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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上旬，当身着便装的地方驾校
教练，走上部队司训教员岗位的那一
刻，第 81 集团军某特战旅特战小队队
长惹子日拉又惊又喜。他没想到，一个
制约特战转型的难题通过这种方式破
解了。
“新军事训练大纲要求特种兵人人

会驾驶，然而这一课目落实起来却存在
不小的困难。”该旅旅长王子强告诉记
者，旅队不具备承训驾驶员能力，过去担
负承训任务的司训大队在改革中被撤销
编制，虽然职能得以保留，但编制大幅缩
减，承训能力难以满足部队需求。

王子强介绍说，前期旅里组织过一
次调研摸底，全旅具备驾驶技能的官兵
不足三分之一，这方面的能力建设迫在
眉睫。

去年，这个旅先后参加上级“特战
奇兵-2018”比武考核和“精武-2018”
军事比武竞赛，取得了多项第一的好成
绩。盘点比武得失，从比武场回来的惹
子日拉直言，特种驾驶课目，两次得分
均未超过总分的一半，短板弱项明显。

能不能依托地方驾校全面展开驾
驶训练？该旅运输投送科科长白磊曾
提出这一设想，并与驻地驾校初步商
谈，最终同意按照优惠价安排部队官兵
报考驾校，费用由旅里承担。然而，当
这一计划准备实施时，白磊发现其经费
开支并没有相关政策支持。

一边是部队战斗力转型升级的迫切
需求，一边是政策制度盲区，该如何是
好？有人建议，冒着违规的风险去闯模

糊地带不值得，等有政策规定了再说。
“战斗力建设的事一刻也不能耽

搁！”年初党委议训会上，该旅党委一班
人意见统一。他们一方面认真研究政
策规定，一方面与驾校展开进一步对接
协商，最终探索出邀请驾校教练到部队
担任司训教员，部队承担教学培训费
用，并提供教学车辆和油料保障的方法
路子。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
多。与驻地驾校达成协议后，该旅按照
新大纲要求，迅速新建整修驾驶训练
场。场地除了满足基本驾驶科目训练
需求，还设有弹坑路段、模拟雷区、泥泞

路等特种驾驶训练障碍，实战化程度进
一步提高。

前不久，记者在该旅驾驶训练场看
到，刚刚通过科目一考试的特战九连战
士田建鑫，正在教练的指导下练习曲线
行驶。和田建鑫同批报名参加集训的
209名官兵中，大多一次性通过了科目
一考试。旅领导欣慰地说，根据当前训
练进度，有望在两年内实现 90%以上人
员具备驾驶技能。

记者采访结束已近傍晚，此时驾驶
训练场寒风刺骨，但训练依然如火如
荼。这支由摩步转型为特战的部队，对
于未来转型发展、换羽新生充满信心。

驾校教练能否担任司训教员
■李艺超 本报特约记者 赵丹锋

去年，我军首批新军事训练大纲正

式颁发施行后，各部队掀起了轰轰烈烈

的实战化练兵热潮，但同样也面临一些

现实困难，或缺装缺人，或缺训练场，导

致部分训练内容难以扎实有效落实。

不可否认，这些矛盾困难现实存

在，关键是当以什么样的姿态来面对。

第 81集团军某特战旅的做法值得借

鉴，他们以强烈的忧患意识主动作为、

勇于担当，积极探索破解驾驶专业训练

难题，坚持有规定按照规定办，没有规

定按战斗力需求办，有力推进了部队转

型发展。

强军征程必然困难多多、考验重

重，只有人人扛起所应肩负的使命，竭

尽全力担当作为，才能把各项改革措施

落细落实，推动部队各项建设稳步向前

发展。

转型探索急需担当之勇
■赵丹锋

短评

最近我发现，连队大部分新战士碰
到士官骨干都会主动说：“班长好。”然而
有的骨干却听而不闻、爱答不理。有人
认为新兵已经入伍几个月时间了，太在
意礼节礼貌显得拘谨，不利于尽快融入
连队；也有人觉得新同志见面问好意义

不大。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试行）》

里明确规定：军人必须有礼节，体现军人
的文明素养，促进军队内部的团结友爱
和互相尊重。

礼节礼貌是条令条例对我们每名

军人的要求，长期坚持做好，不仅能
够促进部队管理建设，还能够强化军
人服从意识，更好地完成各项任务。
希望存在这个问题的同志及时加以
改正。

（苏建国、马振超整理）

莫对“班长好”爱答不理

我的故事，就从这块石头说起。它
来自海拔 4500 米的红其拉甫边防连，
看上去很普通，却见证了我人生中的一
次生死考验。

2017年夏天，我奉命前往红其拉甫
边防连采访。那里有一条巡逻线叫“吾
甫浪沟”，当地人称它为“死亡之谷”。
它全长 100 多公里，沿途要翻越 8 座
5000米以上的冰山，蹚 30多次冰河，随
时可能遭遇恶劣天气或是猛兽袭击，官
兵们需要骑着牦牛才能走完全程。

