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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房钥匙还没拿

到手，一家人已各奔

东西

两年前的那个夏天，滚烫的日子在
很多官兵心里都打下了烙印。

旅政委蒲毅也不例外。当时，在某
部任职的他突然接到了担任某旅政委
的命令。这个旅是新组建的，接到命令
时，他“手下没有一兵一卒”。他得马不
停蹄赶到西北，去迎接素未谋面的几千
名官兵。

越野车在广袤的黄土地上疾驰，车
窗外，祁连山脉起伏绵延，蒲毅心中紧
张而又充满期待：部属们都是什么样
的？未来，大家将融合成一支什么样的
部队……

在蒲毅的目的地——某团营区，挺
拔的行道树下，几个战士穿戴整齐，正在
合影留念。移防的消息一个月前已经宣
布，尽管没人知道什么时候开拔、去哪
里，但自从门口的哨兵不再是本单位的
战士，很多人便隐约感到：也许，下一秒
就要出发了。

家属院差不多要搬空了。按照要
求，全团六七十个随军家属也要离队。
一名四级军士长把家具“扔的扔，送的
送”，然后请假把妻儿送回老家。

干部王华的女儿从一出生就跟着他
在家属院里长大，随军的妻子是一名医
生。为了给这个家“一个窝”，王华东拼
西凑攒足一笔钱，在驻地市里买了一套
房子。没想到，新房钥匙还没拿到手，一
家人已各奔东西。

连长吕明生的妻子李萧寒是哭着
离开家属院的。几个月前，她辞去工
作来到部队与丈夫团聚，并花了近一
个月的时间，在驻地又找了一份工
作。可没过多久，移防的消息传来，
从老家一路追到部队驻地的她只好
又原路返回……

宣布移防命令的时刻终于到了。
移防誓师动员大会召开时，列兵鱼文
彦站在整齐的队列里，军姿挺拔。他
突然想到了新兵下连前的那次列队，
那时，也有一个未知的地方在等着他，
此刻，曾经陌生的远方已被他视作“第
二故乡”。

嘹亮的军歌在操场上响起，紧接
着，政委蒲毅站上前台，带着官兵一
起高喊战斗口号。蒲毅认真看了看
这些陌生的部属，一个个坚定的眼神
令他至今感动：“说走就走，眼里看不
出一丝犹豫，多可爱的战士，多好的
兵啊！”

就在这一天，几百公里外，几支合
编队伍中距离最远的一支已经出发
了。出发时，马路两侧，站满了送行的
战友，送行队伍的后面是一群抱着小
孩的家属。三级军士长汪利江的妻子
也在其中，她怀里抱着的孩子刚出生
不到一个月。
“那感觉，就像是妻子送丈夫上战

场。”出发前，汪利江亲手将驾驶了 18
年的坦克封存入库。一个月后，营区
将移交给新的部队，妻子和孩子也将
离开。

上士杨程辉安心地踏上了征程。临
行前，妻子专门发来短信告诉他：“你忙
你的不用管我，家里都好着呢！”

直到移防结束几个月后，杨程辉才
知道，远在老家的妻子那时候正愁得焦
头烂额：婆婆突发脑溢血，生活不能自
理，儿子才一岁多，她每天照顾一老一
小，晚上哄完孩子睡觉，还要给婆婆做两
个小时的康复按摩……

在准备登上火车的队伍中，军医张
红艳手推一辆婴儿车十分显眼。孩子不
到两岁，移防命令宣布时正发着高烧。
移防纪律要求全体官兵必须统一行动。
家人都不在身边，孩子交给谁照看？征
得单位领导批准后，张红艳把心一横，带
着咿呀学语的女儿，和几千名战友一起
奔向了未知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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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去哪我就去

哪”，一句承诺饱含万

千不易

新营区家属院里的阳光正好，身
怀六甲的张怡然扶着肚子，想到院子
里转转。再过不了多久，这支移防后
的部队，将见证又一个军娃在新的驻

地诞生。
张怡然的丈夫张友新是旅保卫科干

事。两年前，新婚不久，丈夫就跟随部队
来到这里。张怡然犹豫了大半年，最终
还是辞掉工作，追随丈夫，离开了土生土
长的老家。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和无数的

军嫂一样，张怡然也曾这样对“不安定”
的丈夫许下爱的承诺。然而，这句话真
的要变为现实，她才发现其中的不易。
潮湿闷热的气候、陌生的人际关系、听不
懂的方言……刚走进部队驻地所在的那
座小城，西北姑娘张怡然感觉“浑身都不
自在”。

