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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在线

“22名新兵，50环！”
砰砰砰，啪啪啪……寒风刺骨，

一阵阵清脆的枪声，划破了冬日鲁南
山区的一片宁静。硝烟散尽，一个振
奋人心的消息就在某基地新兵六团
“燃爆”了。

“你怎么打得这么准？”看到新兵
团的这个好成绩，现场观战的记者，
迫不及待地找到两次打出 50环的女兵
汪妩铭“刨根问底”，小汪自豪地
说：“过几天，我就要过 19 岁生日
了，成为‘神枪手’是送给自己最好
的生日礼物。”
“小汪从浙江嘉兴学院入伍，一

到新兵连就特别期待摸摸真的钢
枪。”班长曹秋娜告诉记者，一开始
练据枪瞄准时，汪妩铭习惯性地用左
眼瞄准，几次“试射”成绩都不好，
后来用帽子遮住左眼，逼着自己改变
瞄准习惯，一枪一枪地练瞄准、练击
发，没想到，第一次实弹射击 5发子
弹就打了个50环。
“像小汪一样，今年战斗课目格

外受新兵青睐！”告别汪妩铭，见到
新兵团团长孟庆超，他告诉记者，今
年入伍的新兵不少是“军事迷”，一
入营门就问什么时候搞实弹射击，枪
一发到手，练习时个个都很认真。考
核时，不仅实弹射击优秀率超过了
50%，而且所有战斗课目成绩都比去
年高出了一大截。

高出了多少？翻开训练成绩表，
记者看到，格斗术、卫生救护、简易
信号通信等今年新增加的几个战斗课
目优秀率都达到了40%以上。

战斗课目受新兵青睐，是尚武精
神之回归。看到新兵团的这一景观，
记者不由得想再好好地采一采。没承
想，一圈还没转完，就捞到了几条
“活鱼”。

二营营长告诉记者，四连四班大
学生新兵刘宇航，两次体验射击发发
脱靶。班长董磊得知他《绝地求生》
游戏打得很棒，引导小刘从打游戏时
的射击经验体悟实弹射击击发要领，
刘宇航“依计”用心练习，结果考核

时打了个 50环。和刘宇航一样，全营
12名新兵在这次实弹射击中拿了满分。

一连指导员朱永哲“爆料”，九
班大个子新兵曹钢杰一练格斗术就来
劲儿，有时候蹲马步，汗水能把脚底
下的报纸浸透，几十天下来，体重从
190斤减到了 160斤，还一有机会就和
班里练过散打的新兵王国感比划几
下，被官兵称为“格斗小王子”。

带过三次新兵的一营三连指导员
葛文龙兴奋地介绍，前两年新兵“加
班”主要练队列、整内务，今年绝大
多数都在练格斗基本功、战术基础等
有战味儿的课目，配发到班里的哑
铃、弹力带等辅助器材，“跑得慢”
的新兵经常抢不到。

战斗课目格外受青睐，折射的是
战斗激情在燃烧。看到训练场上一排
排新兵，白净的脸庞晒黑了，稚嫩的
双手磨出了厚厚的新茧，一股子虎狼
之气正在成长，记者坚信，他日走上
战场，“00后”新兵一定会一枪一个
10环。

报喜！22名新兵打出50环
—某基地新兵六团战斗精神培育系列报道之四

■本报特约记者 张能华 通讯员 何耀彬 史大帅

当真心被战士误解后，你会有所保
留吗？

这是我刚刚走上指导员岗位时面临
的困惑，而这个困惑在去年年底离开指
导员岗位时我找到了答案。

2017年 8月，我走马上任来到修理
一营三连。这是一支刚刚经历调整移
防、由大小 10余个单位合并而成的崭
新连队，不同单位官兵之间、兵兵之间
的地域差异、专业差异、作风差异和生
活差异较大，所带来的是归属感缺失、
认同感不足等诸多问题。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发生在前年
老兵退伍前夕。下士杨建军是连队的专
业人才，也是我们想要重点保留的对
象。然而由于父母年迈无人照顾，加之
其大龄单身，家人盼他早日回乡成家，
他也拿定主意离开部队。通过之前的谈
心交心，我也知道了他的想法，虽努力
在做留队工作，但收效甚微。

