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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感觉少了点什么

——眼神里再多些一剑

封喉的胆气，胸膛里再多些不

惧生死的血性

某部队战术综合训练场，特战小队
连贯破袭行动演练正酣。
“您觉得我院新毕业学员与部队久

经沙场的官兵差别有多大？”去年夏天，
学院基础部主任苏友芬到特种部队对
毕业学员回访调研。观摩间隙，苏友芬
与邻座的部队领导聊了起来。
“混杂在人群中，好像没什么区别，

但细细观察，总感觉少了点什么。”
“少了点什么呢？”
“血性胆气。据我们对近几年新毕业

学员不完全调查显示，有近六成学员毕业
后，要经历两到三年的摔打磨砺，才渐渐
有特种兵的样子。”部队领导实话实说。

那天，苏友芬没记住多少精彩画
面，脑海里始终回荡着“胆气”“血性”
“样子”等字眼。

这些字眼，像一颗颗钉子般扎心，
夹带在她的调研报告里，被带到学院的
教学筹备会上。会上，苏友芬提出了
“培塑学员超常血性胆气、超群身心素
质”等若干建议。

今年开学，随着《军事体育训练新
大纲》颁布，刺杀训练这项传统训练课
目，再一次展现在学院首批全军刺杀骨
干培训班上。

时隔 20多年，再一次听到木枪撞击
发出的清脆声响，特种技术系副教授杨
晓斌仿佛回到了 20多年前的刺杀训练

场，依然激动不已。
戴上护具，对峙阵前。透过防护面罩

上的网孔，与对手眼神对视的一刹那，学
员周勇像是被电了一下，心跳急速加剧。
突然，对方一个猛刺，周勇用力一拨，剧烈
撞击的震感，让他掌心一阵发麻，差点没
握住木枪。几招下来，手脚紫了好几块。

这是杨晓斌期许的效果。从教多
年的他，深知刺杀、擒拿、格斗等传统课
目只有注入极强的对抗性，才能真正激
发出学员的血性胆气。

负重 40 公斤，徒步行军 300 公里，
最后一战是 70公里奔袭。临近终点的
那段路，地表高温似乎要将柏油熔化，
每迈一步，学员李承阳都感觉脚掌被黏
住一般，体力与心力都到了极限边缘。

穿山入林、崖壁攀岩、荒野求生……
回想起这半个月的种种经历，李承阳一直
认为这是一场“噩梦”，希望赶紧“醒来”。
“冲啊……”当终点的红旗出现在

视线里时，李承阳突然发出了一声沙哑
的怒吼，那一刻他完全忘记了满脚血泡
和韧带拉伤的疼痛。

加速冲到终点的那一刻，李承阳视
线有些模糊，但意识很清醒——他又一
次突破了自己的身心极限。

李承阳知道，这是领取毕业资格证
的唯一途径，没有捷径！

差距究竟在哪里

——青年学生与士兵学

员的“先天”差距，亮起了实战

经历亟待补课的“红灯”

坐在火车上，学员张铭仰躺在靠背

上。车窗外闪过的风景，把他的思绪带
回到3个多月来的演训场。

某海训场码头，风高浪急，张铭带
领小队队员，驾驶侦察艇执行抵近侦察
任务；

某战术综合训练基地，模拟联合边境
封控作战行动中，队员们在 40公里急行
军途中，运用武装泅渡、山地射击等技能，
越过重重障碍，成功抵达目标附近……

毕业前的最后一学期，张铭的足迹
遍布高原海岛、深山密林，2000 多公里
的战线上，历经大小演练10余场。

当一切都成为回忆时，张铭已经不
在乎 3个多月的苦累，他更关心的是回
学校后怎样与士兵学员侃自己的“打
仗”经历。因为，在像张铭一样的青年
学生心里，没打过“大仗”“恶仗”，与士
兵学员吹牛都不好意思。

