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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铁打的营盘里，像流

水淌过的是青春的兵和

兵的青春

相比洪道磊，张俊宇的情况要好
一点。上次调整改革，他没有离开自
己熟悉的岗位和专业。即便如此，张
俊宇也感受到了“长江后浪”带来的汹
涌压力。

前年部队换装，新型信息化炮兵侦
察车入营，老张所在的侦察计算专业
受到冲击。十几年来，他早已烂熟于心
的传统方法，在信息化设备面前几乎全
盘颠覆。

反倒是下士贾树林更显得如鱼得
水。这个以前常被老张批评“不务正业、
爱打电脑游戏”的年轻人，仿佛天生“亲
近”这些新玩意儿。在手柄操作、键盘输
入这些基本功方面，老张是难以望其项
背的。

自新装备列装后，每次考核比武，老
张的成绩都落在小贾后面一截。

贾树林很快就成为新的连队骨干。
和之前老张的严肃板正大不一样，不管
是参与连队管理，还是组织授课施教，小
贾总有用不尽的“新办法”“新语言”，很
受大家欢迎。去年年底民主测评，贾树
林得票数超过了老班长。

听了张俊宇的介绍，洪道磊默然无
语。

刹那间，这两个曾同为专业尖子、隔
空较劲多年的老士官都有种“英雄迟暮”
的感觉。

洪道磊默默地回到电子对抗连。最
后的军旅时光，他不想再“折腾”了。
“年轻人都喜欢变革，年纪大一点的

就不太适应了。”二级军士长冯红民更是
深有感触，“这几年来，新装备列装、新编
制落地、新大纲施行……每一次变革对部
队是推动，对年轻士官是契机，但对于老
士官们来说，更像一道面临取舍的坎儿。”

这几年，部队里的主战坦克已经退
役了两代，早已刻在老士官们脑子里的
训练大纲、条令条例也都换了“新颜”。

连续两年，老冯都再没上过演习场，
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带新兵、新士官和新
排长们。一方面他可以用自己的经验给
新人们引路，另一方面也是想从头夯实
基础。

铁打的营盘里，从不缺龙腾虎跃的
年轻人，也必然有人燃尽青春走过巅
峰。像流水淌过的，是青春的兵和兵的
青春。

无论如何都要再拼

一次，老士官一次又一次

“重启”

冯红民今年 40岁，于人生正值“不
惑”，在军旅却恰似“暮年”。想更进一
步已格外困难，他也不愿再离开已成家
乡的驻地。这就意味着，一年后这个全
旅军龄最长的老兵将脱下军装。

一场漫长的马拉松临近终点，时光
的催促便格外明显。前些年，老冯带新
排长集训时，还能上障碍场露几手绝
活。这两年，就算每日坚持训练，他的身
体素质还是出现了下滑。即便旁人起哄
着让他上场，他也只是站在一边含蓄地
笑着摇摇头。

用老冯的话说，入伍前十年，是时光
追着他跑；最近这十年，却是他在努力追
赶着时光。

换发新装备后，冯红民放下过去的
荣耀，像新兵一样重启自我；后来探索士
官长制度时，他担任了首任旅士官长，参
与制订和完善了一系列措施；再后来新
编制运行时，他被任命为侦察科士官参
谋，又一次归零，重新起步。

但无论怎样努力，曾经训练场上的
辉煌他再也找不回来了。

今年初，该旅侦察兵“魔鬼周”集训

时，大家总能看见一群生机勃勃的年轻
人后面，跟着一个气喘吁吁的老兵。

老冯倒也没有妄想去争个什么名
次，只想着尽快熟悉专业情况，能在
以后参谋工作中有更多建言献策的
底气。

然而，在侦察科里，“半路出家”的老
冯，对侦察专业不精通，对参谋业务不熟
悉，依然很难跟上节奏。

最终，老冯还是回到了自己熟悉的
老连队。这时，他发现，连队里唱主角的
已是众多年轻的面孔。

谈到这里，老冯颇为无奈。一个老
兵，十几年形成的巨大惯性，不是一时半
会儿就能转过来的。
“不去主动转型，又能怎么办？”老冯

不想让自己最后的军旅时光变成一团乱
麻。逐渐退出“前台”转向“幕后”，向一
名管理型士官转变，似乎是他唯一的选
择。

改革以来，该旅一项调查显示，大部
分四级军士长以上的士官都倾向选择转
型为管理型士官，而技术型、能力型的士
官多由新面孔担当。

年初，当洪道磊所在电子对抗连指
导员询问他是否愿意参与管理工作时，
他却婉言推辞了。老洪表明了年底退
伍的意愿，说自己“该拿的也都拿到
了”，如今在安稳“着陆”前不想过多折
腾。

