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钰凯绘图）

津津乐道

“报告，营长被包围了！”
“营长军事素质好，自己能突围！”
“报告，炊事班被包围了！”
“兄弟们‘抄家伙’打回去！”
这是西部战区空军某通信旅机动

通信营近来流行的“段子”，就连被调
侃的营长也开玩笑说：“先救炊事班，
锅里还炖着大肉呢！”

餐桌连着战斗力。从吃饱吃好，
到让官兵吃得暖心，一个“吃”字，
不简单，它牵扯到基层训练生活的众
多方面。

2008 年以来，该旅外出驻训、演
习演练、抢险救灾等重大任务激增。
营里信心满满地要打造“通信特种
兵”，各种训练强度加码。“狠”起来
的时候，先携带 60多斤重的便携通信
装备奔跑 3000米后，再立即开展紧急
架设抢通课目。高强度、大消耗的训
练后，“食补”是重要的保障手段。牛
肉、羊肉、乌鸡……菜品种类繁多，
炊事员成了半个营养师，变着花样给
大家补身体。新兵郭旭在大半年里体

型变化不大，体重却长了不少，刚在
体能考核中夺冠的他高兴地说：“功劳
得分炊事班一半！”

班，是最小的战斗单元。机动通
信营特殊的任务性质，也常常考验着
炊事班的战斗力。连队有迅速、准
确、保密不间断的要求，炊事班也有
小、快、精的战斗口号。班长王厚磊
能在半小时内煎好上百个鸡蛋，蔡良
彪和张添擅长做各种面食，李乾坤的
卤制系列，林辉雄的各类干锅……炊
事班人人都有让官兵们吃得过瘾的看
家本领。

每次驻训，灶台换成野战炊事
车，炊事员们练习用蹲姿、坐姿甚
至跪姿切瓜剁菜，在狭小的操作台
上施展手艺，用最小的水耗、最快
的速度，做出卫生可口的饭菜。在
官 兵 们 “ 吃 不 出 差 别 ” 的 口 感 背
后，是炊事员们的高标准严要求。
“最艰苦的那次，两名炊事员用一台
炊事车保障了 90 名官兵一个月的伙
食！”提起炊事班的“壮举”，王厚
磊有点小得意，那次任务他瘦了 10
多斤，胳膊上却鼓起了肌肉，厨艺
也更加精进。

餐桌连着向心力。机动通信营大

部分官兵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外
执行任务，自然环境恶劣、供给保障
受限。炊事班定下了“再晚也有热
饭”和“炊事员最后一个吃饭”两条
规矩，这份贴心就像是暗夜中的篝
火，在高原荒山、大漠戈壁，温暖着
任务官兵们的心和胃。

官兵第一次入藏野外驻训时，营
地海拔高、环境恶劣。起初几顿饭不
是因压力不够夹生了，就是压力过头
没味道。尽管官兵们轮番来安慰：
“没关系，你们已经很辛苦啦！”炊事
员们还是不放松、不断改进。他们转
用小锅一次次试做，摸索出高海拔环
境炊事技巧，将野战炊事车和便携燃
气 灶 相 结 合 ， 总 结 出 “ 蒸 饭 4 个
压”、用菜“瓜多叶少”、用料“少盐
减料”等多条口诀，终于在低温低压
条件下也做出了多种美食。去年春
节，全体驻训官兵特地给炊事班送上
一副对联：通信兵千里奔袭敢打必
胜，炊事班一路支援暖心暖胃；横
批：保障有力。

文人说，唯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指
导员说，“吃”也是连队的一件大事；战
士们说，吃饱有干劲；炊事员们说，保障
吃好才有战斗力！

舌尖上的温暖
■肖 瑛 刘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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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地挥手告别，结束一天缝补工
作的驻香港部队某合成旅士官邓健斌，
坐在返营的车上舒展身子。他闭上眼
睛，脑海中回荡着缝纫机如乐曲般的声
响。低头，目光定格在灰、绿、棕色交织
的迷彩布上，踩着踏板，手指转动，前后
推移……这是他一天中重复多次的动
作，看似单调乏味，他却乐在其中。

邓健斌加入临时缝补队的初衷，缘
于自己的一件破衣裳。很少有人知道，
虽说是在香港这座繁华的国际化大都
市驻防，但在衣物破了的“紧要关头”，
不少官兵也曾是“囧”迫不已。

