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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营

共享荣光·阅兵背后的故事

新闻前哨

“太美啦！”看到我们民兵方队走
过天安门，我和几十名队友一起欢呼、
一起流泪。

那一刻，我们是在阅兵村的电视
机前——我因为伤病无缘走过天安门
广场。

自打进入光荣的阅兵方队，我就
一直在努力。脚肿了，腿疼了，背酸
了……我一直在咬牙坚持，可没想到
最终还是败给了自己的身体。
“这该死的伤病！”我一边抱怨

一边安慰自己：你和那些受阅的队
友一样，已经竭尽全力，就不要自
责了。

以前，我不太会在意别人的感

受。在这里，我被潜移默化地改变
了。训练中，每个人都必须找到自己
在方队中的位置，为了整齐划一，我们
必须默契配合、善于协作，学会考虑其
他人的感受。

阅兵村里，最高兴的事就是过集体
生日，几十个人一起过，再多的苦和累，
也都随着美食和祝福消散了。而那像
家一样的氛围，把我的心也融化了。

没能接受检阅，虽有遗憾，但我
无怨无悔。这不，我也迎来新的机
会，成为火箭军的光荣一员。听说，导
弹的发射号手也有备份，但我相信，只
要努力，任何人都能从幕后走向前台，
绽放光彩。

而且，谁敢说，我以后不能走上阅
兵场呢？

（以上文章由赵法胜整理，摘自解放

军新闻传播中心融媒体，原文有删改）

期待下一次受阅
■田子凡

国庆刚过，火箭军某部新
兵营迎来了 3名形象气质俱佳
的新兵，她们是来自中华女子
学院的韩铖、张雅娟和田子
凡。她们当中有 2人作为民兵
方队队员光荣受阅，1人作为预
备队员全程参加了阅兵训练。
“就觉得他们最帅！”在阅

兵训练场，她们毫不掩饰对火
箭军方队的偏爱，其面对镜头
大胆表白的情景持续在微信朋
友圈刷屏。如今她们终于得偿
所愿，参军入伍成为火箭军的
一员。

刚下阅兵场，即穿新戎
装。“铿锵玫瑰”紧握钢枪英
姿飒爽，亦将托举大国长剑昂
首九天！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她
们的内心世界，感受不一样的
青春激情。

——编 者

都说距离产生美，虽然已经成为
火箭军的一员，但火箭军参阅官兵仍
是我心中最帅的“男神”。

在阅兵训练场上，我们民兵方队
跟火箭军受阅方队一直是“邻居”，
瞅一眼他们身上炫亮的迷彩服，看
着他们驾驭的巨无霸，大家都被折
服了。
“我们要是驾驭导弹战车的火箭

兵就好啦，多么威武霸气！”这是我和
队友们的共同心愿。

然而，现实却很骨感。踢腿、踢
腿、再踢腿，跑步、跑步、再跑步……重

复的训练格外艰辛，我们根本无暇羡
慕隔壁的火箭军方队。

训练场上，我们是一道靓丽的风
景线，可到了宿舍里，大家的形象就全
崩塌了。“亲，给我揉揉吧”“该死的脚，
咋 还 不 消 肿 ”“ 啊 ，结 膜 炎 又 发 作
了”……呼天抢地的声音此起彼伏。
“明天是国庆节就好了！”累的时

候，有多少人抱着这样的想法？我想，
肯定不止我一个。
“明天是国庆节就好了！”休息的

时候，有多少人这么想着，“小宇宙”又
充满了力量。

“现在走过来的是民兵方队……”
盼望着，盼望着，国庆节终于来了！

所有的语言都无法形容经过天安
门前的那种感受。那一刻，我内心的
激动已经蹿到了珠穆朗玛峰顶。阅兵
训练的所有苦痛全都值了！再经历一
遍，我也不怕。

参加民兵方队光荣受阅，青春里
有这么一段难忘的经历，我很知足。
但我最大的梦想，还是去当兵，去当
火箭兵——那是我心底最亮的那道
光。如今，梦想照进现实，我真是一
条锦鲤！

如今我也成了你
■韩 铖

临近毕业时，接到通知要我们加
入民兵方队，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阅兵。那一刻，我感觉跟做
梦一样。

初期训练的时候，踢正步，我每一
步都把脚狠狠地砸向地面，开始还不
觉得有多疼，一个月后右脚肿成了馒
头，那滋味真是酸爽极了。班长说，适
应了就好了。还别说，一路砸一路疼，
脚还真的没啥事。

