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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新兵连 走好兵之初

时隔两年，笔者再次来到东部战
区海军某旅雷达站。某雷达操纵班班
长李鹏飞欣喜地说：“这次你来得正是
时候，旅里给连队安装了供暖设施，
不会再挨冻了。”

东南沿海也会大雪封山，如果不
是亲身经历，谁也不会相信这里的连
队也曾为冬天取暖而发愁。

这个雷达站位于一座海拔近 700
米的山上。站在山上既可以眺望辽阔
的大海，又可以俯瞰整个城市。

两年前的冬天，我们第一次来到

这里采访。恰巧赶上大雪封山，路上
积雪导致车轮严重打滑，只能下车扶
着护栏一点一点往山上挪，6公里的
山路硬是走了两个半小时。

官兵们说，山上雾大风大，夏天
很凉快，冬天却很冷，下雪了更冷。
他们晚上睡觉都要盖两床被子，有时
还要将棉大衣压在上面，就这样也不
觉得多暖和。

这次到达连队的当晚，跟着李鹏
飞去查寝，发现官兵们只盖了一床军
被，棉大衣也整齐地放在内务柜里，

而在床头靠墙的地方却多了一组暖气
片，用手一摸，还很烫。来自东北的
战士张鑫磊兴奋地说：“现在老暖和
了，和家里一个样儿！”

不仅如此，旅里还为该站配备了
电热水器、浴霸等卫浴设施，保证 24小
时不间断热水供应；晾衣房、宿舍楼内
还配置了烘干机和除湿机，衣服久晾
不干、房间潮湿等情况得到明显改善。

作为旅里第一批被列入取暖工程
试点单位的受益者，连队官兵们都
说：“这个冬天真的很温暖！”

东部战区海军某旅—

高山连队温暖过冬
■张望飞 本报特约通讯员 孙 阳

一碗软糯的燕麦大米粥，一份佐
餐小菜。早饭时间，武警聊城支队卫
生队内，饱受肠胃炎折磨的勤务保障
大队警勤中队战士尹昌兴面前摆着自
己的专属“病号饭”。
“以往的‘病号饭’虽然色香味

俱全，但有时并不适合病人吃。现在
的‘病号饭’不仅好吃，营养也得到
充分保证。”尹昌兴对此深有感触。

在该中队食堂民主公开栏，笔者
看到一张特殊的食谱，上面清晰标注
着病情以及对应食物。
“不同病情对于食物和营养的需

求不同，我们为此制定了病号专属食
谱。”对于食谱中的内容，炊事班班
长白凡龙侃侃而谈，“感冒发烧以清

淡饮食为主，患消化道疾病则宜食易
消化的半流食或流食，骨折要吃富含
蛋白质和促进钙吸收的食物……”

去年初，该支队提出“伙食精细
化管理要出实效”理念，坚持按标准
搞供应、依制度抓管理，推进后勤伙
食管理从食材摆放整齐化向食品制作
科学化转变，真正发挥基层伙食保障
“能顶半个指导员”的作用。

在一次检查中，该支队保障处发
现某中队一名腹泻病号面前竟摆着肉
类食品，各中队对于伤病号的一日三
餐仍停留在“特殊关照，做好做多，
上鸡上鱼”层面，缺少科学指导和对
症饮食。

为此，他们邀请驻地医院的营养

学专家为基层卫生员和炊事员开专题
讲座，传授相关知识。在严格遵守伙
食管理相关规定前提下，针对各类伤
病情，根据营养价值和采购实际，制
定切实可行的病号食谱。每周军医和
炊事员还会根据伤病员身体情况调整
食谱内容。

一名参加培训的炊事员说：“病
号食谱制作简单，食材易寻，最关键
是做菜有了科学依据，能为受伤生病
的战友提供更适合的伙食，让他们早
日康复，更快回归战位，我们打心里
高兴。”

病号食谱实行两个多月来，已经
为 10 余名伤病号提供了专属的营养
餐，获得了战友们一致好评。

武警聊城支队—

病号食谱专门定制
■孟铭浩

“你付出那么多努力才当上班长，
为啥突然撂挑子？”面对我的发问，弹药
输送班班长方冠政支支吾吾，只说自己
不适合当班长。

方冠政素质全面过硬，上进心十
足，从刚转上士官起就不断提出想当班
长。2019年 9月连队调整配备骨干，方
冠政梦想成真。结果没干俩月，他竟向
我提出辞职。

我沉默许久，说：“再好好想想。”我
也得好好想想，为什么一个干劲满满的
战士当班长没多久就要撂挑子。
“连长，这其实得怪您。”为了弄清

原因，我找来他班里老士官郭建峰了解
情况，没想到他开口就让我一愣。“平
时布置工作，你把我俩都叫过来，他回
班安排时就没什么底气，频频看我；减
少了他应负责的工作，让他觉得在骨

干中矮了一头；你还直接插手管理班里
事务……大家私下议论说你对他当班
长并不放心，他越干越没信心。”

