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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的是面孔
感触的是心灵

最美姿态是战斗

■张 钊

说实话，看到滔滔洪水，我心里也打

鼓。但救人要紧，哪容有半点迟疑。长

大后我就成了你，在抗洪一线，我真正懂

得了这身绿军装的意义。

心 声

挑战自我方精彩

■查 宁

习武练的是一种心境，先做好自

己，再超越自己。当兵是同样的道理，

先成为一名好兵，再超越一名好兵。

心 声

把优秀当习惯

■岩 嘎

很庆幸有你这样的兄弟陪伴，彼此

相互鼓励，共同进步。我相信，把优秀

当成一种习惯，一定能在军营闯出新天

地。

心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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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拼才会赢

■田路凡

战场哪有暂停键，越是艰险越向

前。我们不论何时何地，只有时刻保

持拼搏的姿态，死磕到底，才有可能战

胜对手。

心 声

在训练场上逮着张钊时，他正坐在
地上淌着汗，脸晒得黑亮，跟想象中的文
弱书生有很大差距。

参军入伍前，他是中国政法大学的
在读硕士研究生。战友们都说他是个
“爱折腾”的主儿，“哪儿热闹往哪儿
钻”。你别看他只是上等兵，不论是新兵
尖子队员集训，还是“四会”政治教员比
武，大项任务啥也没落下。这不，他又来
参加总队预备特战队员集训了。
“听说这事儿被中央电视台《信·中

国》节目爆料了？”我们好不容易逮着个
机会，让张钊“解密”去年抗洪一线跟母
亲“撒谎的事儿”。
“其实都是些普通的事儿。”他有些

羞涩地挠着头说。虽然他讲得不徐不
疾，却听得人内心“波涛汹涌”——

这得从当时的天气说起。2017年 7
月初，湖南的天就像撕开了口子，一连
好几天的大雨下个没完没了，新闻里说
这次降雨总量、强度、时长及范围都是
历年罕见。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
预警……大家的心都吊着。

强降雨又引发了大面积的内涝、山
洪、泥石流等灾害，一时间，岳阳告急、邵
阳告急、怀化告急……灾情就是命令，灾
区就是战场！7月 1日那天凌晨，任务终
于来了！我和战友们第一时间清点抢险
装备，连夜赶到了岳阳市湘阴县沙田垸。

灾情不等人。填沙袋，扛沙包，加筑
子堤……雨大风急，水位还在上涨，我们都
忘记了疲惫，仿佛自己就是一个超人，脑子
里想的全是一旦溃堤，身后的老百姓可就
要遭殃了，浑身就有了使不完的劲儿。

好不容易封堵住了两处管涌，部队
休整片刻，等待下一波洪峰过境。紧绷
的弦稍微一松，大家都累得顾不上一身
泥水，随便找个地方铺上救生衣，立马睡
着了，哪管什么蚊虫叮咬。

长这么大，我这还是第一次看到高
出地面 6米多的地上悬河。我想起了远
在重庆老家的父母，他们一定也从电视
新闻里看到了湖南遭遇的这场洪灾。

趁着轮班调整休息，我找到一个僻
静的角落，掏出手机，轻轻捂住话筒，拨
通了母亲的电话，准备报个平安。
“儿子，你们那边洪水很大吧？部队

有没有去抗洪？危不危险啊？”母亲几个
连珠炮似的问题里都是担心。
“妈，我没有参加抗洪抢险，我在部

队吃得好住得好，您就放心吧！”第一次，
我对母亲撒了谎。

紧接着，母亲在电话里和我回忆起
1998年那场大洪水，“那时你才三岁半，
眼看着洪水淹没了河堤。可把我们吓坏
了。后来是武警战士救了我们。所以，
我老早就想让你长大后也当兵，帮助需
要帮助的人……”

知子莫若母，编假话不容易啊，再说
下去我怕露馅儿，赶紧搪塞了几句，匆忙
挂断了电话。

那晚，大堤上的月亮又圆又大。想
着父母，想着自己扯的谎，心里不免惆
怅，纸包不住火，母亲迟早会知道，瞒得
过初一也瞒不过十五，我索性打着手电，
把这些心里话都写在了给母亲的信里。

