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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新训，又一批新战友满怀憧憬奔赴基层。走上新岗位，战友们如何融入新集体、找准

目标和定位？作为“过来人”，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师的老兵结合自身经历，针对下连时的
常见问题，为新战友献上下连“锦囊”。 ——编者

面对平凡岗位，如何端正工

作态度？

敬 畏
下士 刘文宇

“手拿解刀抹布，眼戴墨镜装酷，
远看明星出户，原来空军机务。”那年
下连后，我被分到航空兵部队，成为
一名空军机务兵。开始我还为身处
“高大上”的空军序列洋洋自得，但没
多久，看着飞行员天天潇洒地驰骋蓝
天，自己却在地面起早贪黑、风吹日
晒，不禁对岗位产生了怀疑。标准不
高、总爱冒泡，大错没有、小错不
断，带教师傅经常批评我：“刘文宇，
你可长点心吧！”

一起事故彻底改变了我。那是一个飞
行日，晚点名刚结束，大家已经开始洗
漱，一阵急促的集合哨突然响起，指导员
沉着脸，只讲了一句：“骨干到会议室集
合，其他人保持在位！”战友们议论纷纷，
一种紧张感在中队弥漫。不知过了多久，
班排长们才推门回来，声音沙哑地说：“兄
弟单位出事了，飞机没保住，飞行员跳
伞，生死未明。”听到这个消息，晚上我辗
转反侧难以入睡，在心中反复问自己“如

果这架飞机是我送上天的该怎么办？”
我突然意识到，“机务人员虽然无

法驾驶战鹰，却一手托着祖国巨额财
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并不是一句空
话。自己的工作看似平凡普通，却一样
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此后，每次维护
飞机我都反复检查，确保万无一失。只
要飞机还在天上，我的心就始终悬着，
直到飞机平安落地才真正放心。战友
们，工作不分贵贱，态度决定一切。无
论身处什么岗位，希望你们都能保有一
份敬畏之心，把岗位当战位，把每一次
工作都当作一场战斗。

面对枯燥生活，如何保持良

好心态？

恒 心
下士 祁正佺

回想当初，一下连我就随单位奔
赴西北驻训。想着能在边疆建功立
业，我内心兴奋不已。但理想很丰
满，现实很骨感，和想象中的轰轰烈
烈不同，下连后的生活十分枯燥。本
以为能看大漠孤烟、长河落日，不成
想只能在营房、厂房和饭堂之间“三
点一线”；本以为可以执枪驻望守天

涯，不成想却是在营门口站岗轮岗；
本以为自己的工作是骄傲地护送战鹰
上天，不成想整天面对的都是业务知
识、安全法规、理论学习……

一想到要在这里待上两年甚至更
久，我就像霜打的茄子。直到单位组
织新兵参观战机，当一架架战机映入
眼帘，当我第一次抚摸机翼，金属的
冰冷一下子穿透了我的神经。原来这
就是我要守护的战鹰，现在所经历的
一切都是为了日后的朝夕为伴、休戚
与共！理想的激情再次复苏，心中的
热血重新涌动。我开始全身心地投入
到学习和工作中，各项理论考试和量
化评比成绩不断刷新。

新战友们，下连后面对艰苦的环
境和枯燥的生活，大家一定要保持一
颗恒心，坚定一个目标，勇于直面
“本以为”和“不成想”之间的鸿沟，
积极适应新环境，努力找准新目标。

面对陌生环境，如何融入新

的集体？

坦 诚
下士 赵 伟

下连后，来到陌生的新环境，面

对一张张生面孔，患有“社交恐惧
症”的我感到很焦虑。我想主动和战
友们搞好关系，但老兵们聊的话题我
融不进去；我试着加入大家的讨论，
可刚说了两句，就不幸变成“尬聊”，
成为话题“终结者”。

作为新人，我的“存在感”很
低，和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煎
熬 中 ， 是 带 教 师 傅 引 导 我 打 开 心
扉，鼓励我积极参加中队组织的各
项活动，展现自己的闪光点。我和
大家一起打球、游戏，慢慢地越来
越熟悉。我放下了戒备，开始敞开
心扉与身边的战友们交流，很快就
和大家打成一片。

战友们，融入新集体其实并不
难。在一次次互动中，我发现彼此相
互信任的秘诀就是“坦诚”。一声问
候、一句祝福、一份关心，都能迅速
拉近你和战友之间的距离。

面对更高要求，如何提升能

力素质？

勤 奋
四级军士长 刘明玉

当兵前我从没碰过车，新训结

束 后 ， 分 到 汽 车 连 ， 学 开 “ 老 解
放”，真是把我难坏了。一开始，我
腿上力量弱，离合踩不到位，挂挡
频频失误，训练成绩也总是垫底。
不服输的我坚信勤能补拙，一个字
就是练。我每天坚持腿部练习，每
次都练得汗流浃背，就连睡觉都不
忘模拟脚踩离合挂挡。经过半个月
的努力，我的腿部力量有了明显提
升，在连里组织的百米加减挡考核
中，我终于脱颖而出，拿到了个人
第一。