在我的再三请求下，连长杨映伟同
意我跟着走一段。出发不久，一条湍急
的冰河挡在面前。我骑的那头牦牛正
准备过河突然受了惊吓，猛地往河里
冲，还没等我反应，身体就飞了起来。
就在我的后脑勺砸向乱石滩的刹那，团
政治处主任陈柏涛眼疾手快，一把托住
了我。

那是我第一次亲身感受到生命的
渺小与脆弱。我特意在冰河边捡了一
块石头，留作纪念。

官兵们说，在这条巡逻路上，人人
都有历险记，个个都有生死录。其中，
有段长约 300 米的陡坡叫“一步险”。
它的一面是悬崖峭壁，一面是万丈深
渊，走错一步就有生命危险。

一次，陈柏涛骑的那头牦牛快要
通过时，突然脚底一滑，他下意识地抓
紧牛鞍子，等到他再睁开眼睛往下看
时，连人带牛大半个身子全都悬在了
空中。幸亏牦牛的两只前蹄紧紧扒住
了斜坡，挣扎了几次之后终于爬了上
来。陈柏涛说，在红其拉甫官兵心中，
牦牛就是“无言的战友”，甚至是“救命
恩人”。

的确，从 1949年开始巡逻以来，这
条最凶险的道路上没有牺牲过一名官

兵，却有 15 头牦牛长眠于此。有一只
老牦牛在最后一次执行任务时，不小心
在“亡命崖”滑倒，腰椎断裂，但就在负
重百余公斤的情况下它仍然坚持着。
直到回撤途中，大家才发现了它的异
样，因为它已经站不起来了。官兵们把
最好的药都给它用上仍无济于事。
“放弃”，成了唯一的选择。因为

天黑前，他们必须要赶到下一个巡逻
点。大家把牦牛推到一个草相对茂盛
的冰河边，希望它能活得久一些，希望
奇迹会发生。望着官兵们过河的背
影，这只牦牛用尽力气吼了两声，把头
转向一边，流下了眼泪。那一刻，所有
人整齐列队，向牦牛敬了一个长长的
军礼。

第二年，官兵们再来到这里时只找
到一副牛骨架。连长带着大家搬来石
头为老牦牛垒起一座墓碑。此后，每年
巡逻，官兵们都会沿途采上一把野草
花，或是带上一小瓶酒洒在碑前，祭奠
“无言的战友”、最忠诚的伙伴。

连长杨映伟说，“老牦牛”已经成为
红其拉甫官兵戍边守国的精神化身。
那年，中巴边界在海拔 5300 米的点位
确定后，制式界碑因为太重无法运送进
来。官兵们像老牦牛一样，每次巡逻都
在挎包里装上 3公斤水泥运到山顶，在
垒起的石头上，一点一点制作起了这座
形状特殊的界碑，在上面刻下两个鲜红
的大字——中国。这是边关军人的精
神高地，一代代官兵把能来到这里巡逻
当成军旅生涯最大的荣耀。

在这条巡逻路上，唯有身临其境
才能感受到，人们与死亡对抗的力量
到底从何而来？才能够体会到战友次
次历险而从不退却的意志，究竟靠什
么支撑？

在连队营区，我听到了新时代戍边
军人的铮铮誓言：“扎根帕米尔，忠诚戍
边关。”

在国门口岸，我记下了官兵们在中
巴联合巡逻中共话和平友谊，当好新丝
路上国门卫士的强军故事。

在胜利回营的牦牛巡逻队，我录下
了战士们豪迈的声音：“生命有禁区，听
党指挥没有盲区。只要有界碑，巡逻必
须要到位。”

是的，边关军人如此，军事记者也
应如此。忠诚党和军队的新闻事业，到
基层去、到一线去、到官兵们的战位上
去，始终是我们坚守的初心。这些年，
我和同事们行程上万公里，几乎走遍了
中国所有的边防部队。在高原海岛、在
戈壁险滩、在护航一线、在国际演兵最
前沿……处处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

有句话说得好：哪有什么岁月静
好，是因为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在新时
代采访路上，我愿追随边关军人那负重
前行的绿色背影，发扬“老牦牛”坚韧不
拔的实干精神，用手中的笔、话筒和镜
头，讲好中国军人的最美故事，不负神
圣使命，无愧军旅人生！（原文有删改）

红其拉甫的“老牦牛”
■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广播电视部记者 纪梦楠

出完早操回来，和往常一样，边收

拾内务边和班里的同志“侃大山”。突

然班里的两名士官谈到了“以连为家”

这个话题。

下士顾晓铭说：“每次点名开会、干

活劳动总是强调要积极主动，‘要以连

为家’，可是每当犯了点事时，又会和我

们说‘你真以为连队是你家呀，想干啥

就干啥？’你们说我们到底要不要把连

队当家呢？”

这时上士何立山调侃说：“这个问

题呀，确实很矛盾，当了八九年兵了，我

也没搞清楚，连队到底是不是我家，只

知道工作干活的时候是我家，犯了错误

就不是我家了。”紧接着他转过身对我

说：“排长，你也是当兵考学的，你觉得

呢？”

