脖子以下”改革深入推进之际，在“传承
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深入开展之

时，我们把目光投注到新调整组建部队的英模
连队，从“刀尖”与“铁拳”的碰撞中，从不同战斗
风格、集体性格和文化品格的交融里，聆听令人
血脉贲张的新时代故事，探寻血脉赓续的强军
足印。

——编 者

开栏的话

本报讯 马巾普、刘佳奇报道：4月
上旬，在第 81集团军某旅党委民主生活
会召开前，该旅党委机关 29名干部分赴
基层营连蹲点帮建。而与以往不同的
是，这次每名蹲点干部手中都拿着一份
《帮带基层课题研究分工表》，详细明确
了每人需要展开的调研课题。

该旅领导介绍，每逢重要节点组
织机关干部蹲点帮建，是他们推动基
层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然而过去一

段时间，一些机关干部存在“过客”思
想，蹲连住班“人过无声”、指导帮建
“雁过无痕”，把下连当兵当做脱离业
务工作的“休息期”，使蹲点帮建制度
流于形式。

为 解 决“ 蹲 不 下 ”“ 帮 不 好 ”的
问题，该旅通过明确调研任务的方
式为蹲点机关干部明确责任、压实
担子，要求他们结合各自分管业务
和挂钩营连实际情况，选取调研课

题并报旅党委备案。同时，他们还
加大督导力度，通过机关基层双向
讲 评 、听 取 调 研 报 告 等 方 式 ，督 促
机 关 干 部 真 正 沉 下 心 去 研 究 基 层
营 连 在 转 型 建 设 中 面 临 的 新 情 况
新问题。

据悉，在此次蹲点帮建中，这 29名
机关干部累计收集意见建议百余条，梳
理出 20余个制约基层发展的矛盾问题，
提交旅党委研究解决。

第81集团军某旅要求机关干部带着课题蹲下去

蹲连住班不能成为“休息期”

本报讯 边靖泽报道：4月初，在山
西省军区岢岚县人武部组织的“赓续传
统、筑梦强军”活动中，百余名官兵走进
三井战斗遗址，回溯峥嵘岁月、感悟英烈
情怀。活动结束后，官兵纷纷表示要甘
于牺牲奉献、正确看待得失，坚决完成好
各项改革任务。
“岢岚县作为晋绥边区革命根据地，

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是我们汲取
精神养分的红色沃土。”该人武部部长董
汉宝介绍说，在筹划年度主题教育时，部
党委决定将教育课堂“搬”进革命老区、
将红色历史作为生动教材，引导官兵自
觉传承红色基因，当好红军传人。

红色资源活起来，红色传统亮起来，
红色根基固起来。据了解，他们先后 10

余次前往毛主席路居馆、赵家洼、宋家沟
移民新村、某基地军史馆等地开展主题
党日活动；区分基因铸就、传承名片、强
军征程等 5个部分，编印红色故事集百
余套；同时他们还邀请数十名岢岚籍老
红军、战斗英雄、部队典型开展事迹报
告，有效激发起官兵投身改革强军实践
的热情动力。

岢岚县人武部活用驻地红色资源深化主题教育

革命老区成为“优质课堂”

暖春时节，山花漫野，眼看着近
期就要封闭工程了，陆军某工程维护
团新排长陈匡灏带着几名战士从连队
出发来到小点工程，对工程进展进行
全面检验。

这是陈匡灏第一次和战士们去
小点工程。上车前，连长反复嘱咐
他注意施工安全和山林防火，然而
随后他就在车上发现随行的战士们
身上揣着的香烟和打火机。颠簸了
近一个小时，陈匡灏心烦意乱，脑
子里满是前几天去抢救山火的画
面。

汽车停稳后，大家正麻利地从车
上卸下维修器材，突然陈匡灏听见背
后“啪嗒”一声，回头一看是中士王
佳伟在青石旁掏出打火机点燃了香
烟。陈匡灏心中的无名火立刻随着烟
头上的烟雾升起，转身走到王佳伟面
前训斥道：“你不知道山林里严禁烟火
吗？我们是来进行施工作业的，不是
让你来抽烟的。”

王佳伟愣了一下说：“排长，等
下我跟你解释。”随后又默默地点燃

了两支。看着手里拿着香烟的王佳
伟，陈匡灏一脸茫然。只见王佳伟
俯身把烟放在青石下，慢慢讲道：
“排长，连里的兵只要来过这儿都知
道，这三支烟是咱们连的一个传
统。别看咱这个小点工程量不大，
但开挖的过程极其艰辛。由于这段
山体土质松软，当时技术也有限，
有一次，老班长们挖到一半时工程
塌陷，好几位战友就这样和大山永
远融为了一体。后来工程建好后，
连队的战士们自己定下规矩，每次
来这个工程时都会备上烟，就在门
外的青石下点上三支，让老班长们
好好抽两口……”

听完王佳伟的话，陈匡灏沉默了。
他慢慢走到青石旁，对着烟雾飘散的方
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烟头明灭间，
陈匡灏突然想起刚到连队时听到的一句
话：“守大山就是守江山，守洞门就是
守国门，这就是我们工程维护兵的价值
所在！”

