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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太静了，静得不像一座军营！
6月中旬的一天，时隔一年，记者

再次来到第 83集团军某旅，发现这里
的营区静悄悄：院落里不闻口号声，只
听见零星的鸟鸣声；营区内有点冷清，
除了执勤的哨兵，再难觅人影。

同一个地方，去年今日却是截然
不同的场景。那时，该旅正分批陆续
移防到这片新驻地，还有友邻部队人
员尚未完全离开，有的背着背囊奔走，
有的忙着搬卸物资，有的在组织物资
交接。营区里，汽车马达轰鸣、人员来
去匆匆。

对比去年的热闹场景，该旅政委
汪晓红很感慨：“移防转隶，就是一支
英雄部队的再出发。荣光不会自动续
写，而是需要我们每一名官兵用实战
化训练的汗水重新浇注。”

该旅是一支有着光辉历史的红
军部队，先后参加过第五次“反围
剿”、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重大军事
行动。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们曾 14
小时急行 145 华里，成功穿插三所
里、阻击龙源里，为第二次战役的全
胜创造了有利条件。彭德怀司令员
亲自起草嘉奖令表彰，部队因此被誉
为“飞虎师”。

去年，根据中央军委命令，该部由
前身某机步师改编为合成旅，移防到中
原大地，列入第 83集团军编制。转隶
移防前，原集团军“左邻右舍”都知道这
个旅的厚重历史。现在到了新集体，相
当于荣誉“清零”，要想在新集体里尽快
崭露头角、续写好英雄部队新的辉煌，
官兵们认识一致：必须依靠训练场上的
汗水。

和原来的营区相比，新营区环境
更加优美，生活条件也大为改善，但是
官兵们并没有太多时间享受，更没有
沉醉其中。今年 3 月底，部队已经开
拔赶赴野外，分别入驻生活条件艰苦、
训练设施完善的 3个外训场。相比往
年，外训时间提前了 3个多月。

火热，太火了，火热得像在临战训
练！

记者刚走进一处外训场，火热的
练兵场景便映入眼帘：官兵们有的在
训练抓绳上攀，有的在跑武装 5公里，
有的在组织班排协同训练，有的在进
行拉弹药箱小比武，加油呐喊声此起
彼伏。

去年移防到位后，该旅官兵征尘
未洗，迅即投入到紧张的练兵备战中，
30 天内即全面展开野外驻训，到达陌
生地域进行战术训练；全面展开营区
及周边训练场规划设计，补齐各类训
练器材，组织部队满负荷、全员额展开
强化训练……

有数据为证：一年来，该旅在集团
军创破纪录比武中一共打破 3项纪录；
参加中部战区陆军装甲步兵排战术比
武，获得最佳排长、最佳车长等 7项荣
誉；并以头名成绩被评为考核先进单
位，获奖数量和奖牌含金量均居集团军
首位。

移防后如何续写英雄部队新辉煌？请看第 83集团军某旅
“移防一周年见闻”之一—

冷了营区，热了外训场
■本报记者 周 远 特约记者 康 克

时光飞逝，波澜壮阔的“脖子以下”改革，已经持续一年多了。第 83集团军某旅是全军较
早移防的单位，一年前本报记者周远曾跟踪采访这个旅移防全过程，亲眼见证了他们在移防中
的家国情怀、实战观念、大局意识，以及确保移防工作高效顺利的一系列创新做法。

转眼间一年过去了。这支部队移防到新驻地后，官兵的心安定下来了吗？训练开展得怎
么样？初夏时节，记者周远再次来到该旅，采访这支部队移防一年来的变化和故事，敬请关注。

写在前面

“昨晚站营门哨，炊事班杨班长和
马飞因为警惕性高，受到了机关参谋的
肯定。”6月中旬一次晚点名时，指导员
的点名表扬引来了大家格外热烈的掌
声。

简单的几句表扬咋引起这么大反
响？原来，就在几天前，我跟杨班长不仅
吵了一架，甚至还惊动了支队政委来“劝
架”。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以前，考虑到炊事班要保障全体官
兵的伙食，工作量大、十分辛苦，于是中
队就规定每天每班轮流派出一名战士，
前往炊事班帮厨。

起初，大家觉得战友之间应该互相
帮助，没啥不妥。可到后来，大家发现帮
厨渐渐有点变了味——个别炊事员仗着
有人帮厨，自己反而偷起了懒，跑到储藏
室补起了觉。

由于近期勤训轮换工作陆续展开，
加上探亲休假人员相对集中，中队在位

人员一下子少了许多。除去日常训练不
说，仅是各类岗哨就让大家忙得不可开
交。那天下午，操课结束后我回班正打
算抽空休息会儿，没想到炊事班长老杨
却端着一筐子蔬菜气鼓鼓地走了进来。
“不知道该轮到你们班帮厨了吗，找