想到这里，他不禁会心一笑。这场
毕业淬火，鼓足了他与士兵学员“华山
论剑”的底气。

这样的底气，也同样充盈在指挥系
主任江游的心里。

一年前那个晚上，拿到学员期末战
术指挥考核成绩单的时候，江游的手像
被烟烫了一下猛地一抖：“优秀士兵提
干学员优秀率超过 80%，而青年学生不
到40%。”
“差距究竟在哪里？”疑问萦绕在他

的脑海里。
最终，江游从一组调查数据中找到

原因：几乎所有优秀士兵提干学员，入
学前都有重大演训、比武活动经历；青
年学生入学前则犹如白纸一张。
“实战经历‘缺课’的先天差距，决

定了这场比试的起点不同……”在议教

议训会上，江游的分析得到了大家认可。
以往由于不具备开展大规模、多环

境、实战化演训课目的条件，院校组织
实战化训练的频率、密度和强度远低于
部队。
“问题决不能交给部队！”一年过去

了，江游已组织了多场实战化驻训和演
习。他从一场场紧张的演练中，看到了
学员们身上的变化。

他知道，要彻底清除差距，还有一
段路要走。那一直贴在办公室墙上的
成绩单，就像一盏“红灯”，时时提醒着
自己。

谁会替你挡子弹

——再高明的战法打法，

如果脱离团队凝聚力都会大

打折扣

两年前，教员李盛阳在部队代职
时，看到黑板上“谁会替你挡子弹”几个
字时，心底一颤。

年度演习中，营里制订了周密的作
战计划，本以为胜券在握，不料，一名指
挥员指挥时脾气急躁、固执己见，导致
部属战斗情绪受挫，延误了战机。
“再高明的战法打法，如果脱离了

团队凝聚力都会大打折扣！”
“兵带得好不好、凝聚力强不强，问

问自己上了战场谁会替你挡子弹，就知
道了……”

一句句尖锐的反思，同样拷问着李
盛阳：民主测评，毕业学员带兵管理被
评“能力不足”的竟有四成，个别评议直
言“不会方法、不懂技巧、不解兵心”。

两年过去了，李盛阳至今仍用那样的
反问，来检验对学员的培养。临近学期结
束，他忙着队里的骨干换届工作。投票结
果，见习连长刘青的连任在意料之中。

军校 3年里，刘青当过见习班长、排
长、连长。历经多个岗位锻炼，他逐渐
显现出一名合格带兵人的样子。

为了让更多新任骨干尽快适应新
岗位，李盛阳制订了骨干岗前培训计划，
内容涉及部队基本法规制度学习、组训
法教学法练习、日常工作流程演示等。

远在千里之外某部代职的管理教研
室讲师谭大为，这段时间格外忙碌。代
职的两个月里，谭大为已经记录了发生
在身边的 30多个案例。他说，这是备课
室里绞尽脑汁也编不出来的“活教材”。

每批学员下部队实习时，谭大为都
会布置一项实践作业——收集管理案
例。实习归来的第一课，是案例辨析
会。谭大为说：“通过几轮实践与思考
的循环，极大提升了新毕业学员处置部
队管理棘手问题的能力。”

临近毕业，校园里离别的情愫分
外浓烈。但学员李明军有些顾不上与
战友拉家常、合影留念，他忙碌在本科
队学员的业余课堂里。在部队时，被
评为优秀带兵骨干的他，受领了一项
“特殊任务”——为学弟们传授带兵经
验。他说这是他送给学弟们的离别礼
物，也是他对母校感恩与不舍的独特
表达。

再过一个月，刘青就将带领队员到
特种部队实习锻炼。这段时间，他每天
利用饭后半小时，组织战友一起学习《基
层建设纲要》和常用法规制度，不时圈记
疑惑点，期待到部队实习时找到答案。

提纯特战学员的“特别味道”
—感悟陆军特种作战学院教员给毕业学员提出的“三个问号”

