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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训骨干集训已经开始了。老兵
们规范整理了连队的俱乐部，为迎接新
兵的到来做准备。

听说我要在俱乐部里面“寻宝”，三
营机枪连中士颜江智问我：“我们连的
那堆乒乓球拍算不算宝？”那些球拍大
多都比较旧了，有的已经开胶，有的只
剩光溜的木板——它们都是历届老兵
用过的。

一听颜江智的话，上士刘立笑了：
“那些旧球拍哪能算得上宝啊！要我
说，咱们俱乐部里能称得上宝的，就只
有一句话——‘机枪连一向乒乓球打
得好！’”
“这句话为啥是宝？”我带着疑问去

问知情人——保卫股长谢要恩。谢股
长笑了：“这句话可有故事。它是 5年前
我们老营长廖峰说的。”

那时候，谢股长还是谢指导员，
部队正在野外驻训，适逢周末搞文体
活动。

野外条件比较简陋，供官兵娱乐的
方式并不多。可绝境往往激发创造力，
无助也能催生浪漫。机枪连官兵充分
利用起一块水泥地，用粉笔在上画了一
张“乒乓球桌”，边上围了一圈人，“桌”
前猫了两个握着球拍的兵，你来我往中
伴着球弹起的清脆声，竟也赢得周围战
友一片喝彩。
“画地为桌”的形式一亮相，就被廖

营长看到了，他喜在心里。因为最近正
好有一项参加乒乓球比赛的任务。

连主官工作会议上，廖营长把比赛
的事儿一说，结果各连主官面面相觑：
“没有人才啊！”

“乒乓球作为国球，偌大一个营，竟
然挑不出选手。”大家正纷纷感叹时，廖
营长斩钉截铁地说：“机枪连一向乒乓
球打得好，机枪连出人参加吧！”
“机枪连一向乒乓球打得好？”谢指

导员的头一下子大了。这话从何说起
啊？营长的话有何依据？难道就因为
那次“画地为桌”的打球？可那是官兵
们自娱自乐的游戏啊！

一说要打球，大家开心得摩拳擦
掌，一听要打比赛，大家一下子不笑
了。好在还有几个士官报了名，谢指导
员在“愁云惨淡”中有了一丝丝安慰。
虽然报名的这几位水平都不敢恭维，但
好歹是冲锋的姿态。
“虽说给任务就是给荣誉，但是完

成不好就成了烫手的山芋，很可能会影
响后续工作，甚至很久翻不了身。营长
的话又没有商量的余地。得！赶着鸭
子上架，硬着头皮也得上。”谢指导员在
心里琢磨着。

既然报了名，赛前就得练。
连长到处“搜刮”教学视频，兼职干

起了球队教练。不敢奢望一起步就能
问鼎冠军，至少在比赛中面子上好看
吧，别被人家打个“大零蛋”！

谢指导员负责游走各营，刺探
“军”情，正所谓“知己知彼”，才能“百
战不殆”。一探究竟后，谢指导员回
来，一阵得意地笑着说：“我看大家都
是‘江湖野路子’！我们还怕啥？”全连
听了，士气大振。

完成战略上的藐视后，谢指导员和

连长召集选手们开会，强调要在战术上
重视对手。“‘野路子’水平也有高低，江
湖派也有‘老江湖’，毕竟咱们还是初入
球坛的‘小白’！”

一段时间的突击训练后，选手们
虽然不能自如地搏杀，但接球能力有
了一定进步。连长关注选手们的技战
术水平，什么“田忌赛马”啊，什么“避
实就虚”啊……谢指导员则致力于营
造积极的场外因素，讲清此战事关重
大的道理，动员全连共进退。

比赛说来就来。
其他营的选手都很奇怪：这场比赛

既没有大领导参观，也没有优厚奖品，
自己的啦啦队过来也是“例行公事”，可
三营机枪连全连官兵都过来加油助威！

比赛结果也很奇怪。赛前最不被
看好、水平公认最弱的三营竟然赢了！
这结果，谁也没想到。
“三营机枪连的啦啦队瞎咋呼，害

我们老失误！”“打球只会防守，再来
一局我肯定赢他！”……以胜利者的姿
态倾听这些不服气的声音，怎么听都
不为所动。不知道是高估了其他队伍
的水平，还是战术发挥了妙用，又或
是幸运女神特别眷顾，总之，机枪连
赢了！