她问我“怕不怕？”我说“不怕！”我是一
名军人，任务再危险，也要往前冲，坚守到
最后，因为哪怕牺牲了，向前冲的是烈士，

向后退的便是逃兵。
她问我“苦不苦？”我说“不苦！”其实

那两天一直在大堤上，没有睡过一个安
稳觉。什么叫“和衣而眠，枕戈待旦”，这
次我是真的体会到了。腰痛，手磨破了，
背上的皮都被晒裂了，身上也捂出了湿
疹，这些都是家常便饭。只是这些话，我
不能对母亲说。

当母亲收到这封信时，我还在大堤
上，父亲后来告诉我，她是“哭着看完的”，
可她也没有立马打电话过来“兴师问罪”，
偶尔微信互动，我们也是心照不宣地寒暄
几句，直到部队凯旋打电话回家，她才非常
正式“警告”我：以后可不能报喜不报忧啊！

听张钊讲到这儿，我们明白了：报喜
不报忧，这可能就是长大以后的我们都
会干的事儿吧。他说了谎，但谎言可以
很美。

上等兵张钊

没对母亲说实情
■熊湘平 张添柱

高原的天如同孩子的脸，说变就
变。刚刚还艳阳高照，突然一阵大风，稠
墨般的乌云从天边浸染过来。
“这下可不妙，冰雹要来了！”田路凡

不由得心头一紧。
说着说着，地上飞沙走石，他手中的

弹筒上下晃动起来。
“这么大的风速，弹筒都端不稳，能

打中不？”有人小声嘀咕，“要不等风停了
再打……”

这时，营长蒋寅大声发话，给大家吃
下一颗“定心丸”：“放开打，这种天气误
差一米就不简单！”

可田路凡心里明白，这是单位改革
组建后的首次实弹射击，首发能否命中，
牵动所有人的士气。

长缨在手，敢缚苍龙。他暗下决心，
一定要精确命中目标。只见他紧盯远空
搜索目标，眼珠子几乎快要瞪出来了。

田路凡是第 77 集团军某旅防空
营一名便携式导弹班班长。别看他国
字脸挑起两道浓眉，像个大老粗，可一
扛起导弹发射筒来，却心细如丝，动若
风发。

新兵时，还是“愣头青”的田路凡就
与众不同。同年兵还在训练基础体能，

他却找到班长说想当
导弹发射手。
“沉不？”班长王

钟让他扛了扛导弹发
射筒。 30 多斤重的

弹筒扛在肩上确实沉，但他记住了班长
这句话，“当你感到不沉时就可以学了。”
找到差距后，田路凡加足了马力：扛筒训
练，每 20分钟一个回合，其他人到时间
就休息，而他的手表似乎总是“慢几圈”；
别人跑轻装 5公里喊累，而他硬是把弹
筒背在身上负重跑 5公里……田路凡的
艰辛付出，很快让他在同年兵中脱颖而
出，成为全营最年轻的导弹主射手。

2015年秋，田路凡迎来了人生的高
光时刻，担任导弹主射手参加实弹演
习。临行前，他得知母亲因糖尿病引起
的并发症需要做肿瘤切除手术。“儿子，
你为国家尽忠，就是为父母尽孝！家里
有你姐在，不用担心。”田路凡含泪放下
母亲打来的电话，一头“扎”入演训场。
演习中，他两次击落“敌”机，荣立三等功
并火线入党。
“不浪费一枚导弹，不放过一架‘敌’

机。”这是田路凡常挂嘴边的一句话。有
一次实弹射击考核，由于云层较厚，“敌”
机高速飞行时，红外源信号受干扰，导致
无法正常截获目标。指挥员见副射手的
射击指挥红旗未举起，准备向上级报告
放弃本轮射击。作为主射手的田路凡却
向考官申请：“让我试试。”紧接着，田路

