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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晌午，阳光明媚。东部战区海
军某旅 23名官兵，军容严整地登上一列
动车。

这天，该旅接兵干部邓帝与 2名士
官一起，接到 20名结束新训准备下连的
新兵后，按计划乘坐动车前往部队驻地。

中午时分，列车长和乘务人员推着
一辆餐车来到邓帝座位旁，告诉他，一
位女士为他们 23人订购了午餐和晚餐，
共计46份盒饭。
“列车长，感谢这位女士，但我们不

能随意接受这样的馈赠，能否退回去？
或者请将她的座位号告诉我，我们当面
感谢她，并将餐费还给她。”邓帝还是第
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随后，在乘务人员带领下，邓帝一
行人来到这位女士的车厢。定睛一
看，中士蔡新波不由自主地轻呼：“是
您啊！”

原来，登车前，蔡新波与这位女士
有过一面之缘——当时，官兵洪亮的口

号、整齐的队列、严整的军容，让这位女
士竖起大拇指……

在询问姓名后，邓帝真诚地说：“兰
女士，感谢您准备的‘爱心餐’，请允许我
们把1840元的餐费用微信转账给您。”

兰女士微笑着摆了摆手：“不用客
气，你们一路上辛苦了。我和我的儿子
都很敬佩军人，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在
随后的交谈中，兰女士告诉邓帝，军人
保家卫国，她一直希望自己的儿子像军
人一样勇敢坚毅。

兰女士坚持不肯收钱，官兵心里十
分过意不去。一名新兵红着脸询问带
队干部，他包里有一个苹果，能否把苹
果送给兰女士表示感谢。

小小的苹果承载着满满的情谊。
收到苹果后，兰女士非常高兴，她紧紧
握在手里连连说：“这是我收到最特别
的礼物。”在官兵再三要求下，兰女士留
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和通信地址。

动车到站后，官兵面向列车敬了一
个标准的军礼，用军人最质朴的方式，

向车厢内的兰女士送上最诚挚的谢意。
回到营区，他们联名给兰女士写了

一封感谢信。由于有 5名新兵到站后便
第一时间奔赴海岛，在那封信上，只有18
个人的签名。同时，官兵还将 1840元的
餐费，一并汇给远在苏州的兰女士。

官兵在信中写道：“感谢您，是您用
一份深情温暖了我们的心，让我们深感
作为一名军人的自豪……这份沉甸甸
的心意，我们无以为谢，一定会用优异
的成绩回报您的爱心。”

列车上，一位女士悄悄为东部战区海军某旅新兵订购盒饭—

“爱心餐”温暖新兵心田
■郑延坤 本报特约记者 张容瑢

编者按 有一种成长，叫告别新训；有一种破茧，叫新兵下连；有一种记忆，叫下连路上。新年伊始，一批批新兵经
过 3个多月的摸爬滚打，带着青春梦想奔赴军旅新起点。寒冷的季节，暖暖的感动。东部战区海军某旅和新疆喀什军
分区某边防团的新兵们，在下连途中感受到了来自社会的尊崇和别样的温暖。

本报讯 杨军舰、记者牛辉报
道：元旦前夕，一场军营版《等着我》
在第 78集团军某旅真情上演，让基层
官兵为之感动。失去联系的两对母
女相见，在该旅成为一段佳话，更成
为该旅一线带兵人知兵情、懂兵心、
解兵难的生动范例。
“情感架起了人与人沟通的桥

梁，对于带兵人而言，只有倾注真情
关爱士兵，才能获得士兵的信任认
同。”据该集团军领导介绍，他们组织
各部队深入开展知兵情活动，要求各
级带兵人坚持按责知兵、科学知兵、

常态知兵、深度知兵，切实想战士所
想、急战士所急、解战士所难，提出
“自然情况清、家庭婚恋清、成长经历
清”的要求，倡导开展引导式、启发
式、鼓励式谈心交心活动。
“带兵讲究艺术，只有付出真心

真情，才能带出有凝聚力的集体。”帮
助 2名女兵找到失去联系的亲生母亲
的暖心故事，引起许多官兵共鸣。某
特战旅二营五连副小队长田武深有
感触地说，带兵人对士兵是真正关心
还是表面关心，是一直负责还是一时
负责，战士心里最清楚。

第78集团军常态化开展知兵情活动

“寻亲记”点燃爱兵情

寒冷的季节，爱在静静流淌。
林海雪原雪花飞舞。此刻，第 78

集团军某旅上等兵刘利君和卢倚帆心
里却是暖暖的——在指导员徐璐的帮
助下，她们分别见到了失去联系的亲
生母亲。

这事还要从半年前说起。2019 年
的一天，徐璐组织全体女兵与家人视频
连线，为妈妈送上祝福。

那天，女兵们笑容满面地拿着手机，
给妈妈送上祝福。让人奇怪的是，刘利
君和卢倚帆却始终没有给妈妈发视频。
是家中出现变故，还是另有隐情？细心
的徐璐注意到这个情况，分别找刘利君
和卢倚帆谈心。可不管指导员如何询
问，两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