好在住在家属院的军嫂不止她一
个人，家住对门的军嫂杨荣，成了她的
榜样。

杨荣是最早一批住进来的家属之
一。她记得，当时原单位留下的这座
小院子里杂草丛生，“草比人都高”；家
属房内瓷砖掉了，灯泡也没有。杨荣
就带着两岁的女儿，如燕子垒窝，一点
一滴搭建新家：换马桶、贴瓷砖、修洗
衣机……

张怡然刚来队时，新家简陋得连
床都没有。丈夫去外地驻训了，她就
在地上铺个垫子，带着腹中的孩子睡
下去。

聊起那段日子，军嫂们都开玩笑
说自己是“女汉子”，甚至还要较出个
高下。

女人堆中，张怡然激动地讲述自己
的“事迹”，好像生怕说慢了，“荣誉”就会
被人抢走。说这些的时候，她神情轻松，
仿佛说的是别人的故事。

正 说 着 ，家 属 院 来 了 一 辆 越 野
车。张友新从外地扶贫回来了，第一
时间便回家看看有孕在身的妻子。

在大家的起哄下，张怡然拿丈夫取
乐：“你天天扶贫，你也来扶下我这个‘贫
困户’呗！”
“我工资卡不就在你那里么！”张友

新呵呵傻笑，心中却对妻子的牺牲付出
一清二楚。为了一家人团聚，张怡然辞
掉了之前在省城大银行的工作，如今在
这个小县城的一家支行当临时工，每月
基本工资只有一千多元。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这句话

里蕴藏的坚决、勇气、牺牲和无奈，每
个移防后的军人家庭都有一份自己的
注解。

前 年 ，程 加 彬 晋 升 为 四 级 军 士
长，达到了家属随军条件。然而，申
请家属随军的报告还没批下来，部队

就移防了。以前的驻地属于艰苦边
远地区，移防到新的驻地后，驻地环
境改善，随军条件随之提高。这一新
情况，程加彬过了好久才小心翼翼地
告诉妻子——“等了那么久，等来的
却是下一场等待，怕她伤心……”他
说。

丈夫从家门口移防到千里之外，军
嫂刘小雯看上去倒是波澜不惊。“远近都
是我一个人，都一样。”结婚 10年来，丈
夫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她独自一人照顾
老人和两个孩子，早已习惯了为整个家
庭遮风挡雨。

移防之际，士官李志亮的妻子李文
婷突然被检查出癌症。为了不成为丈夫
的拖累，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头发脱落、
瘫痪在床的李文婷，开始了艰苦而漫长
的恢复训练。

从走路都困难，到完成 3公里长跑，
再到半程马拉松，这位军嫂奇迹般地重
新站起来了。去年年底，在妻子的支持
下，服役满 12年的李志亮选择了留队继
续服役。

今年春节前夕，旅里组织了一场感
动全旅人物的颁奖晚会。评委会将唯一
的集体奖，颁给了全体军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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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自己是最困

难的，这个过程很痛

苦，但值得

“明年绝不留队！”两年前的那个夏
天，移防到新的驻地后，已服役 11年的
刘健暗自定下了一个决心。

初来乍到，第一次武装 5公里越野
训练，刘健发现，自己还没开跑，身上的
迷彩服就已经湿透了；奔跑的过程中，上
顿吃下的“重口味”饭菜，让他感觉“胃里
像是热辣辣的火锅在沸腾”。

刘健觉得“自己并不适合这里”。可
是，过了不到一年，刘健当初的那个想法
就动摇了。“适应就好了，其实一切都是
自己的小情绪在作祟。”刘健反思道：如
果一名军人连驻扎的环境都适应不了，
怎么适应战场啊！

移防给官兵带来的挑战并不只是
适应环境那么简单。移防伴随着转
隶，也伴随着部队的重组转型。当曾
经的摩托化步兵们融入“合成旅”这一

全新的体制编制，一大批官兵都面临
换岗转型。

对于四级军士长赵明来说，一门牵引
式高炮几乎占据了他全部的军旅生涯。
移防后，赵明手中的武器从高炮变成新型
防空导弹，10多年的火炮操作经验再无用
武之地，“感觉像是被时代抛弃了”。