廖营长得讯后开心地大笑：“这也
行！我没瞎说吧，你们连乒乓球一向
打得好！”谢指导员则谦虚地汇报：“这
真的是运气好，再来一次我们肯定
输！”

其他营的人见了廖营长也纷纷祝
贺。廖营长则摆出一副高姿态：“机枪
连一向乒乓球打得好！”

廖营长的这句话像长了翅膀一样

地传开了，乒乓球也成了连队的另一个
标签。

三营机枪连素来有“行军模范连”
的称号，拉练行军中是当之无愧的“尖
刀连”。别的连队演练行军一次，他们
就演练五六次，目的就是要拉大优势，
保住“行军模范连”的名头。以前拉练
时，大家会想到“行军模范连”；现在，
一说乒乓球，大家也自然想到三营机
枪连。

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难。在那次
比赛过后，全连士气高涨，突然形成了
一种闲暇时练习乒乓球的风气自觉。
渐渐地，连队的课外活动分成了两大
类：一类是乒乓球，另一类是其他活
动。听说那次比赛选手之一的刘立，休
假时还专门请教练、报了班……

一茬一茬的官兵都在练习。连队
终于培养出了几个像样的球员，腰杆更
硬气了，大门敞开，欢迎挑战者随时来
战。一届一届的比赛都能拿下。奖状
已有不少，废旧球拍也堆了一堆。新兵
到来后，有兴趣者便从这一堆旧球拍中
挑出称手的，一边挥汗如雨，一边听老
兵们讲述“机枪连一向乒乓球打得好”
的传统……

这一次，新训带兵骨干刘立、颜江
智商量过了：新兵下连时，侦察连会优
先挑兵，个子大的兵被挑走不要紧，会
打乒乓球的兵咱们可得“捂紧”了。

不管从“画地为桌”到“破烂球拍
留存”如何演变，也不管“假传万卷书，
真传一句话”是否为戏言。总之，我在
这支连队里确实寻到了宝：那就是他
们的血液里流淌着一种力量，叫做“崇
尚荣誉”。

一句话成了“传家宝”
■孙振者

俱乐部里的“传家宝”

近日，第72集团军某旅

结合戈壁驻训实际，训练间

隙组织兵味十足的趣味游

戏。瞧，官兵们发挥想象力，

一场别出心裁的战地“保龄

球”赛开赛了。

刘自华摄影报道

沙场“保龄球”

还没找到
周末，连队一新兵外出去超市购

物。因是第一次外出，走到岔路口不知

该往哪儿走，便向路边的一位大爷询问，

大爷亲切地给他指了路。

第二天，这名新兵有点事情又去超

市。刚走到岔路口，正巧又碰上昨天的

大爷，没等新兵开口，大爷大惊道：“小伙

子，你还没找到呢？”

如此外出
周末外出，连长对全连士兵说：“凡

外出的战士都要着装整齐，我要亲自检

查。”

新兵小杨收拾妥当后准备外出，连

长抬头看了看他说：“你的头发太长了，

理完发再来见我。”

小杨来到理发室一看，里面挤满了

人，轮到他要等很长时间。他灵机一动，

马上回到班里把皮鞋擦得又光又亮，不

一会儿又去见连长。

小杨把头抬得高高地说：“报告，连

长，您看，这回我的皮鞋擦亮了吗？”

连长看了看回答：“嗯，比刚才亮多

了，现在可以外出了。”

（杨锐锋整理）

军营小幽默

对于经常赴野外驻训的官兵来说，
如何防蛇算是野外最基本的生存技能。

驻训地除了大漠戈壁，多是深山密
林，加之山区潮湿多雨，正是蛇虫生活
的“天堂”。每次驻训，单位都会组织官
兵进行防蛇知识学习，卫生队也配发雄
黄、驱蛇粉、捕蛇夹。但即便是想方设
法地防，偏远的野外环境里，蛇与官兵
们仍然是如影随形。久而久之，我们都
练就出一身防蛇“神技”，甚至与蛇心照
不宣地做起了“朋友”。