时间匆匆而过。看到刘利君和卢
倚帆心事重重的样子，徐璐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无论日常训练还是工作生
活，徐璐都对她俩格外关心关注。利
用不同的时机场合，徐璐多次找到刘
利君和卢倚帆拉家常，她俩终于敞开
了心扉。

刘利君小时候，母亲因故离开了
家。卢倚帆的经历与刘利君相似，她从
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

这么些年，她们都未见过自己的亲
生母亲，她俩的性格都很内向。聊起对
母亲的思念，她俩满脸泪水：“想妈妈，想
见妈妈。”

为了实现她俩的愿望，徐璐决定帮
助刘利君和卢倚帆与她们的母亲相
见。当时，刘利君和卢倚帆对各自母
亲的了解仅限于名字，而且都没有联
系方式。

于是，徐璐拨通了刘利君父亲的
电话，问到了刘利君外祖父的名字和
居住地。此后，徐璐又千方百计协调
当地县人武部，找到刘利君的外祖父
和外祖母，最终联系上了她的亲生
母亲。

一周后，徐璐又联系了卢倚帆的父
亲。诚恳沟通后，徐璐拿到卢倚帆母亲
的电话号码。

不久前，在旅领导的大力支持和连

队战友的真诚邀请下，两位母亲先后来
到连队，与自己多年未见的女儿相见。
见面时刻，刘利君和卢倚帆与自己的亲
生母亲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泣不成
声……这一幕，让在场的许多战友为之
动容。

亲情的力量是巨大的。刘利君和卢
倚帆与母亲相认团聚后，性格开朗了，工
作越干越带劲。2019年年底，两人双双
被评为“优秀义务兵”。

战友相助，2名女兵在军营与失去联系的亲生母亲相见—

军营版《等着我》真情上演
■高 旭 本报记者 牛 辉

黎 明 尚 未 破 晓 ，窗 外 仍 是 一 片
漆黑。

新疆喀什军分区新兵团班长茹丽
坤早早起床，为即将奔赴高原的新兵们
准备氧气袋和抗高原反应药品。

作为一名老兵，她深知这条上山路
的不易——海拔升高后，严重的高原反
应会让人头疼欲裂、恶心眩晕。

临出发前，茹丽坤挨个叮嘱大家：
“穿厚点，高寒缺氧切不可盲目跑动。”

即将上山的 13名新兵，个个都是大
学生。3个多月的新训生活，让这批新
兵锻炼出了较为强健的体格，但高原边
防的艰难考验还在前方。

该边防团戍守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
上的高原，自然环境恶劣。从新兵团乘
车到边防团团部有 360 公里，需坐一整
天的车，途中海拔落差达2000多米。

上午 9点，马达轰鸣，车队上路了。

山路蜿蜒，海拔不断攀升，窗外越来越
荒凉……

路过沿途村落，少数民族小朋友见
到军车，立即停止玩耍向车队敬礼，新
兵们也纷纷举起右手回礼。这一刻，新
兵们的自豪感从心底油然而生。

下午1点，车队安全通过海拔4230米
的雪山达坂。翻过达坂，带车干部下令停
车、准备午餐。刚下车，2名新兵就开始呕

吐，随车军医肖时迁赶忙跑来检查：“这是
山路颠簸导致的晕车现象，不是高原反
应，喝点水、吃些东西，缓缓就好。”

晚上7点左右，车队到达团部。老兵
们敲响了锣鼓，夹道欢迎新战友的到来。

为了迎接新战士，团长特意嘱咐炊
事班根据新战士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
族的实际情况做了几道家乡菜。坐在
桌前，3个多月新训都没哭过鼻子的几

名女兵眼眶湿了。“像回到家一样温
暖。”蒙古族女兵那日嘎拉说。

来到高原的第一个夜晚，高原反应
没有想象中那么强烈。准备就寝前，班
长送来抗高原反应的药品和氧气袋。女
兵丁晓杰心里暖暖的，她看了看窗外高
原上的明月，坚定地说：“从今天开始，我
正式成为了一名戍边军人，今后我就在
这里守护您——我的边防、我的祖国。”

