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谢丰、秦国钰报道：近日，
战略支援部队某部新兵团新兵邹健向全
团战友介绍了自己二次入伍的心路历程：
“我选择回来，是因为想圆一个梦……”

2015 年，邹健带着满腔热忱从军
报国，到陆军某集团军服役。经过两年
的军营历练，幼稚青涩的他逐渐成长为
一名英姿挺拔的军队汉子，各项能力素
质扎实突出，成为留队选晋士官的热门
人选。然而这一切，因为去年 9月他父
亲打来的一个电话发生了改变。

原来，邹健的母亲被查出癌症，当
时已经住院化疗了两次，父亲也是拖了
很久才告诉他。“儿啊！你已经长大了，
留不留在部队继续干你自己决定，就算
不回来，我们也不怪你。”那一晚，邹健
彻夜未眠，“忠”“孝”之间的抉择摆在了
这个年轻人面前。经过细细思量，第二
天他含着遗憾的泪水向连队党支部递
交了退役申请。

回到地方后，经过他半年多的悉心
照顾，母亲的病情逐渐稳定，但因饱含
一份遗憾，邹健的脸上很难见到笑容。
“我要再圆从军梦！”他把自己的想法告

诉了父母，没想到他们表示十分理解和
大力支持。就这样，今年秋天邹健选择
了再次入伍。来到新兵团的第一天，邹
健就在日记本上郑重写下了一句话：
“虽然不是过往的营院，但军旗依旧在
晴空飘扬！”

邹健的目标是当标兵。他不但自身
军事素质过硬，在新兵团组织的进阶评
选中荣登“猛士”段位，而且因为有过一
段当兵的经历，他时时处处展现出一个
“老兵”的成熟，主动协助班长干好工作，
积极帮助战友奋勇争先。前不久，新兵
团举办军事体育运动会，邹健所在班取
得了优异成绩。“二次入伍的战士是块
‘宝’，对他们的要求应该从难从严，同时
也要为他们创造更宽广的平台，相信经
过火热军营的‘回炉再造’，他们能快速
成长成才，早日岗位建功。”该新兵团团
长左向东评价道。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重返军营，邹

健更加读懂了这句话的含义。那天，新兵
团组织宣誓。面对军旗，他在心里告诉自
己：要在部队一直干下去，拼出属于自己
的一份辉煌！

二次入伍再圆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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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军校期间多次取得演讲比赛名
次，精通图像、视频软件操作，所带学
员连荣立集体三等功……第 81 集团
军某旅新排长王紫阳的简历，让他一
分到单位就被机关“盯上”了。本以为
他会很快到机关“走马上任”，然而，近
日记者在该旅采访时发现，王紫阳和
其他同批新排长一样，正在参加集团
军统一组织的新排长集训。
“往年这时候新排长已走上工作

岗位，而今年此时才进入集训第三阶
段。”集训队干部告诉记者，大多数新
毕业学员初到部队，成长进步愿望强
烈，但有的新排长制订目标好高骛远，
却不注重打基础，一年不到就想进机
关、两年刚过就想调职，加之一些单位
对岗前培训重视不够，让新排长集训
成了“速成班”，导致他们成长发展后
劲不足。

该旅负责新毕业学员集训的杜干
事，说起自己当年的岗前培训感慨不
已。集训两周就草草结束，除了理论授
课、体能训练，学到的东西乏善可陈，
就连北斗手持机使用、一体化平台操
作等基础技能都没有学到。

走上排长岗位不久，上级考核不

期而至，杜干事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
蚁。结果可想而知，很快便被扣上“这
批排长素质不行”的帽子，此后杜干
事一遇到考核就紧张。很多像他一样
的新排长，都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岗
位转变的“能力代差”，在质疑声、尴
尬事、挫败感中，慢慢丧失最初那份
拼劲。

为此，今年在筹划新排长集训工
作时，他们决定拉长“战线”、放慢节
奏，把集训区分集中培训、当兵锻炼、
专业分训、分配定岗等 4个阶段，根据
新排长能力培塑规律，每个阶段集训
侧重点逐步深入，时间也由过去的 1
至 2个月变为 5个月。
“集训内容都是基层常用、履职急

