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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员之家

基层之声

双手紧握麻绳，手脚协同用力……
10 月下旬，在第 75 集团军某旅训练场
上，女兵罗涵仅用 19 秒便完成攀登考
核。这个成绩令很多男兵也望尘莫及，
战友们对她交口称赞。

2016 年，刚考上师范大学的罗涵
毅然选择参军，穿上期待已久的绿军
装，成为一名通信兵。入伍之初，面对
军乐队向她伸出的橄榄枝，她一口拒
绝，理由是“想当特种兵”。

新训时，她的训练成绩并不理想：
手榴弹投掷因为用力方法不对，每次只

能投 10米左右；战术训练因为有痼癖动
作，即使练得浑身是伤，成绩离及格还
差 5秒。但她凭着一股拼劲韧劲，纠正
了不规范动作，并在新兵结业考核中取
得所有课目合格的成绩。

调整改革后，罗涵随连队转隶至某
特战旅。恰逢旅里组建女子特战连，罗
涵果断报了名。

由通信兵向特种兵转型，不只需
要勇气，还要付出大量的汗水和辛
苦。在基础攀登中，因为手臂力量不
够，还有恐高症，10 米长的攀登绳，罗
涵拼尽全力只攀上去两三米，这对她
打击很大。“别人能做到的，我也能做
到。”从那以后，罗涵跟自己较上了
劲。每次攀登训练，别人练一次她就

练两次，别人休息时她就去吊杠练上
肢力量。为了克服恐高症，她不断强
迫自己从高楼上往下看。每天训练
完，她连筷子都拿不动，腰疼得直不起
来。然而，第二天，罗涵仍准时出现在
攀登楼前。

一次加练，罗涵爬到一半就没力
了，在战友们的加油声中，她咬紧牙关
拼命向上拉。这一次，罗涵突破了 10
米的“极限”，下来时她的双臂已完全脱
力……就这样，一次次，一天天，罗涵一
步步突破着自己的极限，终成一名合格
的特种兵。

一句话颁奖辞：勤能补拙，一心为

筑特战梦；从零蜕变，几度破茧终成蝶。

一心为筑特战梦
■林思吉

他，叫苗跃东，是东部战区某部指
导员，驻地在厦门。

她，叫张晓艳，是西部战区某部班
长，驻地在兰州。

2017年2月，经家人的介绍，两人通
过微信认识。相识之初，两人只是闲聊
部队的日常生活，交流平时的带兵之道。

思念不如相见。年底休假，两人初
次见面，便认定对方就是那个对的人。

从厦门到兰州的铁路里程有
2700公里，这么远的距离没有将他们
分开，反而让他们的心贴得更紧。工
作中两人相互鼓励相互扶持，爱情同
步升温。 2018 年 4 月，他们决定结
婚。可是相隔 2700公里，婚纱照怎么
拍？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们决定用五
一小长假拍照。张晓艳向单位请了
假，第一天从兰州飞到厦门，第二天拍
照，第三天又飞回兰州，没顾得上看一
眼照片。这是他们的第二次见面。
“你俩都是军人，今后聚少离多，

你们怎么打算？”婚礼上，主持人这样
问他们。张晓艳说：“以前怎么做，以
后还怎么做。虽然不能天天在一起，
但相信以后会更好。”“克服困难，工作
家庭平衡好。”苗跃东这样回答。这次
婚礼是他们第三次见面。

后来，每次休假苗跃东都会到兰
州看望张晓艳。10月中旬，苗跃东原
计划去兰州看张晓艳，却因值班任务
爽约，刚好上级给张晓艳批了 10 天

假。“总是你来兰州看我，这次我去厦
门看你。”跨越 2700 公里、两天两夜、
倒了 4次车，看到苗跃东的那一刻，张
晓艳开心得像个孩子。
“相聚不易，有你的陪伴就有幸

福。即使人不在一起，但心永远在一
起！”苗跃东牵着张晓艳的手说道。

图①：苗跃东第一次去兰州看张
晓艳。

图②：拍婚照那天，两人拍了一张
特殊的“婚纱照”。

图③：张晓艳来厦门看苗跃东，苗
跃东已经乐开花了。

图④：短暂的相聚过后，他们奔赴
各自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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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中旬，东部战区海军某雷达
站正在执行战机引导值班任务。在方舱
内值班的雷达操纵员王俊渝盯着屏幕，
手指不停在键盘上敲击，不放过一丝空
情。突然，电话铃急促响起。
“我机即将起飞，请速到阵地平台