全连十几个班长，方冠政最年轻，
我本想扶上马再送一程，于是交待他班
里有着 11年兵龄的郭建峰多帮助他工
作，把一部分本该方冠政负责的教学内
容给别人，替他减轻负担。而且，他们
班的战士如果冒泡犯错，我也会直接叫
来批一顿，帮他压压“刺头”……

万万没想到，这些帮带却让方冠政
误认为是不信任，反而给他带来了困
扰。我思考良久后下定决心：既然将他
放在了班长岗位上，就要充分信任他，
放手让他去干。
“你这么年轻，连队让你当班长是

因为你能力够，相信你能干好！”我把方
冠政叫到房间，拿出连队花名册，从各

方面分析，指出最适合这个班长岗位的
就是他。
“可是之前……”方冠政迟疑道。
“我只是想帮你一把，没想到让你

误会了。”我拍着他的肩膀说，“现在帮
扶期结束，你可以独当一面了。”说着，
便把他的辞职报告塞进碎纸机。

我又趁热打铁：“现在营里有个示
范任务，标准要求很高，我觉得最适合
你来搞，你有没有信心？”
“有！”他立刻回答。
没有了刻意关照，方冠政终于放开手

脚，带领弹药输送班接连出色完成任务，
在连里的威信不断提升。看着他在班长
岗位上越干越起劲，我更加深刻意识到：
官兵成长需要支持，而信任他们就是最大
的支持。

（周 强、屈凯明整理）

信任，就是最大的支持
■第82集团军某旅榴炮二连连长 郑学礼

冷雨、低温，35公里徒步拉练。在
帐篷中度过了寒冷的一晚，新兵们还能
坚持吗？
“北方人第一次见到了橘子树！”

新兵徐鹏程很是兴奋，前十几公里走
得很轻松，还有心情欣赏沿途风景。
但渐渐地，就只有累和疲惫了，“最后

阶段真要顶不住了，脚痛，腿痛”。走
到营区附近一所小学时，他和战友的
体能都已近枯竭。
“哇，解放军叔叔！”“解放军叔

叔！”行至小学大门，一群刚刚放学的
小朋友看到了他们，此起彼伏地打招
呼。

虽然很疲惫，但徐鹏程不自觉地挺
直腰板儿、挺起胸膛。因为，自己也成了
小朋友口中的“解放军叔叔”。

记得小时候，一次上学路上，一辆
满载军人的卡车从旁边驶过，小学生徐
鹏程一边兴奋地叫着“解放军叔叔”，一
边追着卡车奔跑。徐鹏程说：“我当时
就觉得他们特别帅！虽然吃了一嘴土，
但还是很开心！”

还有一次，他们借用小学操场进
行体能训练，一个戴红领巾的小女孩
向行进队伍敬了一个少先队礼，徐鹏

程很激动，“我很想回一个军礼，但因
为在队列中不能随便回礼，我便挺胸
抬头，把手臂摆得更直”。他说，当时
那种军人的使命感和荣誉感油然而
生。
“冲啊！”徐鹏程和战友们呐喊着，

在小朋友的加油声中，迈开疲惫的双
腿，一步、两步，加速、冲刺。35公里，没
有一个人放弃，徐鹏程和战友顺利完成
第一次徒步拉练。

回顾 3 个月的新训，徐鹏程在
体会中写道：高中时，爸爸曾对我
说“国家这么安全是因为有人在替
我们站岗”。那时我还不能理解，
现在我有点懂了。 3 个月的新训生
活，让我理解了“军人”的含义，
学会了坚持、拼搏。下连之后还会
有很多挑战，我相信我能战胜每一
次挑战。

带兵人手记

基层暖新闻

这里有兵初长成
■本报记者 胡 璞 实习记者 徐 雯 通讯员 洪 伟

新年伊始，新兵陆续下到连队，开始转入专业训练阶段。
经过 3个月的新兵生活，他们迈出了军旅生涯的第一步。在这 3个月里，志愿报国的青年坚定了信

念理想，懵懂天真的青年懂得了使命担当……
新兵下连之前，记者走进东部战区陆军某新兵旅，体验了新兵连的“魔法”，见证了新兵们的变化。

这里，我们想分享3个新兵的故事，讲述他们由地方青年向合格军人的成长与蜕变。

张吉毓昀走进记者的视野，因为这
个充满时代气息的名字。

他说，来当兵是因为“不想变成废
人”，于是来“试试看”。

茫然，这是新兵们说起入伍动机时
经常提及的词。和很多 2000年前后出
生的人一样，伴随中国经济腾飞而成

长，张吉毓昀从小衣食无忧，做事只需
考虑是否喜欢。

学了十几年美术，但高考发挥失常
让他与心仪的学校失之交臂，于是随意
选所学校，随意过着大学生活。张吉毓
昀说自己仍爱美术，但不知道未来在哪。
“我来这里只有一件事不会，就是

