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车的铃声响了，火车缓缓驶出车
站。一群人趴在车窗上与送行者告别，
留恋的情绪达到顶点。

今年 9月，新疆军区某旅百余名服
役期满的士兵脱下军装，乘车返乡。

21 岁的刘潇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
条临别感言。配图中他笑容灿烂，脖子
上挂着一块金灿灿的奖章，“感觉突然退
出了一个正在快速行进的队列，兄弟们
继续加油！”

在这支部队，每名官兵身上，似乎都
有一种关于使命的独特参与感。

在使命的“坐

标系”中画出最大

的“同心圆”

5月的北疆，积雪还未消融，街上的
行人仍需裹紧厚厚的衣服。

在距离城市百里之外的一处营院，
一群年轻人却卷起了袖子。他们分成两
拨儿，双方都怒目圆睁，脸蛋烧得通红。

那是一次午饭后，几名战士因为整
理餐具时的小事发生口角，随即“剑拔弩
张”。
“年轻人血气方刚，有点火气再正常

不过。”在后来的许多场合，旅政委黄长
升并不避讳谈及此事。

当时，部队组建才几天，官兵们彼此
互不相识。黄长升知道，冲突的根源，是
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带来的负面情
绪。

他站在两拨儿人中间，只问了一个
问题：“我们为什么到这里来？”

三言两语后，战士们脑海中对“使
命”这个词似乎有了最基本的认识。有
人站起来说：“我们是来搞建设的。”

握手言和来得很快，由此引发的一
场思想融合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对于一支人员构成复杂的新单位而
言，团结是第一要求。为了加速融合，这
支部队开展了长达一年的“三合三同”教
育。

在该旅领导看来，融合的关键就是
要在使命的“坐标系”中，画出最大的“同
心圆”。

为了找到这个“同心圆”的“圆心”，
这个旅经历了一番自我探索的沉淀。

从各单位抽调来的官兵，有“无所不
能”的特种兵，也有“新训后再没摸过枪”
的技术兵；有经常坐在办公室电脑前的
机关人员，也有习惯风餐露宿的一线战
士。

不同的履历如同一条隐秘的“隔离
带”。大家嘴上不说，心里却互相“瞧不
上”。
“不分‘你的’‘我的’，只讲‘我们

的’。”起初，为了消除思想隔阂，部队把
这样一条主旨贯穿所有的教育课堂。当
官兵们的思想在“主人翁”意识中渐渐融
为一体后，找到一种精神层面的内核驱
动力便成为迫切需要。

一次干部调整，某连连长因连队连
续两次专业考核成绩不合格，被调离工
作岗位。此外，还有几名干部因训练成
绩不合格，推迟晋职晋衔。
“部队刚成立，基础薄弱、人才匮乏，

这样做，会不会打消干部的积极性？”旅
党委常委开会研究时，有人提出疑虑。

然而，事实证明这一导向并未成为
干事创业的“拦路虎”，反而激励了一批
干部通过自荐的方式进入党委的考察视
线，弥补了当时部分机关和连队主官的
岗位空缺。

党委“一班人”找到了那个“圆心”，
同时也坚定了他们对战斗力标准导向初
始即严、一严到底的决心。

在基层，这个“圆心”潜移默化成为
官兵间建立尊重和信任的标准。

上任前，某连指导员涂远见一直

在旅机关工作。因为体能较弱、缺乏
带兵经验，连队几名老士官对他并不
信服。涂远见主动加压，拼命练体
能。后来，他参加陆军比武并夺得一
枚铜牌。

从此，连队官兵和指导员的感情逐
渐“升温”。在涂远见带领下，连队去年
被新疆军区评为标兵连。

如今，如果再问官兵们“我们为什么
到这里来”，“我们是来搞建设的”，多出
了3个字“我们是来搞战斗力建设的”。

也 许 会 走 弯

路，但一定要向远

方铺路

到这支部队报到的第 2天，新排长
韩鑫发现一个奇怪的单位——“弱猎隼”
集训队。

那是两年前的夏天，在摸底考核中
“挂科”后，韩鑫和其他体能考核不合格
的官兵，统统被这支集训队收纳了。
“弱猎隼”们从这里毕业后，回到连

队。而后，他们再通过个人向班申报、
班向连队申报、连队向机关申报，进行
逐级考核，最终实现人人达标。
“建立补差集训队，常态实施申报

考核，不仅能实现资源整合共享、提高
训练和考核质效，还能赋予连队更多
自主权。”该旅作训科科长周建罗承
认，这样的方法创新来源于失败的教
训。

组建之初，官兵基础体能合格率
不容乐观。考虑到部队装备高尖、技
术含量高，该旅把抓训的重心放在专
业技能上。对基础课目，他们依然采

用“考核—补训—补考”的粗放模式。
这也导致官兵的基础体能训练成绩起
伏不定。在上级组织的年中军事体能
抽考中，多名原本成绩良好的官兵甚
至“发挥失常”。

走弯路时，敢于自我否定，让他们及
时止损，找回了方向。

半年后，当最后一名学员从“弱猎
隼”集训队毕业时，官兵的基础体能合格
率和优秀率均大幅提升。

思想逐渐统一，训练基础不断夯实，
当官兵们刚刚感受到上升期的一丝甜意
时，来自外部的挑战却让这支新生的部
队第一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