在一次训练中，邓健斌不慎将衣服
划出一道大口子，身边的战友不会缝补，
也不方便立刻请香港的缝纫师傅进来，破
的衣服又带不出去，这一下，可让他犯了
难。邓健斌试着拿起针线，眯着眼睛，小
心翼翼地将线对准针口，一下、两下、三
下……小小的针口像是一面钻不破的墙，
好不容易才把线穿过去。邓健斌长舒一
口气，并暗下决心，一定要解决缝补难题。

在香港驻防，驻港部队官兵的一举一
动都代表着解放军的形象。像邓健斌一
样陷入缝补“囧”境的官兵不在少数。为
此，该旅专门成立了一支“临时缝补队”，
官兵自愿加入，帮助大伙儿解决难题。

缝补队的“师傅们”来自该旅不同
营连，经过集中培训后，就正式上岗
了。他们中既有机警勇猛的侦察兵、也

有勤恳精干的工程兵、还有严谨细致的
防化兵……别看“师傅们”平时“不显山
不露水”，可是个个身怀穿针引线的功
夫。日常，他们与大家一样训练、工作，
到战友们需要时就集合到一起，拿上针
线，操作起缝纫机、打磨器等，单调细致
的工作也变得快乐无比。

上士李军锋是缝补队的“老骨干”，
几乎每次出任务都有他的身影。一次
营区巡补中，路途十分颠簸，他担心放
在车上的缝纫机被颠坏，赶紧站起来护
着机器。“班长，你坐着，我们来！”缝补
队员们见状，也纷纷站起来。于是每人

站一段路，护着机器，身体随着颠簸的
卡车一路“扭动”，大家不禁笑出声来。

缝补队每次出动 5至 10人，除了缝
衣服也补鞋，队员们轮流担任不同角
色。缝衣服、磨鞋跟、钉鞋钉……每到
一处，机器的运转声、工具的打磨声、还
有大家的谈笑声，汇聚在一起，仿佛一
首快乐的交响乐。

今年年初，缝补队员们到石岗营区
出任务。由于当时有很多集训分队驻
训，实在腾不出住处，他们就在展开作
业的库房里住了下来。白天装背囊，晚
上打地铺，初春的天气虽不炎热，但狭

窄的库房睡起来很不舒服。晚上，一天
的缝补工作结束，李军锋和战友们看着
本子上记录的密密麻麻的缝补数，倍感
欣慰。艰苦的条件与这项工作带给大
家的满足感比，显得无足轻重。
“帮助更多的战友缝补，看到他们

满意的笑容，就很开心。有时候补的衣
服少了，心里还觉得过意不去呢。”缝补
队员、工兵连的肖新星说。

一次闲暇，缝补队员李军锋碰到刚
从训练场回来的战友，发现他们身上不
少防毒面具袋的口子已合不上了。李
军锋灵机一动，让战友们把合不上的防
毒面具袋都拿过来，帮大家“缝合”。一
传十、十传百，战友们纷纷拿来防毒面
具袋。“这下，可有的忙了。”缝补队员们
顿时干劲十足。穿针引线间，一个个完
好的口袋就缝好了，这项“新业务”受到
了战友们的点赞。

缝补队员和缝纫机打交道时，偶尔
会“来电”。用防化连战士刘家武的话
说，就是“一点猝不及防，带着一些意犹
未尽”。针线摩擦的过程中难免产生静
电。年长一些的李军锋打趣地纠正他：
“我这老同志就不像你们小年轻那么容
易‘来电’。”他举起了结满厚茧的双手，
即使有静电也已感觉不到疼。

熟能生巧，他们把衣服、鞋子、装具
的每一个结合部、每一个小零件都摸得
清清楚楚。缝补队员、侦察兵穆庆斌为
了找到足够的材料，经常到旧仓库里
“淘宝”，卸下有用的部件，补到战友们
急需穿的衣服上，让“沉睡”的旧军装
“重现”军营。

驻防繁华香港，人民军队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驻香港部队
某合成旅官兵成立“临时缝补队”，帮助战友解决“囧”“破”难题—

穿针引线快乐缝补
■唐 嘉 彭 玮

“班长，我咬下你的奖牌，尝尝金

牌的滋味。”新疆军区某装甲团榴炮三

连五班列兵杨艳福说话间，将班长李

赟在团军体运动会上夺得的金牌咬了

起来，引得战友们大笑。

作为红军连队的传人，班长李赟入

伍6年来，多次在上级组织的比武竞赛

中摘金夺银，成为战士们眼中的“明

星”。前不久，参加团里的军体运动会，

他一举打破100米短跑纪录，并帮助团

队取得400米接力赛团体第2名。

李桂增、袁 凯摄影报道

■训练间隙，大家聊起《西游记》，班
长问小王：“《西游记》里你最喜欢哪个人

物？”