去年单位赴某地执行红蓝对抗演练
任务，在莽莽密林中，帐篷和演练区域常
常有蛇出没。最初，官兵警惕性非常高，
看到后就用捕蛇装具将其驱赶，却被当
地村民看到后予以制止。村民们认为，
蛇是有灵性的动物，一般不会主动伤人，
绝不能粗鲁地对待它。为了尊重当地习
俗，我们再处置蛇的时候就“温柔”多了。

一天，警卫伪装连战士贺建硕在野
战岗亭站岗，两条白眉蝮蛇也“大摇大
摆”地爬到岗亭顶端晒起了太阳，还惬
意地将尾巴垂到岗亭下。贺建硕叫来
战友一起将这俩不速之客“劝退”，但没
过多久它们又爬回原处。连长冉振杰
告诉大家：“如果蛇在岗亭晒太阳就换
成流动哨，离它们远点，其实它们才是
这里的主人，我们客随主便。”后来，那
岗亭顶竟成了两条蛇的“专属阳台”。

由于当地密林温差大，夜晚常有蛇
钻到帐篷里“蹭暖”。一天，通信三连战
士魏勇早晨醒来，感觉被子比平时重了
一些，睁眼一看，一条近一米长的白条锦
蛇正趴在被子上，吓得他立刻将被子掀
到了地上。白条锦蛇则不慌不忙地溜回
草丛。那段时间，几片宿营区均发生过
蛇钻进帐篷“蹭暖”的事，它们或蜷缩在
帐篷一角，或爬到帐篷棚顶，还有的喜欢
钻进我们的作战靴、迷彩鞋。

下士周文武的一次遭遇就让他对穿
鞋有了“心理阴影”。早晨起床后，他刚
把脚塞进作战靴，就感觉软绵绵、凉飕飕
的，他先是一愣，然后迅速反应过来，赶
紧将鞋子扔到一边，只见一条竹叶青幼
蛇慢悠悠地从鞋子里爬了出来。

相比北方地区蛇的温和友好，南方
地区的蛇则更多一些警惕和敌意。它
们不仅数量众多，且以毒蛇居多，但随
着处置经验的积累，我们的防蛇技能也
逐渐炉火纯青。

今年五月，我们旅赴深山开展合成
演练，一次夜间部署地域转换结束后，通
信营上士付文立疲惫地在猛士车上睡着
了。迷迷糊糊中，他感到脖子上有凉凉

的东西在爬，有过多次遇蛇经历的他立
刻警觉起来，靠感觉判明蛇的位置后，一
把稳稳抓住并麻利地把蛇甩到地上。随
后，他打开手电筒，迅速从车后备厢拿出
捕蛇夹将其抓进编织袋中。第二天天亮
后，把这条蝰蛇放归密林。

隐藏在密林中的发射场坪是蛇出
没几率最高的地方。每次火力突击演
练前，警戒号手都会在启封阵地的时
候用棍子敲打阵地周边将蛇驱赶。但
演练时仍会有蛇前来“观战”，我们也渐
渐习惯。而这些不请自来的“军事迷”
似乎也很遵守规则，演练过程中，它们
只远观，不近扰。

驻训期间，蛇几乎“融入”了我们的
生活。在简易野战厕所方便时，经常能
发现蛇吐着信子悠闲地经过；宿营区转
场拆卸帐篷，也常能在地布下、棚顶上
发现蛇的身影。我们从最初视蛇为不
速来客，引发一阵惊慌，到现在已处变
不惊、平静对待。多年的驻训经历让我
们发现，遇到蛇后只要人不主动攻击，
它们通常不会主动伤人。

如今在驻训演练中，部队驱车行进
沿途，若发现路面上有蛇经过，我们都
会停车让行，避免轧伤它们。转换部署
地域、例行巡山巡线，也会先用棍子轻
轻敲打探路，以示“借地造访”。马上，
我们将开拔赴某密林执行任务，又要与
蛇互为“友邻”了，不知这次又会发生怎
样的新鲜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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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津乐道

“马浚峰，你的专利申请表已经填
好上报啦！”放下机关打来的电话，马
浚峰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这是
他第一次申请发明专利。

马浚峰，第 80集团军某合成旅修
理连四级军士长。提起他，战友们无
不佩服。“他可是我们连的发明家，牛
得很！”四级军士长王军介绍说，“入伍
15年，就没见老马闲过——野战脸盆
架、登车梯、伪装网支撑架，还有营区
门口的防冲撞栅栏等，大大小小的发
明都有他的参与。”