调整天线俯仰角度！”雷达站站长朱华
伟急促说道。

特情就是命令。王俊渝急忙换下
拖鞋穿上作战靴奔向阵地，但他因为
换鞋耽误了一分半，等调整完毕报告
时，遭到了朱华伟的严厉批评：“你调
整天线怎么慢吞吞的？险些酿成事
故，你知道吗？”

王俊渝十分委屈。方舱内值班，为
了整洁，很多操纵员都会换上拖鞋。换
作他人换鞋加跑步，时间也差不多。

王俊渝找到班长王志强袒露心声。

王志强给他算了一笔账：“从方舱往返
阵地，加上调整装备天线角度，大概一
分钟，你多用了一分半。这段时间，民
航飞机可以飞行15千米了，我们负责引
导战机起飞，你说影响大不大？你的错
误在于值班穿拖鞋，差点贻误了大事。”

当天晚上，该站组织开展“工作细
节中的和平积弊有哪些？”群众性讨
论，他们从王俊渝延误时间的案例入
手，你一言我一语剖析平时见怪不怪的
习惯，先后查找出夜间上阵地值班携带
被装、内务设置生活化等不紧贴实战的
细节问题，整改思路在交锋中逐渐明晰
起来。

如今，该站统一规定，在方舱内值
班一律着作战靴并外套鞋套。王俊渝深
有感触地说：“战备值班急如星火，比
起整洁，我更怕延误空情。”

换鞋风波
■王宁川

10月中旬，无棣二中教师江玉成带
着他的学生端悦辉来到武警聊城支队某
中队，向战士曲永志当面表达感谢，并将
一面写着“品德高尚、爱心助学”字样的锦
旗送到他手上。至此，曲永志资助端悦辉
圆了大学梦的消息才在该支队传开。

这件暖心事还得从一个电话说
起。去年 9月，曲永志在和老师江玉成
打电话聊天中得知，有个叫端悦辉的学
生品学兼优，但是父亲长年患病，母亲
收入微薄，一度想辍学打工。

放下电话，曲永志心痛不已：“自己没
上大学很遗憾，不能让这么优秀的学弟也

留下遗憾！”随后，他主动联系江玉成，表
示愿意资助端悦辉，帮他圆大学梦！

除了“慷慨解囊”，曲永志还经常写
信勉励端悦辉。今年初，端悦辉在第二
次模拟考试中发挥失常。“我曾失败三

次但从未放弃，最终代表中队参加支队
演讲比赛并取得第一名。”得知情况后，
曲永志给端悦辉写信鼓励，通过“现身
说法”让他重拾信心。曲永志担心端悦
辉压力太大，身体吃不消，便贴心地寄

去牛奶和水果。这些温情关怀，激励着
端悦辉在求学路上不断奋进。

高考前，端悦辉想来部队当面致谢，
被曲永志婉拒：“你只管好好学习，拿到
大学录取通知书就是最好的报答。”

高考成绩公布，端悦辉高出一本线
30分！端悦辉说：“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离不开曲学长的帮助鼓劲。”曲永志挠
了挠头，腼腆地笑道：“你这是替我圆了
大学梦！”

一句话颁奖辞：惺惺相惜，书信励

志战高考；默默资助，倾力为圆大学梦。

倾力助圆大学梦
■赵海涛 刘 豪

男军人在厦门，女军人在兰州，面对相距 2700 公里的“双城恋”，婚礼主持人
问他们：“你俩都是军人，今后聚少离多，你们怎么打算？”请看他们的回答——

“以前怎么做，以后还怎么做”

融媒在线·特别推荐

低头看胶鞋，一声不吭，两手抓着衣
角……战士张传南偷偷看了我一眼，发
现我在狠狠地瞪着他，又赶紧低下头。
这是我第 4次找他谈话了。我很纳闷，
以前那个“呱呱叫”的好兵，现在怎么这
么不争气？