然而，没有人愿意就此放弃。
告别那辆老式的履带坦克，汪利

江的“坐骑”换成了新型轮式装甲突
击车。“主战装备从一代直接升级为
三代半，而且当年接装当年就要拉上
演训场，压力太大了！”当兵的第 19 个
年头，汪利江仿佛又回到了新兵时的
坦克训练基地。

爬车底、翻资料、学理论、请专家……
一年多后，10万字的教材和简易明了的
“汪氏口诀”，开始在全旅推广。

“改变自己是最困难的，这个过程很
痛苦，但是一切都值得。”汪利江很清楚，
适应改变的过程远比那条千里移防的路
程更艰苦、更有挑战性。

对年轻的干部赵权来说，来到新
单位之后，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被
“编余”了。没有岗位、没有职务，赵
权一度觉得前途迷惘，生活中“没有一
点色彩”。

或许正是因为内心的焦虑和不
甘，2017 年底，参加集团军“四会”教练
员比武时，赵权拼尽全力，一举夺冠。
战友们的赞许扑面而来，赵权内心产
生了一种久违的自豪感：“感觉还是有
价值的。”

赵权顿时感觉天地为之一宽。后
来，他当上了火力连指导员，带着这个全
旅合编单位最多的连队，很快实现了“合
心、合力、合拍”。
“三年不鸣，久久为功。”该旅组建

之初，面对战备形势任务转变和部队
建设转型，旅党委定下决心：要努力让
每名官兵都在这场改革中完成全方位
的转变，从而激发出旅队蓬勃发展的
内生动力。

两年来，把几千名官兵从大西北带
到大西南的蒲毅，亲眼见证了大家在“第
二场迁徙”中的表现——

去年年终考核，这支移防仅一年
多的部队，取得了全集团军总分第一
的成绩，干部的考核成绩尤为亮眼。
63 名战士拿到了军校录取通知书，其
中生长军官数量占到了战区陆军部队
的七分之一……

那些曾对南方夏天感到闷热难耐的
官兵，已经习惯了汗流浃背地奔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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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还没有生根，

我们已经扎下了根

南方盆地的雾气起了又散，散了又起，
转眼间，就到了程加彬送妻女离队的日子。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刷新，发生在该
旅营区内外的“第二场迁徙”始终脚步
不停——

乘坐高铁，四级军士长韩晓强的妻
子带着女儿又一次抵达新驻地。高铁开
通后，与丈夫相见变得便捷，妻子已经逐
渐喜欢上这个新家，女儿更是吵嚷着这
次要再吃几顿罗汉笋。
“闺女能进市外国语学校了！”午饭

过后，干部王华接完一通电话，连忙与妻
子分享喜讯。妻子刚刚随军到部队不
久，女儿入学的问题就解决了，令夫妻二
人对未来的生活更加充满信心。
“整 6 斤，顺，坏小子，给你妈疼坏

了！”儿子出生了，张友新兴奋地在微信
朋友圈“广而告之”。这个小军娃的到
来，既是小两口爱情结出的硕果，也意味
着这个小家庭在南方小城扎下了根。

走出家属院，在该旅营区内，全新的
训练设施已经建设到位，野外训练场和
综合战术训练基地已经投入使用，参加
上级比武的多个集训队正在紧张备战。

海拔 4000多米的昆仑山腹地，旅里
一批官兵正驾驶着新型装甲突击车在高
寒山地检验训练成果，“一个月打了以前
一年的弹药量”。

对于这些投身强军事业的新时代官
兵来说，移防是个人和家庭面临的一场
“随机导调”演练，也是通向胜战之路上
的一个必经节点。

将妻子和女儿送到小城的车站后，
程加彬赶在操课的号声响起之前匆匆回
营。移防后，营区变了，军号声里的召唤
和力量在他心中丝毫未变。

妻子探亲期间，看到他一次次在军
号声响起时露出的紧张、兴奋，不禁感
慨：“还是那个样儿，不管部队搬到哪儿，
这些东西早都在你心里生了根！”
“生根！”看到营区里那 7棵绿意点

点的杉树，想起妻子的这番话，程加彬突
然心生感触：“树还没有生根呢，我们已
经扎下了根！”