阅兵村的太阳很晒，我的眼睛因

此得了结膜炎，又痒又痛，折腾得睡不
着觉。那会儿，心里特别想家，却又不
能和家人诉说，我背地里偷偷哭了好
几次。
“不要揉眼睛，想想开心的事情，

你肯定行！”大学闺蜜的鼓励很神奇，
我又挺了过来。阅兵那天，听到习主席
亲切的问候，真是幸福感“爆棚”。
“毕业了，当兵去！”这是藏在我心

里的梦想。我的许多亲人都当过兵，
但我不打算再羡慕他们，嘿嘿，我早就

打定了主意！
火箭军的装备好霸气啊！之前，

在阅兵训练场时，我真想过去摸一摸，
感触一下大国长剑的“威风”。当然，
那时根本没机会，现在，我要追到军营
找它们去！

朋友都说，当兵很苦，让我考虑清
楚。然而，我根本不怕，在阅兵场我是
优秀队员，到火箭军，我也会是一名优
秀的士兵。在那里，我必将释放青春
的光和热。

“追到军营找它们去”
■张雅娟

“和冠军一齐登上领奖台，咱也
是棒棒哒！”上周末，第 75 集团军某
旅上等兵欧阳凯丰发布的这条状态一
下子引爆了朋友圈。战友们的点赞和
评论接踵而至，更让欧阳凯丰感到精
神为之一振。

不是“榜眼”“探花”，欧阳凯丰凭
啥和第一名站在一起，还能这么火？

还别说，他登上领奖台的原因还挺
“别致”：在连队组织的 5 次体能考核
中，一次比一次有进步。

表扬如此郑重其事，战士们都感到
很激动。然而，把时间拨回到 3 个月
前，连队鲜能见到这样大张旗鼓的时
候，欧阳凯丰也还只是官兵眼中一名不
思进取的战士。

那时的连队，真有点“暮气沉沉”
的感觉。不少综合素质一般的战士安于

现状、不求进步，就拿欧阳凯丰来说，
他训练能躲就躲，考核得过且过，身为
装备修理工，尽挑找螺丝、递扳手的活
儿干，完全不把自己当回事。

为啥这部分战士不愿表现自己，甘
于原地踏步？连长何建军想不明白，在
平时工作和训练考核中，他十分注重表
扬先进、鞭策后进，尤其是训练后的讲
评，何建军一直坚持“让优秀的脸上有
光，让倒数的红脸出汗”。

难道这样做不对吗？
“训练成绩不突出并不代表没有

努力”“实力一般的战士在连队太没有
存在感了”“眼睛不能只盯着成绩，战
士的点滴进步也要放在心上”……在
连队大会上，战士们直抒胸臆、大胆吐
槽，何建军这才恍然大悟：中下游群体
的努力被忽视是问题的关键。

“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
驾，功在不舍。战士们只要努力了、付
出过、有进步，同样值得关注和点
赞。”发现问题后，何建军当即召集干
部骨干商量对策，他们一致认为实施奖
惩既要横向看总体成绩，也要纵向比进
步幅度，对战士们的小进步要及时给予
肯定和表扬。

每周评选“进步之星”，对训练成
绩连续取得进步的同志颁发荣誉证书并
由连主官打电话向其家人报喜，奖励进
步明显的同志登上龙虎榜……连队出台
了一系列举措，极大激发了战士们奋勇
争先的昂扬斗志。
“5 次小进步成功迈进优秀行列，

这就叫量变产生质变！”欧阳凯丰在朋
友圈里的统一回复，又引发了连队官兵
一片点赞。

进步虽小，郑重的表扬可别少
■骆 瑶 吴 阔

10 月上旬，记者刚到第 73 集团军
某旅特种侦察连，就听说了一个振奋
人心的消息：前不久，连队战士潘春杨
参加旅组织的 15000 米游泳考核，以 3
小时 41分的成绩获得“蛙王”称号。

仔细一问，还有更令人振奋的事儿：
新“蛙王”有两名老“蛙王”师傅——班长
张奇和上士杨凡，在改革调整前，他们分
属不同的连队。

无独有偶，刚刚取得旅伞降骨干集
训第 4名的下士刘唯成和他的师傅上士
孙盟以前也不在同一个单位。

在连队走访，记者发现官兵的集体
意识很强，逢人就说“我们特侦连”。然
而，陪同采访的宣传干事、连队前任指导
员周赟却坦言，在刚组建那会儿，这样的
场景可并不多见。

两年前，原属特战大队特侦营三连
的 45名官兵和来自原某师通信连的 22
名战士合并组成了现在的特种侦察连。

铁石相击，必有火花。两支“材质”
截然不同的队伍，要想真正融合在一起，
哪能没有碰撞？

原通信连的战士们心里满是从
“一线城市”到“三线城市”的失落
感：从“动脑子”到“练身子”，从报
务房到特种训练场，不仅曾经引以为
傲的专业技能鲜有一展身手的机会，而
且每天还被各类特种训练课目“折磨”
得筋疲力尽。那会儿，刚从院校学完数
据链归建的刘唯成，满脑子只想着调
回通信单位。