■肖云开 胥春龙 本报记者 陈典宏

端午节后，杨梅像是掉进了染缸，红得发紫。从宿舍到教学楼，每次上

下班，姚春富都习惯性地从种有一排杨梅树的小路通过，驻足看看杨梅的长

势。此时，正是采摘杨梅的最佳时节。

又是一年毕业季。几个星期后，数百名学员即将从这里奔赴祖国的大

江南北，走上新的战位。

从教30多年，每届新生报到和毕业前，姚春富都会和学员们聊聊。每每

翻看学员们入学时稚嫩的照片，对比如今黝黑的脸庞、矫健的身形、刚毅的眼

神，在学员们举手投足间，他仿佛感受到了一种果实即将成熟的“味道”。

作为陆军特种作战学院指挥系的一名资深教授，姚春富一时无法精准

概述这“味道”；但他知道，这还不是最好的“味道”，就像新采摘的杨梅，未经

盐水浸泡洗净一样，甜中总带着些许酸涩。

如何对表新型作战力量建设，适应部队岗位需求，培养具备超常血性胆

气、超群身心素质、超强智能技能的“三栖特战精英”，最大程度提纯特战学员

的战斗精神，是姚春富和陆军特种作战学院的教员们正在努力奋斗的目标。

毕业季，很多学员产生了对未来的
迷茫困惑。在全新军旅征途即将启航之
际，3个“毕业锦囊”助力毕业学员放下
思想包袱，轻装扬帆远航。

锦囊一：驻守边关冷月也能“飞得高”

有的学员胸怀“但使龙城飞将在，不

教胡马度阴山”的戍边之志，但又面临家

人的担忧和恋人的不舍。

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既然选择

了军旅，就应有吃苦的准备。要让家人

理解“一家不圆万家圆”的军人责任，让

恋人带着“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

暮暮”的坚定信任，在边关冷月、艰难困

苦中，磨砺自我、强大自我、成就自我，才

能放开手脚，建功军营。

锦囊二：夯实能力素质才能“站得稳”

有的学员向往“八百里分麾下炙，

五十弦翻塞外声”的沙场豪情，但又担

心能力素质不足，在基层连队站不稳

脚跟。

过硬的军政素质是在部队踢好“头

三脚”的坚实保证。利用毕业前的时间，

多开展教学法、战术基础等课目训练，培

养良好的组训能力；多与经验丰富的基

层干部进行交流，从实例中总结方法规

律，提升工作能力。

锦囊三：放低姿态学习必能“走得远”

有的学员面对“风尘三尺剑，社稷一

戎衣”的基层生活，惶惑如何快速融入新

集体，使军旅路走得更长远。

万丈高楼平地起，“官之初”最重要

的就是摆平心态、放低姿态。把自己当

成一名新兵，积极向连队老班长、干部学

习专业技术和处事能力，脚踏实地做好

每一项工作，这是融入新集体、实现身份

转变的首要工作。

“毕业锦囊”助力扬帆远航
■赵镜然 任鑫田

夜深如墨，北风似刀。

在西北大漠执行任务，我躺在帐篷

里，仰望天窗外那点点星光。轰鸣的战

车在深夜归于平静，看着身旁早已睡熟

的战友，我的思绪回到了一年前初见他

们时的场景。

一年前，即将研究生毕业的我，

主动向组织申请到基层部队任职。因

为 在 我 心 里 ， 始 终 有 一 个 “ 基 层

梦”——火热的军营、冰冷的铁甲、

嘹亮的口号……那才是男子汉该去的

地方。怀揣着这样的理想，我踏上南

下的火车，来到火箭军某导弹旅。

我被分配到曾被中央军委授予

“导弹先锋发射营”荣誉称号的优秀

营队，成为一名研究生排长。本以为

“满腹墨水”的我，能轻松在部队踢

好“头三脚”，没想到出师不利，频

遭尴尬：体能训练，按着连队的训练

强度，没跑几圈我就已经气喘吁吁；

专业训练，身高一米八几的我在导弹

车上爬上爬下、笨拙难堪；跑电路

图，无数的开关、按钮看得我脑袋发

蒙……

“专业不对口、业务不熟悉、时间

还太短……”我不停地找理由“安慰”

自己。一次带队清理库房，无意间听到

战士们议论我的话，我恨不得挖个地道

“逃跑”。当时，本来一两个小时就能完

成的工作，因为我的指挥不当结果干了

一下午。“听说新来的排长是个研究生

呢，哎，就这个水平……”

