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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到底想把我变成

什么样子

新训都开始一个月了，“00后”新兵
韦贤雷还会时常想，自己的脑袋是不是
被门板夹过，才选择来到喀喇昆仑山当
兵……

驻足四望，看不尽的荒凉，说不完的
孤寂。在这里，包括韦贤雷在内的 75名
新兵，组成了被称为“新兵二连”的集体。

关于从军，有的说为了圆军旅梦，有
的说为了谋更好的出路，还有的说纯粹
想换种生活方式……但韦贤雷，就简单
地想离家远远的，这样爸爸妈妈就再也
不用唠叨自己了。

面对亲友送别时的哭泣，韦贤雷不
仅没掉一滴眼泪，心中还曾一度暗自窃
喜。

新兵二连开饭前经常合唱的歌曲是
《练为战》，每次唱到“练练练，练为战，练
成那个精兵才是好汉”，全连新兵都站得
直挺挺的，声嘶力竭吼得满脸通红。但
真正开练了，唱歌同样卖力的韦贤雷感
觉到了深深的绝望。

他的新训班长张小涛可以举出很多
例子，来证明韦贤雷的“不堪一击”——

队列训练，转体无力，等到行进的
时候，还会来个习惯性顺拐。目睹此
景，张小涛心里暗暗叫苦：“咋摊上这样
一个兵……”

韦贤雷个头不高，身体偏瘦，看起来
一副弱兮兮的样子。第一次跑 3000米，
全连就韦贤雷一个人半途而废，直愣愣
地趴在地上不起来，怎么说都没用，气得
张小涛恨不能踹他一脚。

更让张小涛上火的是紧急集合。一
声哨响，别的新兵都在紧张利索地穿衣
服整装具，韦贤雷倒好，在床上躺着纹丝
不动，把他从床上拽下来，还说自己没听
到哨音……

在连队其他人眼里，韦贤雷是出了
名的“淡定”：无论别人怎么说，他自岿然
不动。

其实，韦贤雷心里也很煎熬、很着
急。他也想练好，可每次事到临头，总是
拿不出决绝的勇气，总是不由自主地放
弃自己。

在 3000米的跑道上，他大口大口地
喘气，感觉自己像极了破旧的风箱，根
本找不到呼吸的节奏。脚掌被地面震
得生疼，腓骨酸痛难耐，每多跑一步，他
都怀疑自己能不能再迈出下一步。

在战术训练场，他畏惧那带着刺儿
的低桩网，总觉得一仰头，就会被扎得头
破血流。每次一到铁丝网下，身子就会
颤抖地无法前进。

韦贤雷并不是木头人，那些暗藏在
骨干心头的怒火、晃动在战友眼里的异
样，让他终于崩溃——
“你到底想把我变成什么样子？”一

次班内讲评，张小涛心平气和地点出韦
贤雷的问题，话音还未落，韦贤雷突然一
声暴吼，让张小涛和班内其他新兵，一片
惊愕。
“兵的样子！”时间凝固了大约 1分

钟之后，张小涛满脸认真地迎着韦贤雷
激愤的眼神，一字一顿地说出了答案。

他们被动或主动地，

经历着军营生活对自身

的“修剪”

在以“00后”为主体的新兵二连，新
训头一个月，面对严苛的部队纪律、艰
苦的驻防条件、繁重的训练任务，类似
“韦贤雷式的疑问与焦灼”，其实每天都
在上演。

不管“韦贤雷们”是迷茫还是困惑，

置身军营的他们，都在被动或主动地，经
历着军营生活对自身的“修剪”。
“这一批新兵主要以‘00 后’为主，

他们生活在更开放更富足更多元的环境
下，喜欢追求标新立异的东西，不管在外
形衣着还是内在气质上，都有这种体
现。我们不能简单评判其好坏，但在部
队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就需要加以
引导和约束。”韦贤雷所在新兵营的领导
说。

