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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到武警青海总队某机动支
队采访，还没走进大门，就远远地
看到“扛着红旗来，来了扛红旗”
10个鲜红色的大字，像是诉说部队
的传承，也在表明他们白手起家的
决心。

踏上营区主干道，16个英模人
物事迹灯箱吸人眼球，路灯标语上
张贴了 70张官兵训练的照片，一棵
棵树木挺立宛如哨兵。冲坡跑道
旁，3面漫画墙幽默诙谐，为官兵
的生活增添了色彩。
“难以想象，一年多前，我们

营区只有稀稀疏疏二十来棵树。”
“是啊，现在变化真的是太大了！”
道路一侧，白杨树下，两名战士一
边为树木刷着涂白剂，一边欢畅地
谈论着。

一年前只有二十几棵树？可现
在足足有 1000 多棵。记者感到好
奇，向两名战士问道：“你们刚来的
时候，营区是什么样子？”
“除了身上这点迷彩绿和漫天风

沙，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一名战
士回忆道，“后来，我们支队微信群
里传开了一段视频……”

从战士口中了解到，支队长何
虎休假归队时，带回了一整捆树
苗，视频里面，他自己一个人挖
坑、浇水、施肥，再将小树苗栽下
填土，微笑着说要给“新家”绿
化、美容。

视频一经发出，微信群里立刻
“炸开了锅”，官兵纷纷发微信、打电
话联系邮寄家乡树苗，许多休假官兵
归队时为了能多带两棵树苗，行李是
一减再减。

短短两周，从四川、宁夏、云
南、山东等 13 个省、自治区汇聚
而来的松树、柳树、红枫、云杉等
50 多种树苗摆满了“新家”的营
院。对此，支队分区划片，官兵人
人动手，整修 6块荒置土地，种草
植树，不到 3个月，营区面貌焕然
一新。
“我们给这些树苗制作了专属

名片，您看，东边是从宁夏带来的
杉木，北边……”另一名战士见到
记者在看白杨的名片，开心地介绍
着。

作训参谋桂亮也给记者讲了一
段往事。2018年休假归队途中，他
到了火车站突然意识到自己采挖的
树苗没有带，连忙给父亲打电话。
“等着，我马上送过去。”电话一端
传来父亲肯定的答复。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火车马
上就要开了，父亲还没到。就在
桂亮心里七上八下的时候，那个
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父亲责备的
眼神中透露着慈爱：“这么大的人
了，还这么没记性。”桂亮从父亲
手中接过树苗：“谢谢爸，回去路
上注意安全。”随后急匆匆地向站
内跑去。

坐在火车座位上，桂亮脑海中
全是父亲奔波的样子，抱着怀里的
树苗，他告诉自己，要在高原种下
家乡树，扎下强军根，守好那一方
热土。

走在营院中，有一处细节引人注
目：每到一个路口，就有一个深绿色
的指路牌，上面刻着广州路、拉萨
路、青铜峡路等标识。
“这些城市都是我们曾经战斗

过的地方，把它们做成路牌，就是
要让官兵们不忘奋斗历史、重塑再
立新功。”支队政委郑轶介绍，“部
队转隶移防之初，营区内空空荡
荡，支队修理所所长孙杰主动请
缨，带着 8 名战士加班加点美化环
境，路牌、橱窗、横幅标语都是他
们做的。”

去年底，该支队战士刘鹏服役满
16年退伍，离队前，他积极协调驻地
附近的林场，为部队争取了 24棵 5米
高的云杉大树苗，“就让这些树代替
我扎根驻地，为营区多增添一些绿意
吧！”刘鹏坦露心迹。

那天，支队组织以“续优良传
承，建幸福家园”为主题的演讲比
赛，赛场上，参赛者激动地讲述着一
年来发生在身边的点点滴滴。
“我们是谁？我们是钢铁传人，

传承钢铁精神，守驻地，爱新家，家
园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特战
一中队指导员蒲伟慷慨激昂的演讲赢
得台下官兵热烈的掌声。

是啊，都把部队当家建，敢教营
区换新颜。从支队官兵的一举一动
中，记者看到了那一颗颗滚烫的赤子
之心，他们热爱祖国的每一寸土地。
既然需要他们来守护这片热土，他们
就把这里建成幸福家园。