2018 年 6月，该旅参加陆军组织的
“侦察奇兵-2018”比武竞赛，总评成绩
倒数第二。除了失落和愧疚，参赛队员
对这样的成绩多少感到有些委屈。

比赛当天，暴雨如注。参赛队员由
于缺乏实战经验，背囊里的木柴被雨水
浸透无法点燃。“钻木取火”这一课目，他
们一分未得。

在 8公里战斗体能比赛中，上等兵
杨超在领先第二名 5分钟的情况下，因
体力分配不均，晕倒在终点线前 200 米
处……
“旅党委抓训中实战化意识薄弱，是

这次比武失利的主要原因。”旅党委在呈
交上级的检讨中痛切反思，“如果因为实
战理念树得不牢，让官兵在战场上丢了
性命，我们就是真正的罪人。”

没有掩饰推诿，该旅党委常委包干
带头掀起整改热潮，查找战斗力建设中
暴露出的现实问题，梳理出短板弱项并
制订改进措施。

从某种意义上说，能够坦然接受失
败也是一种进步。

当找回“面子”的机会出现时，该旅
又迎来一次考验——

2018 年 11 月 ，陆军组织“精武 -
2018”比武竞赛。有人建议“凑几个尖

子，搞封闭集训”。这个有望迅速“翻身”
的方案，遭到了旅长尤秀红的反对。他
的思考也是旅党委的共识：“我们是这个
旅第一代人。如果我们这代人只顾自己
的面子，那后来的人恐怕很长一段时间
都会没面子。”

抓基础、谋长远带来的改变，让教导
队教导员胡银辉感触颇深。为了加强人
才储备，旅里决心打开“兵教头”这个突
破口。

胡银辉说：“以往，报送骨干时各营
藏着掖着，把‘中不溜’的送过来。如今，
我这里全是精兵强将。”一年多来，得益
于旅里制订的法规制度和鼓励措施，教
导队的骨干力量越来越强。从教导队输
送回营连的训练尖子、技术骨干多达数
百名。

与此同时，他们利用部队接装时机，
选送技术骨干赴厂家、科研院所和兄弟
单位学习。通过不断积累，如今该旅专
业人才对口率已显著提升。

尤秀红说，带部队就像“拉扯孩子”，
只有摸清孩子的脾性，才能培养他的个
性。一年多后，军事训练考核表明，该旅
已初步形成作战能力。

尽管“翻身”的目标依旧没能实现，
但舍弃功利计之长远的脚踏实地，却让
这支部队的训练基础和人才建设稳固攀
上一个台阶。

在稳与快的统

一中加速战斗力生成

毒辣的阳光炙烤着大地，官兵顾不
上拭去脸上的汗水，目不转睛地盯着眼
前的发射架。几秒钟后，他们振臂高呼，

随后瘫坐在地……
去年夏天，某新型无人机试飞成

功！这背后，是官兵们连续 3天不眠不
休。

对营长岳阳的军旅生涯而言，再没
有比那个火热的夏天更激动人心的时
段。

岳阳所带的营，科技含量和技战术
要求很高。因为没有合适的人选，营长
一职曾空缺了很长时间。随着装备陆续
列装，挑选合适的人带领官兵攻坚克难
迫在眉睫。

岳阳长期从事无人机技术研究，积
累了大量经验。他毛遂自荐，成为营长
候选人之一。然而，技术干部出身的岳
阳从未担任过主官。这让人力资源科拟
订方案时有些顾虑。
“对这支部队来说，大家都是新人。”

旅党委对岳阳给予充分信任。
这位新营长上任后不久，便遇到一

次大考。某型装备列装时，距离当年度
军事训练考核只剩 1 个多月。上级要
求，考核时该营的这型装备必须基本形
成作战能力。

受领任务后，岳阳迅速带领官兵赶
往戈壁滩与厂家人员汇合。在接近
40℃的高温下，官兵们从零开始，缠着技
术人员不停问、反复练，白天掌握飞行原
理后，夜晚开展飞行，每天只睡不到 3个
小时。

这种劲头也感染了技术人员，他们
先后两次改签机票，直到确认部队试飞
成功后，才放心离开。

稳是快的基础。稳定了人心，官兵
干事创业才有动力。在这支部队，像岳
阳一样的新人还有不少。该旅党委积极
创造公平公正的选人用人环境，让他们
在释放活力的同时，主动挑起建旅兴旅
的重担。

为保证官兵休息、休假等基本权益，
该旅坚持按照制度规范和统筹计划抓工

作落实，避免了因“争时抢位”造成官兵
负担过重。“像蜜蜂一样工作，像蝴蝶一
样生活”的工作观和生活观成为官兵们
的美好追求。

快是稳的目标。加速提升战斗力，
官兵斗志才能更旺盛。随着一批科技含
量高的新装备陆续列装，面对上级赋予
“尽快形成战斗力”的要求，这个旅在充
分尊重客观发展规律的同时，引导官兵
加速突破战斗力生成瓶颈。