后来整理档案时，听说他因调整
移防遗失党表，正准备补办。得知情
况后，我主动联系机关帮他问清补办

程序、准备相关材料。当我把补办党
表的注意事项告诉他时，杨建军的回
答让我既诧异又心寒——“指导员，
即便你帮我把党表补办好，我也不会
留队……”

老兵退伍后没过多久，一名班长因
感觉在连队专业发展受限，提出调离连
队。无独有偶，一名上士也写下了类似
的申请……也就是从那段时间开始，我
脑海里便反复出现文章开头的这个问
题。然而，现实容不得我有其他选择。
这样的真心付出能否换来战士们一颗颗
真心，我不确定。但我敢肯定，如果连
以诚心待人、以真情动人都做不到，连
队只会成为一盘散沙，何谈合心合力合
拍，何谈凝聚力战斗力？

于是，我更加积极主动地去了解和
关心战士们的成长与进步，竭尽所能地
去解决他们的困难与疑惑。真心终究是
会感动战士的。

中士张智昌去年 3月时常出现间歇
性低烧，战区总医院把所有能做的检查
全部做了一遍，依旧没能找到发热的原

因，只能通过药物和物理疗法控制体
温。老兵退伍前夕，满服役期的他请求
出院回到连队。当时，连队所有人都以
为他会提出滞留部队继续治疗的要求，
可是他却向我表露了自己真实的想法：
他选择退伍，这是他唯一一个可以回报
连队对他关爱的方式。

去年年底，机关对符合晋职条件的
干部进行民主评议，我名列其中。在测
评完之后，连队有名战士告诉我，他在
我的测评表上写的是总评优秀，可在
“提升、留用、调离”这三个选项中还
是选择了“留用”。

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战士们以
连为家的意识逐渐变强，荣誉感、责
任心渐渐在他们心底发芽。今年，在
官兵们的共同努力下，连队荣获“基
层建设先进单位”。至于文章开头的那
个问题，我想用我在主官岗位上一年
多的任职经历回答：不要问你的真心
能否得到战士们的回馈，相信有一天
他们定会看见。

（唐鑫阳、周 炬整理）

你的真心定会被战士看见
■第77集团军勤务支援旅修理二营副教导员 田鸿儒

本报讯 巴根那、李洪斌报道：
“今儿这红烧排骨真不错，这个面包也
相当棒……”正在吃饭的北部战区陆军
某边防旅策克口岸边防连哨所官兵对眼
前丰盛的饭菜赞不绝口。据了解，这是
该旅为哨点官兵提供精细化伙食保障带
来的成效。
“因为边境执勤任务重，即使哨

点战士里有‘大厨’，大家平时也只

做一些耗时少的饭菜，只有在节假日
才会做上一桌子菜解解馋。”哨长高
光远说道。
“只有在第一时间了解官兵实际困

难、掌握具体情况，才能把暖心事办
到官兵心坎上。”旅长赵凤昌介绍，为
了让官兵能够吃得好，机关深入调研
后决定对哨点实施精细化保障，规定
除了及时配送新鲜蔬菜外，还要配送
一些半加工品给养：排骨剁成小块，
猪肉分块用保鲜膜包好，馒头包子蒸
好冷冻起来……这样配送的给养既方
便存放和制作，又丰富了哨点官兵的

食谱。
不仅如此，该旅还组织培训连队

炊事员学习糕点制作、小菜腌制等相
关技能。近日，冬储菜送到后，副连
长苑继强便带领炊事员准备好腌制器
具、食材，两天时间为 3个哨点官兵共
腌制辣椒、黄瓜、糖蒜等十余种小
菜，极大地丰富了哨点官兵的饭桌。
“这样的给养我喜欢，省时省力就

能做大餐，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执
勤、训练上了！”上等兵李纯周看着连
队刚刚送到的两箱半加工品给养兴奋
地说。