现实情况也不容老洪乐观：作为一
个新组建才一年的连队，就算是老士官

也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资历威望。更何
况，电子对抗专业最看重技术，“有技术
才有地位”。就算退居二线的自己当了
这个管理骨干，又有多少底气去发号施
令？
“凭能力立身”已逐渐成为共识。“到

了战场上，我是听一个不懂专业的老资
格呢？还是听一个有办法的年轻人呢？”
这是很多新士官的真实想法。

指导员最终同意了老洪“退位让贤”
的意见。从集团军比武载誉归来的陈州
洋被破格任命为副班长，年轻士官们心
服口服，也激发起竞争的热情。

连队干部心里很明白，作为一个从
零起步的技术型连队，只能把关键岗位
交给精通技术的士官们，才能产生良好
的导向作用。

炮兵营的张俊宇还在想着搏最后一
把。像他这样的老士官也不少，改革中，
他们的岗位专业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只
要肯钻研，还是有希望回到优秀行列里。

平素里变得少言寡语的张俊宇训练
起来更狠了，他一头扎进侦察车里，加班
加点地钻研，努力摸清信息化设备的原
理和操作要领。

老张向贾树林这些年轻士官请教，
一点一滴地提升着自己的本领。“作为连
队里兵龄最长的人，能力素质不行，本身
就与士官的职责不相称。”张俊宇说，无
论如何他都要再拼一次，也许跨过了眼
前这道坎，就会得到真正的提升，“谁说
信息化人才只能是年轻人？”

新士官也会老去，只

要在属于自己的时光里

尽了全力就不后悔

其实，张俊宇也有着自己的考量。
再过一年，他就要奔到“走留”的临界点
上了。早已把家安在驻地的他，自然希
望能够继续在部队干下去。毕竟在驻地
这座西北小城里，军人待遇相当不错。
“家在驻地的老士官基本都不愿意走，

但越往上就越难留。”张俊宇说，本领即本
钱，只有尽力赶上部队转型的步伐，才能在
继续选晋高级士官上多一点胜算。

老张的想法得到了连队干部的大力
支持。“我们也不希望老士官们‘搁浅’。”
指导员夏多珊说，毕竟他们十几年里积
攒下的丰富经验，是年轻士官们短期内
无法复制的。

今年演习，连队进驻戈壁滩。下士
贾树林“挑大梁”，负责基本观察所。老
张则作为贾树林的副手，只带着一组人
开设侧方观察所。

起初，基本观察所按照标准操作流程
开展搜索定位，在茫茫戈壁上搜索效率一
直不高。侧方观察所里，老张主动接过搜
索任务。他凭借对“敌”防御战法、武器性
能的了解，概略确定各类目标的大致方
位，再转由基本观察所进行精确搜索。如

此一来，目标一找一个准，效率大大提升。
“这就是老兵！这些经验是训练场、

比武场上很难获得的。”演练结束，贾树
林心服口服。

一方是期待再创辉煌的老士官，一
方是试图更上层楼的新生代，他们都从
对方身上看到了可以学习借鉴的地方。
激发出他们的热情，各展所长，就能在新
老交替中推动战斗力提升。

该旅通过“群众性岗位练兵比武”
活动，将新老士官放在同一平台进行
较量比拼。如此一来，新士官有了超
越的目标，老士官也有了相应的压
力。双方在竞争中，不断加强自我砥
砺，激发潜能。
“我们老士官更要主动适应角色的

变化，为提升战斗力服务。”冯红民说。
这两年，全旅将近一半的干部战士曾在
冯红民主持的各种集训队里培训过。

大家常说，眼前这个始终笑眯眯的
老冯和荣誉室照片墙上一脸杀气的“兵
王”似乎是两个人。身边的小战士们犯
了迷糊，他也从不生气，如兄长一般给他
们讲自己曾经跌过的跟头。在老冯面
前，再“刺头”的年轻人都会踏踏实实做
好自己的工作。
“部队是个优胜劣汰的擂台，也是个

