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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年代军人价值的体

现，需要自身实力的支撑。军

人的一切能力，都是由打仗能

力派生的

大讨论开始初期，部分官兵还是坚
持认为，唯有走向战场才能体现军人的
价值，上等兵虎宝成是其中之一。讨论
中，他率先亮出观点：“军人生来为打仗，
不打仗，军人价值根本无法体现。”为此，
该旅注重用身边事启发引导官兵。
“女兵张庆‘最美一跪’，是不是军人

价值的体现？”这个话题一经抛出，立即
引发官兵热议。

今年 1月 25日上午 10时许，该旅女
兵张庆结束休假，在北京西站南广场准
备转车时，突然听到有人呼救，跑过去看
到一位老人晕倒在地。张庆通过观察老
人生理特征，判断为心脏骤停。她立即
跪在地上，运用战时急救技术为老人实
施徒手心脏复苏术，直到“黄金四分钟”
的最后 10秒，老人恢复了生命体征，转
危为安。

更多的例子，在大讨论中显影。
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该旅前身部

队官兵闻令而动，万人千车火速驰援重
灾区青川县，先后从废墟中救出 141 名
生还者；2015 年，河南林州市一处盘山
公路发生大巴车坠崖事故，面对常人望
而却步的悬崖，该旅前身部队官兵连续
奋战 6小时，从死神手中抢回 13名受伤
群众的宝贵生命……

在大讨论中，官兵们好像突然间认
识到：尽管我们没有接触过战争，但几乎
人人参与过非战争军事行动。这些年，
大到 1998 年抗洪抢险、2003 年抗击非
典、2008 年抗震救灾，小到驻地发生的
山火、洪水灾害，每一次都是军人不畏艰
险冲在前面。很多媒体在报道相关事迹
时，通常使用“又是军人”“还是军人”等
字眼。
“战争时和敌人战斗，和平时期同自

然灾害战斗，都是在保卫国家和人民，不
都是军人价值的体现吗？”该旅政委任志
远一席话，引起了官兵们的反思。

一番讨论后，上等兵虎宝成思想
发生了转变：“除了战场，和平年代军
人同样有实现价值的舞台。和平时期，
军人大部分时间在营区和训练场活动，
即使外出也通常穿便装，人民群众在享
受生活时很少看到军人。但是，当灾
难来临时，群众总是最先想到军人，军
人总会及时出现，这就是新时代革命

军人的价值。”
在这个旅的大讨论中，像虎宝成一

样思想发生转变的官兵还有很多。本以
为教育目的已经达到，可讨论的深度，超
出了教育者最初的设计。
“张庆救人时，情况十分紧急。如果

你是张庆，能成功挽救老人生命吗？和
平年代军人价值的体现，需要自身实力
的支撑。军人的一切能力，都是由打仗
能力派生的。”中士李金龙的发言赢得了
大家的认同。

一支军队的战斗力水平，

取决于它对下一场战争的理

解深度和准备程度

随着大讨论的深入，一个问题在官
兵脑海里集中浮现：和平年代，如果没有
遇到抗震救灾等非战争军事行动，是不
是训练就白练了？

该旅旅长朱锡武的一个假设，让官
兵们再次陷入了深思：假设军人不刻苦

训练，如当年清政府的军队一样军备废
弛、在外敌面前一击即溃，当下的中国会
是什么样子？
“中国越来越富裕，如果没有强大的

军队来守卫，只会和清朝时的中国一样，
引来更多的掠夺者”“通过电视看到外国
难民经历的苦楚和无奈，我们越发感到，
一支强大的军队是人民生活安康幸福的
有力保障，是国家迎接挑战的坚强力量
保证”……

能战方能止战。当前，我国发展正
处在由大到强的关键阶段，国家、民族的
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军队的强大
紧密联系在一起。大讨论中，广东籍列
兵梁宇帆思想悄悄发生了转变。他入伍
前就给自己规划好了，当兵两年就退伍，
回去可以拿一笔经济补偿。现在，他打
算明年留队继续服役。梁宇帆说：“家乡
富饶又临海，一旦有战事，可能首先会遭
殃。我有责任和义务练强本领，为提升
部队战斗力贡献一分力量。”

和梁宇帆一样，“和平年代不打仗，
训练就白训了”的观点在官兵中越来越
没有市场，大家都深刻认识到：不是因为
和平所以训练无用武之地，而是有了高
水平的战备训练才有了和平！

结合大讨论，该旅还组织开展了一

项活动：在官兵左胸前显著位置张贴“军
事素质牌”，大力营造训练光荣的氛围。

这个标识牌，从左至右分为体能、专
业、教学三块，每一块里有空白、一个三
角形、一颗五角星、两颗五角星等不同的
标识，对应着不合格、合格、良好、优秀四
个等级。旅里每月组织考核一次，根据
考核成绩决定“军事素质牌”内容。军事
成绩写在胸前，尽没尽力训练一目了然。