在部队，无论是外表形象的统一，还
是内在气质的涵养，其实都统属于“作
风”的范畴。

由于父母长期在外务工，自小跟
随爷爷奶奶生活的韦贤雷，留的是杀
马特发型，穿的衣服也是大小窟窿、二
次元花纹相间的 T恤，“十分高调和夸
张”。入伍后，频繁的军容风纪检查，
韦贤雷的头发、胡须、指甲经过了一次
次清理——发型变成了和其他新兵整
齐一致的平头板寸。

韦贤雷曾被左邻右舍定义为“问题
少年”，整日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在新
兵营，他的生活始终在快节奏地进行着，
一块块时间都被高效利用。

新兵生活还有另外一种剪裁意义。
新兵二连连长梁家府印象最深的是新兵
梁树业的变化——稚气娇嫩没了，硬气
胆气有了。梁树业和韦贤雷都是一个地
方来的，个头和韦贤雷差不多，身子骨还
要瘦弱些。
“刚来的时候一说话就脸红，轻声细

语，像个小女生，现在说话也是当当响
了。这就是部队‘整容’的作用。”梁家府
说，外在形象和内在气质的改变是相辅
相成的，这是新兵们必须要过的一个门
槛，“不整结实点，怎么扛得住边关的风
沙啊”。

他们的每一次积极

争先，都应当被视为一次

凯旋

补考请求通过了，所有人的目光都
聚焦到了韦贤雷身上。战术考核，韦贤
雷没有合格，他走到考官面前，颤巍巍地

申请了补考。
那一刻，韦贤雷觉得整个战术训练

场安静极了，他仿佛能听到自己的心跳
声，双腿不停地打哆嗦。跳、跨、翻、滚，
他拼尽全力到达终点，感到自己立即要
“散架”了。

虽然补考依旧没有合格，但看着瘫
在地上的韦贤雷，班长张小涛的心里却
一阵热乎，“这小子终于来硬劲了”。

在那一天的战术考核中，很多新兵
的手、肘都因剧烈的动作而擦伤和流血，
却没有一个人叫苦。

张小涛清楚地记得，刚开始接触
战术训练的时候，新兵二连有将近一
半的新兵怕疼怕伤，“匍匐前进，很多
人小心翼翼地在低桩铁丝网下挪着
爬，软绵绵的”。

在新训的开始阶段，逃避畏缩是比
较常见的现象。不难理解：由自由松散
环境到集中约束氛围的转变，再加上训
练强度的繁重，有相当一部分人缺乏充
分思想准备。
“从来就没有天生的勇士，对于十

八九岁、缺少磨砺的新兵来说，想让他
们一下子就成为钢铁战士是不现实
的。”新兵营教导员焦德操认为，打磨和
锻造是必经的过程，新训的主要任务之
一，就是要将新兵们的狼性激发出来，
给他们植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血
性因子。

在新兵二连，锻造战斗精神的工作
始终是成体系地在做。除了心理行为训
练，他们一直坚持组织新兵观看军史、战
史类的影视作品，“学战史、研战例、知战
将”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国际国内形
势和国家周边安全环境的教育内容被适
时穿插，“让这些小伙子明白，他们肩膀
上扛的是国家的担子”。

战术考核完毕后，新兵二连当天特
意举行了会餐。不是过节，也没有什么
重大事宜，但在连队的带兵骨干们看来，
新兵们表现出的不畏困难、奋勇拼搏精
神，就是值得欢庆的事情。

连长梁家府解释说，每个人都会面
临与自我的斗争，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
人转变的过程中，这种斗争会更加艰苦，
“他们的每一次积极争先，都应当被视为
一次凯旋”。

8 年前，梁家府从高中考入军校，

头三个月的训练，也曾给他带来窒息
一般的压力。父母来学校看他的时
候，他当着父母的面哭得撕心裂肺，差
点就申请退学。新训骨干任伟也有类
似的经历，5 年前刚入伍那阵儿，因为
受不了新训的苦累，他时不时地会冲
新兵班长哭鼻子。