讲究传承接续的地方。老士官的真正优
势并不在体能技能方面，而在于表率作
用和经验传承。”旅长朱永黎介绍说，该
旅正在探索一种区分类别的奖励制度，
既鼓励年轻士官们大胆创新勇破纪录，
又鼓励老士官们倾囊传授经验技巧。

电子对抗连指导员范磊说：“对老士
官，也要因人而异，最基础的就是给予他
们充分的信任和尊重。”

洪道磊表达了退伍决心之后，指导员
曾一度认为这个老士官开始“混日子”了。

老洪确有苦衷：专业的跨度实在太
大，经历千里移防后，好不容易随了军的
家属，现在又分居了。

要走的决心，也是老洪在徘徊中定下
的。

了解情况后，连队干部迅速改变了对
老洪的态度，主动帮他分析退伍转业的政
策形势。老洪的心，慢慢暖了起来。

最近新任副班长陈州洋常常找他请
教，这种被需要被尊重的感觉更让他觉
得不舍。“毕竟对这身军装有十几年的感
情，即使要走，也想尽最后一点力。”洪道
磊说，自己现在要做的就是竭尽所能，帮
助新骨干适应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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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伏枥老骥”遇上“初生牛犊”
■刘亚雄 李 森

从生物学角度讲，新陈代谢状况是
判断一个生命体是否具有活力的重要
依据。对于一个集体而言同样如此，一
旦失去了健康有序的新老更替，就会变
得暮气沉沉。

一年年老兵退伍、新兵入营，一茬
茬别离与初逢，换来军队的青春永驻。
正是一代代军人薪火相传，才有了我们
这支军队赓续不断的生命力和持续攀
升的战斗力。

如今改革浪潮席卷，部队发展跨越
不断提速，必然让“新陈代谢”的节奏更
快。曾在各自领域勇立潮头的老兵们，
在新装备、新体制面前可能出现诸多不
适应，能力素质提升一时可能跟不上时
代发展步伐，“阵痛”在所难免。新士官
往往拥有更好的学习能力，更能适应信
息时代的军事变革，未来他们担当更多
重任已是大势所趋。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新老交替，与
其说是新老士官之间的较劲，不如说是

新旧能力之间的比拼。无论怎么改革，
军人当兵打仗的使命永远不会变，过硬
的能力素质永远是一名军人的“腰
杆”。无论新士官老士官，只要敢于自
我转型，勇于重新再来，都会拥有未来
的“一席之地”。

因此，各级党委要充分给予新老
士官应有的信任和尊重，搭建同样的
平台和阶梯。同时，要营造起“互帮
互学互比”的良好氛围，打造“亦师亦
友亦对手”的健康关系，帮助新老士
官共同转型、共同提升，推进部队战
斗力建设。

不可否认，面对新环境新挑战，老
兵们往往会有更多顾虑，体力精力、家
庭生活等都有可能成为影响其走留的
因素。各级党委更要努力营造良好的
环境，妥善处理好家属随迁随调、子女
入学入托等问题，让老兵们无论进退都
无后顾之忧，更安心地为部队再作贡
献。

在新陈代谢中激发活力
■陆军某合成旅政委 苏 程

从未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
我超越了我的班长，并且取代了他们。

刚入伍那会儿，班长们雄姿英发地
往队列前一站，那胸有成竹的样子迅速
征服了我们。那时的自己，绝不敢想象
要超越他们。

不过，我心里当时就藏着一种“小期
待”：未来，自己会不会和他们一样优秀
呢？

在最初的军旅生涯里，我一直在学
习和模仿班长们。慢慢地，我却感觉到
了一些“不大对劲”：在新装备面前，班长
们的许多操作显得有些生硬，有时更像
是一种记忆复制。

是继续亦步亦趋，还是跳出来问个
明白？我也曾犹豫过很久，“自己为啥要
去挑战‘权威’？”

后来，一次训练考核，我按照自己的
方式进行了操作，在速度和精度方面都
远远地超过了班长，班长也承认我的操
作更合理。

原来，面对新装备，班长们也是从零
起步，而且由于缺乏信息化知识，难以弄
通操作原理。而我们却是被称为“互联
网原住民”的一代人，学习操作信息化装
备更加轻松自如。

再后来，我就成了连队的“头号射
手”，班长成了我的替补。

私下里我曾找过指导员，担心自己
就这么“挤走”班长，会不会有伤他的尊
严。

指导员告诉我，部队里唯一的尊严
是对能力素质的认可，打仗靠的是能力，
不是军龄，更不是面子。

班长找我聊了很久，给我讲了个故
事。故事里，他也曾是一个新士官，在新
装备列装后趁势而起，很快取代老班长成
为“头号射手”，掀起了全连学用新装备的
浪潮。他说：“你看，这也是一种传承。”