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思考，我想以

连为家是绝对没错的，我们每一个人都

来自不同的地方，出生于不同的家庭，

所受的教育不一样，性格也各不相同，

要想让彼此接受对方的优缺点，相互团

结与配合，不计较个人得失，为了集体

的共同目标而努力，只有以集体为自我

的归宿，让自己有归属感，把连队当成

自己的家，把身边的战友当成自己的亲

人兄弟。

但犯错了挨批评，受到处罚，其

实也是正常的。俗话说：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连队是我们的家，条令条

例和各项规章制度就是我们的家规，

当我们犯错误了，就会受到家法的惩

罚。

所以我觉得是那句“你真以为连队

是你家”表达有误。不管你是为连队作

贡献还是抹了黑，连队都是你的家、你

的依靠，作了贡献就会受到表扬，如果

犯了错误，“家长”就有权利和义务对你

进行批评教育。

当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何立山后，他

沉默了半分钟，笑着说：“好像是这个

理。”当兵这么多年这个话题一直在我

的身边被谈起。我也曾想过怎么去解

答，没想到直到今天成了一名基层带兵

人，才找到了答案。

“以连为家”：既要当主人，又要守规矩
■孙 梁

去年一年，我撸起袖子加油干，不
仅带出了一批专业能手，个人也被评
为优秀士官。唯一遗憾的是，承诺妻
子的新婚旅行迟迟未能兑现。这不，
实弹射击刚结束，我就上报了休假计
划，准备度个蜜月。

正在我满心期待的时候，没想到
却被泼了一盆凉水。“小徐，连队准备
推荐你参加旅里的教学法集训，你好
好准备，休假日期先调整一下吧！”连
长的话击碎了我的美好憧憬。我本想
推辞，但想到今年就要面临士官转改，
只好答应下来。

回到宿舍，我越想越憋屈。还记
得年前向连长汇报转改意愿时，他拍
着我的肩膀说：“好好干工作，连队不
会亏待每一个真心付出的人。”现如
今，我工作没少干，可想休个假咋这么
难？哎，都怪自己多嘴！提前暴露转

改意愿，哪还有说“不”的底气？
强扭的瓜不甜，被连长“绑”来集

训，我自然提不起精神，备课示教更是
心不在焉。眼看考核的日子临近，我
却连一份像样的教案都没有准备。

我的变化被指导员张军伟看在
眼里。一天，他特意把我拉进房间
谈心。“集训的名额是连长专门为
你争取来的。”我正准备迎接他的批
评，一听这话，顿时懵了。“这次教学
法集训是为参加集团军比武选苗
子，如果你能在上级比武中斩获名
次，对你转改士官也会有所帮助。
连长之所以不告诉你，是不想让你
有压力。”说罢，指导员递过来一
张表。

我接过一看，正是连队的休假计
划，而我的休假日期竟然是在春节。
“你刚结婚，今年回家陪家人好好过个

年。安心准备考核，我和连长都相信
你，没问题！”望着指导员鼓励的眼神，
所有的不理解和抱怨最终化成了一句
话：“请您和连长放心，我一定全力以
赴！”

回到集训队，我使出了“洪荒之
力”，一点一滴细抠动作，加班加点修
改教案，常常忙到深夜。经过一周的
辛苦付出，我信心满满走上考场，成功
夺冠。接过沉甸甸的获奖证书，我倍
感振奋，因为它不仅仅记载了荣誉，更
见证了连长对我的温柔“绑架”。

（徐 鹏、姚 远整理）

我被连长“绑架”了
■第73集团军某旅防空营指挥保障连雷达二班班长 徐 庆

值班员：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导弹连

指导员 张振华

讲评时间：2月20日

值班员讲评

士兵之声

开电视电话会议，军一级机关要求
提前5分钟入场完毕，到了基层却变成了
50分钟；上级部署一项工作，明确限期为
1个月，领导却胸脯一拍，“保证20天完成
任务”；文电通知要求“控制人员外出”，
落实起来却是“严禁人员外出”……类似
的现象，你一定“确认过眼神”吧？

这种层层加码、逐级加量的做法在

部队并不鲜见，甚至成了一些人的思维
习惯和行为模式，好像不这样做，不足以
表达对上级领导和机关的尊重、不足以
体现对某项工作的重视、不足以彰显抓
落实雷厉风行的作风……殊不知，这样
做了，只会让基层疲于应付、让官兵苦不
堪言，空耗大量宝贵的时间和精力。

郝小兵以为，做任何事情都要遵

循客观规律，尊重部队现实，严格按条
令条例、规章制度办事行事，不能以言
代法、以权压法、过犹不及，动不动就
层层加码，提一些不切实际的超高标
准和无理要求。基层本来一根针穿千
条线已经很累了，还是尽可能给他们
减减压、卸卸重、松松绑吧。

文/谢权鑫 图/杨俊滨

层层加码：基层难以承受之重

军事记者故事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