走过相似的路，新兵二连的干部骨
干对新兵们有了更多的同情和理解，也
有了更加充足的耐心。

经历种种曲折反复，韦贤雷庆幸自
己挺过来了，“自己得向自己要坚强，我
很庆幸，又挺过了一次”。

进入新兵营第 63天，韦贤雷身上有
了6处训练留下的伤疤，以前他将这些视
作苦痛的印证，如今他在心底把这些“印
证”悄悄积攒起来，看作是成长的证明。

成长，有时像剃刀一

样锋利

“进来一坨铁，出去一块钢！”这是
激励新兵积极进行自我淬炼时，新兵营
营长马振西经常说的话。在他看来，新
训对新兵的改变，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
而是全方位的。

对新兵来说，成长，有时像剃刀一样
锋利，不仅重塑了他们的外形，裁掉了他
们的颓废柔弱之气，把心性也彻底“修
剪”了一遍。

除了训练场上的艰苦磨砺，在新兵
营中，让韦贤雷触动最大的事情是写“遗
书”。

这是新兵二连自主展开的一项教育
配合活动，除了写家书，他们还要求新兵
写一份遗书，假设为国而战的那一天来
临……

和其他新兵一样，活到 18岁，韦贤
雷还从未想过留下遗言。思来想去，他
将遗书写给了自己一直想远离的父母，
第一次向他们表达了自己作为儿子的关
心。本来，他还想将电子游戏账号告诉
父母，万一自己真的“光荣”了，可以让他
们卖掉“装备”。但转念一想，最后还是
没写。

当兵，其实更多的是韦贤雷父母坚
持的结果，看孩子在家里过于安逸，还沉
迷网络游戏，他们就想让他参军入伍，希
望部队能够改变他。

在对新兵进行问卷调查时，新兵二
连约 16%的新兵表示，与父母关系紧
张，选择当兵就是为了换个环境。在做
家务这个问题上，约 64%的新兵选择了
“很少”，还有约 13%的新兵选择了“从
来没有”。

作为家中独子，韦贤雷在来部队之
前，几乎没有下过厨房。在新兵连，偶有
闲暇，班长张小涛会带着他帮厨。第一
次帮厨，韦贤雷在操作间里站了好大一
会儿，窘迫地不知从哪里下手。

就在新兵连的厨房操作间里，韦贤
雷渐渐学会了包饺子、拌凉菜，还盘算着
学做可乐鸡翅、烤鱼等“硬菜”，想着能回
家给父母做顿饭，给他们惊喜。

韦贤雷想到的不止于此——来军
营之前，他的主业就是打游戏，总是想
尽办法向家里要钱买“装备”。如今，他
将津贴攒了起来，除了必备的生活品，
很少买零食之类的东西，“来到部队，才
知道爸妈的不容易，想攒钱给他们买点
喜欢的东西”。

除了韦贤雷，新兵二连其他新兵，
也在进行着成长的“蜕变”。新兵郭金
武说，自己上大学的时候，碰到啥磕磕
碰碰的事儿还会向父母抱怨。现在即
使受伤了，也会给他们说一切都好，“自
己的事情要学会自己扛，说了也是让他
们担心”。

梁家府觉得，“暖男”的背后，是新兵
们的“逆商”提升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
兵，每一代兵都会有各自的成长问题，
“自我的完善加合理的引导，能让这批新
兵扛起属于他们这一代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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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喇昆仑，边关有兵初长成
■王雪振 本报特约记者 许必成