从无到有、从零到一，靠着这
股勤奋劲儿，我不断取得进步。从
不会开车到熟练驾驶场区内所有保
障车辆，从成绩垫底到比武夺魁。
10 多 年来,我 始终是单位的业务骨
干，也真切地体会到“勤奋”的意
义。

战友们，下连后面对全新的岗
位，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作
为一个老兵，我想说，只要你肯坚
持，能吃苦，时刻保持勤奋的态度，
就没有迈不过的坎儿。

（宗 杰、庄 彦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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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战友，下连“锦囊”请查收

战术演练刚结束，王君帅再次成
为连队“风云人物”，与上次“出丑”
不同，这回他成了大家眼中名副其实
的射击能手。

王君帅，中部战区陆军某团步枪
手专业上等兵，步枪射击曾创下多弹
连一孔的纪录，一直被当作射击尖子
培养。去年 10月中旬，营里组织班战
术考核，王君帅被安排到主攻方向的
战车上。他信心满满，觉得凭自己的
本事一定能给班里争光。没成想，“亮
相”不成反倒出了“洋相”。

考核那天，步战车在土路上颠簸
不停，浓重的柴油味在车内弥漫，“嗡

嗡”的发动机噪音充斥双耳……王君
帅坐在车门旁眉头紧皱，一言不发，
不停地擦着额头上的汗。接近通路的
时候，晕车的恶心感向他袭来，最后
实在忍不住吐了出来。

下车以后，面对眼花缭乱的烟幕
和炸点，王君帅一下子晕头转向，分
不清东南西北，不知不觉竟脱离了战
斗队形。当一个个靶标竖起来，他稀
里糊涂打一通，射击要领全忘到脑
后，结果成绩“剃了光头”。最后，他
们班的考核成绩在全营垫底。

班长马青强气得直瞪眼：“怎么关
键时刻掉链子？”面对责问，王君帅心
情很失落，不禁也对自己产生了怀
疑：难道自己这个射击能手是个“花
瓶”，中看不中用？

马班长虽一时生气，可等静下心

来想想，这事也不能全怪王君帅：“他
虽然射击基础好，但毕竟‘大场面’
经历得少，乍一上场摸不清状况也情
有可原。”另一边，王君帅也痛定思
痛：“精度射击打得准不算啥，到战场
上还能打得准才叫真本事。”

王君帅和班长一起研究了“加餐
计划”：每天下午利用半个小时进行抗
眩晕器械训练；每周车炮场日，跟乘
员一起去保养车辆，多闻闻“战车的
味道”；每逢强化训练，班里就安排王
君帅坐在担负穿插任务的步战车上，
让他有机会得到更多锻炼。

这样坚持一个月后,王君帅不仅
晕车反应大为缓解，还因为经常与步
战车打交道，专业技能也得到了提
升。转眼到了年底战术综合演练，战
斗进行到向前沿冲击的关键环节，班

长突然接到命令——“2 号高地北侧
发 现 敌 反 坦 克 火 箭 射 手 ， 迅 速 歼
灭！”这一次，王君帅第一个冲了出
去，在火力掩护下，迅速找到射击位
置，瞄准、击发、复瞄、再击发……
“砰砰”两声枪响，一组靶标应声倒
地，险情解除！来不及停留，他又和
战友一起冲锋，成功消灭多组“敌
人”。在复盘总结时，营长特地对六
班提出了表扬，王君帅也得到了大家
的认可。

每当说起那次晕车经历，与之前
当作“痛点”不同，现在王君帅会和
大家一起开怀大笑。他觉得正是这次
尴尬经历，让自己看到了差距。望向
训练场的制高点 189高地，他知道自己
的路还很长，只有瞄准战场，才能真
正成长为能打胜仗的战士。

神枪手的特殊经历
■张 龙 张桂生

S 型过桩、后向蛇形过桩、单脚
八字过桩……第一次听到这些项目
时，新兵战友忍不住议论纷纷，“难
道又要增加新的训练课目？”别慌，
这些是武警平顶山支队新兵郭俊的
“独门绝技”。

凭借这手绝活，入伍不久小郭就
已崭露头角。新兵入伍“满月”时，总
队文化骨干培训班到新兵团慰问演
出，邀请新兵团战友同台表演，这下可
让新兵团骨干犯了难。新兵刚入伍，
大多还未褪去青涩和腼腆，一听说要
上台表演，一个个都恨不得缩到队伍
最后去。
“指导员，我想试试！”正在大家面

面相觑时，小郭主动请缨。演出当晚，
舞台上铺满了平花桩。小郭换上轮滑
鞋，在其中穿梭自如。只见他时而俯
身冲刺，时而急刹闪避，最后一个持续
3分钟的原地旋转更是惊艳全场。

走下舞台，不少战友想找他拜师
学艺。小郭入伍前就曾担任过 5年的
轮滑教练，这次演出让他在军营再次
走上“教练”岗位。为了活跃新兵营
的业余生活，连队决定成立轮滑小
组，让小郭担任教练。在小郭的带动
下，不少过去一到休息时间就抱起手
机的战友，开始享受轮滑的快乐，不
知不觉间大家还锻炼了身体的协调
性和平衡力。

