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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路崎岖狭窄，两侧陡壁峭崖，
武警指挥学院一场演练中，一支百余
人的队伍正在悄然行进。在队伍最前
面疾步如飞的，是一名被大家唤作
“高参”的女学员。

“高参”名叫高源，作为武警部队
第一届侦察参谋培训中唯一的女学
员，她凭着过硬素质，成为“万绿丛
中一点红”的排头兵。
“女同志还能搞侦察？”今年 3

月，高源主动申请参加侦察集训后引
来质疑声。她不言不语，用行动回
击：周一跑 3 公里、拉器械半小时，
周二游泳 1 公里、50 米往返跑五次，
周三仰卧起坐、俯卧撑各 100 个……
大半年下来，战友们刮目相看。

由于高源毕业于地方大学，开学
第一课上，密密麻麻的地形要素、专
业性强的军事术语曾让她“晕菜”。
“干侦察参谋不能只靠一腔热情，还得
有深厚的理论功底。”随后，高源成了

图书馆里的“钉子户”，苦读与侦察相
关的书籍资料，新旧版本对照学、不
同版本对比学；课间围着教员提问，
书上、本上处处都是注记……凭着这
股韧劲，她的作业成了大家的标杆、
范本，“高参”的名号也不胫而走。

好学则裕。复盘某事故抢险救援
的讨论课上，“高参”见解独到。“自
媒体时代，任何一个细节、片段随时
都可能被人们捕捉并故意歪曲，并在
网上恶意传播，引发负面影响。”高源
说，随着“开放式”救援处突行动成
为常态，一定要学会主动发声，引导
舆论，宣扬救援部队战斗风采。
“军人是强者的职业，不分男

女。”入学以来，每次参训“高参”
都坚持全副武装。不久前，按图行
进课目考核按计划展开，她带领小
队翻高山、钻树林、涉溪流，经 3个
半小时急行军，翻越 18 公里山路，
勇夺小组第二。

侦察兵“高参”
■古俊科 董 泽 边 江

“阳澄湖畔，虞山之麓，1939 年的
严冬，36名伤病员，扛着共产党的旗帜
转战在暗影笼罩的鱼米之乡……”近
日，部分“沙家浜部队”老兵、上海市新
四军历史研究会专家、常熟市沙家浜
镇领导等，来到第 83集团军某旅“沙
家浜连”，和官兵一起重温那段壮怀激
烈的战斗岁月。
“沙家浜连”的前身“江抗特务

连”，参与了首战梅李、恶战阳沟楼等
数十次战斗，铸就了“一心向党、英
勇顽强、百折不挠、热爱人民”的
“沙家浜精神”。纪念活动中，该连邀
请老兵为被评为“沙家浜英雄传人”
的官兵颁奖，旅里向老兵们颁发“沙
家浜红色基因宣讲员”聘书。

胸前挂满军功章的老兵刘石安多
年来一直在为研究“沙家浜部队”
历史奔走，他用一首打油诗生动描

述了部队解放上海后夜宿街头的场
景：“进了上海发麻袋，既当铺来又
当盖，晚上睡觉挺凉快。”现场的官
兵们听了，一种崇高感、荣誉感迅速
升腾。曾经上过前线、立过战功的老
兵龚伟民轻轻抚摸着新式装甲车，不
禁眼角湿润：“现在部队的发展日新
月异，让我们感到由衷的骄傲！”

活动最后，老兵们与全体官兵共
进午餐，饭菜之外，餐桌上多了一碗
碗“芦根汤”。老兵陈奎弟百感交
集，讲述了当年新四军战士以芦花为
被、芦根为粮，心怀理想、艰苦奋斗
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
官兵。“作为‘沙家浜连’的一员，
让沙家浜的传统永驻、芦苇荡的精神
长存，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手
捧“芦根汤”，该连官兵的誓言掷地
有声。

喝碗“芦根汤”重回“沙家浜”
■李文明 汪栋洋

“小陈，这次活动举办得很顺利，
表现不错！”“排长，可以啊，又露脸
了！”两天前，连队“四功”比武圆满
落幕，听着大家的褒奖，我不禁又想
起当初刚下连的时候，心里顿时感慨
万千。
“下周有堂教育课，你刚来连队，

好好准备一下，趁这个机会在战士面前
留个好印象。”刚下连第二周，指导员
给我布置了一项任务。我加班查阅资
料、制作课件，当天信心满满地在讲台
上侃侃而谈。哪知，面对我期待的互
动，战士们“无动于衷”，顿时让我无
比尴尬。课后，有个战士和我聊天时说
道：“排长你讲的东西太‘高大上’
了，听不懂。”这一次丢脸让我学会了
用“接地气”的方式与战士们交流。

