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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视点

“只有一直奔跑，才

能战胜懦弱的自己”

2017 年，马和帕丽所在的新疆军
区某师装甲团组织官兵按照新的军事体
育训练大纲标准评级，她被评定为“特
三”。全团只有两个人达到这个成绩，
另一个是团长聂望军。
“你们一群男同志被一个女同志撂

翻，害不害臊。”聂望军把这句话当作
一种鞭策，大会小会常挂在嘴边。在充
斥着血性和荣誉感的军营，这就像一把
烈火，瞬间点燃了小伙子们“捍卫”尊
严的激情。

从此，马和帕丽成了男兵们的“死
敌”，也成了全团的焦点。

1991 年，马和帕丽出生在新疆昌
吉市木垒县。这座美丽的边疆小城以
沙漠和胡杨林闻名，生命在这里呈现
出了截然相反的两个极端——绝望和
不屈。

多年后回忆自己儿时的成长经历，
马和帕丽很骄傲：“感觉自己就像胡杨
傲立于沙漠中那样，击不倒也打不垮。”

10 个月大时，马和帕丽左脚小拇
指指甲盖出现大面积淤青，疼得在床上
不停打滚哭闹。父母急坏了，四处奔走
寻医，医生诊断出马和帕丽患有佝偻
病、鸡胸和败血症。为了遏制病情，县
里的医院说必须锯掉腿，市里的医生又
说要锯掉脚。父母不甘心，一路带着孩
子辗转来到西安西京医院，把她寄宿在
亲戚家治病。

此后的 7年，当别的孩子们在无忧
无虑地撒欢奔跑时，为了站起来，马和
帕丽不得不在孤独和痛苦中度过。

治疗佝偻病和鸡胸需要做脊柱骨穿
刺，由于幼小的身体太过柔软，根本找
不到脊柱，手术前马和帕丽只能把身体
蜷成球状。为了治好败血症，马和帕丽
全身的血被换了两遍。
“不知道痛不痛，也不想回忆。”马

和帕丽只记得，每一次穿刺结束她都要
虚弱很久。同班的小朋友好奇那是什么
滋味，她总是开朗地说：“就像电视里
动物冬眠苏醒后那样吧。”

8岁那年，带着痊愈的身体和坚强
不屈的性格，马和帕丽回到父母身边。
这种性格此后被马和帕丽带到军营。在
挑战面前，她始终用行动诠释着“马和
帕丽”的内涵——哈萨克族传说中一种
永不衰败的天山之花，代表坚强和永不
放弃。

2013 年夏天，马和帕丽从西南民
族大学毕业。拒绝按部就班的她，渴望
挑战全新的生活。昌吉州政府的一则征
兵告示让马和帕丽找到了答案。

爬战术是所有新兵都要过的第一个
难关。马和帕丽对铁丝网有一种天生的
畏惧，她害怕铁丝把自己划伤，潜意识
里感觉又被蜷成一团，“像小时候躺在
病床上那样”。

害怕带来了抵触情绪，马和帕丽甚
至尝试过装病逃避训练，慢慢地她成了
新兵连里唯一没有过关的战士。失败后
的夜晚她躲在被窝里，眼泪吧嗒吧嗒流
下来。

这是马和帕丽长大后第一次流泪。
那一刻，她痛恨自己的懦弱。她明白，
如果在军旅生涯的起点自己站不起来，
就将永远倒下去。

当所有人觉得她已经放弃了的时
候，马和帕丽重新回到了铁丝网下。尽
管每爬一下，没有指甲盖保护的右脚小
拇指与地面接触时都会给她带来钻心的
痛，但这一次马和帕丽坚持了下来，她
用优秀的成绩抚平了内心的创伤。

顺利完成起跑，马和帕丽在接下来
的所有训练课目中与自己较劲。3个月
的新训结束后，她被评为“最佳新
兵”。一年后，她以优异的成绩被西安
通信学院录取，成为一名女学员。
“成长的路上，你只是一个孤独的

跑者，一路跑着一路享受着，坚强地活
着，努力向前奔跑。”关于儿时经历的
磨难，马和帕丽说，应该感谢的不是疾
病，而是从不屈服的自己，她奉为圭臬
的一句格言是：“只有一直奔跑，才能
战胜懦弱的自己。”