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为哨点提供精细化伙食保障

这样的给养我喜欢

窦志强，外号“斗志强”，大家都说
他蒸的馒头和他的名字一样“有嚼头”。

谈起外号的由来，武警云南总队保
山支队士官窦志强笑了笑说：“这可是
指导员封给我的！”原来，当兵第二年，
由于体格比较单薄，窦志强便主动和指
导员说：“让我去炊事班锻炼锻炼吧，我
一定把饭做好！”

起初，指导员以为他是想偷懒躲
避训练才考虑去炊事班的，可看到窦
志强蒸馒头揉面时把面板揉得“吱吱”
作响的架势，不禁发出感慨，“窦志强
还真是斗志强！”“斗志强”的名号就这
样传开了。

窦志强馒头蒸得怎么样？战友们最
有发言权！他蒸的馒头，既绵软香甜，又
筋道十足，勤务中队和机关人员上百号
人，嘴“刁”的人不少，可从来没人说过馒

头的不是。
和馒头结缘已有 8个年头，除了普

通的馒头,窦志强还变着法儿地做出了
牛奶馒头、鸡蛋馒头、粗粮馒头、蔬菜馒
头，让官兵大开眼界的同时，吃起来更
是大呼过瘾，很多习惯吃大米的南方战
士都说：这馒头,看着都有食欲！

这窦志强只要一和馒头打起交
道，还真是“斗志强”！去年支队举行
“八一”军事日活动，地方 300 多人应

邀来队，他从早上开始一直忙到下午
宾客到齐。饭后，没想到很多地方人
员还纷纷打包了剩下的馒头。原来,
因为是军事日，窦志强独具匠心地将
馒头做成了手榴弹等军事题材样式，
让地方人员大饱口福的同时倍感新
鲜。

一句话颁奖辞：好一个“斗志强”！

馒头做得筋道，当兵当出味道！

窦志强的馒头“有嚼头”
■张念波

从没想到，我会在一个深夜踏上
西藏的土地。更没想到，我会在这片
高原再次见证“谁是最可爱的人”。

在这儿几个月间，我总能看见一
张张这样的面孔——黝黑的皮肤、深
邃的瞳孔、洁白的牙齿以及被钢盔压
出黑白分明的分界线的脸；再看看他
们的双手，长满了老茧，手指看起来
粗粗笨笨，指甲盖还微微泛着白色，
这是长时间在高原生活的表现。
“不能和年轻人差太多。”四级军

士长刘宗魁，刚刚休假结束返营就参
加 400 米障碍考核。从平原回到高
原，正常情况下需要至少一周的调整
适应期，许多人劝他，身体不舒服可
以申请缓考，而且都是老同志了不用
那么拼，但他依然坚持参加考核。因
为他深信不论军龄有多长，练就过硬
的本领，时刻严格要求自己，是一名
老兵一个骨干首先要做到的。
“我决定了，留队！”高原上的女兵

少之又少，女士官更是罕见。余萍，两
次荣立三等功，多次受到嘉奖。许多她
带过的兵都喜欢喊她“余妈”，并不是因
为她年龄大，而是因为无论是工作生活
还是训练执勤，她永远都是冲在最前面
的那个。“留队”的决定需要勇气，对于
早已到了谈婚论嫁年龄的她来说，家人
都希望她早点回家，但她依然坚守着一
个又一个春夏秋冬，原因很简单，因为
需要，便义无反顾。

事实上，类似这样的人和事还有
很多。我来这儿第一个认识的班长叫
李海波，恋爱三年，休婚假到家第一
天，便直奔照相馆，第二天就举办了
仪式。今年已结婚八年，陪伴妻子和
两个孩子的日子少之又少。还有一名
班长叫王千千，妻子生孩子的时候他
在执行任务，等休假回家时孩子已经
一岁多了，刚进家门孩子以为是陌生
人，嚎啕大哭，好不容易跟孩子建立
了感情，又该走了。他们长期与家人