需、任职必备的，岗前培训实现了课堂
与训练场精准对接，可有效防止和克
服新毕业学员分配到部队出现的‘水
土不服’问题。”某旅人力资源科科长
石超说，与以往不同的是，过去集训一
般只强调军事素质和管理方法，今年
集训在此基础上，还依托荣誉连队组
织当兵锻炼、到红色革命圣地参观见
学、根据拟任专业分训强化，帮助新毕
业学员上好“任前第一课”。

李熠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系
毕业学员，读军校期间多次在各类
比武竞赛中获奖，但由于缺少当兵
的经历，对走上岗位打开工作局面
仍然有些胆怯。这次，集训中安排一
个月的当兵锻炼，肩膀上的“一道
杠”变“一道拐”，李熠在融入班排中
不仅拿到带兵“第一手资料”，信心
也得到了极大增强。

某旅新排长赵岩提干之前是装步
排一名战士，对装步排组训模式相对
比较熟悉，但去年部队调整改革后，装
步排排长编配了指挥车，这给营连战
斗行动、指挥协同带来了新变化，赵岩
在兴奋的同时也倍感“压力山大”。在
拟任专业分训中，赵岩按照先理论后
实践、先技术后战术的步骤，熟练掌握
基本战法、基本训法、基本保法，逐渐
适应了岗位任职要求。

从最初的眼高手低，到中间的失
落彷徨，再到适应军营生活节奏，一天
比一天硬的是骨骼，一月比一月强的
是素质。集训中，不少新排长坦言，在
取得一个个自我突破的时候，也在融
入基层、感悟军旅中获得了成长，增
强了第一任职的信心底气。

如何帮助新排长打牢任职素质基础，解决“水土不服”问题，踢好下部队
“第一脚”？请看来自第81集团军的报道之一—

5个月集训让新排长早服水土
■狄伯文 本报特约记者 赵丹锋

营连日记

燕北十月，寒风凛冽。经过一天一
夜的铁路运输，任务梯队终于抵达某货
站。解固、卸载、编队之后，转入摩托化
行军，这支“车轮上的部队”又吹响了战
斗的号角。

到达指定地域后，战斗准备随即展
开，抢占阵地、架设装备、搭建帐篷，紧张
的气氛容不得我们停歇。作为机关直属
队，我们主要负责搭设宿营帐篷。“号手
就位！”铿锵的口令配合着娴熟的动作，
最后一顶帐篷终于搭设完毕。
“都把帐篷拆了重新搭，我来画线，

边、角、绳都要对齐！”我刚拿起水壶润了
一下冒烟的喉咙，分队长李楠突如其来的
一句话，打断了来之不易的休整。
“什么？重新搭？这不是刚搭好

吗？”三班长王靖博十分不解。

“这什么标准？帐篷齐不齐？之前
交代过一定要画好线再搭，你还是骨
干，这点小事还用我来说？”分队长顿时
火冒三丈，不仅连说带吼，还带头拆起
了帐篷。

又是找背包绳又是挪地钉，大家费
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让帐篷对正标齐。
还没来得及好好欣赏自己的“杰作”，突
然，阵地传来警报，好几个战友防弹衣
都没来得及穿，便匆忙拿起枪跑向指挥
所……
“战斗”结束后，连长潘佳强来检查

帐篷搭设情况。看到地上一条条白线，
简单询问过后，他将全连集合到我们分
队帐篷前：“大家都来参观一下警卫分
队的帐篷，有什么想法可以说一说。”

憋了一肚子怨气的王靖博第一个
举手。“这一排排整齐有序的帐篷，是我
们分队花了近一个小时搭起来的，主要
是分队长‘高标准严要求’的功劳。”他
又瞟了一眼分队长继续说，“警戒用了
一天一夜的枪，还没维护保养就又被拿
去参加战斗，而且有的战士连防弹衣都

没来得及穿，就去指挥所警戒，如果这
是实战，后果不敢想象。”
“整齐有序的帐篷看似美观，殊不

知会引来‘杀身之祸’。”听了王班长的
“吐槽”，连长当场给我们搞了一堂教
育，“伪装防护是我们地导部队的一项
重要任务，四四方方的宿营区，敌军侦
察机一眼就能识破，进而对我们实施精
确打击。”
“这要是在战场上，我们不就都‘完

蛋’了？”一班上等兵张应祥不禁感慨道。
当晚的总结会上，连长又给我们提

了醒：“我们是一支打仗的部队，在外驻
训，给宿营区画线标齐帐篷、车场画线
标齐车头、统一防风沙袋方向和形状等
等，都是典型的形式主义，更是思想麻
痹，打仗意识不牢的和平积弊，要坚决
摒弃！”
“快，抄小道过去！都什么时候了

