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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某部常年担负高原运输任

务，车队常常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

达坂、穿越戈壁无人区，官兵的生理

和心理都受到严峻考验。他们坚持

心理服务工作跟车上路，对任务官

兵进行心理疏导。图为途中休息

时，心理服务骨干蔺花（站立者）组

织驾驶员一起唱歌、做游戏。

王 波摄

天路·天使

“刘桂源”
“到！”
“3000米跑第一名，10分 31秒。”
9月上旬，连队晚点名，伴随着连

长朱晓辉洪亮的声音，下士刘桂源跑至
“龙虎榜”前，郑重签上了自己的名
字，现场掌声雷动。

此情此景不禁让我想起刚到连队
时，“龙虎榜”可不怎么受官兵待见。

一次共同课目考核前，我在动员时
慷慨激昂地说：“这次考核，每个课目
的第一名，都要披红挂彩，登上连队的
‘龙虎榜’！”本以为官兵们会摩拳擦
掌、跃跃欲试，没想到大家却无动于
衷、反应冷淡。
“怎么大家对上‘龙虎榜’都没什

么兴趣？”回到连部，我向文书小王问
起这事。“指导员，你亲自去看一下，
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原来，连队“龙虎榜”已经许久没
有更新了，沾满灰尘、褪色不少，甚至

还有退伍老兵“霸”着榜单。
第二天，我就让文书制作了一张新

的“龙虎榜”，把那次考核中各个训练
课目冠军“请”上榜。

一时间，连队比、学、赶、帮、超
氛围格外浓厚。我是看在眼里，乐在心
里。但没过多久，我发现大家对于上
“龙虎榜”的热情又下降了不少。这是
为啥？两名战士的窃窃私语为我揭开了
谜底——“‘龙虎榜’摆放那么远，谁
没事天天往那边凑？”“就是，上次我爸
妈过来，想让他们看一眼，结果带着他
们绕了一大圈……”

我恍然大悟，之前为了让连队内
务设置看起来更加简洁，“龙虎榜”一
直张贴在远离连队的宣传橱窗里，官
兵们平时都不怎么往那里走。于是，
我跟连长商量，决定把“龙虎榜”悬
挂在连队一楼走廊里，让官兵们一眼
就能看到。

但万万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

“龙虎榜”又被冷落了。每次榜单更
新，官兵们也不愿多看一眼。

我百思不得其解。官兵们直言不
讳：“我今年以来训练成绩进步明显，
可惜离拿第一、上‘龙虎榜’还有点差
距”“每次上榜的都是那几张‘老面
孔’，没什么新鲜感”“我们三十出头的
人跟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比体能，哪能比
得过”……

针对官兵们反映的情况，连队对上
榜规则进行了修改——增设“进步之
星”，表扬训练进步幅度大的官兵；根
据各年龄段体能课目考核标准，评选出
各年龄段的训练标兵；同时，为了让荣
誉激励更有仪式感，上榜人在全连官兵
见证下，在榜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从那以后，连队官兵对上“龙虎
榜”的热情高涨，训练劲头十足。这
不，在前不久的实弹射击演练中，连队
打出了“满堂彩”。

（王路加、王梦圆整理）

忽冷忽热的“龙虎榜”
■第73集团军某旅榴炮一连指导员 孙 刚

特别策划·退伍季

昨天，他们肩负祖国和人民的重托身披戎装；今天，他们带着军人的底色光荣返乡。
九月，又一批退役士兵，摘下肩章，脱下军装，挥别战友，离开挥洒过汗水与泪水的军营，开启人生的下

一段旅程。临别前，他们会以怎样的方式告别军旅生涯？让我们走近他们，聆听他们的故事。

8 月底，长江之畔，战略支援部队
某部 6名即将退役的藏族战士望着翻
腾的长江水，思绪万千。

拉萨、阿里、当雄、曲水……两年
前，12名藏族小伙跨越 4000余公里，来
到长江边的城市，成为光荣的解放军
战士。两年后，他们中的半数将戴上
红花光荣返乡。临行前，这 6名藏族战
士向组织申请：到驻守地，再望一眼长
江水。

在他们的不远处有一个哨位，那
是噶玛达杰两年来坚守的岗位。在那
里他手持钢枪放哨站岗，也亲眼见证
着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两年前踏上军列，噶玛达杰第一
次走出西藏。“我的家在一个遥远的乡
村，入伍前我曾答应乡亲，一定要把在

外面看到的一切讲给他们听。”
噶玛达杰不仅在部队增长了才

干，还亲眼看着驻地周围一栋栋高楼
大厦拔地而起，他接触过无人机、3D
打印等前沿科技，也从“军人优先”里
切实感受到了全社会对军人的尊崇。

望着熟悉的哨位，噶玛达杰说：
“回去后就把自己经历的点点滴滴，把
党的好政策、祖国的大发展、部队的好
传统，告诉乡亲们。”