凡先后两次解锁都未能捕获目标，在场
的人手心里都捏了一把汗。“敌”机越飞
越远，眼瞅着就要过航。千钧一发之际，
田路凡迅速进行第三次解锁引入目标，
终于在第三次成功解锁完成了射击。导
弹奔着目标呼啸而出，如一支穿云箭直
插目标，“敌”机被击落。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指头大小的冰
晶不断拍打在弹筒和头盔上。

目标在云雾中穿梭，倾泻的冰雹如珍
珠串起层层“门帘”，挡在瞄准手和目标测
距手面前，视线时而清晰，时而模糊……
“东北方向发现目标，距离 6公里！”

突然，指挥所传来指令。“解锁、引入、发
射！”只见一枚利剑凌空出鞘、划破苍穹，
迸着火光直扑“敌”机，在空中炸成一团
火球，整个过程用时不到 7秒，场下的掌
声经久不息。又是首发命中，田路凡再
次打出了“满堂彩”。

（图片摄影：张 军）

中士田路凡

心中有靶标
■郭 朋 叶柏林

“左脚内旋 90 度 ”“重心移到左
脚”……

沐浴在阳光中，战略支援部队某部
的训练场上，一名英姿飒爽的女兵成为
一道亮丽的风景。

娇小、活泼、开朗是她给人的第一印
象，胆大、霸气、豪爽是战友们对她的评
价。从懵懂纯真的地方大学生，到一名巾
帼不让须眉的女兵，来到军营这半年多时
间里，她不断突破自我，超越自我。她就是
会功夫的女兵查宁。

不爱红装爱武装。那时候，还在大
学读书的 95后查宁被征兵标语点燃投
身军营的热情，毅然决定参军入伍。“没
有飘逸的长发，没有美艳的妆容，没有华
丽的服饰，和同龄女孩相比，我是那么特
别。但我不后悔，穿上迷彩一直是我的
梦想，我渴望当一名女兵！”谈到当兵的
感悟，查宁如是说。

从 10岁开始习武的查宁，精通各类
刀法、剑术，跆拳道练到黑带级别。下连
后，被分到话务班，训练时间相对较少，
她便自己找时间操练。“一个小姑娘，当
好话务兵在办公室待着多好，干嘛这么
拼命。”面对周围人的不理解，查
宁想用实际行动告诉所有人：要
当就当最硬的兵！

可兵没当多久，查宁就栽了
个大跟头。因为功底好，查宁在武
术课上，总是为战友们示范动作。
久而久之，她心里就有了一些“翘尾巴”。
在一次会操中，查宁表演一套格斗棍术，
前面都非常流畅，但最后一个亮相，力道
用大了，她竟然把棍子给抡飞了。
“一日练，一日功，一日不练十日

空。”查宁想起了武术老师曾经的教诲，
无论做什么事情，最大的敌人永远是自
己。

从那时起，她对自己越发狠起来，每
天完不成训练量决不休息，达不到标准
也决不罢休。
“这么大的太阳底下练棍，不怕晒成

黑丫头。”有男兵经过，总喜欢跟查宁打
趣。“活得漂亮才是真本事。”查宁一本正
经地答道。
“查查，别练了，衣服都被汗湿了。”

女兵经过，劝她回去休息。“不汗湿几件
衣服怎么证明自己刻苦练过！”查宁坚信
汗水也是一种洗礼。

正是靠着这股狠劲，查宁成为女兵
中的佼佼者。在前一阵子的体能比武
中，查宁挑战男兵的 400米障碍，并成功
通过所有关卡。

虽然这次考核 400米障碍所有项目
都过关了，但她从没放弃练力量、练耐力
和克服恐高。为了让 400米障碍的成绩
提高一些，这几天，她把工夫用在了通过
高墙和低姿铁丝网两个项目上。

一身好武艺让查宁收获了很多“迷
弟”“迷妹”，其中有温柔可爱的女兵，也
有身材高大的男兵。查宁不仅对自己
狠，对徒弟也狠。同年兵阿拉法特因为
体能素质较弱，动作经常做不到位。为
了增强阿拉法特的肌肉力量，查宁为他
量身定制了组合训练套餐，每天带着他
一起强化训练。从一开始的轻装三公
里，到现在的武装五公里，阿拉法特的进
步突飞猛进。
“大徒弟”张璇是查宁的得意弟子，