新兵入营满 60天的时候，笔者

所在部队举行了一个特别有意义的

活动——“晒晒当兵前后对比照”。

从肥肉男变肌肉男，从羞涩小生

变铁骨硬汉……一张张幻灯片，记录

的是一个个新兵的巨大蜕变。

直观的对比，不仅让新战友们喜

笑颜开，也让带兵骨干由衷地感到欣

慰。有新战士开玩笑说，咱们军营就

是一个气质修炼场，不用去专业美容，

不用花钱去健身房，气质男神也可以

批量养成。

无独有偶，同样是新兵营组织的

“新老兵基础体能比武竞赛”中，新兵

刘万珍超越众多班长老兵夺得第一

名。你可曾想到，初入军营的首次测

试，刘万珍还只是个勉强及格的“菜

鸟”。

外在形象愈显阳刚，军事素质渐

入佳境，军人作风日趋过硬，这些关于

“初长成”的故事，正在这群新兵身上

接连演绎，精彩纷呈。未来的日子，在

喀喇昆仑山下的营盘里，我们同样会

见证关于他们的更多惊喜。

光荣军旅路，成长是始终不变的

课题。天南海北，万千营盘，关于士兵

成长的故事，总是格外动人。

前些年，火爆荧屏的军事题材影

视剧《士兵突击》，塑造了“许三多”这

样一个经典的士兵形象。

这个从小就胆小懦弱、逆来顺受

的农村娃，连杀猪都不敢看，被人欺负

时能逃就逃，逃不掉就抱头倒地忍

受。在新兵连，他连左右转都分不清，

甚至能把自己绊倒，其他的囧事更是

层出不穷。但正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

新兵，却凭着“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

一路逆袭，从草原上的普通一兵到过

硬的机械化步兵、再到特种作战部队

“刀尖子”，一步步成长为“兵王”，让人

热血沸腾。

许三多的故事，有着“不抛弃、不

放弃”的精神动因，含着“做有意义的

事”的朴素信条，更深层次上，其实就

是一个士兵被不断认可、培养和发掘

的过程。光荣在于平淡，艰巨缘于漫

长，人的完善之路需要多种因素助推，

士兵的成长同样也不是孤立的，自我

完善很重要，各级组织和带兵人的帮

助培养更是不可或缺。携手而行、共

同发力，我们要相信每一名士兵都值

得一段时间的等待。

国防和军队建设正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新时代也赋予新兵教育训练

更深刻的话题。从调研情况看，“00

后”新兵的参军入伍动机更多元、自我

塑造意识更自觉、求新求变诉求更强

烈，在身体素质、意志品质等方面也还

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这些因素

不可避免地会和军营固有的训练、教

育、管理方式发生摩擦和碰撞，考验着

带兵人的能力和智慧。

从来没有天生的好兵。如今，新兵

的“初长成”只是一个起点，达到全面过

硬、真正成才，需要各级组织和带兵人

不断地培养、锤炼。遇到挫折，给予鼓

励；碰到困难，施以援手；有了困惑，点

播开导……新兵营里的成长，就是带兵

人与士兵自身合力完成的一段征途。

将一个个士兵锻造成“锋利的尖刀”和

“大写的人”，是最大的“战果”。

愈成长愈勇于成长，每前进一步，

底气就会增一分，更大的进步则奋力

可及。

此时此刻，新兵们的喊杀声震耳

欲聋，新训场也处处是火热练兵景

象。看着他们虽稚嫩却挺拔的身影，

我们饱含希望，充满期待……

愈
成
长
愈
勇
于
成
长

■
周
该
成

历经种种磨砺，新兵二连的新兵们正在迎接属于他们的精彩蜕变。面对未来军旅，他们显得更加乐观从容。 王雪振摄

又到了新兵训练的季节。生命里
有了当兵的历史，就意味着有了一段
成长的故事。

历史的评语，从来不是在起点落
下。审视“兵之初”，我们无法估准
他们在未来军旅生涯中迸发的能量，

也无法勾勒出他们数年之后的模样。
我们怀着热切的目光，期待着他们成
长，期待着他们收获。

没有谁是天生的优秀军人。每一
分收获，都需要播种和耕耘，从地方
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转变和成长，向来

不是立等可取、唾手可得，靠的是一
锤复一锤的锻铸冶炼、一日复一日的
浇灌滋养，更需要一种“平芜尽处是
春山”的耐心和信心。

平芜尽处是春山。新战友不要因
一时的挫折而气馁、因一时的坎坷而

失望，守得住琐碎和寂寞，认准目标
坚持下去，就能有所作为。

平芜尽处是春山。带兵人需要
用包容的态度而非急躁的态度，用
辩证的眼光而非挑剔的眼光，给每
一名士兵留出足够的成长空间和成

长时间。
我们关注基层官兵成长，聚焦新

训季，选择的也是一种平视。让我们
别急着分析规律、别忙着总结经验，
走近火热的新训营地，先静下心来读
一读那些关于成长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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