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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过腊八，湖北省十堰市六斗村
就有了年的喜庆气息。进出村口的道
路上，村民们从一个集市赶往另一个
集市，选购着心仪的年货。

1月 6 日上午，当一辆印有“幸
福专车”醒目大字的轿车停在村头，
立刻引起来往村民们的围观。车门打
开，身着阅兵服的第 71集团军某旅四
级军士长张勇，一下车就成了人群中
的焦点。胸前两枚闪闪发光的军功
章，更是将他衬托得威武帅气。

随着簇拥的人群，张勇手捧鲜花
径直走向六斗村小学。今天，他要完
成自己的幸福目标——向自己的相恋
女友张珍求婚。

幸福的背后总有着感人的故事。
作为单位的专业训练尖子，张勇

相继担任班长和代理排长职务，多次
在比武中摘金夺银。2017年，他和张
珍由相亲而结识，很快坠入爱河。经
过一年多的相恋，正当两人商议步入
婚姻殿堂时，张勇却接到了参加国庆
阅兵选拔的通知。

在张珍鼓励下，张勇全身心投
入，经过多轮考核成功入选。阅兵训
练十分辛苦，张珍用她及时的关心和
鼓励，帮助张勇战胜了一个个艰难挑
战。国庆阅兵当天，从电视里看到张

勇所在的战旗方队威武走过天安门广
场时，张珍激动地鼓起了掌。那一
刻，张珍觉得，以这样的方式守护爱
情，幸福而又自豪。

阅兵结束回到部队，张勇归心似
箭，想尽快休假与张珍完婚。岂料，
恰逢单位组织实兵对抗演习，营连在
征求张勇意见时，他犹豫了：他想参
加这场演习，又不忍让张珍再继续
等待。
“去吧，你的世界金戈铁马。我

愿执一盏明灯，静候你归来。”得知
情况后，张珍以浪漫的回答，抚平了
张勇内心的忐忑与愧疚。演习中，凭
借着过硬的军事技能和顽强的战斗作
风，张勇出色完成各项对抗任务，并
荣立三等功。
“子弟兵专心练兵备战，他们的

幸福由我们助力实现！”前不久，在
一次双拥恳谈会上，驻地退役军人事
务局领导听说了张勇的事迹，又了解
到从军营到张勇家乡需要几经转车，
当即表示将提供车辆送张勇回老家举
办婚礼。

会上，他们还与旅里商定，由退
役军人事务局牵头，引入驻地更多的
社会拥军力量组建“幸福车队”，送
官兵回家过年、接军嫂来队团圆，并

承担路途中的食宿等费用。
1月 5 日，张勇在战友们的欢送

下，乘坐第一波次“幸福专车”踏
上返乡路程。

出发前，张勇联系上了张珍所在
的学校。当校方得知是一名优秀军人
向学校老师求婚时，当即提议为他们
策划一场特殊的求婚仪式。师生们利
用课余时间，在一间空闲教室里布满
鲜花、气球、彩带，还有一面贴满张
勇和张珍合影的照片墙……

1100 公里，13个小时。一路上，
张勇的脑海里，不断回放着他和张珍
在一起为数不多的幸福时光。来到学
校后，张勇躲在教室里，张珍则被师
生们蒙上眼睛引导前来寻找“惊
喜”。当眼罩揭开那一刻，看着一身
戎装手捧鲜花的张勇向自己求婚，张
珍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感谢你这些年的陪伴与付出，

我的军功章里有你一半功劳……”在
众人见证下，张勇为张珍戴上了婚
戒。那一刻，沉浸在莫大幸福中的张
珍感受到了作为军嫂的自豪与光荣。

等到放学，霏霏雨丝氤氲成朦胧
烟雾，遮掩了群山。张勇和张珍坐在
“幸福专车”里，摇下车窗和大家作
别，开启了下一段幸福的旅程。

坐上“幸福专车”去求婚
■本报记者 陈 利 特约通讯员 杨琪潇 薛维高

记者探营

第72集团军某旅装步五连有两名官兵是亲戚：表哥陈爱国优秀士兵提干，表弟张拥军正在备战军队

院校考试。瞧！训练间隙，连队组织官兵展开哑铃对抗赛，这表兄弟俩谁也不服谁。 张 毛摄

从连长手里接过“红旗车驾驶员”证
书，我脑海里迸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感
谢班长刘明星，还有同班的10个战友。

那天，收到评选通知，每个班只能推
荐一个人参评，刘班长当即决定用民主
投票的方式选出候选人。没想到，我从
“体能一哥”朱一林、“维修好手”扎西等
“高手”中胜出，并最终当选。