还跑直角……”最近的一次反敌特袭扰
特情处置演练，分队长又吼我们了。这
回，我们可一点儿“脾气”都没有。

（倪龙敏、孙亮亮整理）

阵地帐篷何必图好看
■北部战区空军地导某旅警卫勤务连下士 高 鑫

本报讯 陈梯、徐鑫报道：“这张
图反映的是参加支队季度比武的场
景，当时我膝盖积水仍坚持参赛，大
热天里还裹着护膝嘞！”前不久，武警
漯河支队机动大队二中队指导员丁卜
建将一摞见证战士蔡浩成长进步的精
美卡通图送给他，让他感动不已。
“军旅卡通记录官兵成长，唤起

的是他们争当‘主人公’的热情动
力。”丁卜建介绍说，为了给每一名
官兵留下军营生活的奋斗足印，他们
用精美的卡通图记录官兵工作训练和
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他们组织制订
《连队军旅卡通图绘制计划》，确保每
名官兵都能有属于自己的特色图画；
持续开展“争当连队主人公”活动，
定期遴选连队标兵作为卡通图的主要
人物；每逢老兵退伍、重大节日等时

机，他们将卡通图分发给官兵，再现
他们的美好回忆。
“都来瞧瞧我！今年的支队军事会

操，我单杠二练习在两分钟内做了 38
个，厉不厉害！”“得了吧班长，你看
这张，新兵下连刚训练障碍课目时，
你死死扒住云梯不敢往下跳！”……近
日，连队下发最新一组军旅卡通图
后，立即受到热捧，在支队比武中表

现优异的下士班长吴波成为了新一期
“卡通人物”。收到卡通图后，他兴奋
地说：“一张张生动的卡通图仿佛有着
无限的魔力，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鞭策
着我们每时每刻竭尽全力去展现最好
的自己。”今年以来，该中队绘制下发
军旅卡通近百张，官兵训练热情高
涨，中队圆满完成了上级赋予的各项
任务。

武警漯河支队机动大队二中队

军旅卡通绘成长

新闻观察哨

本报讯 熊丹、孙林报道：“王
绪龙！”“到！”“还记得九连为国捐躯
的前辈吗？”“我记得‘红九连’为国
捐躯的 1104 名前辈！”在雄壮的音乐
声中，退伍老兵李昌刚将连旗郑重地
交给班长王绪龙。近日，第 80集团军
某旅“红九连”结合建连 91周年纪念
日组织“争做新时代‘红九连’传
人”活动，邀请 48名退伍老兵来队参
加，激励官兵赓续红色血脉、续写连
队辉煌。

走进连队荣誉室，一件件珍贵实物
和照片让昔日战场烽烟再次浮现在官兵
眼前。“我是战火硝烟的亲历者，也是
九连荣誉的见证人。”在生锈的冲锋号
前，参加过边境作战的老兵宋志强感慨

地说道。传经送宝会上，几位老兵回忆
起穿丛林、蹚雷区的战斗历程，依然慷
慨激昂、意气风发。聆听老前辈的战斗
故事，战士李晓伟激动地说：“前辈们
的讲述点燃了我的战斗激情，我要接过
前辈手中的枪，让火红的青春在强军征
程中更加闪光。”

新干部到连队报到，第一项工作
是学连史、唱连歌；新战士分到连
队，第一项活动是参观连队荣誉室；
执行重大任务，第一件事情是把荣誉

旗帜亮出来……组建以来，该连始终
把光荣传统作为官兵深扎信仰之根的
沃土、激发精神动力的源泉。他们运
用厚重历史资源，广泛开展“讲九连
故事、做九连传人”等主题教育配合活
动，让官兵在追寻革命先辈光辉足迹的
同时，感悟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使命担
当。今年以来，该连圆满完成多项重大
任务，在集团军应急作战检验评估考核
中，夜间射击考核合格率 100%、优良
率 80%，成绩评定为优秀。

第80集团军某旅“红九连”

红色基因入血脉

第 83 集团军某特战旅依托原某炮
兵旅营区组建，几年前记者曾多次来
过这里，见识了这个营区里的优美风
景。然而，再次来到这个营区，记者
发现原有的美景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
改变——