几分钟后，青石下的烟头缓缓熄
灭，陈匡灏从沉思中回过神来，只见
他弯腰从地上捡起那三个烟蒂揣进口
袋里。他决定把它们带回连里，作为
自己任职最初的一段回忆，永远珍藏
进心里。

青石下燃起三支香烟
■刘子源 白 萌

防护背心不是道具

今天连队组织火炮射击操作训练，
我发现有部分同志在训练过程中私自将
防护背心脱下，对他们当场进行了批评
纠正。同志们，这看似一件小事，其实是
训风不实的大问题。

训练大纲明确规定：射击时，射手应
穿防护背心，这样有助于保护射手的内
脏器官在操作过程中免受冲击波损伤。
大家想一想，训练中可以偷懒把防护背
心脱掉，可真上了战场呢？要知道防护
背心不是道具，我们天天喊着要进行实
战化训练，实现训练场与战场无缝链接，
若平时训练与战时较量实行双重“标
准”，实战化体现在哪里呢？

同志们，“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
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求我们落实
到行动中。训练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
不是摆设，所有细节都是我们提升战
斗力不可或缺的因素。在以后的训练
中我们要严格按纲施训，牢固树立实
战化意识。

（严 岩、李果霖整理）

新年开训后，经过一个星期的强化
训练，我以全优的成绩通过了基本训练
阶段所有课目的考核，转入初级训练阶
段，距离成为新大纲“神枪手”的目标又
近了一步。

而就在前段时间，我在营里组织的
步枪对运动目标射击课目的实弹射击
中，竟打了个不及格。虽然不及格的人
不少，大家也说按新大纲标准第一次训
练不及格很正常，但我还是感觉脸上火
辣辣的。

要知道，我从当兵第二年开始就被
评为步枪射击训练尖子，按照之前的大
纲标准，曾 3次被评为“神枪手”。新大
纲施训以来，虽然新增了许多训练课目，
但我却不以为然，认为自己底子好，不会
太费劲。

刚开始还好，步枪多种姿势实弹
射击课目我甚至拿了全营第一名，战
友们对我交口称赞：“不愧是‘神枪

手’，新大纲训练起来毫无压力呀。”大
家的夸奖让我有些飘飘然，训练也变
得不太上心。

随着新大纲训练的逐步深入，课目
内容的难度越来越大，我慢慢地感觉到
有点吃力。可即便如此，我也不能在战
友们面前表现得太刻苦，否则会影响
“神枪手”的形象。当战友们一个个加
班加点苦练时，我却连正课时间都没有
好好利用，有时还会“跑边溜号”。

正是这样的训练态度让我在考
核中失手，这也让我更加清醒地意识
到，新大纲面前大家都是“一年级”，
必须放下过去的荣誉，丢掉虚荣心，
像新兵一样一步一动学、扎扎实实
训。

从 那 以 后 ，每 打 完 一 轮 实 弹 射
击，我都会静下心来认真从心理变
化、心跳节奏、射击动作等方面进行
总结，将射击瞬间延长，把每个细节

放大，从而找出症结、加以改进。
为了提高整体训练成绩，我与营

里其他骨干尖子一起从射击学理、
武器操作要领和动作技巧等方面展
开研究，总结出的对运动目标射击
“一算、二追、三待、四击”和应用射
击“三自主、三快、一稳”等训练经验
被推广使用，全营步枪应用射击课
目及格率从 59.3% 提 高到 75.4% 。 看
到大家争分夺秒训练、争先恐后升
级，我也在心里为自己继续“紧了紧
发条”——争取早日重新夺回“神枪
手”的称号。

（周 盼、罗坤康整理）

我要重新夺回“神枪手”的称号
■第74集团军某旅中士 许俊彬

荣誉代表过去，能力决定未来。

能打赢，才是荣誉连队最大的荣誉。

谁更有资格将英模连队的旗帜传承下

去？这看似是“荣誉之争”，实则为“打

赢之问”。

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后，如何

尽快形成新型作战能力，是摆在每一

支部队面前最为紧迫的时代考题。铭

记历史、珍惜荣誉，是为了在未来走得

更远；善谋打仗、不辱使命，才是对于

荣誉称号最好的继承和发扬。

由于历史原因，我们一时很难断

定该由谁接过“马江水英雄连”这面旗

帜，但是我们可以确定，无论是三连还

是十一连，“马江水英雄连”的精神定

将薪火相传，“绝对服从、永争第一”的

连魂还将赓续，练兵备战的步伐更不

会停息。

最好的传承是“打赢”
■陈振中

值班员：第82集团军某合成旅火力连

排长 李晓勋

讲评时间：4月16日

值班员讲评

新闻眼

武警甘肃总队兰州支队十七中队组织“兵眼看改革”作品

展，绘画小组和剪纸小组纷纷“晒”出各自的得意之作。

（黄 倩摄影报道）
“晒”作品 邮箱：jbjccz@126.com

全军政工网网盘：jbjc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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