出水才看两腿泥。很多干部、老兵
由于军事素质不过硬，“军事素质牌”里
的星星还没有比自己兵龄短的新兵多，
很多官兵很难再靠资历兵龄、其他特长
“刷”存在感。

以前，工兵连指导员赵衍武觉得基
层工作繁琐重复、失落感较强，萌生了转
业的想法。在大讨论开展的几个月里，
看着自己胸前的五角星越来越多，赵衍
武感觉收获满满：“一支军队的战斗力水
平，取决于它对下一场战争的理解深度
和准备程度。打赢明天的战争，必须从
今天做好准备。”

平时即战时，训练即实战。记者随
机采访了多名有训练伤的战士，他们当
中再没有人为自己身上的训练伤感到遗
憾。“谁也不是天生就会打仗。要把这些
战斗技能练过硬，不付出代价能行吗？”

一名战士自豪地说：“伤疤，是军人最美
的勋章！”

军事斗争准备是人的准

备，需要能力的准备，更需要

意志的准备

大讨论中，该旅组织官兵重温了《战
狼 2》《红海行动》等多部军事题材电影，
官兵们在感动的同时，也深化了和平年
代军人的价值思考。
“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

只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电影中的
场景对一些人来说只是虚构的画面，但
在中国维和部队的官兵眼里，就是真实
的战场。”该旅副参谋长郝慧昌走上讲
台，向官兵们展示了维和一线的真实照
片，意味深长地说，“和平年代，中国军人
真的并没有远离战争。”

装步二连上士冯尧是一名文艺骨
干，他在梳理网上关于《战狼 2》的观后
感时发现，很多人都提到了 2011年的利

比亚撤侨、2015 年的也门撤侨，很多人
都在猜测“战狼”到底是哪支部队。其
实，作为中国公民强大后盾的中国军队，
都是“战狼”。该旅人力资源科科长石超
在发言中，公布了自己统计的一个数据：
全旅数百名官兵有国际维和经历，他们
都被联合国授予了“和平荣誉勋章”。
“为维护世界和平，我们时刻准备

着。”前不久，该旅奉命组建维和待命部
队，并为全陆军进行了示范演示，官兵们
争相报名参加，在时间短、任务重的情况
下，如期高质量完成了任务。
“军事斗争准备是人的准备，需要能

力的准备，更需要意志的准备。”在大讨
论中，该旅另一名女兵邹兴越，也成为大
家热议的对象。

今年，得知旅里将派人赴外参加“国
际军事比赛-2018”军医接力项目比赛，
邹兴越第一个报了名。比赛开始后，前
期课目进展很顺利，可在女卫生员手枪
精度射击比赛前，俄方临时规定所有参
赛队必须使用俄式装备，每种枪型只给
2个小时的训练时间。面对困难，邹兴
越一度想过放弃，但当看到其他国家参
赛队员求胜的眼神，她心里瞬间明白了，
这不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场特殊的战
斗，比拼的不只是竞技水平，更是一支军
队的战斗力水平，关乎国威军威。

邹兴越迎难而上、沉着冷静，以1发8
环，1发 9环，而后连续8发10环的成绩赢
得满场喝彩，打出了“军医接力”项目举
办以来马卡洛夫手枪射击的最好成绩。

记者到该旅采访时，时值部队退伍
季。该旅领导介绍，相比往年，今年满服
役期战士选择留队的人数有了明显增
加，各营连都在优中选优确定留队人员
名单。即使由于照顾父母、继续上学等
原因选择退伍的战士，临退伍几天训练
热情也丝毫未减。置身训练场，看不出
来谁即将退伍、谁选择了留队。

擦一把汗水，一位老兵说：“绝不能
因为老兵退伍让部队战斗力出现空窗
期。穿军装一天，就要 24 小时准备打
仗；在训练场一分钟，就要训够6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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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你 的 荣 耀 举 过 我 的 头 顶
——中部战区陆军“新时代革命军人价值观”群众性大讨论见闻与思考（上）

■本报记者 周 远 通讯员 邹 贝

采访中部战区陆军组织的“新时

代革命军人价值观”大讨论活动期

间，不时有一些场景在记者脑海里闪

现——

一次，在标有“军人依法优先”的窗

口，一名军人拿着证件“插队”到最前

面，尽管解释“部队有紧急任务，需要尽

快归队”，还是遭到了少部分排队群众

的白眼，后面一位地方青年甚至说：“不

打仗，要你们当兵的干啥？来和老百姓

抢票吗？”

前期记者在某移防部队采访，听说

他们移防到位后的第二天，一封告状信

就送到了上级机关。原来，周围有个别

群众嫌官兵喊口号声音太响，影响了他

们休息。

这几年，当军事演习造成民航飞机

延误时，大多数旅客选择理解并安静等

待，但也有旅客不淡定了，认为“军事演

习也不能影响他们的出行权利”，在网

上发表言论表达不满。在采访地方政

府工作人员时，有时他们会在私下里

问：“不打仗，你们部队在干啥？”