人去把这筐菜洗了。”他咄咄逼人的语
气，让我心头的怒火一下子就烧了起
来。“班里一共就剩仨人，一个站哨的，一
个备勤的，哪里还有人！”……就这样，我
俩争执起来，我拎起地上的菜筐又重重
放到了宿舍门外。

就在我和杨班长争吵的时候，在中
队蹲点的支队政委循声赶来。听我俩各
执一词说完争吵的起因后，政委并没有
急于评判，而是语气平和地说：“究竟谁
对谁错，晚上让大家来评一评！”

当天晚上，指导员组织我们召开军
人大会，政委则坐在一边旁听。
“炊事班辛苦，我们就不辛苦啦”

“炊事员不洗菜，是不是驾驶员也不用
洗车”……问题刚一抛出，不少战友就
你一言我一语地向炊事班开起了“炮”，
听得杨班长和其他炊事员面红耳赤。
经过核实，指导员当场批评了个别偷懒
的炊事员。

轮到政委讲评时，他在表示肯定之
后话锋一转：“杨班长，把你的手伸出来
让大家看一看。”政委的提议让大家有
些摸不着头脑。杨班长站起来慢慢伸
出双手，只见他 10 根又红又肿的指头
上共贴着 6 块创可贴。“其他炊事员也
把手伸出来。”政委又说道。和杨班长
一样，每个炊事员手上或多或少都有几
处伤口。
“个别炊事员让别人帮厨自己却偷

懒，这样的做法应该批评。但是你们看，
每个炊事员手上都有切菜的刀伤或是热
油的烫伤，咱们其他战友帮他们洗洗菜、
淘淘米、和和面，是不是也没啥说不过去
的？”政委的一番话让不少战友都默默低
下了头。

接下来的会上，大家纷纷主动表态：
战友之间理应互相帮助，以后该帮厨的
时候绝不推诿。同时，炊事班的战友也
亮明态度，今后绝不会再出现别人帮厨
自己偷懒的情况。不仅如此，炊事班还
主动要求安排站哨,力所能及地帮助战
友分担压力。

这不，上哨第一天，我和杨班长就受
到了表扬！

（王文涛整理）

一场架“吵”出一对好哨兵
■武警云南总队迪庆支队勤务保障中队上等兵 马 飞

初夏，第 77集团军某旅训练尖子比
武场上激战正酣。

40多个单杠卷身上一气呵成，引得
在场官兵一阵叫好——被战友誉为“尖
子士兵”的该旅下士万仕斌瞄了一眼对
面仍未放弃的两名对手，双手攥得更紧
了，暗自给自己打气：“这一次，必须拿第
一！”

半年前，同样是旅训练尖子比武，同
样的场地，同样的单杠卷身上课目，万仕
斌斩获季军。本是喜事一桩，可是爱较
劲的万仕斌心存不甘。从那以后，他每
天给自己“开小灶”，只为一个目标——
半年后拿第一！

正当万仕斌在单杠上翻飞时，突然，
一阵剧烈的疼痛直钻他心里。由于手掌
和单杠反复摩擦，他手心的老茧连同皮
肉一同被掀起。憋住一口气，他用腹部
做支撑将自己“挂”在单杠上，一狠心将

掀起的老茧连皮带肉用力扯下，咬着牙
继续坚持……
“76、77……”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紧咬不放的两名对手终于力竭依次败下
阵来，可万仕斌仍在同自己较着劲。

两年前，万仕斌作为单位少数义务兵
选手之一，参加上级组织的迫击炮专业比
武。面对来自各单位经验丰富的老炮手，
同行的战友劝他说，你年纪小、经验少，这
次充当“陪跑”就行。万仕斌却全然不惧，
在比武场上和自己较起了劲。最终，他愣
是将一个 1分 30秒内完成便可评定为优
秀的课目用时大幅缩短，所创纪录至今无
人打破。自此，“仕斌”突击的故事便不胫
而走。

去年部队调整改革后，万仕斌所在
连队整编为装甲步兵连，他也转岗成为
了装甲车驾驶员。面对新岗位，万仕斌
为自己定下目标：要第一个完成改装训

练。经过半年多的努力，他率先通过了
驾驶、通信、射击三大专业的验收考核，
再一次上演了“仕斌”突击。
“88、89、90……”围观的战友越来

越多，万仕斌的双臂开始不由自主地颤
抖了起来，他试图再次卷身向上，可是
紧握的双手早已在一个个回环中变得
血肉模糊。最终，万仕斌跌落在地，同
时也创下了旅队单杠卷身上课目新的
纪录。
“是块当特种兵的料！”对于万仕斌此

次夺魁，连队指导员吴恒给出了这样的评
价——前不久，万仕斌通过层层考核，被
选拔到了上级组织的特种兵集训中。面
临即将到来的新挑战，战友们无不期待着
他下一次的“仕斌”突击。