去年 7月，该旅配发某型新装备，装
备说明书足有 100多页。常委每人带领
一支技术骨干小组，1个月内便完成多
种装备动中通联调试。

某新型无人机列装后，他们当月就
实现自主首飞，在演练中顺利完成任务。

实现突破需要

“首创精神”

如今，宣传干事马涛涛还在为创作
旅歌做准备。

按照传统，部队组建后需要一首体
现官兵精神风貌的旅歌。然而，马涛涛
几次呈报上去的歌词都被政委黄长升摁
在案头。
“总感觉这里面缺点什么，没故事。”

黄长升说，作为首任官兵传唱的歌曲，应
当体现“首创精神”。他把这种精神归结
为拓荒精神、匠人精神和愚公精神。

至于怎么体现，马涛涛始终没弄明
白。后来黄长升也承认，“这种精神还需
要时间和实践的沉淀。”
“量”的积累终会迎来“质”的改变。

不久前，该旅在陆军“侦察奇兵-2019”
比武竞赛中，夺得总评第二的好成绩。

在官兵们的拼搏奋斗中，马涛涛触
碰到“沉淀”的某种形式。

比武前夕，参赛队员张双成得知父
亲患重病的消息，精神受到重创。但为
了不影响团队成绩，他经过短暂的自我
调整，完成比赛并和团队一起夺得该项
目冠军。

比武结束，张双成抹了把眼泪说：
“咱们终于站起来了。我觉得，我爸一定
也能。”

某连中士梁志强去年也曾参加陆军
“侦察奇兵”比武竞赛。那次，他拼尽全
力却仍未拿到奖牌。回到单位，梁志强
练得更拼了。好几次，他晕倒在训练场，
苏醒后又重新站起来挑战极限。

此番再战，梁志强如愿摘得“全能尖
子”金牌。总结大会上，他面对官兵说了
一句话：“去年我给单位丢了脸，今年我
把荣誉带回来，扯平了。现在开始，从零
出发。”
“这算不上弯道超车，只不过是把自

己重新拉回起跑线。”从零出发，不只是
一名士兵对单位的承诺，也是这支部队
理性的自我认知。

始终保持求实进取的作风，为官兵
们稳扎稳打实现突破奠定了思想基础。
今年 10月底，这个旅在军区组织的年度
军事训练考评中，成绩比一年前有了明
显进步。

这里一年 12 个月风吹不断。空旷
的训练场狂风肆虐，入口处一堵显眼的
高墙显得尤为挺拔。

这面墙上展示着他们珍视的东西：
墙的正面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
斗标语，背面是被评为“金猎隼”的官兵
姓名以及他们载入史册的故事。

坐在返乡列车上的刘潇，也是“金猎
隼”之一。今年 8月，受领奖章时，已经
做好退伍准备的刘潇刻意避开了领导的
目光。

其实，他不必感到愧疚，使命的接力
棒总会在新老交替中传承下去——

今年 9月，数百名刚穿上军装的年
轻人来到这里。到站的铃声响了，车内
车外安静下来。

火车缓缓停靠站台，又一群年轻人
趴在窗户上与迎接者对望，期待的情绪
达到顶峰。

一场没有终点的融合之旅
■田建忠 本报特约通讯员 汤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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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故事始于一场特别的“会师”。
2017 年 4月，当一道道明亮如炬的目光汇聚到新

疆军区某新型作战旅时，从几十个不同单位而来的官
兵也汇聚在了一起。

尽管春寒料峭，但“融合”仍像春笋一夜冒尖，静悄
悄地发生了。

营区待建，他们就借用一处荒废近 10年的营院作
为临时驻扎点。

那里的一切，似乎都与“新”无关。建于20世纪的砖
结构建筑里，没有办公楼，没有澡堂，也没有家属院;办公
室里没有一台电脑，宿舍里的桌椅和板凳都是借来的；炊
事班的灶台上，拇指厚的灰尘附在黑黢黢的油烟垢上；道
路两旁除了几棵被风吹得光秃秃的树，再无绿色……

一番改造和修缮后，官兵们有了新家。这支装备
高尖、技术含量高的新型作战旅必须面对的另一个现
实是：他们没有一部可参照的大纲，部队建设几无经验

可循。
很快，部队遭遇“败仗”——参加陆军“侦察奇兵-

2018”比武竞赛，总评成绩倒数第二；参加上级组织的
年度军事训练考核，仍以总评倒数第二的成绩收场。

一时间，压抑的情绪充斥着整座营区。
白手起家，“融合”之后的他们，会在怎样的“催化”

中不断加速？遭遇挫折，他们将以怎样的姿态追赶？
一支新型作战力量发展建设的探索由此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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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新疆军区某旅官兵迎风踏雪拉
练，前行的脚步矫健坚定。

田建忠摄

图②：一次次扑倒，一次次挺立，官兵
们身上有种永不服输的劲头。

耿华志摄

图③：爬坡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巨大
的进步。

汤文元摄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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