军 营 不 相 信 眼 泪 ，

软弱只会承受比别人更

多的痛苦

面对未知的挑战，马和帕丽选择继
续向前。军校课程结束后，她主动申请
来到装甲部队，并走上了坦克驾驶岗
位——全师的女性官兵从未征服过的
高地。

坦克驾驶需要通过拉动操纵杆控
制方向。高速行驶状态下，难免遇到
磕碰，她的身体属于疤痕体质，一趟
下来，大腿和胳膊已经是青一块紫一
块。训练刚起步，又出现了新的难
题。全团展开实战化训练，要求驾驶
员必须降窗驾驶，通过潜望镜来判断
路况。第一次过限制路总共 5 个杆，
“全压扁了”。

沮丧的情绪压抑着马和帕丽突破自
我的渴望，但她知道，军营不相信眼
泪，软弱只会承受比别人更多的痛苦。

马和帕丽决定和自己“死磕”。她
蜷缩在狭小的驾驶舱里，忍受着长期的
高温环境和铁屑灰尘，通过不断调整身
体的位置提高观察路况的能力。每次训
练下来，她都要承受常人难以理解的痛
苦，“鼻孔里全是黑的，整个人感觉都
废了”。

一层血泡一层茧，马和帕里的双手
变得粗糙有力，驾驶技术日益精进。两
个月后，她以满分成绩完成了限制路驾
驶课目，并通过驾驶员考试成为全师第
一个女坦克车驾驶员。

对于一名军人而言，想要立足军
营，不仅需要坚强的品格，更需要强烈
的责任担当。

那年，马和帕丽还在通信连当排
长。部队到戈壁滩驻训，一次午休时，
排里一名义务兵因为站哨时打瞌睡被团
督导组通报批评。马和帕丽没有揪着这
名战士不放，她把全排集合起来，当着
大伙儿的面放出狠话：“我们的人犯了
错，责任我来担，我自罚站5天哨。”

没人相信马和帕丽真要完成“壮
举”，有人私下劝她“做做样子得了”，
她拒绝。之后的 5天，从日出到日落，
排里的战士什么时候去看，她什么时候
都是笔直地挺着腰板儿。

从那以后，她是排里腰杆最硬的
人。起初战士们听到“我的人”心生畏

怯，后来他们为她的敢作敢当争先成为
“她的人”。

在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作战部队，
扎进男人堆，马和帕丽的更多挑战来自
生活。

2017 年野外驻训时全团只有马和
帕丽一个女同志跟队参加，连队因缺少
器材没有为她专门开设女厕所。马和帕
丽“方便”时，必须先叫上一个男兵探
路，确保没人后再进去。男兵守在厕所
外，有时碰到其他同志有“紧急情
况”，厕所内外都尴尬极了。

2018年 3月，马和帕丽当上了坦克
五连的指导员，查铺是连队主官每天夜
里的例行性工作。五连战士田生云说，
因为当时还没有完全入睡，他清楚地记
得指导员至少给自己盖过两次被子。马
和帕丽对走进男兵宿舍没什么顾忌，唯
一的困难是，“味儿实在太重了”。

在颁奖晚会的舞台

上，战士们看到了不同

模样的指导员

尽管适配性极强的性格和气质为她
融入坦克五连打下了基础，但让她迅速
与官兵们拉近距离的，是她作为女性主
官为连队所带来的不一样的东西。

下士王英杰生病住院，马和帕丽每
天打电话问候病情，连吃药睡觉都要小
心叮嘱。“感觉指导员无时无刻不在身
边。”王英杰说。连里谁和谁闹情绪
了，谁有家长里短的烦心事，马和帕丽
总是第一时间了如指掌。官兵们诧异，
指导员难道有读心术。她开玩笑说，或
许是女人的第六感发挥了作用。

连队俱乐部配置了互联网教学系
统，马和帕丽喜欢把自己从网上收集来
的精品文章投到大屏幕上与官兵分享，
一些网络热词迅速被官兵们拿来采用。
休假离开部队时，她会细心地给官兵们
留些“家庭作业”，有时是看一部自己
推荐的电影，有时是利用休息时间外出
上街做一件好事。