人人爱“家”，人人为“家”，随
着树木的开枝散叶，家的味道越来越
浓，他们坚信：心在哪里家乡就在哪
里；志在哪里成功就在哪里；梦在哪
里未来就在哪里。春天就要来了，那
1000多棵树必将在新的一年再次枝繁
叶茂，见证支队官兵在新的一年再创
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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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的一天早上，宁夏银川市公安
局培训中心负责回收垃圾的苏丹师傅，
刚刚打开值班室房门，就碰到了一件暖
心事。

一张从门缝里塞进来的纸条，裹着
23元钱，上面写着一段话：“老乡，早上
我们走得早，找不见您，拖布我们拿走
了，这是拖布钱，您再买两把……”

手捧着字条和钱，苏师傅的眼眶湿
润了。

两天前，中心突然来了一支特殊的
队伍——武警宁夏总队数千名官兵战风
霜、斗严寒，经过数百公里拉练，到这里
宿营。

新建的培训中心尚未投入使用，条
件十分简陋，官兵们只能打地铺。即便
如此，部队依然秩序正规、内务井井有
条，到处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可严谨细致的总队领导还是发现了
瑕疵：几个巧克力包装袋扔在路旁，显得
十分刺眼。

晚上总结讲评会上，总队政委杨
立强专门提出“三不准”：不准留下一

张纸片、不准损坏一件物品、不准留下
一点垃圾，并掷地有声地说：“一定要
教育引导官兵在野营拉练中传承好红
色基因，展示新时代人民军队的好样
子！”

晚上，各单位纷纷展开大讨论。家
住宁夏固原的机动支队一大队战士李
党林深有感触地说：“从小我就听过‘回
汉兄弟亲如一家’的故事。当年红军翻
越六盘山时，就睡在老乡屋檐下，还颁
布了‘三大禁条’‘四大注意’等民族政
策。这‘三不准’，就是我们要遵守的
‘三大禁条’……”他和战士郭明、李旦
主动请缨担负留守任务，准备在部队出
发后把培训中心打扫得一尘不染，却找
不到拖布。

几经辗转，他们来到门卫值班室，一
眼便看到苏师傅，问道：“师傅，哪里有卖
拖布的？”

苏师傅的儿子在新疆阿克苏当了 7
年兵，看到几个朝气蓬勃的战士，顿感亲
切，便爽快地说：“我这正好有两个旧拖
布，拿去用吧，不用还了……”

第二天凌晨六点，部队就开始起床
打扫卫生，直到最后一辆车驶离营区，李
党林三人收拾完毕，来到值班室还拖布
时，发现苏师傅还没上班。

时间紧急，三个人迅速开了个“碰头
会”。
“拖布一定要还，这既是诚信，也是

纪律。”李党林说。
“也不能放到门口，不然会弄丢的。”

李旦接过话茬。
最后，三人一商量，决定把拖布拿

走，留下买拖布的钱。可拉练走得急，现
在又都是手机支付，他们身上没带那么
多现金。

于是，总共凑了 23元钱。李党林又
专门写了一张纸条，把钱裹好从门缝塞
进去，才有了前面的一幕。

那天，当笔者找到苏师傅时，年过半
百的他激动地说：“当年红军不拿群众一
针一线，才让老百姓看到了这支部队的
希望。今天，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红
军’走过，更看到了咱新时代人民军队的
希望……”