这不，为了感谢大家在关键时刻对
我的支持，我顶着刺骨寒风，跑遍整个县
城，买齐大家平时爱吃的一些美食，急匆

匆赶回连队。
我一回到班里，就摆在桌上，大家便

“呼”地一下围了过来，开始大快朵颐。
看着大家狼吞虎咽的样子，我内心满是
欣慰。
“你小子平时挺节约，今天咋这么大

方？”面对刘班长狐疑的眼神，我赶紧小心
翼翼地解释道：“我当选为‘红旗车驾驶
员’，离不开大家的支持。今天这点意思，
就是让大家和我一起分享成功喜悦！”

一听这话，朱一林赶紧擦了擦嘴角
的油渍，在我胸前捶了一拳：“对照你参
与编写的《驾驶员行车规范手册》，我改
正了不少陋习，所以才投了你一票！”
“重装运输车驾驶员集训中，你表现

得最出色，为咱们班争了光！我迟迟掌
握不了动作要领，你还手把手陪我练习

到深夜……”扎西轻轻抿着奶茶，向我做
了个鬼脸。

接着扎西的话茬，兵龄最小的徐龙
笑嘻嘻地说道：“你驾驶 7年未出现一起
事故，还经常向我传授经验……”
“一人获奖，全班光荣。大家推荐你

参评‘红旗车驾驶员’，是因为你优秀。”班
长马上话锋一转，“但请吃吃请不应该，这
顿饭，咱们12个人AA制！”

听到这里，我不禁低下了头，脸颊有
点发烫，既惭愧又感动。饭后，大家纷纷
通过手机微信，把钱转给了我。
“质朴的战友情谊不该被物化，保持

清清爽爽的内部关系，才能形成强大的
凝聚力和战斗力。”明白这个道理后，我
工作起来更有劲了。

（吴 明、孙 晨整理）

“这顿饭，咱们 12个人AA制”
■第76集团军某旅勤务保障营中士 赵泽宇

“真没想到，这一仗竟然输在了‘人质’
身上！”隆冬季节，武警江苏总队常州支队
机动中队组织的一次反劫持课目演练中，
小队长黄佳因为行动失败懊恼不已。

按照演练预案，“暴徒”劫持“人质”
后，由黄佳带领特战队员依案进行处置。
起初的营救十分顺利，可就在小队撤离途
中，一名“人质”利用队员调整护送位置之
机，突然掏枪射击，造成多人“伤亡”。复
盘时，黄佳才得知，蓝军从一开始就留了
后手，让“暴徒”混迹在“人质”当中。

不仅如此，演练中，蓝军各种怪招
层出不穷，隐真示假、门后设雷、墙角埋
伏……让不少特战队员吃了不少苦头。

今年以来，为着力解决“敌情”来源全
靠通报、研究地形只盯沙盘、情况处置严格
依照预案等与实战不符的问题，这个支队
采取不同专业分队“互为对手、互设危局、
互相检验、同步提高”的对抗组训模式，整
合训练资源，变独立组训为同步合训，逐条
细化完善侦察、通信、排爆、射击等10多个
课目的单兵训练对抗方式、手段，探索出一
整套行之有效的训练方法。

暴徒伤害人质时如何处置？遭遇
埋伏情况下怎样行动？训练场上，一场
场对抗训练轮番上演。他们将“历演不

衰”的作业想定和演练方案拿到不同地
域、不同天候和不同对手条件下进行实
战检验，困局险局、刁钻极端的情况频
频出现。对抗结束后，他们现场组织复
盘检讨，相互挑刺亮丑，针对训练中暴
露出的短板弱项，完善预案，限期整改。

对抗式训练让官兵吃尽苦头，更尝
到了甜头。课目演练告一段落，黄佳翻
看手中的笔记本，演练中出现的问题被
他用红笔清晰标注，“这些都将成为日后
组织训练、遂行任务的宝贵财富。”据了
解，新的对抗组训模式实行以来，官兵们
在“磨刀石”的砥砺下锋芒更锐，先后出
色完成大项任务 7个，9项训练纪录被刷
新，部队遂行任务能力显著提升。

创新训法，“特战尖刀”锋更锐
■席伟新 沙子钺

一线直播间

前不久，北部战区陆军某炮兵旅展
开一场实弹射击训练，当最后一门故障
火炮顺利完成长距离机动，赶在截止时
间进入发射阵地，该旅修理分队二级军
士长张新昌抚摸着他研发的修理工具，
心中长舒了一口气。
“不准备条幅标语，不制作展板石

刻，不为洗漱台垒砖修形、不为石子路
标齐划线……”此次外训动员会上，该
旅党委下令删繁就简、轻装简从，所有
与打仗无关的东西统统不带，引得官兵
拍手叫好。

然而，就在部队开拔前，张新昌的上
百件火炮底盘维修工具在地方厂家完成
了批量生产。旅党委临时决定，将这些
原本由修理分队携带的工具分散配发到
各个营，并让张新昌组织一次火炮故障