还有一次，强化训练之后，全连
都饿得前胸贴后背，唱完饭前一首歌
我便迫不及待地冲进饭堂，只想着赶

紧填饱肚子，排在队伍第一个打了满
满一盘子菜，正准备吃的时候却看到
了排在队尾的连长和指导员。被全连
官兵行了“注目礼”，却从中看到干部
应该有的样子，我学会了如何去关心
爱护战士……

最初三个月，由于经常出各种“洋
相”，我总感觉自己已经被淘汰，情绪
也陷入低谷，工作积极性明显下滑。

这时，连长找到了我，他的一句话
令我至今记忆犹新：“人是在出丑与批
评中成长的，今天当排长时凡事怕出
丑，往后藏往后躲，不敢直面批评，难
道要等将来当了连长、营长、团长再出
丑、再被批评吗？”

是啊，仔细想想，如果不是一次
次出丑、一次次批评，何来的成长进
步呢？新排长刚刚投入工作不懂不会
太正常了，不怕出问题、就怕没问
题，如果在出丑的时候选择了藏拙，

那不过是自欺欺人，迟早会暴露出
来。只有练就一张敢于直面出丑与批
评的“厚脸皮”，才能在不断的摔打与
磨练中成长。
“这次你代表咱们直属队参加团里

的警卫知识竞赛，好好准备。”又一个
大项任务摆在了我面前，为了不在全团
面前出丑，我加班加点背记理论题库，
还请全排为我当观众。“排长这个题你
背得不全啊。”“排长你这么紧张能抢答
上题吗？”这次，面对质疑与担忧，我
欣然接受、及时整改，最终在比赛中发
挥出色，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大家的认可
与尊重。

要想露脸就别怕丢脸。经历了一
年的丢脸与出丑，我的内心变得更加
强大，收获了敢于直面挫折的勇气，
也获得了成长进步。回忆起来，曾经
出过的丑、受过的批评，都是值得珍
藏的记忆。

想露脸就别怕丢脸
■北京卫戍区某团警通连排长 陈衍瑜

“新兵就是一张白纸，这个阶段，
在她们眼里，我们的样子就是部队的
样子……”前不久，第 77 集团军某新
兵旅女兵连召开骨干会交流带兵心
得，上士班长邢江娜的发言又一次引
起大家的共鸣。

邢江娜人称“娜姐”，入伍 7年来
带过多少兵已记不清了，但她说，每一
个兵都要用真感情，用“模板”去带兵
是不切实际的。翻开她的《2018年带
兵日记》，全班 10名新兵的个性化训
练套餐跃然纸上。仅举一例，陈佳涵
力量、协调性需加强，可让她下载健身
软件针对性学习训练动作……

今年是“娜姐”第 4 次当新兵班
长，谈起今年的新兵她有自己的见解：
“今年新战士大部分是学历高、见识广
的‘00后’，素质全面、思维活跃、自我
意识较强，对带兵骨干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被子不叠了！”吼出这一句的新

兵叫胡思，在“娜姐”印象里，这个小女
孩很特别：离家不见感伤，反而望着窗
外问这问那啥都好奇；刚到部队，乒乓
球比赛力压众多男兵夺得名次；手榴
弹投掷第一次就达到优秀水平……但
深入接触中，“娜姐”发现她个性不羁、
耐心不足。
“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对于

胡思，“娜姐”觉得不能简单粗
暴，应该一步步引导其成长。“胡
思，你和你的被子怎么了？”一句
玩笑话，让胡思放松下来，慢慢意
识到自己的问题。
“今天，胡思主动请教战友如何叠

被子，被子棱角愈发分明了，值得鼓
励。”翻到“娜姐”此后不久写的一篇日
记，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暖意。

面对他人的褒奖，她总是笑笑说：
“沉下心去了解每名战士，知心交心才
能懂兵爱兵，自然也就能有的放矢带
好兵。”

好班长“娜姐”
■郭淑军 本报记者 郭丰宽

几个月之前，我被任命为营战勤
参谋，回想任职至今，我的心中久久不
能平静。
“相信自己，一定能干好！”入伍

13 年来，我辗转侦察兵、装甲兵等专
业岗位，从没有“丢过人”。经过自主
学习和院校参谋业务集训后，我的信
心更足了。

然而，3个月后，“备受瞩目”的首
秀却砸了锅。

那次，营里组织实兵战术演练，
按照分工，我应该负责全营抢救抢
修、热食供给等后装保障的计划拟
制、物资调配。可演练一开始，虽然

我忙得两脚不着地，但后勤协同还
是乱成一锅粥，无奈之下，另一名干
部参谋挺身而出，而我只能打印文
件、打扫卫生。

从那之后，一次次尴尬接踵而至：
全营实装训练，我正准备拟制车辆动
用审批单，却被告知这项工作另由他
人负责；组织炊事班野炊训练，没想到
被机关以“只有一名士官在场组织，训
练秩序混乱”为由通报批评……“为啥
指挥席里就没有我的容身之地？”感到
“参谋权”“话语权”被剥夺，我心里一
度很失落。