因为女性的视角和心态差异，连队
政治教育也变得更加亲密温和。中士陈
策俊举了个例子：在一堂婚恋观教育
中，马和帕丽告诉他们，男女初见，女
孩子第一眼看的是男孩子的头发，“这
是女孩子的秘密，男指导员讲不出来”。

上等兵董春泽是团里乐队的主唱，

第一次在全团官兵面前演出时，为了给
他捧场打气，马和帕丽拉着几个战友抢
到最靠近舞台的位置，举着荧光棒手舞
足蹈地尖叫呐喊。“像极了我的小迷
妹。”那一刻董春泽突然觉得，指导员
身上有一种特别的味道，不是香水味，
也不是女人味，而是真诚。

2018 年 10 月，马和帕丽被评选为
师里的“铁骑先锋”。当精心装扮的马
和帕丽走上颁奖晚会的舞台，视频直播
的另一头，正襟危坐的官兵们突然变得
喧闹起来，原来官兵们看惯了她素颜的
样子，对化了妆的她有些不适应，这是
指导员的新样子。

对于爱情，和所有女孩子一样，马
和帕丽有自己的经历，也有自己的笃
信。

当上指导员后，不少领导和同事要
给马和帕丽介绍对象。马和帕丽并不着
急，她说按传统观念，自己甚至算不上
合格的女性，“先充实自己，再等待缘
分”。

很少有人留意到马和帕丽左脚脚
踝上的黑色脚链，那是一种用麻绳编
织的最简单的款式，10 年前她和初恋
男友一起在地边摊上寻到，花了 10元
钱。几年前，另一只脚链的主人远赴
异国，如今下落不明——这段爱情长
跑随着一方出国和另一方入伍无疾而
终。

“当一个平凡的人，

做了不起的事”

2018年 3月，经过各级军人代表大
会选举，马和帕丽光荣当选第十三届
全国人大代表。然而站在军队代表的
队伍里，了解他们的生平故事，马和
帕丽觉得自己取得的成绩实在过于渺
小。更糟的是，越来越多的眼光盯着
自己，让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束缚
感和压迫感。

某种意义上说，马和帕丽已经成为
连队甚至整个团的门面，但她不想把有
限的精力耗费在应付外界的眼光上。有
人说她“只是运气好”，占了“女主
官”的便宜。马和帕丽只是埋头苦干，
从来不予置评。

板报评比，她带着连队文化骨干点
灯熬油，做出了全团唯一一块立体板

报。营里组织极限体能比武，她腰上挂
着两个轮胎飞奔。去年年底连长休假，
她主抓军事训练，在年终考核中连队所
有课目全部达到优秀。

去年团里年终总结表彰，马和帕丽
主动找领导表示，自己不要任何表彰奖
励，只想把连队带好，“当一个平凡的
人，做了不起的事”。

今年春节后不久，马和帕丽在为两
会准备议题时，偶然看到关于各国作战
部队中女性占比的一组数据——

截至 2017 年底，以色列的边境作
战部队女兵比例已达 15%，2020年前后
这一比例将提高到 35%。法国空军中的
女性比例为 21.8%，而海军中的女性比
例更是达到 47.8%。2016年美国海军精
英特种部队“海豹”突击队也向女性开
放。

马和帕丽想到了自己。她认为，坦
克驾驶其实并不难，只要肯吃苦，每一
名女兵都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驾驶员。
对于“了不起的事”，马和帕丽有了更
广阔的理解——她希望通过自己和后来
人的努力，有一天，“女兵开坦克可以
不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事实上,马和帕丽的想法已经在座
座军营不断发酵。她所填补的多项空
白，正在改变人们对女军人的既有印象
以及培养使用等思维定势。