空翻、扫腿、旋风脚，张璇练得越来越有
模有样。“查教头在教我们的时候非常严
厉，每一个动作都要做到标准才会给我
们教下一个动作。记得有一次，我认为
我的基础动作已经很标准了，她就和我
切磋了起来，三两下就击中了要害。”谈

起“查教头”，张璇赞叹不已。
训练场上，查宁打擒敌拳、练格斗

术，与男兵一起切磋武艺，她靠着这股
子倔强的拼劲征服了男兵。“别看查宁
是女兵，她侧踢起来力道可一点不
小。”练过空手道的上等兵刘路跟查宁
切磋过一次，虽然最后两人没有分出
胜负，但被她踢在身上的每一脚，刘路
都记忆犹新。

虽然查宁喜欢在训练场上和战友
们“打打杀杀”，但她从来没落下话务知
识的学习。背记号码是查宁的一个短
板。成为一名话务员，这是她对自己的
又一个挑战。勤能补拙，查宁比别的战
友训练话务专业的时间长很多，她说：
“会功夫的女生可能让我成了大家眼里
的‘特别人’，但我更想让大家记住业务
精湛的我。”

这就是查宁，一个不服输的“兵丫
头”，一个敢向男兵叫板的“女教头”。

（图片摄影：吕 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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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俩一个名字带‘嘎’，一个名里
有‘那’，干脆叫你俩‘戛纳’兄弟，也算
是沾沾国际范儿！”

在武警南平市森林支队南平大
队，有这样一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兄
弟”：岩嘎和岩那。同是 95 后，同样来
自云南，同是佤族小伙儿，他们从新训
大队到新兵下队一直都在一个班，一
起被评为优秀新兵、一起被评为优秀
团员、一起被当做训练尖子。可别说，
“戛纳”兄弟这对组合，还真是“声名在
外”。
“从县里到部队，我们都是在一

起，许多战友第一次见我们都会问我
们是不是亲兄弟。”谈起他们的成长故
事，个头稍矮的岩那打开了话匣子，
“从入伍起，我们就较上了劲儿，要在
部队一较高下。”

皮肤比炭黑，脾气比牛倔，这是他
俩给战友们的第一印象。 2017 年 9
月，他俩相约来到军营。也就是从那
时起，兄弟俩在新兵连里出了名。只

要俩人同时出现在训练场，大伙儿就
爱“怂恿”他俩比赛。本来就不服输的
两兄弟，从擒敌术比到应急棍，从军事
体育课目比到灭火机具操作使用，他
们的比拼常常在训练场掀起阵阵高
潮，引来掌声不断。在最终的新兵教
育训练结训考核中，他们考核成绩全
优，双双被评为优秀新兵。

新兵下队后，他们又一起分到了战
斗班。由于新兵初上火场时，都是以观
摩学习为主，然后根据训练成绩和火场
表现择优选入战斗编组。因此他们又
较起了劲：看谁先成为真正的灭火勇

士。短短几
个 月 的 时
间 ，兄 弟 俩
已参与完成
数次森林火
灾 扑 救 任
务 ，获 得 大
队官兵的一
致称赞。

平时不
服 输 ，战 时
不怕险。而
在 生 活 中 ，
他们又是互
帮互助的好

哥俩。岩那文化程度偏低，在理论考试
时常因汉字读写困难成绩不理想。岩
嘎主动当起岩那的“私教”，一笔一画教
岩那认字写字。在支队第一季度考核
中，岩那的理论成绩一跃超过“小教员”
岩嘎。“真是教会徒弟，饿死师父！”提起
这段糗事，岩嘎笑道。

比个高低不是目的，把各项技能
练到极致才是“戛纳”兄弟的最终目
标。“啃下”一个课目后，另一个课目早
就提上了议程。突击再突击，奋进再
奋进，兄弟俩的从军路从起点就飞
奔。他们对精武的追求像是一种酵
母，不断发酵、扩散、传递，带动其他人
奋起直追、齐头并进。

（图片摄影：林 翔）

列兵岩嘎、岩那

精武兄弟
■刘 魏 姜佳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