一句话颁奖辞：突破极限、永争第一，

强军路上，喜看“仕斌”再突击。

“ 仕 斌 ”突 击
■黄腾飞 郭淑军

值班员：第 71集团军某旅防空营

营长 闫 涛

讲评时间：6月15日

今天上午我们组织防空兵专业训
练，列兵吕圣洁在训练中摘得空中目标
识别课目冠军，这与 4个多月来他自己
的努力以及班排老兵们的帮带密不可
分。但是，开饭前我不经意听到有人和
吕圣洁开玩笑说：“班长这么辛苦教你，
一会‘小店’看你表现！”

经过了解，我发现一些同志在训练

和工作中取得好成绩之后，互相之间常
把请客当玩笑挂在嘴边。这样的说法容
易让人把玩笑当真，觉得“有了成绩就该
请客吃饭”。

随 口 一 句 玩 笑 ，都 可 能 变 成 了

“微腐败”的特殊暗示。因此，我们要
从一言一行做起，战友之间可以开玩
笑，但不要让请吃吃请影响了纯洁的
战友情。

（邢延仑、石加文整理）

玩笑也会导致“微腐败”

本报讯 陈开江、张勇报道：“特
制的地钉就是好使，这下再也不用半
夜起来加固帐篷啦！”6月上旬，解决了
以往帐篷容易被风刮跑的难题后，火
箭军某试训区中士屈才斌十分开心。

该试训区官兵常年在外执行任
务，由于任务地域土质干燥疏松，一遇
大风天气，固定帐篷的制式地钉就极
易被拔起。而以往保障分队通常集中

在 1号点位，面对一个个相隔数百公里
的任务点，也是有心无力。
“战场环境瞬息万变，保障力量必

须与官兵需求保持同步。”今年执行导
弹实射保障任务期间，该试训区除设
立一个固定修理点以外，将其余维修
力量分成 5个保障小分队，分别前出到
任务一线进行伴随保障。
“地钉加长 10 厘米就不容易被大

风拔起了”“自制的装备防尘防静电器
材 ，解 决 了 通 信 装 备 信 号 干 扰 问
题”……配属到屈才斌所在的 4 号点
位不久，小分队就接连解决多个具体

问题。
修装备在行，自主创新也不在话

下。执行任务以来，各保障小分队因
地制宜自创折叠式分餐台、组合式洗
漱台、便携式炊具等一系列保障设备，
为任务官兵的训练和生活提供了极大
便利。六连连长厚淳晏高兴地说道：
“小分队虽然人少，但水电、汽修、电焊
等样样精通，简直就是‘全能分队’！”

如今，有了小分队全程保障，官兵
训练效率明显提升，各点位提前 5天进
入全流程合练状态，为增强部队快打
快撤能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火箭军某试训区提高小分队伴随保障能力

“大风再也刮不跑帐篷啦”

小咖秀

值班员讲评

营连日志

本报讯 刘盾、江雨春报道：“30
组报，成功干扰 24组！”6月初，听到
最新成绩报告的第 81集团军某合成旅
某连连长赵章余没来得及欣喜，就立
刻召集训练骨干进行复盘分析，研究
下步训练的重点环节。

去年调整改革后，该连开始独立
担负任务。然而，没了技术室、情报
室的指导保障，一下子“甩掉拐杖”，
连队一时间举步维艰。

以往，他们有技术室出谋划策，

有装备修理技师全程保障，有情报室
筛选目标信号，连队官兵只要懂得驾
驶、侦察、干扰 3个基本课目就足以
应付日常考核和演习保障任务，“听指
挥做动作”让连队的训练越来越依赖
各种保障。去年 6月，连队新调整组
建后，可谓“一低三缺”：专业匹配率
低，骨干缺、装备缺、器材缺，测
向、定位、信号分析等难点课目也都
是空白。

面对全旅刮起的练兵备战风暴，该

连官兵决心迎头赶上：没有“拐杖”，
我们照样要打胜仗。训练形势分析会
上，他们从基础薄弱的现状出发，总结
了信号分析不深入、测向定位误差大、
释放干扰无章法等 3个主要弱点，全连
官兵集智攻关，加班加点进行测试论
证，一块块啃下“硬骨头”。

在最近组织的几场演训活动中，
连队独立作战表现突出，但他们并不
满足，又进一步查找出多个问题进行
攻坚。

第81集团军某合成旅某连面对新挑战主动作为

没有“拐杖”，照样要打胜仗

“七一”前夕，陆军某工程维护团二连整修荣誉室，95后新兵杨

朋向指导员建议，将见证连队发展历史的老槐树枝干“栽种”到荣誉

室，把连队获得的奖牌证书悬挂在枝干上，寓意连队承载荣誉茁壮

成长。

王 伟、刘子源摄影报道

该旅在训练一线组织官兵比武竞赛。 胡 庚摄

荣誉室栽种“荣誉树”

扫描二维码，回顾该旅

一年前的移防报道

记者探营·转隶一年回头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