她是师里第一个提干的女兵。如
今，更多的优秀女兵被大项任务征招，
以积累宝贵的经验用于部队战斗力建设
和拓宽个人发展前途。

她是全师第一个会开坦克车的女驾
驶员。如今，去年入伍刚刚下连的一批
女兵，不少人递交了申请，表示愿意离
开后勤和通信保障岗位，去挑战更多的
战斗岗位。

她是全团第一个参加野外驻训的女
军人。如今，该团已经在考虑今年野外
驻训时，安排全体女兵跟队参训，以适
应野外作战环境。

眼下，马和帕丽迫切渴望回归平
凡。除了做好连队的政治工作，她最想
突破的是坦克作战指挥——一位优秀的
坦克连指导员必须掌握的技能。为此，
她主动向连长拜了师。
《生如夏花》曾是马和帕丽最喜欢

的一首歌，6年前她唱着“像夏花一样
灿烂”入伍。如今，在每一次钻进坦克
驾驶舱时她告诉自己：平凡才是唯一的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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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克连来了位女指导员
■汤文元 本报特约记者 许必成

第一次把坦克开起来的时候，马和帕丽
觉得不足一平方米的驾驶舱就是她的全世
界。那一刻，她创造了这支部队的历史——
成为新疆军区某师第一个会开坦克的女驾
驶员。

这位哈萨克族姑娘，短发跟了她20年。
当年坐在大学课堂里，马和帕丽望着窗外

经常光顾的一家奶茶店，梦想着毕业后盘下
它，攒钱买辆宝马，然后驾车周游世界……

如今，马和帕丽成了坦克连的女指导

员。驾驶战车驰骋在戈壁滩上，成了整个团
最吸睛的人。

梦想照进现实，可能并不是最初憧憬的样
子。然而别样的军旅奋斗青春，在马和帕丽身
上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动人魅力。

从维和战场到亚丁湾护航、从

航母甲板到导弹发射场、从野外驻

训场到特战竞技场……近年来，随

着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女

军人规模数量不断加大、岗位范围

不断拓展。

习主席在接见部分来自基层的十

二届全国人大军队人大代表时指出：

“妇女能顶半边天。希望在强军征程

上培养出更多女中豪杰。”这是统帅对

新时代女军人的殷切期望，更是对培

养使用好女军人的重要嘱托。

不可否认，在基层部队，囿于传统

观念束缚、事业平台限制、部队环境制

约、生理心理特点等主客观因素影响，

女军人培养使用还存在着专业来源相

对单一、岗位分布不够均衡、作用发挥

参差不齐等现实问题。

从哈萨克族女指导员马和帕丽

“绽放”军营的多彩人生里，我们真切

感到，对于基层部队来说，把女军人这

支重要的战斗力量培养、管理、使用

好，虽任重道远却大有可为。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女军人群体

是蕴藏着丰厚资源的“富矿”。只有科

学把握女军人的职能定位，尊重和理解

女军人的实际情况，准确把握女军人的

生理心理特点、思维方式和成长规律，

才能让这座“富矿”真正变成强军兴军

不可或缺的能量。

基层部队要树立“平等用人、以才

识人”的用人导向，以“瞄准信息前沿，

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为出发点和落

脚点，拓展女军人施展才华的空间，做

到“不拘一格降人才”，敢于交任务、压

担子，舍得拿出重要岗位，甚至是基层

主官岗位来培养、锻炼女军人，让她们

在岗位磨砺和基层历练中见风雨、长

筋骨。

事业发展需要人才，人才成长需

要沃土。基层部队想要留住优秀的

女军人，就必须提供可供她们成长的

肥沃土壤。只有创造让她们施展才

华、人尽其才的工作环境，创造团结

和谐、宽严相济的人际环境，营造专

心敬业、后顾无忧的生活环境，才能

最大限度地激发女军人献身国防的

决心和意志，为她们成长成才创造有

利条件。

军人最大的作用在战场，最高的

价值是打赢。我们坚信，在强军的征

途上，会有越来越多像马和帕丽一样

的女军人，在基层的沃土中绽苞吐蕊，

撑起人民军队更加绚烂的“半边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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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来被视为雄性

世界的坦克连，哈萨克

族姑娘马和帕丽成为新

疆军区某师第一个会开

坦克的女驾驶员。她所

填补的多项空白，正在

改变人们对女军人的既

有印象以及培养使用等

思维定势。

（汤文元、唐超山、

袁 凯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