版式设计：梁 晨

部队移防近两年，有的改变仍然在路上—

第 二 场“ 迁 徙 ”
■王 迟 雷兆强 闻苏轶

部队移防已近两年，妻子和女儿第

一次来到新驻地探亲，第77集团军某旅

四级军士长程加彬欣喜不已，特意抽出

空来带着妻女逛逛营区，让她们看看

“新家”。

一家四口刚走过家属楼的拐角，5

岁的女儿就有新发现。“看，几棵‘枯

树’！”孩子指着一片小树林大声喊道。

那是7棵碗口粗的杉树，每一棵都

被3根圆木牢牢支撑着。时近初夏，周

围的树木都已郁郁葱葱，这7棵树的断

枝上只“点缀”着些零星的绿叶，不仔细

看，的确像已枯死。

“这些树移栽不久，不是死了，是还

没扎好根呢……”程加彬忙不迭向孩子

解释。这7棵树，对于他和全旅的官兵

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在2017年的那场“脖子以下”改革

中，程加彬所在的单位挥师南下，机动

1000多公里，与其他几支队伍合编组建

了现在的旅队。

官兵们在新营区种下7棵杉树，在

每一棵树的根下埋上从老营区带来的

土壤，寓意跟小树一起在新驻地扎根

成长。

为了让这些树尽快成活，官兵们精

心呵护，找来圆木撑着、买来营养液“打

点滴”、铲除树下杂草……可即便如此，

大家还是低估了一棵树在移栽后生根

发芽的难度。

树犹如此，普通一兵要从西北黄土

地“扎根”到南方红土地又何尝不难。

“军人的背后是国，军人的背后也有一

个家。”回想起近两年来的日子，程加彬

感慨：“不仅是我要适应新的环境，我们

一家人都要适应新的改变。”

某种意义上，移防不仅是地理空

间的转换，更是一种工作生活状态到

另一种状态的切换。

有人说，如果把千里移防比作一场

迁徙的话，那么每名官兵及其家庭适应

移防后新状态的过程，则是第二场“迁

徙”。

第一场迁徙，一声令下，他们打起

背包就走，一天一夜便跨越千里。

第二场“迁徙”，近两年来，他们依

然在路上，直到时间把改变变成习惯，

把习惯变成自然……

将一棵新树苗栽进土壤里，

很简单；但要让树苗扎根长成参

天大树，则可能需要长达数年的

精心栽培。

两年前开始的那场“脖子以

下”改革中，许多部队都经历了

转隶移防。部队在新驻地驻扎

下来，很短的时间就能完成，但

官兵要在新的营盘扎下根来，则

像移栽的树木一样，也需要一个

过程。

为了改革强军事业，官兵们

识大局、顾大体，坚决服从命令，

牺牲奉献无悔。不过，我们也要

看到，每名军人驻地环境的变化，

必然伴随着社会关系、家庭状态、

个人心态的调整。

来到新的“第二故乡”，气

候、饮食、方言可能都不适应；移

防带来两地分居，很可能导致

“后方”不稳；告别老部队融入新

集体，从头开始可能心中有些畏

难……这些问题，是官兵身上因

人而异的具体烦恼，却也是部队

迈步新征程必须跨越的羁绊。

只有真正帮助官兵们消除了“水

土不服”，他们才能在新的集体、

新的驻地快速扎根，部队战斗力

才能快速拔节。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一

场攻坚战。对于移防部队而言，

这场战役的“攻坚”阶段不仅在

远程机动移防的路上，更在移防

后凝聚人心士气，形成战斗力的

过程中。

要让官兵尽快扎根，首要之

务便是凝神聚气。在官兵心中，

使命远比“舒服”重要得多。只

要聚焦练兵备战主责主业，营造

出“想干事者能干事，有作为者

必有位”的良好氛围，就能把官

兵的思想拧成一股绳，就能凝聚

起对新单位、新驻地的认同感和

归属感。

要让官兵尽快扎根，必须注

重解决现实困难。调整移防牵

动了很多官兵的切身利益，特别

是给其家庭带来很大的影响。

后顾之忧不解决好，就会对官兵

产生“后拉力”。作为部队领导

要密切关注探亲休假、家属随

军、子女入学等关系官兵切身利

益的现实问题，大力推进暖心工

程，让官兵轻装前行，扎实推动

部队战斗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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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视点

最牵挂的人
最感谢的人

左图：火车站内，移防的列车即将开动，军医

张红艳带着发烧的女儿和战友们一起奔向未知

的远方。 刘 波摄

上图：因为部队移防，四级军士长宋文春的

妻子分娩时他不在身边，女儿一岁多才第一次

见到爸爸。今年端午节前夕，妻子又带着女儿

来新驻地探亲，宋文春想借此机会好好补偿妻

子女儿。 田浩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