课余时间能“舞”，训练场上更要精
“武”。虽然小郭的身体协调性过人，但
基础力量比起不少战友来说相对薄
弱。新兵连的训练又多以基础体能为
主，对身体力量要求较高，光有技巧远
远不够。在一次三公里考核中，小郭的
成绩未能达标。自那之后，他主动将轮
滑鞋“束之高阁”。休息时间，他加练基
础体能，脚下绕的圈从小小的平花桩变
成了400米标准跑道，以前苦练轮滑的
那股韧劲被他用到了训练场上。
“轮滑要练好，秘诀就一条，从

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这是
小郭初练轮滑时教练对他说的话。
训练同样没有捷径，只有努力这一
条路。在汗水的浇灌下，小郭的各
课目成绩稳步提升。“现在的郭俊，
脚下有没有轮子，速度都一样快！”
班长李勇军说。

轮滑武者
■李 磊 张 翔

翻开办公桌上的那本“2018年新闻
剪贴本”，从《探寻连史传承》《反思官兵
科技素养》到《南方实弹战术演练》《漠北
跨区实兵对抗演习》……看着自己一年
来在各媒体刊发的报道，作为“兵记者”
那种成就感油然而生。
“坚持就一定会有收获！”这是8年前

我的新闻启蒙老师对我说的话。这句平
实的话语一直是我成长的动力，激励我
用心讲好战士的故事，传递军队的声音。

去年初，我听闻旅里“红色炮兵连”
一名叫杨发春的班长多年来默默资助驻
地与家乡贫困学生的故事，于是展开采
访调查。我了解到杨班长其实家境并不
宽裕，却怀着一颗赤子之心。
“对于贫困学生的处境我感同身受，

能为他们尽点绵薄之力我非常开心。”杨
班长的初衷感动了我，很希望能为他做
点什么。可是像杨班长这样的好人好事
在全军数不胜数，如何才能报道好？
“兵记者”出了门就要拿回东西来。

我结合实际撰写了稿件《特别的爱给特别
的你》最终刊发在一些自媒体上。然而令
我没想到的是，上海一名老师看过文章后
联系到我，提出了资助的想法。一篇小小
的文章竟带来如此效应，那种“赠人玫瑰，
手留余香”的快乐萦绕在我的心田。

前辈说，记者只有沉下去，新闻才能
浮上来；报道只有深入基层，才会有根。
当“兵记者”这些年，我也愈发体会到，鲜
活的新闻故事蕴藏在基层，唯有走出办
公室才能出精品。

这一年，我把笔尖和镜头对准基层，
努力做一名基层“勤跑跑”。去年 8月，
得知炮兵营将在野外组织实弹射击，我
申请来到百余里外的驻训场。那些天，
我背着相机和分队战士们早出晚归，见
证了炮弹命中目标时大家的喜悦，也感
受到训练归来的疲惫。

那天实弹射击结束，了解到全营取
得了全优的成绩后，我立即对营长张国
强进行了采访。
“营长，咱们这次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有什么亮点和‘绝招’吗？”张营长略有所
思后回答，“其实也没有亮点‘绝招’，都
是认真按大纲要求的训练。”“对，这就是
亮点。”听了回答后我一拍大腿说道，当
时张营长一脸茫然地看着我。

随后，我以此为新闻由头，顺藤摸瓜
挖掘出该营新体制下营党委抓训练工作
的方法，撰写了稿件《此次实弹射击无
“亮点”》得以在《解放军报》上刊发。当
我将报纸送至两位营主官手中时，他们
不禁为我竖起了大拇指。

有人说，新闻也是人学，记者每日接
触和研究自己的采访对象，同时也在研
究中不断修正完善自己。旅里装甲技师
甘战永，对战车所有的部件都熟稔于心，
掌握了 3代坦克、9种装甲车辆的驾驶与
维修技能……为啥此人这么牛？这顿时
激起了我的写作热情。原来他23年来都
在用心做好一件事，把事业当成了生
活。一次采访，让我惊于甘班长的技术，
更敬于他的那份事业心。

我们“兵记者”需要的不正是这份激
情与事业心吗？回忆写作路上，训练尖
子、侦察尖兵、理论之星、标兵连长……
几乎凡是我写过的人物都成了我的朋
友，是他们在潜移默化中教育了我，帮助
了我，成就了我。

新的一年，我挂上了四级军士长军
衔。虽然干了那么多年“兵记者”，但我
依然激情澎湃，累并快乐着，因为我喜欢
这份工作，更引以为豪。

（文中漫画 姜 晨绘）

“兵记者”
累并快乐着

■黄远利

天寒地冻，

砺兵正当时。连

日的大雪让天山

腹地气温骤降。

战严寒，武警兵

团总队组织特战

队员开展第四季

度极限训练。百

余名特战队员在

7昼夜内，通过

30余个课目的

极限挑战。图为

训练间隙，特战

队员们玩起“我

是臂力王”趣味

对抗赛。

夏存喜摄

我是臂力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