分离，无怨无悔。
“我要在高原上生个军娃娃，让大

家知道这里很好，这里并不可怕。”
“如果可以，我愿意坚守到最后。”
……
从去年带着孩子上高原的女军医，

到今天克服强烈孕期反应依然坚持吃住
在班排的女排长；从去年推迟婚期上高
原的连长，到今天主动选择赴边进藏的
新排长……在西藏这片土地上，每个人
每个故事都不是特例，每个人每个故事
都诠释着那句誓言——“我身后是和
平，我面前是战争，拿起钢枪就要放下
儿女情长，穿上军装就要舍弃舒适安
逸，征战疆场，军人本色，从军报国，
此生无悔。”

这就是真实的、不带任何修饰
的、我可爱的高原兄弟姐妹。而因为
有了这段共同生活的经历，将来无论
何时何地，我都会骄傲地记着，我也
是高原一兵！

去年，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郑州校区讲师罗瑜到驻藏某旅当兵锻炼，请看她不久

前从西藏发回的当兵体会——

敬礼!我可爱的高原兄弟姐妹
■罗 瑜

半个月前，中央电视台《军营大拜
年》节目组和新疆军区文工团、某师业
余演出队的演员，冒着零下 16℃严寒，
来到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军区某装甲
团野外驻训场，献上了一台近 4个小时
的文艺汇演。

但这些不是重点，重点是从前年 8
月 11日到去年 8月 5日的 360天，该团
5名战士荣立一等功。重中之重的是：
这场文艺汇演的主题是“立功喜报送
回家”。

一等功怎能说立就立？原来，该
团先后两年参与“国际军事比赛”，
去年，四级军士长高天龙和下士朱
鹏在“军械能手”武器维修项目角逐
中，分别夺得轻武器射击和榴弹炮
修理两项冠军，双双荣立一等功。
去年 8 月，该团 9 名平均年龄不足 24
岁的官兵，组成 3个车组，参与“苏沃

洛夫突击”步战车组项目角逐，不仅
包揽单车赛前三名，还夺得团体赛
第一。冠军车组中士车长李建安、
上士炮长马帅、中士驾驶员吕玉生
分别荣立一等功。

立功又缘何惊动了《军营大拜年》
节目组？去年 9月，高天龙和朱鹏荣立
一等功后，该团分派专人奔赴他俩的
家乡，与当地政府、人武部一道，敲锣
打鼓将喜报送到他们家人手中。不仅
两地媒体进行了报道，《解放军报》还
在一版以《一等功喜报送到战士家》为
题进行了宣传，产生轰动效应，央视节
目组也是据此得到消息。
“今年 3个一等功臣的立功喜报怎

么送？”去年 12月初，正在该团筹划送
喜报之时，节目组导演杨丽飞赴团队
沟通。几天前，节目组带着 3名战士的
喜报、奖章，分赴山东、河南、广东三

地，和当地政府、人武部工作人员一
道，将喜报送到了 3名“一等功臣”的家
人手中。他们还请来剪纸大师与吕玉
生的 5个姐姐一起，创作了一幅颇有寓
意的剪纸画；请来泥塑传承人为李建
安一家 3口制作了一件惟妙惟肖的泥
塑作品；还千里迢迢从马帅的家乡，为
他带回了母亲蒸的枣糕。

2019 年春节的《军营大拜年》录
制主场，也因此落户在了该团野外驻
训场，主题定为“立功喜报送回家”。
据透露，1964 年全军文艺汇演上《毛
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的原唱者、
从这支部队走出去的 5 位“70 后”老
战士，也专程从全国各地汇聚到这片
戈壁滩上……演出现场还有很多精
彩镜头，在此不能透露太多，请关注
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军营大拜年》
节目吧！

●摘自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融媒体

大咖云集戈壁滩，只为给战士庆功
■林发明 赵治国

瞧，剧透一下，

这是中央电视台

《军营大拜年》节目

组走进新疆军区某

装甲团野外驻训场

的现场。

赵治国摄

小咖秀

记者探营

新闻前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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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发现更多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