老三连的特种兵们倒是没觉得有啥
不适应，但都把眼珠子顶在了脑门上。
为啥？特种兵只看硬邦邦的实力，5公
里武装越野，他们最慢的跑 24分钟，仍
甩“外来户们”一大截。
“虽说进了一家门，就是一家人，

但是，合心合力可不是嘴上说说这么简
单。”周赟向记者透露，当时，他怕新
来的战士受不了特战的训练强度，便偷
偷调整了部分公差安排。没想到，眼尖
的老三连战士直接告到了营里，说他
“偏心眼”。

“小圈子思想如此严重，究竟怎样才
能将新集体拧成一股绳？”深思熟虑后，
周赟紧贴连队实际，制订了一系列增进
官兵关系的活动：开展官兵互赞会，营造
和谐的氛围；组织小比武小竞赛，激发官
兵比拼斗志；组建互帮互助小组，促进共

同提高。
活动收到了效果，随着时间的推

移，在一次次艰难任务的淬炼下，一
个团结向上的集体逐渐崭露在全旅官
兵面前。然而，当时间走到第二年 8
月，不少原通信连的战士还是认为自
己不是连队土生土长的兵，感觉身上
缺了股精神，向连队干部表达了退伍
的想法。
“之前刚转隶，战士不适应想退伍，

还能理解，但经过一年的摔打磨炼，原通
信连的战士早就成了素质过硬的特种
兵，为啥思想还是没能扭转过来？”连队
许多干部不明白。
“感觉自己身上缺了股精神，一定程

度上是因为连队缺乏历史底蕴，但从另
一个角度去想，红色基因连接历史、现实
与未来，新组建连队正是一张白纸，我们
现在都是特侦连土生土长的兵，今天你
是什么样子，明天连队就传承什么精
神！”结合旅队正在开展的主题教育，周
赟走上讲台慷慨陈词，台下，战士们的眼
睛都被点亮了。

如今，特种侦察连还有 16名老三连
和 9名原通信连的战士，但是现在他们
都只会拍着胸脯骄傲地告诉你：“我是特
种侦察连土生土长的兵。”

从“我们不是连队土生土长的兵”到“我们都是连队土生土长的兵”，请看第 73集团军某旅特
种侦察连官兵对传承红色基因的理解感悟（之二）——

你是什么样子，连队就传承什么精神
■本报特约记者 徐 鹏 赵 欣 通讯员 蔡信炜

互联网邮箱：jbjccz@126.com

强军网网盘：jbjccz

“饭菜花样多，美味又可口，伙食
保障真给力！”这是第 71 集团军某旅
通信一连三级军士长董善银在近期伙
食问卷调查表上写下的真心话。野外
驻训以来，该旅伙食保障受到官兵交
口称赞，好评如潮。

改革调整后，部队在野外执行任
务时间大幅延长，官兵体能消耗增
大，如何搞好伙食保障成为该旅领导
的心头事。在一次问卷调查中，有部
分官兵反映伙食问题，对此，各营司

务长都感到很无奈：野外驻训点位分
散，炊事力量不足，保障难度很大。
“哪怕让机关饭堂停伙，也必须

保障好基层官兵。”经过通盘考虑，
该旅领导决定将机关饭堂多名等级
厨师加强至野外驻训场各个点位，
安排机关干部暂时到营区留守的营
连就餐。

剁椒鱼头、西红柿炒蛋、酸辣土
豆丝……10 月 10 日中午，通信一连
的官兵训练归来，看到一桌子佳肴，

不禁喜笑颜开。负责保障的等级厨师
种志远告诉笔者，最近训练强度大，
他们选择富含蛋白质的食材精心制作
菜肴，满足官兵体能需求。除此之
外，他们还在菜肴口味上精益求精，
除了通常的烹炒炸烧，更是用上了爆
熘焖煨等烹饪手法，确保官兵吃得美
味又健康。
“吃得好了，练起来更有劲儿

了。”训练场上，官兵们龙腾虎跃的状
态就是最好的证明。

等级厨师“掌勺”驻训场
■靖 周

10月中旬，海军潜艇学院某训练基地某学兵大队为新兵举办步入军营的

第一个集体生日，让新兵感受部队大家庭的温暖。托着生日蛋糕，新兵许君基

兴奋地对着镜头说：“战友，来一口！”

赵文晗、马英茗摄影报道

生日快乐！

Mark军营

田子凡、张雅娟、韩铖（从左至右）正在为新战友作队列示范。 李亚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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