小王想了想说：“肯定是孙悟空！”

然后小王问大家，大家笑着说：“我

们都说喜欢嫦娥。”

■一日，班长组织一群新兵跑 400
米障碍，看着深坑、独木桥、高墙、梅花

桩……新兵们心里直打鼓。

班长：“准备，排好队，小李，你先

跑！”

新兵小李：“班长，我没跑过，不会！”

班长：“真笨，你没吃过猪肉还没见

过猪跑啊！看我给你跑一个！”

■跑步过程中为了提高大家的士
气，我们连值班员经常会带大家喊呼

号。值班员喊“1、2”，其余人喊“嘿嘿”。

有一天我们进行体能训练，围绕营区进

行长跑训练，跑得正起劲时值班员说：

“同志们，快到机关楼了，喊喊呼号！还

是老规矩，大家喊响了……”

然后值班员就起头喊：“1、2”

人群中，一个迷糊的战友突然不和

谐地喊道：“响了！”

（贾 闯 张洪兵）

军营小幽默

当年，我们新兵营有个“新兵银
行”，每每回想起来，心里就充满浓浓
暖意。

那是 1994 年的冬天，我们刚到部
队没几天。许多新兵从家里带来不少
钱，基本都是现金。那时候还不流行银
行卡，更别说什么“支付宝”。由于都是
刚出校门不久的“毛头小伙”，花钱没计
划，又苦于没有地方存放，钱反而成了
我们的累赘和负担。有的战友为了保
管现金，真是煞费苦心，想出了很多“奇
招”。有垫鞋子里的，有压在床板下的，
数额较大的干脆缝进了枕头……真可
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这样存放，
内务检查过不了关啊！每周五内务检
查，总会发生几起因存钱而好笑的事
儿。

记得我们宿舍有个浙江温州的“哥
们”，把钱塞进军用水壶里。几张一卷，
卷成桶状塞进水壶，一卷一卷往里塞，
直到塞不进去为止，也不知道他一共塞
了多少钱。周日，新兵营组织长途拉
练，要求每人将水壶加满水，供一天的
饮水用量，这“哥们”死活不肯加水，长
途拉练途中，嗓子干得几乎冒烟，他老
兄愣是没喝一口水。

为了解决大伙的难题，看管好我们
新兵的钱，“新兵银行”由此诞生。它的
作用就是帮助新兵保存和看管钱物。
用我们当时教导员的话说，我们要从小
事做起，从细微处做起，培养艰苦奋
斗、勤俭节约的美德。
“新兵银行”也有“存折”，封面上“新

兵银行存折”几个红色大字赫然醒目。
翻开“存折”，里面的表格分有存入、支
出、金额、记账等栏目，俨然一本“正宗存
折”。在记账栏内还工工整整地印有班
长、连长以及营领导的个人手印。我们
把从家里带来的钱自愿存进“新兵银
行”，800元、500元、300元……班长存钱
的纸盒子里积攒满了数额大小不等的
钱，一看总数还真不少。参加储蓄都是
个人自愿，但是在以后的日子里，只要我
们发了津贴或者家里寄来汇款，大伙儿
都很乐意存进“新兵银行”。如果平时需
要用钱，随时都可以找班长取，存取都很
方便。勤俭节约、少花钱，渐渐在我们新
兵中形成一种习惯，这种习惯也一直陪
伴我今后20多年的军旅生涯。

记得当时我们新兵营有个来自山
东聊城的新兵，他刚到部队还没几天，
母亲突遇车祸住进了医院，肇事者不知
去向。由于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
的农民，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突如其来
的变故让这位新兵情绪波动较大。我
们知道后，都不约而同地从“新兵银行”

把自己平时积攒下来的钱取出来，以新
兵营的名义偷偷寄到他的老家。印象
中，大概共筹得 3000 多元钱。这在 90
年代初期，那真是一笔巨款。其中一位
上海的战友一人就拿出了 1000元。这
些钱帮助他母亲解决了大部分的住院
费。他母亲得到了及时救治，并且很快
康复。事后，他们村长还给新兵营写来
了感谢信。这位战友也放下了思想包
袱，成为我们新兵营的训练标兵。如
今，这位山东籍战友已是战区空军机关
一名团职干部。每每提及此事，他总是
眼圈发红地说：“真的很怀念我们那段
真挚纯朴的战友情。”

新兵营训练结束后，我们成为一名
合格的军人，大家各自奔赴新的岗位，
“新兵银行”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然而，勤俭节约、助人为乐的优良作风
却印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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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集合
■嗨嗨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