在支队大抓执勤工作的节骨眼，张
传南站岗打瞌睡的录像蓦然出现在网络
查勤通报视频上。交班一结束，教导员
火急火燎地赶到中队追问原因。“对部属
管理不够严格、抓落实不够到位、对问题
反思不够深刻……”我极力解释，但还是
挨了一顿狠批，内心非常恼火。任职以
来，我几乎每晚都查岗，打瞌睡问题还在
前天晚点名时反复强调，但问题还是发
生了。
“指导员，我错了。”张传南第一时间

送来了检讨书，并保证没有下一次。
我很快就消气了，张传南却泄气

了。从那以后，他站岗不再打瞌睡，但干
工作没了劲头。以往笑容满面的他，现
在整天一脸愁容，看到我像“老鼠见了
猫”一样。

当初担心张传南因为这件事有思想
负担，我压着火气耐着性子和他摆事实、
讲道理，事后还加大了对他的关注。但
事与愿违，我甚至在想：“难不成这么一
件事就把他给压垮了？现在的战士，心
理承受能力怎么这么差？”
“张传南，该你站岗了。”这时，对讲

机里的声音打断了我的回想。“你先去
吧，晚一会儿再过来。”我又补充了一句，
“这次可别再打瞌睡。”张传南转身离去
的身影顿了一下，匆忙走出办公室。

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在我组织
的“中队，请听我说”活动中找到了答
案。张传南的班长许福安在纸条中写
道：“指导员，关于张传南的事，我想对
你说，从他犯错以后，你三天两头都要
提起这个事，无论是队务会、军人大会还
是晚点名都点他的名、提他的事，让他再
也抬不起头来。现在大家都在说，你是
“有功记一天，有过记一年”。指导员，咱
们能不能不翻旧账……”看完这段话，我
的脸火辣辣。许福安的直言仿佛一把利
剑，插入了我的心中。

突然回想起那句话：“年初出事，白
干一年；年尾出事，一年白干。”上军校
时的我，最害怕稍不留神犯个错，被领
导大会小会各种批，一年都没有翻身的
余地。没想到，如今我竟然成了自己最
讨厌的那种人。我总觉得自己所做的
一切都是为了官兵们好，改掉了以前的

火爆脾气，说话也注重语气了，但没想
到我苦口婆心的“善意”提醒，却频频揭
开别人的“伤疤”。张传南犯了错，该整
改的是他，但急需反思的是我。

晚点名后，我走到张传南面前，他的
眼神还是躲闪。“以前的事我不会再提
了，对不起，我向你道歉。接下来要好好
干，我相信你还是个好兵。”张传南抬起
头来看着我，露出了一丝笑容，眼睛清澈
且明亮，就像天上的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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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笔者走访兄弟单位，到了饭

点，一名司号员吹响了军号，内行人一

听便知这一声声尖锐的号音不“靠

谱”，但官兵们都默认是“开饭号”，也

不觉为奇。有的司号员认为，军号学

习难度大不说，地位作用也不如战争

年代，也没有学常规乐器受欢迎，于是

主观降低了标准，只求装模作样地随

便吹出个音调。

“司号员鼓鼓嘴，千军万马跑断腿。”

从这句在过去军营中流传的顺口溜，可

见司号员的重要地位。随着时代发展和

战争形态演变，军号指挥通信的功能弱

化，司号员也曾消失过一段时间，今年全

军施行新的司号制度，给军号赋予了新

的意义。军号的功能定位在变，但听从

指挥的号令意识不能变，闻令而动的红

色传承不会变，兼顾指挥通信和军事文

化建设的功能没有变。

部队改革调整这几年，不光是军号

传统，还有许多优良传统被重新发掘、定

义，它们凝结着战斗精神、蕴藏着胜战密

码，是经过历史检验的治军法宝。如何

与时俱进传承好红色基因，各级要拿出

敬畏心去守护、创新力去拓展、执行力去

坚持。而今司号员已经正式入列，人员

入列，更要思想入列、能力入列，伴随着

军队建设发展的铿锵步伐，真正奏出充

满生机活力、符合标准制式的嘹亮号音

响彻座座营盘。

吹军号岂能不“靠谱”
■江雨春 高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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