战争年代，无需多言，老百姓都懂

得军人的价值，称他们是“最可爱的

人”。承平日久，不少人忘记了军人的

价值，觉得军人没那么“可爱”了。这就

像天晴的日子多了，我们慢慢地会以为

天会一直晴下去，雨伞的存在没了意

义，甚至觉得它还有点碍事。

和平年代，误判军人的价值，不仅

是错误的，更是危险的。

全社会尊崇军人的前提，是大家都

认同军人的价值。只有认可了军人的

价值，大家才会发自内心、主动自觉尊

崇军人。认可军人价值、真心尊崇军

人，既是落实习主席“让军人成为全社

会尊崇的职业”重要指示的具体举措，

更是提升部队战斗力、建设世界一流军

队的现实需求。

打心眼里认可了新时代革命军人

的价值，家属安置、军娃入学，就不会

再出现推三阻四的现象；落实“军人依

法优先”就会由官方行为，转变为全民

自觉；演习导致飞机延误、战车从田边

滚滚驶过，大家也会站在大局上予以

谅解。

军人受尊崇，国家有力量，这是世

界通行的规则。人民军队来源于人

民、根植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并最终

回归于人民。不少网民说得好：岁月

静好，只因有人负重前行；人民军队是

国家主权、人民利益的坚强捍卫者；一

个大国、一个强国的力量和意志，不仅

仅由军人来体现，也包括全社会所有

公民。

记者真心希望，随着军人正在成为

全社会尊崇的职业，会出现这样一幅场

景：当旭日东升，人们走出家门开启一

天的美好生活，大家在偶尔驻足间，会

想到这一切都离不开人民军队的付出；

当夕阳西下，军人结束一天艰苦的训

练，官兵们都感到充实，知道自己付出

的一切都有人认可和点赞……

军人受尊崇，国家有力量
■本报记者 周 远

去年秋天，中部战区陆军一个工作
组在第 81集团军某旅调研时，组织了一
次座谈。当时谁也没想到，这次座谈会
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

座谈中，列兵王恒天介绍了自己的
一段心路历程。

王恒天入伍前就是一名军迷，抱着
保家卫国的志向来到部队，各项成绩提
高很快，不到半年就成了一名训练标
兵。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建功军营之
时，一场意外发生了：他在一次 400米障
碍训练中，脚下一滑，从云梯上摔了下
来，导致十字韧带撕裂。医生告诉他，以
后要避免剧烈运动。

就这样，一个训练尖子变成了病号，
入伍不到一年，就有了退伍的打算。受
伤后，王恒天一直没有和家里说，一方面
是怕家人担心，一方面是不好意思说。

王恒天说，他准备明年退伍，在部队

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参与真正的实战，
学习的本领用不上不说，身体还受了
伤。如果是战场上受了伤，回家还可以
炫耀一下战伤，训练场上受伤就说不上
光彩，这有点太不值了。

大家表示，有这样想法的战士不止
王恒天一个。训练难免受伤，战士根据
个人情况规划未来也可以理解，但这名

列兵的遗憾，引发了工作组的深思：和战
场受伤相比，训练受伤真的不应该感到
光荣吗？

列兵的遗憾里，暗含着军人对自我
价值的判断。有一位军人曾这样说：农
民种地出粮食，工人做工出产品，科学
家科研出成果，社会上很多职业都会产
生让人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价值；唯独军

人的价值，只能当战争来临之际，在战
火硝烟的战场上，才能有全面展现的机
会。

诚然，我军已经近 30年没打仗了。
承平日久，部分军人认为自己只训练、不
打仗，自信、自豪不起来，慢慢对训练的
价值、坚守的价值、付出的价值认识不够
充分，对和平年代军人的地位作用认识

不到位。
工作组将这一情况向战区陆军领导

进行了汇报，党委“一班人”认识到，和平
年代军人怎么认识评价自己，不是一个
小问题。我们平日大力倡导像打仗一样
训练，但如何让官兵觉得训练和打仗一
样光荣？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如果没
有发自内心的光荣感、价值感，长久的、

自觉的训练热情从何而来？军人受尊崇
首先军人要自我尊崇，认识不到自身价
值，何来自我尊崇？
“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

行为方式。”今天的我们需要静下心来想
一想：和平年代的军人价值到底体现在
哪里。

价值观是人生的总开关，一名战士
的遗憾引发一场大讨论。在落实“传承
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中，
中部战区陆军围绕军人价值的话题，在
所属部队有针对性组织了“新时代革命
军人价值观”群众性大讨论活动，第81集
团军某旅是活动的先行试点单位。活动
开展一段时间后，记者来到这个旅采访。

由一名战士的遗憾说开去
■本报记者 周 远 通讯员 邹 贝

战功卓著的“金汤桥连”官兵在

战备训练中士气高昂，和平时期仍然

是该旅战斗力建设的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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