啥也不会。”新兵生活着实让他吃了不
少苦头，什么都做不好，和谁都聊不
来。第一次手榴弹投掷训练，望着 30
米的及格线，他只投了 15 米。整理内
务更是让他头痛，最难熬的那段时间，
他甚至无法安心睡觉，只因起床后要叠
被子。他说心里想过离开。

转机发生在第一次3000米跑。对平
时不锻炼的张吉毓昀来说，开始很简单，
但一圈、一圈又一圈，终点好像遥不可及，
他的腿变得酸胀、沉重，像灌了铅一样。

不想再坚持了！就在他内心挣扎

时，背上传来了一股向前的力量。原来，
负责保障的新训骨干看到他的情况，便
跑过来，推着他一起跑。
“我真的很感动，当时甚至都不知

道他是谁。”张吉毓昀很感谢这关键的
一推，“我心里的锁‘啪’一声打开了，我
开始真正地接受了这里。”

心态转变，张吉毓昀对训练和生活
更积极了。被子叠不好，就重新叠，请
教战友，不断练习；手榴弹投不远，就一
遍一遍熟悉动作，找发力感觉……和战
友们相处的每一天也变得温暖而充实。
“最开始只想试试看，但现在我把

军营当成了人生的第二次机会。”张吉
毓昀坚定地说，3个月的时间，他看到了
自己的转变和进步。现在他定下一个
很明确的目标——考上军校，希望以这
种方式让自己在军营待得更久，成为对
军队、对国家有用的人。

很精神，行动间已有了军人气质。
在连队俱乐部，我们终于见到了“传说”
中的路顺、《我为什么来当兵》（本版
2019年10月17日刊发）一文的作者。

自述文章的发表，让路顺成了新兵
连的“明星”、各级领导关注的重点、“别
人班的新兵”。

但令人稍感意外的是，年轻的路顺

对此却很冷静，他说：“获得的荣誉、所
有的经历都已成过去，作为一名新兵，
我还没有做出什么成绩。”

就在这时，他的脚受伤了，要停训
休养。“如果我的脚没有受伤就还好，因
为我知道我可以做好。”路顺说。第一
次 3000米跑，他就跑进 13分，但受伤却
让他几乎缺席了所有训练。

脚受伤，成绩止步，恢复训练时间
未知，而大家都在关注着他的成绩，一
时间，压力排山倒海而来。路顺十分着
急，疼痛稍减，就找指导员要求恢复训
练，但指导员劝他从长远考虑先养好
伤。
“刚来的时候他整个人特别积极，

但受伤那段时间，他情绪波动很大，整
个人看着都消沉下去了。”副班长廖南
书一直在关注着路顺的变化。对于一
向“只要想做就能做到”的路顺来说，新
兵连确实让他经历了一些“挫败”：最初

一个都拉不起来的单杠，志在必得却错
失第一的演讲比赛……

急也没用，只能等。
一天，旅机关工作人员突然告诉

他，90 岁高龄的著名军旅作曲家姜春
阳，在看了他的文章后，有感而发创作
了歌曲《我为什么来当兵》（见本版2019
年12月3日报道）。这对正饱受煎熬的
路顺来说像一针强心剂，他说：“这让我
更坚信了自己的参军选择是对的。”

经过 3周的休养，医院检查结果显
示路顺的脚伤痊愈。训练恢复，成绩回
归，路顺找回了训练热情，最终在新训
结业考核中，个人总评优秀，3000米跑
甚至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

路顺说，在新兵连，他不只收获了
15 个考核课目的成绩单，也获得了重
新审视自己、定位自己、超越自己的机
会。下连了，他期待着再一次拔节生
长。

“ 我 找 到 了 奋 斗 的 目 标 ”

“我更加坚定参军的选择”

“我开始懂得‘军人’的含义”

（图片分别由胡桐治、李 磊、刘 拓摄）

当前，各单位年终评功评奖工作基
本结束。有的基层官兵向郝小兵反映，其
所在单位立功受奖者都是军事训练单项成
绩突出的官兵，而其他岗位人员即使本职
工作完成得再出色，也无法受到表彰。
《军队奖励和表彰管理规定》明确

提出，实施奖励和表彰向能打仗、打胜
仗聚焦，向战备训练、遂行重大任务和

基层单位、基层官兵倾斜，而且在一些
方面明确了具体比例。但问题是，有的
单位没有按规定执行，走了极端。

军事训练不是备战打仗的全部，战
备训练、遂行重大任务也不仅仅限于军
事训练领域。能打仗、打胜仗是个系统
工程，每个岗位对战斗力的贡献率或许
有所差别，但都不可或缺。在组织实施

表彰奖励时，必须坚持军事训练成绩
“一票否决”，也可适当向军事训练岗位
倾斜，但不能“一边倒”。每个领域表
现突出的人员都应受到表彰，这样才能
让各专业官兵都感到有干头有盼头。

文/姚 远、刘葆旭

图/杨俊滨、杨佳志

评功评奖：“倾斜”并非“一边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