这次，马浚峰申请的发明专利是
“多功能实弹射击靶台”。据老马介
绍，别看这个多功能射击靶台体积不
大，功能可不少。它不光能调整射击
高度、计算射击弹数、回收弹壳、夜间
照明，还能实现枪支偏离报警，是一个
便携式实弹射击平台。

在发明新靶台之前，老马可有一
段“伤心”的经历。一次实弹射击考核
中，由于下雨，老靶台湿滑不稳，加之
考核是卧姿点射而非精度射击，导致
许多战友在射击时都没调整好射击高
度，连队及格率从 95%下降到 60%。老

马也发挥很差，十发弹只中了两发。
回去的路上，老马思绪万千：“老靶台
简陋落后，不光影响射击精度，还存在
安全隐患。我为什么不发明个新靶台
呢？”

马浚峰是连里出了名的修理“大
拿”，钳、焊、铆、接等各项维修工作对
他来说都不在话下。但新型射击靶台
这种“高科技”发明可不是只有“手上
功夫”就行的，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光电
知识。

射击靶台的外壳框架只需车、钳、
焊的工艺就够了，这是老马的强项，但
射弹计数问题则需要光电感应探头实
时探测，才能在小屏幕上精准显示。
应该选用多大规格型号的探头？怎么
让它实现自动计数？一个个问号困扰
着老马。

不懂就问，不会就学！他开始了
艰难探索：翻书查资料、请教院校的
教授。空闲时间，他跑遍了驻地附近
所有的电子市场，还趁休假到工厂做
短期学徒。图纸画了一张又一张，数
据算了一组又一组，在车间埋头干了
两个多月，甚至吃饭睡觉想的都是探
头的型号、电路的原理……

可幸运女神似乎总不眷顾他。在
把原理弄清楚之后，老马便开始了现
场试验，但目前市场上的所有探头都

无法捕捉射弹速度，有的甚至因瞬间
电流过大被烧毁。看到被烧毁的电子
器件冒出缕缕白烟，想到近一年的努
力化为泡影，老马倍感失落，心里的梦
想似乎变得遥不可及。

这些年，在工作上遇到难题，老马
从没怂过。仅仅消沉了几天，不服输
的他又重新开始了试验。

都说失败是成功之母，马浚峰开
玩笑地说：“在这件事上，我真不清楚
自己到底感受过多少次‘母爱’。”功夫
不负有心人，历时一年半，这台富有科
技含量的射击靶台终于诞生了！

从原来的简陋落后到现在可以
自动调节射击高度，新靶台不仅能
够适应多种地形和天气，其光电感
应探头还能准确计数，防止实弹遗
漏，新增的枪支偏离报警也极大地
减少了安全隐患。在近期一次考核
中，老马所在连队使用新靶台进行
实 弹 射 击 ，战 友 们 的 成 绩 显 著 提
升。新靶台受到首长和战友们的一
致好评，旅里还要为老马的新靶台
申请专利！

有人说老马手巧，也有人说老马
是个天才。可老马觉得自己很普通，
就是扎根岗位，履职尽责。这不，车间
的灯又亮了，老马的下一个发明是不
是又快出现了……

我们连的发明家
■郭 亮 周亚军

乐天派

7月，中国第7批赴马里维和医疗

队首次定期向300公里以外的梅纳卡地

区派出常驻空运后送小组，担负空运后

送医疗保障任务。

在这里，油料和水一样重要，油料

是保障发电机发电用的。每天，联合国

驻马里综合稳定团的工作人员都会将

油料送到营区，并记录油料使用情况。

做惯中餐的炊事班“大厨”们为了

给队员们换换口味，开始尝试做西餐。

联合国驻马里综合稳定团要求各维

和分队营区内的生活垃圾必须分类存放。

除了高温酷热、沙尘暴等恶劣天

气，遇到没风的日子，队员们会利用休

息时间打羽毛球。

营区内的绿色植物非常少，队员们

想尽办法植树，播种、浇水、施肥，努力

让营区充满绿色生机。

马里任务区的通讯信号较差，有时

几天没信号。每当有信号时，大家便抓

紧时间与家人联系，报个平安。

外军也会经常来到中国二级医院

参观访问，这种彼此之间的往来互动，

增进了了解与友谊。

马里维和漫记(之二)
■王有智 张铁梁

兵 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