分析排除和修理场地搭设集中授课。
但是麻烦来了。这些修理工具虽

然轻巧实用，但毕竟数量众多，加上与
之配套使用的空气压缩气泵、喷头和平
衡轴、液气悬挂器等火炮备件，每一个
主战营都多出了半卡车的物资，行军机
动能力随之受到影响。有的官兵有了
怨言：火炮出现故障，营连自主保障维
修，那还要修理分队干啥？张班长分明
是在“责任甩锅”！

而张新昌也有自己的苦衷。在 3
年前的某次重大演习中，经过百公里机
动，火炮发动机损耗严重，由于行军队
列长，从接到命令到赶赴现场、分析故
障、搭设场地，再到准备附件、展开修
理，全程只有一个修理班负责，进度极
为缓慢，延误了战机。

无奈之下，为了提升战场抢修效
率，张新昌开始组织研发“即插即用”的
维修器材。这里面掺杂了一点他的“小
心思”，就是把一些维修器材配发到营

连，遇有故障可以紧急处置，旅领导对
此表示赞同。

消除异议，最好的办法就是用行
动证明。陌生地域沟壑纵横，不少弹
坑、战壕被绿草掩盖，成了隐形“雷
区”，不少火炮因为避让不及引发故
障。这一次，张新昌没有直奔某个点
位，而是一边远程指导各炮班利用刚
下发的维修工具，进行维修场地构设
和简单的故障处置，一边穿梭于各营
连之间，区分故障的轻重缓急，有重点
地组织维修。
“这半车物资带得一点也不多余！”

渐渐地，官兵们理解了旅党委的良苦用
心：轻装简从也要坚持战斗力标准，必
须根据部队遂行的作战任务和战场环
境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与打仗无关的坚
决不带，与打仗有关的少带还不行。

思想疙瘩解开了，大家都为张新昌
点赞：还是张班长想得深、看得远、做得
实啊！

主战营为何多出半车物资？
■本报记者 宋子洵 通讯员 刘星楠 徐泽廷

笔者走访基层，不少战士反映，有的

带兵人官威十足、脾气很大，具体表现为：

喜欢居高临下，要求“事事都要汇报，干啥

都要允许”；批评教育“难见好脸色”，往往

是“他说你听”，不准申辩，只能接受；平时

讲工作居多，谈生活甚少，很难推心置腹

地交流沟通……久而久之，造成官兵关系

不和谐，大家对其敬而远之，唯恐避之不

及，一道无形的“心墙”渐厚渐长。

分析这些现象，不难发现，造成带兵

人与战士之间隔阂的根本，在于带兵人

不愿降低身段，工作和生活中习惯于发

号施令，用行政手段施加管理，沟通交流

缺少亲近感。

平等才有友谊，真心赢得信任。打

破这种隔阂，其实也不难，就是带兵人要

放下架子、扑下身子，人在兵里、兵在心

中。部队建设的主体力量是战士，基层

凝聚力的决定因素在兵心。所以，作为

一线带兵人，“缩小”自己、不抖“威风”，

从内心深处走进战士的“朋友圈”，显得

尤为重要。

一方面，要保持战友心态，淡化

“领导意识”，少点官气，多些和气。与

战士面对面工作、心贴心交流，一张桌

上吃饭、一条板凳谈心，用尊重和平等

的姿态，关心爱护战士，使之感受大家

庭的温暖。

另一方面，要注意态度语气，李云龙

式的骂骂咧咧并不适用于今天的兵。在

和战士沟通时，要说真心话，讲家常话，

在同频共振、心心相印中消除距离感。

同时还应换位思考，抓管理、作决定，多

设身处地为战士着想，消除因沟通不畅

或误解而产生的对立情绪。

当然，放低身段不是放松标准。如

果战士本身自律意识强，尊重领导、关心

同志、团结集体，带兵人自然应“拉平身

段”沟通交流；相反，如果战士自身要求

不严，不懂得礼节礼貌，带兵人就必须严

格要求，严格管理。

说到底，带兵关键要解决好对战士

的感情和根本态度问题，你把战士放在

心上，战士自然会尊重你，服从你；你视

官兵为兄弟，官兵就会视你为亲人。官

兵关系友爱和谐了，无论干什么，都会凝

神聚力、团结向上。

这样的“威严”还是少点儿好
■骆元明 杨贵良

1月7日，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组织特战队员开展战术、攀登、擒敌、特战小队综合演练等多个实战化课目训练，锤

炼特战队员技术战术水平。 余海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