在他们之中，对长江感情最深的
可能要数通信兵索朗加措了。两年
里，他维修过千余部电话，参加了几十
次综合演练、任务保障，熟悉码头的每
一根线缆、岸边管线的每一处走向。

8月初，台风“利奇马”来袭，码头
通信突发故障，由于情况紧急，索朗加

措当即带领抢修班组沿线路逐一排
查。线缆交错，大雨瓢泼，困难重重。
经过 5小时鏖战，他们终于抢通了码头
通信，使停靠在江边的船舶恢复对外
通联。

索朗加措总说：“部队是我最热爱
的地方，穿上军装是我最了不起的选
择。回到家乡，我一定继续严格要求
自己，把在部队养成的好作风坚持下
去，为家乡建设做贡献。”

宽广的江面上，往来船只依旧，这
6名藏族退伍士兵哼着军歌即将启程
远航，而另外 6名藏族士兵也已挂上士
官军衔，接过战友们的钢枪，矗立在江
畔继续站岗放哨。相信不管在长江头
还是长江尾，他们都会在自己的岗位
上建功立业。

临别前，再望一眼长江水
■高 超 刘 星

天刚蒙蒙亮，许晗姝悄悄起床，走向
车库，她要再去看看负责管理的那些军
车。作为武警四川总队医院勤务中队唯
一一名退伍老兵，她今天就要离开。
“入伍时风风光光，退役时决不能

悄无声息。”恰逢医院巡诊工作和卫勤
训练全面展开，工作繁忙，但院领导仍
决定为她一个人举行退役仪式。
“可以送给她一个礼物作纪念”

“大家一起送她到车站……”连日来，
为给许晗姝的军旅生活画上一个完美
的句号，战友们积极出谋划策。

退役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
序幕。“迎武警部队旗……”伴随着铿
锵有力的口令，3名英姿勃发的礼兵高
擎武警部队旗步入会场，站在队伍前

列的许晗姝佩戴着大红花，以最标准
的军礼，向武警部队旗致敬。

在昂扬的军歌中，分队长杨岳衡
宣读了退役命令，为许晗姝摘卸帽徽、
肩章、领花、胸标。一向坚强的许晗姝
再也抑制不住泪水。
“2年前，你响应祖国号召，光荣入

伍；2年后，你服从组织需要，光荣退
役。你把最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国防
事业……这里永远是你的家，欢迎常
回家看看！”医院政治工作处领导动情
地说。
“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会记得自己

是总队医院的兵……”在军旗下，许晗
姝郑重地说。
“小姝，你入伍时的场景仿佛还在昨

日……”大屏幕上，突然出现了老班长钮
建文的画面，这让许晗姝惊喜不已。原
来，在外出差的钮建文特地录制了一段
小视频，与自己带出来的优秀士兵告别。
“给这个‘家’留个言吧！”杨岳衡

从院史馆捧出那本每名老兵都引以为
傲的《精兵签名册》。许晗姝激动万
分，拿起笔写下一行字：不管年岁几
何，若有战，召必回！

仪式结束后，医院部门以上领导
一起来到高铁站台，与许晗姝拥抱话
别。
“敬礼！”列车缓缓开动，车窗外，

战友们整齐列队，向许晗姝致以最后
一个军礼。车内，许晗姝强忍着泪水，
抬起右手，久久不愿放下……

一个兵的退役仪式
■李华时

8 月 26 日，汶川县耿达镇某广场
上，一场特殊的退役仪式正在举行。
参与抢险救援任务的武警四川总队机
动某支队二大队 14名即将退役的老兵
提前回撤。
“班长，请您放心，我一定继续坚

守岗位。”在老兵离开前，上等兵徐前
财向班长武善营承诺。听到徐前财
这样说，武善营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
了地。

入伍两年来，徐前财各方面表现
都可圈可点，渐渐成长为大队干部和
武善营心中未来班长的“好苗子”。没
想到两个月前，徐前财却出人意料地
提出想退伍。

为了改变徐前财的想法，留住人
才，这两个月来，武善营绞尽脑汁、想
尽办法做他的思想工作，徐前财嘴上
答应留队，却始终没能打开心扉。

8 月 20 日，四川阿坝州汶川县暴
发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接到救援任
务后，该支队第一时间集结兵力，火速
前往抢险救灾。武善营等 14名即将退

役的老兵主动请缨奔赴救援一线，誓
要完成军旅生涯的最后一次“突击”。

到达汶川县耿达镇，武善营所在
班受领任务到一个淤泥堆积、气味呛
鼻的养殖场救援。武善营二话没说，
第一个带头冲了进去。挖淤泥，救生
猪，武善营拼尽全力、毫无怨言。
“班长，这只猪脚泡软了走不动，

别管它了，抓紧时间抢救别处吧！”看
到武善营执意营救一只深陷淤泥的生
猪，徐前财上前劝说。但武善营却不
放弃，历经 10余个小时的奋战，他们帮
助村民把养殖场里的猪全部保住了。
“费这么大力气只为救几只猪，值