我明白了，以最快的速度成长，成为
新的领头雁，带领连队以更快的速度去
飞翔，就是对班长最大的尊重。

最大的尊重就是超越他
■陆军某合成旅下士 汪 松

在电视上看用运载火箭发射卫星
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每一级推进器
都会在完成使命后脱落，将最大推进动
能留给剩下的部分。在这不断的推进
与脱落中，卫星最终挣脱地球引力的束
缚，抵达太空轨道。

回望军旅生涯，我感同身受。从一
个什么都不懂的新兵起，身后总有很多
老班长推动着我。

在我不断成长的同时，每一次回首
都能看见他们离去。如今，我也到做选
择的时候了。改革让部队发展驶入“快
车道”的同时，我却觉得自己有点跟不
上了。

对于离开军营，我心里早有准备。
像老班长们一样，功成名就、心满意足
地离开未尝不是件风光的事情。只是
这一次，自己似乎成了累赘。这绝不是
“火箭推进器”的光荣谢幕。

“老兵凋零”似乎成为改革中的一
种现象。但在自怨自艾之前，我们还需

要弄清楚，这样的“凋零”究竟是环境改
变带来的必然结果，还是内心怠惰所
致。

其实，军队正在由机械化向信息
化迈进，对于人才的需求已经不再局
限于“技术熟练”，更偏重“科技精
通”。因此，所有人都面临着新的挑
战，压力与困难对于新老士官来说都
是一样的。
“好汉不提当年勇。”作为一名老

士官，更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如
果沉溺于过去的辉煌里，拒绝改变适
应，只能让自己落伍退化。

我们不是顽固不化的“遗老遗
少”，只要肯“放下架子”多学习、“撸起
袖子”下苦功，就一定能够补齐信息化
知识的短板，重新做好“推进器”。

进退走留，对于个人而言或许是件
大事，但对部队来说却是常态。服从改
革的需要，才能在最后的军旅生涯里不
留下一丝遗憾。

做好“火箭推进器”
■陆军某合成旅四级军士长 王海参

如果不是每天晚上的点名，四级军士长洪道磊的

名字如今在电子对抗连里已很少被提及。

今年下半年以来，这个全连军龄最长的老士官仿

佛被遗忘一般，淹没在西部战区陆军某合成旅里这个

五六十号人的小连队中。洪道磊最近一次受领任务还

是在7月份驻训演习前。指导员找到老洪说，营里安排

他负责留守工作，希望他能发挥老士官的作用。

这是从军16年来，老洪第一次与演习无缘。而这

样的“第一次”，今年格外多：年初基础训练，他第一次

无缘连队教练员；全旅比武竞赛，他第一次无缘赛场。

这样下去，他又将与年底的评功评奖“无缘”了。

想当年，洪道磊可是全团数一数二的侦察计算

兵。非但自己屡屡斩获荣誉，他带出来的徒弟也个个

牛。

想当年，连队里无论训练演习，还是日常管理，哪件

事能绕得开洪道磊这个“老资历”？可去年转隶调整后，

情况一下子全变了。连队由炮兵指挥改为电子对抗专

业，支委议训，他说不上话；课目示范，他插不上手。

洪道磊发现自己已经远远跟不上连队日益加速的

发展步伐。新一轮改革浪潮席卷而来，曾经的“弄潮

儿”如今似乎落伍了。

与落寞的老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连队里风华正

茂的年轻战士们。从零起步，对他们来说更像是一次

契机。老洪玩不转的电子设备，到他们手里风生水

起。演训比武场上，年轻一代开始挑起大梁。自然而

然，连队建设管理的重任也开始向他们倾斜。

最近，上等兵陈州洋在集团军比武竞赛中脱颖而出。

连队党支部筹划着，等陈州洋选晋士官后，就赋予他班长

的职责，更好地引领带动大家。

洪道磊想过要转回原来的专业。当他在炮兵营遇

到曾是同专业的四级军士长张俊宇后，才发现，就算是

还干老本行，自己也跟不上队伍了。

图为训练归来的西部战区陆军

某合成旅四级军士长张俊宇（右一）

和年轻士官交流训练心得。

鲁胜才摄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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