汽车上，新疆喀什军分区13名大学生新兵满怀憧憬奔赴高原—

“边塞行”全程爱意相伴
■姜胜民 李小龙 本报特约通讯员 胡 铮

新兵下连 一路春风

本报讯 赤鹏军、特约记者杨磊
报道：近日，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训
练空域内铁翼飞旋，一架直-10型武
装直升机忽而悬停、忽而俯冲，完成
一系列飞行动作后顺利着陆。跃出
机舱，该旅特级飞行员姚海忠兴奋地
告诉记者，部队主战直升机列装院校
首飞开训，标志着院校教学装备与部
队训练衔接更加紧密。

陆军航空兵学院承担着陆航直升
机飞行员的培养任务。然而多年来，
该学院教学用直升机落后于部队主战
机型，学员毕业到部队要重新改装训
练才能成为战斗员。为缩短飞行人才
培养周期、提升培养质量，他们经多方
论证，通过拟制装备编制需求、申报调
配补充计划、积极协调上级核准，最终
实现部队主战直升机列装院校。

新机型列装引发人才培养模式
变革，倒逼师资队伍不断优化，促进
学员素质全面提升。该院紧前谋划
首批 6名飞行教员完成该机型改装，
并将学院的旅营连三级教学骨干纳
入计划，逐年完成飞行教员改装训
练；遴选部分尖子学员在完成正常训
练后，深学深训改装新机型；邀请
直-10型武装直升机总设计师和试飞
专家授课，全面讲解该型直升机的基
本原理、操作要领、维护细则；派出骨
干赴作战部队学习该型直升机实弹
射击的组织和保障方法，将实弹射击
纳入教学计划。
“院校教学与部队训练紧密衔接，

培养的飞行员才能更好地适应部队、
建功部队。”跟班飞行的学院领导向记
者介绍，下一步，将有更多数量、更多
类型的新型直升机陆续列装院校，推
动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加速
成长。

上图：陆军航空兵学院开展直-10

型武装直升机飞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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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北部战区陆军某

合成旅利用严寒条件砺兵，组

织官兵围绕隐蔽侦察、掩护冲

击、抢救伤员等课目进行强化

训练。

张居俊摄

※ ※

冬日岭南，骤雨初歇，浓雾弥漫。
1月 13日下午，记者走进联勤保障

部队某弹药仓库训练场，一场野战条
件下的弹药支援保障训练激战正酣，
从仓库领导到普通一兵，全员全装投
入训练，浓郁的实战气息扑面而来。
“保管员、操作手就位，展开作

业！”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只见保管
员认真核查弹药品种、数量和质量等
级，搬运机械操作手使用伸缩臂叉
车、手铲车等多种搬运机械同步展开
作业。
“车辆迅速调整到位，做好发出装

载准备！”停车场内，汽车排排长牛斗接
到任务后，迅速指挥驾驶员协同配合，
调整车辆到指定区域，做好弹药装载准
备；弹药储存区，叉车驾驶员张钱钱在

队友引导下，娴熟地操作野战叉车在弹
药箱间穿梭，叉垛、抬臂、码垛……将弹
药物资精准装入野战运输车。

突然，对讲机响起：“伸缩臂叉车
出现不明故障。”
“改用双向行驶高速野战码垛机

和升降渡板进行装载作业！”指挥员迅
速提出解决方案。搬运机械操作手闻
令迅速将故障叉车驶离，其余人员立
即更换弹药装载方式，保管员利用手
铲车搬运弹药箱，配合升降渡板进行
弹药装载。

突发故障如何做到快速应对？仓
库领导介绍，今年开训以来，他们在延
续传统保障方法的基础上，探索多种
新型装载方式，提高官兵在复杂环境
下高速机动搬运作业能力。

“各组注意，出发！”15时许，弹药
装载完毕，指挥员一声令下，所有车辆
迅速启动，各组向目标地域编队前
进。车辆行驶一路，“敌情”伴随一路，
突遇小股“敌特”袭扰、一辆运输车突
发机械故障……指挥员果断处置，警
卫班战士迅速警戒防护，保证弹药物
资安全；车辆修理员快速抢修，恢复车
辆机动能力，确保及时将弹药运输至
指定地域。

18时 30分，任务顺利完成。车队
返回途中，他们又随机增设“敌”卫星
过顶侦察、通过“染毒地带”等“敌情”，
检验官兵应急处置能力。

返回营区后，官兵随即进行复盘
总结，围绕训练中暴露出的短板弱项
探寻解决对策。记者翻阅官兵梳理
的问题清单和整改措施看到，每一条
都紧贴实战需求，每一项都突出补齐
短板。

兵不可一日不练，战不可一日不
备。记者深信，随着后勤实战化训练
不断深入，联勤保障力量定能在关键
时刻拉得出、供得上、保得好，为未来
战场提供可靠的“火力支持”。

弹 无“ 虚 发 ”
——联勤保障部队某仓库弹药支援保障训练见闻

■本报记者 赖瑜鸿 通讯员 赵 航 柏潇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