小河里没了荷叶、浮萍，有的是官
兵冲锋舟训练的火热场景；各营连楼前
原本横平竖直的小树林都被不同程度改
造，空地上“栽种”的是单双杠、攀登
架、拳击沙袋等训练设施……

看到故地美景不再，记者内心涌起
些许“伤感”。但每到一处，旅长陈晓
楠都热情介绍情况，话语里充满了兴奋
与自豪——
“这里是水上操舟训练场，官兵们

原本需要去 20多公里外的某水域，现
在不出营门就可展开训练。”“在这片菜
地上，我们将参照外军先进经验，建成
一座新型障碍训练场，训练理念和手段
都将与国际一流水平接轨。”“这是特种
兵基本技能训练场，官兵可以利用点滴
时间训练攀登、格斗、肌肉力量等日常
课目……”

参观完营区之后，陈晓楠话锋一
转，坦诚地说：“训练场建设之初，我
们的确遇到了一些阻力。”

原某炮兵旅领导在交接营区时，千
叮咛万嘱咐，要守护好这里的一草一
木。当听说要对多个地方进行改造，从
炮兵旅转隶到特战旅的运输连官兵觉得
很不舍。

运输连上士扈晓乐找到旅领导直言
不讳：“小河是我们一锹锹挖出来的，
菜地是我们一遍遍翻种的，树林是我们
用军用瞄准镜对正标齐栽的，都倾注了
大量心血，怎么能说改就改呢？”
“这风景，那风景，军事训练才是

最美的风景。作为新成立的特战旅，没
有训练场，转型就无从谈起。”旅领导
的一番话让官兵醍醐灌顶。

从那之后，扈晓乐和其他来自该炮
兵旅的官兵也主动参与到训练场建设之
中。陈晓楠欣慰地说：“官兵们支持，
既是动力，也是压力，我们必须建出一
流的特种兵训练场，才能真正填补他们
的遗憾。”

为此，该旅从兄弟单位借来了训

练场设计图纸。本来参照借鉴很容
易，但他们没这样做。该旅党委分
析认为，其他“老牌”特战旅也在
面临转型，只有在训练场建设上取
得 突 破 ， 部 队 转 型 建 设 才 能 实 现
“弯道超车”。于是，该旅准备建设
的多个特种兵专业训练场中，超过
一半是因地制宜，自主创新设计。
“作为特种部队，不仅要建设好训

练场，发现好的训练场同样重要。”陈
晓楠介绍说，他们一方面依据现地条件
开辟训练场，与驻地某单位签订协议，
在工程建设初期组织废弃厂房清剿训
练，建设完成后展开战术突入课目的训
练；另一方面注重发现天然训练场，一
次旅队在组织驻训分队拉练期间，便发
现了两处训练场。迄今为止，该旅在营
区外已建成 42处训练场，外训条件资
源十分丰厚。
“我期待着有一天，在祖国的各

个地方，都有我们的训练场，涵盖高
原、海岛、原始森林等各种地形气候
环境……”面对日渐完备的训练场
地，陈晓楠憧憬地说。

去生活化、景观化，强实战化、战斗化。新组建的特战旅大刀阔斧改造

营区，建设训练场地。请看解读第83集团军某特战旅转型样本之三—

绿荫丛中，“长”出座座训练场
■俞 博 本报记者 周 远

11月上旬，东部战区陆军某合成旅展开换季保养工作。一天的保养任务顺利完成后，虽然官

兵们身上脏了点，但装备焕然一新。高兴之余，一场“泼水大战”在车场展开！

焦明锦、汪 兵摄影报道

Mark军营

谨防网络陷阱

值班员：第74集团军某旅高炮营

教导员 张 力

讲评时间：11月12日

最近，我翻看微信朋友圈时发现，
不少同志转发诸如“转发有好礼”“转
发朋友圈、微信群有奖”等五花八门的
获奖链接。这些链接基本都是以一些
蝇头小利来吸引读者，而后一步步“指
引”大家关注公众号，填写本人姓名、
手机号等私密信息。

当今网络环境错综复杂，网络陷
阱无处不在，而隐藏在这些链接背后
的人群，极有可能是不法分子。同志
们，我们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不能
贪小失大，面对这些“网络陷阱”，不
能掉以轻心，要知道天上不会掉馅
饼。我们只有时刻擦亮眼睛，注意用
网安全，才能将层出不穷的“网络陷
阱”拒之门外。

（郑 烨、陈思焕整理）

值班员讲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