一如当年“红军”过
■雷铁飞 汪建春

战友们，上课前我们先了解一组数

据：截至去年底，全球微信用户超过

10亿，日均活跃用户上千万。不难发

现，生活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聊微

信、刷朋友圈已经成为人们日常交际的

一部分，透过其中也能折射出每个人的

情感。

按理说，同在一个“朋友圈”，战

友间的信任度应该很高，但实际生活

中并非如此。昨天一班战士康会强发

表了一条状态——“‘朋友圈’里的

陌生人再见！” 一开始没在意，后来

仔细一想：心情背后必有隐情。随即

调查发现康会强所说的陌生人竟是同

班战友，“再见”是对被战友屏蔽在

“圈”外后的回应。同时，我发现还有

一些年轻战士的朋友圈也存在刻意屏

蔽战友现象，使本该珍贵无比的友情

蒙上了阴影。

战友情催生战斗力，在抗美援朝

战场，8名志愿军战士舍不得吃一个苹

果，把唯一的甘甜留给战友，把饥渴

留给自己，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传

奇。在改革强军的新战场，我们身边

的烈士郭豪，明知有生命危险，毅然

决定扛起战友身上的钢枪，19岁的生

命永远留在昆仑高原；排雷英雄杜富

国，为了履行给战友许下的诺言，一

声“让我来”，从此将自己的双眼双手

留在了南疆雷场……“战友”二字千

钧重，一声“战友”成了一生的托付。

去年退伍季，想必大家最难忘的

一幕是 4名老兵与战友话别时相拥而

泣。走过十几年军旅岁月，老兵们一

起训练执勤、一起扛枪打靶、一起挑

战极限，他们从稚嫩变得成熟，从陌

生人到好兄弟，泪水足以诠释深藏于

心的真情，正如老兵张林留在朋友圈

发的一段话：“这世界上再没有比战友

更高贵的称呼了。”诚然，老兵已经离

开军营，但朴实的话语依然回响在耳

畔，永远激励着我们。

战友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希

望课后人人都能敞开“朋友圈”，用真

心换取真情，用阳光驱散阴霾，在新时

代谱写官兵友爱齐进步、团结奋进同成

长的嘹亮赞歌。

敞开朋友圈 融洽战友情
■第76集团军某旅合成三营装步二连指导员 何 雁

前不久，我刚休完婚假回到中队，战
士们纷纷热情地打招呼：“指导员，新婚
快乐！”“指导员，祝您白头偕老、早生贵
子！”……一句句祝福，让我心里乐开了
花的同时，也深深感受到了中队大家庭
的温暖。
“指导员刚结婚不久，中队长又休假

了，接下来这段时间可以‘浪’起来了。”集
合时，碰巧听到新兵顾飞正在向班长徐子
童“取经”，我顿时觉得哭笑不得，原来我结

婚这个事儿竟然成了大家眼里的“喜事”。
果不其然，晚上我在查铺的时候，发

现有三名同志违规使用智能手机。惊讶
之余，我没收了他们的手机，并对他们进
行了批评教育，责令他们作出检查。

几天后，在吃完晚饭回宿舍的路上，
战士林鹏看到我躲躲闪闪。我觉得有点
反常，准备晚上去宿舍找他谈谈心。刚
到宿舍门口，便听到了他和同班战友林
正的“悄悄话”：“林正，我听文书说，指导
员最近心情不太好。这几天我们可得长
点心，千万别撞到枪口上。”

听到战士们的谈论，我惭愧不已，原
来他们把我的心情当成了行事的“晴雨

表”。联想上次班长徐子童向年轻同志
传授的“经验”，我深感盘桓在大家脑海
中“看领导心情行事”的错误思想一定要
彻底根除。

在军人大会上，我指出了发现的问
题，并向大家郑重承诺，中队各项工作都
会按照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运行，绝不
允许出现“心情式”管理的情况。

渐渐地，主动找我唠家常、聊想法的
人多了，背后乱评议、发牢骚的人少了，
我感觉与大家的距离越来越近。看到中
队氛围日益融洽、各项建设越来越好，我
心里也美美的。

（沙凌云、赵宁宁整理）

莫让战士看领导心情行事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旅机务一中队指导员 刘尊师

“钢缆插接讲究快、准、稳、狠……”
今天，在中队组织的课目试讲中，我和
班长周志林配合演示的课目获得第一
名。然而在不久前，我可没少让班长出
“洋相”。

三个月前，由于岗位调整，艇上的
枪帆班长被调走。作为老骨干，本以为
接任枪帆班长已是板上钉钉，可在宣布
任命的那一刻，周志林却“抢”了这一位
置。想想他新兵时还是我帮带的对象，
他当班长，让我如何服气？

一次，艇上接到防台风的通知，刚
上任的周志林迅速组织人员拆卸前甲
板雨遮，但凭我的经验，遇到这种风向
的台风，一并卸下前后甲板雨遮才是万
全之策。看他前后指挥，我话快到嘴
边，却又鬼使神差地吞了下去。那一