吗？”救援间隙，看着班长满是水泡的
双脚，徐前财有些心疼地问道。“它们
都是老乡的命根子。”武善营的回答让
徐前财意识到：军人就是要在人民需
要的时候挺身而出。

老乡房子被厚厚的淤泥覆盖，老
兵姚彪拿着铁锹第一个挖了起来；夜
间休息，老兵戴鹏与疲惫作斗争，带头
在隧道口设卡，防止无关人员进入灾
区受到伤害；道路被阻断，老兵肖帅和
战友们每天背负 20公斤物资往返坡度
达 70多度的陡峭山路为老乡们运送生
活必需品……看到老兵们在军旅生涯

最后的时光还在一线拼命工作，徐前
财更加懂得了身穿军装背负的责任和
使命。那一刻，他决定留队。

笛声响起，汽车载着 14名老兵远
去，留下的官兵将继续完成救援工
作。耿达镇广场上空依旧响彻着他们
的誓言——
“我宣誓：一朝是军人，终生是军

人，只要祖国需要，我们时刻准备着！”
（摘自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融媒

体，原文有改动）

“班长，请您放心！”
■吕俊飞 闫 松

设定指标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工作
效益，督促工作落实。但一些单位和领
导，在功利心的驱使下，各种指标“满天
飞”。有的凡事都设指标，标准拔高、要
求任性，不顾基层实际和官兵承受能
力；有的“唯指标论”，以完成指标情况
定乾坤、争高下，指标异化为“指挥棒”；
有的定的指标与战斗力关系不大，逼得

基层官兵把大量精力放在完成指标上，
种了指标的“地”，荒了备战的“田”……
但普遍的现实情况是，在众多指标面
前，由于难以完成，基层不得不搞做虚
假数据、玩数字游戏，结果指标变成了
“纸标”。

郝小兵认为，上述现象都是“指标
依赖症”的典型表现，其实质是政绩观

错位、事业心偏移，是“有害积极性”“破
坏性建设”。看看下面的漫画，我们不
妨思考一下该如何制订下达科学合理
的指标，反省一下已经制订了哪些“奇
葩指标”？毕竟脱离部队建设实际、背
离战斗力标准的指标，订得再高都毫无
意义，订得再多徒有害无益。
文/王 涵、姜雪伟 图/杨 振、任增荣

“指标依赖症”该治治了

“1分 12秒，防护严密！”班长检查完
所有环节后，宣布我的防护成绩有效。
虽然不算快，但我心里却异常踏实，脑
海中不禁浮现出一周前的那件“糗事”。

前不久，为了摸清连里的训练情
况，新任连长组织基础、专业课目考
核。我心里想：一定要拿个优秀，在连
长面前好好“露露脸”。

考核日期临近，我的训练成效还不
明显。换了新式防毒衣后，我每次都会
在袖口“卡壳”。“机智”的我决定对防毒
衣稍作改造：新式防毒衣袖口的粘链改
成老式松紧带、防毒面具带提前缝好、
拇指环增大一倍……一番“精心”准备
后，我自信满满地上了考场。
“准备，防护！”考官一声令下，我犹

如一匹“黑马”，动作迅速利落，以 1分 02
秒的成绩脱颖而出。我看了看袖口上
的“制胜法宝”，不禁暗喜。

“于涛，考得不错啊！”听着周边战
友的夸赞，我心里乐开了花。可这甜味
还没来得及完全化开，便随着连长的一
句话消散了，“下面，我们组织气密性检
查”。
“以往不都是人工检查一下外表

就行了，这次难道要动真格？”我满心
忧虑地站在队伍里一步一步艰难挪动
着。果不其然，别人都是安然无恙地
从帐篷中走出来，只有我被呛得一脸
狼狈。
“战场上可没有让你逃离的机会，

为了节省 10秒钟时间，就在防毒服和防
毒面具上耍起了‘小聪明’，对防护气密
性不管不顾，这究竟是‘制胜法宝’，还
是主动送死？”连长对我提出严肃批评，
还专门给我讲了“袖口”演变的原因：以
往老式防毒衣都是松紧带的袖口，穿戴
虽然方便，但时间久了松紧带老化容易

造成密封不严，改成粘链就是为了解决
这个问题。

听完，我顿时觉得我的行为是多么
幼稚，为了成绩好看却忽略从实战出
发。

补考前的那段时间，不管是中午休
息时，还是晚上睡觉前，我都会自我加
压，练习穿脱防毒衣，一个环节一个环
节地细抠，成绩也一次次提高。

转眼间，新兵马上就要入营了，连
队准备让我给新兵进行防护课目示范，
这一次，我一定为他们做个好榜样！
（张 帆、本报实习记者 张 旭整理）

“小聪明”惹出大麻烦
■第81集团军某旅防化营二连上等兵 于 涛

融媒在线

武警四川总队某支队在抢险救援

现场为武善营等14名提前回撤的老兵

举行了一场特殊的退役仪式。相关视

频内容请扫描下方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