多亏了营首席参谋王志涛及时看
出了我的窘境，一天夜里，他找到我谈
心说：“虽然你经过了专业培训，但到
了演训场，拿出过硬的实战本领才能
让人信服！”此后，我重整旗鼓，结合营

队实际，一遍遍琢磨战术战法……
前不久，全营组织跨昼夜强化演

练。“11月常刮西北风，树林南侧土坎
走向不利于野炊作业。”“作战地域地
形复杂，建议把抢救、抢修力量组合为
3个模块化综合保障小组，以便于实
施高效的伴随保障。”……作战筹划会
上，我自信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我的意见获得了营领导和首席参
谋的一致认可。今天，在训练场上，我
也找回了久违的“存在感”：依据训练
方案，及时调控各类保障力量，上报抢
救抢修进展，汇总战损情况……

虽然“参谋权”失而复得，但我清
楚地知道，要想真正成为一名“能参善
谋”的士官参谋，值得学习的东西还有
很多很多。

（李连军、邹 贝整理）

我的“参谋权”之争
■第81集团军某旅二营四级军士长 熊文祥

四级军士长熊文祥，是我们营的
战勤参谋，年龄比我大，兵龄比我长，
他上任第一天，我喊了他一声“老
熊”。从那天起，我和老熊成了搭档。

以前，老熊很厉害，不管在哪个
岗位总能捧回几座奖杯。可当了参
谋后，我很快就对老熊有了“看法”：
那次我组织战术计算训练，20多道题
他只算对了4道。

虽然后来老熊参加了上级组织
的参谋集训，但我依旧对他不放
心。那天我听说，他组织全营炊事
班野炊训练，机关提出几个炊事班
过于分散，不便于组织，训练秩序

也乱，没想到耿直的老熊愣是和检
查组吵了起来，最终被通报，理由
是训练没有干部在场组织，组训士
官顶撞检查组……从那之后，安排
工作时我便多了一分忧虑。

部队正处于转型建设的推进时
期，工作头绪多、标准高。在这样的
氛围中，老熊逐渐被边缘化，更多时
候只担负一些“跑腿”的工作。而老
熊，自然也很郁闷。

可我发现，老熊是个非常较真
的人：手里经常捧着各类参谋业务
书籍，每次召开训练形势分析会、
制订各类战备方案都随身带着个
笔记本……感动之余，我主动找到他
谈心，并给他加油鼓劲。

果然，勤奋的老熊很快给了我惊
喜。由于部队每个月组织两次跨昼

夜强化训练，工作量一下多了起来。
每次强化训练前夕，老熊都会提前帮
我做好后勤、装备等各类保障方案计
划，而且他的见解从实战出发，很少
能挑出毛病。几次之后，我大胆放手
让他去干了。

同时，老熊的转变也引起了我的
反思：对士官参谋，因为不信任，安排
工作不敢放手；平时忙于事务性工
作，帮带太少。

渐渐地，我有意加强对老熊的帮
带，茶余饭后都和他探讨实战化训练
的话题。前不久，旅里组织“猛虎杯”
大比武活动，老熊力夺 1个第一名，两
个第二名的好成绩。

看着他载誉归来，我郑重地喊了
他一声“熊参谋”。熊参谋，恭喜你！

（李连军、邹 贝整理）

熊参谋，恭喜你
■第81集团军某旅合成二营首席参谋 王志涛

小咖秀

Mark军营

带兵人手记

今天，士官参谋对我们来说已不再陌生，而且随着改革强军的加速推进，他们在作
战训练中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也需要看到，士官参谋由于自身的特殊性，有
时会面临只有参与权没有话语权的尴尬。那么，士官参谋到底该如何作为？请看来自
第81集团军某旅关于同一个人的两篇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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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长方阵

士兵日记

战略支援部队某部新兵训练团注重利用训练间隙开展丰富多

彩的文化活动，缓解官兵训练压力。瞧，本来处于劣势的新兵班长

张鹏（前排左一）“反将一军”，新兵刘欢（前排右一）无奈“求饶”，全

班开怀大笑！ 王艳晖、张 强摄影报道

“反将一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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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颁奖辞：素质能文能武，堪称军中“木兰”，侦察兵

“高参”名不虚传！

一句话颁奖辞：字里行间满是真情，举手投足都是关心，

好班长“娜姐”带好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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