曾经让我引以为豪的高学历，反

而让我面红耳赤。晚上，我躺在床上

反思自己：老话说，学士硕士首先是

战士！到了部队，就得把自己当个兵

看！如果不能俯下身子，只顾仰着脖

子，眼高手低、好高骛远，注定得不

到战士的认可！

痛定思痛，我放下了所谓“高材

生”的架子，以老兵为师，天天缠着

专业骨干给我讲原理、做示范，短短

一个月，我就记满了两本训练笔记

本；出公差，脏活累活我总是冲在最

前面，再也不当旁观者；连队的各种

晚会活动，我和战士们一起精心准备

节目……

后来，我第一次指挥模拟发射，

导弹按时点火。我偷偷看见，在一旁

把关的“兵师傅”向我竖起了大拇

指。

转眼又是毕业季，又将有新的战友

被分到祖国的各个营盘。我想告诉师弟

师妹们：学历只能代表过去的经历，不

能代替工作的能力。仰望星空还需脚踏

实地，只有扎根基层，才能在部队这所

大课堂里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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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敏递交了戍边申请！”盛夏，
这个令人惊讶、却又在情理之中的消
息，在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试验
训练基地的校园里不胫而走。

说起王思敏，这位形象气质与能力
素质俱佳的姑娘，是校园里人尽皆知的
“女神”级人物。

2013年 8月，已就读于地方大学的
王思敏看到了学校的征兵海报，一句
“正青春，参军吧”的征兵广告，让从
小就向往军营的她心潮澎湃，毅然决定
携笔从戎。

父母含泪把她送上了西行的列
车。但老两口不知道的是，那年入伍
有 3 个地方可以选择，王思敏瞒着家

人，放弃了北京和山东两个环境相对
安逸的地方，远赴新疆。有人不解，
她昂首回答：“图安逸何必来当兵，
我就是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磨砺自
己！”

驻疆部队环境艰苦，一望无际的
戈壁荒漠、干燥的空气和刺骨的风沙
令初来的王思敏经常生病。这个坚强
的女孩从不服输：沙背心和沙绑腿是
与她朝夕相处的“好伙伴”；白皙细嫩
的双手磨出水泡，水泡变成血泡，老
茧又长新茧……

日复一日的磨砺和坚持，使王思敏
的军事素质成为同年兵中的佼佼者。当
兵第二年，王思敏在军考中一路过关斩

将，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国防科技大学，
开始了新的军旅征程。

来到校园，王思敏再度脱颖而出。
她主动请缨，代表学校多次参加军事比
武，先后取得全军“勇士杯”学历教育
院校综合技能比武第四名、军事技能比
武第三名的好成绩。她还充分发挥自身
特长，四年里包揽了学校所有大型晚会
的主持工作，获得学校“校园之星”个
人才艺第一名、学校演讲比赛第一名等
荣誉。

即将毕业，作为成绩优异、表现突
出的优秀学员，王思敏可以选择的岗位
很多。但她没有忘记自己对大漠戈壁的
承诺，坚持要求回到“梦想开始的地

方”。一封戍边申请书，让她再次走向
聚光灯下。
“王思敏，真棒！”面对同学们的称

赞，王思敏莞尔一笑，说：“我只是想
回到梦想开始的地方。”王思敏：回到梦想开始的地方

■尹艺霖

本期策划主题词：
毕业任职准备

毕业时节，陆军边海防

学院乌鲁木齐校区学员谢亚

楠与同学们一起，在“忠诚

石”下、在鲜艳的党旗前，举

起右手高声宣誓。

谢亚楠一直很想知道边

防的样子。临近毕业，他更

加迫切地想认识自己即将任

职的岗位环境。这次学院组

织到边防一线现地教学，与

边防官兵面对面交流，他感

受到了作为边防军人的使命

和光荣。

好男儿志在四方。谢亚

楠决定到边防去、到基层去，

努力干出一番事业！

边防，我们来了
■白 刚 宋 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