次，雨遮在大风中被撕开，我们被上级
通报批评，周志林还在军人大会上作了
检讨。

尽管心里有些愧疚，但一想到宣布
任命时的情景，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每
次周志林来请教问题，我总有意无意“留
一手”；当他安排工作不合理时，我总是
当面顶撞……着实让他出了不少丑。

两周前，中队组织船载武器保养。
组装舰炮时，由于我的失误，自动机重
重地砸在周志林手上，脱下手套，他指
甲里全是瘀血，整个手掌都肿了。他却
用袖子抹了把汗，轻描淡写地说：“我没
事！大家继续作业。”话音刚落，他便被
急忙赶来的艇长拉到了卫生室。

出人意料的是，那天晚点名，艇长
对周志林因我而受伤的事只字未提。

然而，晚上艇长查铺查哨，看到是我站
哨，顿时拉下脸：“当初还好没把你放在
班长岗位上，你看你最近哪有半点士官
骨干的样子，要不是周志林几次过来说
情，早就……你俩对彼此都留了一手，
思想境界的差距咋这么大呀？”

当晚，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想想
这几个月自己干的“好事”，再想想周志
林几次欲言又止的表情，心里像打翻了
五味瓶。

第二天一早，我就找到周志林，红着
脸说道：“志林，最近我……”话还没说完，
他拍着我的肩膀打断了我的话：“老班长，
年终考核课目里还有几个问题不太懂，
你能不能教一教我？”从这以后，我俩共同
学习、相互鼓励，就像回到了当年。

（何 润、曾梓煌整理）

都是“留一手”，我却羞愧得无地自容
■南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船艇大队中士 黄新祖

记者探营

连队精品课

2月15日 星期五 晴

连队战友给我送了一个外号——
“话刀子”，但凡有失公允的事儿，我都
忍不住吵吵几句。赶巧，前些日子连里
又有件事让我盯上了。
“都多久没轮到第一班岗了，啥时

候是个头”“还是算了，为了连队大局，
忍忍吧”……前些天，无意中听到两个
同年兵私下里议论站岗的事，我突然意
识到自己上回站头班岗还是个把月前
的事了，看来此事有“蹊跷”！当晚，趁
排长排下个月岗的空当，我悄摸地翻了
一下执勤登记表，果不其然，6名训练尖
子“占”第一班岗多达22次。
“排长，都知道头班岗好站，你这样

安排有问题！”我犹豫再三难掩内心的

不平，与排长争论起来。
“你懂啥，去年咱们连比武一个名次

都没拿上。今年好不容易有夺奖的希
望，让几名骨干‘优先’站岗得以休整，于
情于理都说得过去，你小子就别犟了！”
“光靠几位骨干争荣誉是不够的，

这么安排非常挫伤其他战友的积极性，
大伙虽然明面上不吭声，但心里多少有
些无奈！”争论了半天，排长考虑到实际
情况，没有采纳我的意见。

周末，我把憋了几天的意见一股脑
“微”给了指导员张连欣，左等右等等来
一个“好”字，这让我更加忐忑。
“连队建设水平不只要看‘楼顶’的

高度，更取决于‘根基’的厚度！”收假后

的连军人大会上，指导员的开场白算是
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让训练尖子享
有‘特权’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从连队长
远发展来看不合适。争先进，光靠几个
尖子根本不够，让更多人成为尖子才是
长久之计。”

事后，连里组织了一次整改，废除
了“周末外出训练尖子优先”“春节休假
给参加比武的尖子腾名额”等数条土规
定，叫响“全面过硬、个个精兵”的训练
目标。

再次轮到第一班岗，看到我被排了
进去，指导员拍拍我的肩膀，向我竖起
了大拇指。
（尔惠子、本报记者颜士强整理）

是谁“占”了第一班岗？
■新疆军区某装甲团坦克一营下士 胡 杰

士兵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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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80集团军某防空旅组织冬季拉练，锤炼部队严寒条件下

实战能力。途中，排长于进福发现上等兵梁杰小腿拉伤，就主动利用

休息时间与他谈心聊天，并为他按摩放松。这不，两人聊起发生在拉

练途中的趣事，笑得合不拢嘴。

孙连伟、李 壮摄影报道

一 路 帮 带
Mark军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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