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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样本

走上舞台那一刻，孔庆龙有点不适

应，但他还是迈着略显生硬的齐步，走向

了“C位”。他是武警大理支队第一个走

上“苍洱先锋人物”颁奖现场的新兵。

灯光透过晶莹的奖杯，折射在他脸

上，孔庆龙感觉一阵眩晕，仿佛又回到了

新训的日子。

3个月前，他同新战友一起迈进新兵

团的大门时，没人会想到这个身形瘦小的

新兵会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包括他自己。

第一课是叠被子，孔庆龙同排里的

其他25名新战友一样，用心记下班长教

的方法，用尺子在被子上打好折叠线，每

天一遍遍用膝盖、小臂挤压折叠线，用食

指和拇指给被角定型……入营后的第5

天，为了用力捋平被子上的褶皱，孔庆龙

一不小心磨破了膝盖，疼得豆大的汗珠

落在了被子上。

两周后，全排组织内务评比，孔庆龙叠

完被子后仔细观察一圈，觉得自己速度虽

然不快，但被子叠得标准比较高，应该能排

到前三名。排长宣布计时结束后，带领3位

班长检查验收。当他们走到自己的床铺前

时，孔庆龙感觉自己的心跳猛地加快了。

然而，排长宣布名次，孔庆龙并没有

听到自己的名字。他无比沮丧，为什么

自己如此努力还是没得到表扬？他第一

次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

内务评比的“失败”，让孔庆龙感到

了深深的挫折感。随后的一周，孔庆龙

看到被子就仿佛看到一座大山，让他有

点喘不过气来。那种“不论如何努力都

无法超越别人”的窒息感，让孔庆龙“放

弃”了内务卫生的争先。他想，既然内务

上没法争先，那就在其他方面再拼一拼！

1个月后，新兵团组织队列会操，考

官李红伟是参加过国庆70周年阅兵的

队列标兵。孔庆龙所在的新兵中队决定

由孟东阁担任队列指挥员，挑选10人上

场——孟东阁是孔庆龙的班长，也是第

一届“苍洱先锋人物”奖获得者。

几经观察，孟东阁没有挑选训练刻

苦的孔庆龙，因他“动作有点生硬”。最

终，中队取得了会操第三名的好成绩，每

一名参与者都得到了奖励——李红伟署

名赠送的笔记本。这，让孔庆龙的心情

彻底跌落谷底。

集体获奖的高兴，没能参与的失落，

擦肩而过的遗憾，数种情绪在孔庆龙心

里交织，像打翻了调味瓶般五味杂陈。

随着时间的推移，孔庆龙感觉越来越

“看不懂”自己：平时排长、班长经常表扬自

己，可自己从来没能为集体争光，也没能上

训练“龙虎榜”露脸。自己是真优秀还是真

失败？排长、班长难道只是在哄我？

转机来了。2019年底，支队开始评

选年度“苍洱先锋人物”，首次为新兵增

设2个名额。

孔庆龙听说这个消息时，心情很复

杂。中队决定，由军事比武积分排名确定

人选，不搞平均主义和倾斜照顾。

如果放弃，孔庆龙心有不甘；如果参

与，“龙虎榜”上的高手们都蓄势待发，自

己能成功吗？

班长孟东阁仿佛看穿了他的心事，

给孔庆龙看了一张照片，那是孟东阁参

加支队2017年度“苍洱先锋人物”颁奖

时的照片，上面的班长精神抖擞。孟东

阁鼓励他，“你综合素质不错，为什么不

拼一下，万一成功了呢？”

班长孟东阁的鼓励像一粒火种，点燃

了孔庆龙的心，但并未让比武一帆风顺。

3000米跑，他在冲刺时被反超，排

名第四；手榴弹投掷，孔庆龙一紧张误投

到了别人的靶区，最拿手的项目反而得

了零分。

这下子，孔庆龙彻底没了包袱，“放

手拼一下吧”。仰卧起坐、单兵战术、器

械、防暴弹投掷，他发挥越来越好，都得

到了不错的排名和积分。最终，孔庆龙

以4分的微弱优势，成功夺得第一名……

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将孔庆龙飘飞

的思绪拉回到颁奖现场。他将手中的奖

杯高高举起，自己仿佛得到了一次升

华。灯光穿透水晶，里面雕刻着几个大

字：爱军精武好战士。

新兵孔庆龙终于走向“C位”
■李 军

有时候，改变需要很

大的勇气

——“优秀义务兵”吴洋洋

踏上起跑线的那一刻，班长尚耀辉
看到新兵吴洋洋的眼睛在不停地转。看
得出，他又动起了小心思。一声令下，吴
洋洋如脱缰之马快速奔出，他的速度根
本不像一个常“泡”病号的新兵。尚耀辉
悄悄跟在了后面。

果不其然。跑了一会儿，眼见身后
无人的吴洋洋一头钻进了灌木丛，却被
尾随其后的班长尚耀辉抓个正着。

这不是吴洋洋第一次偷懒。
初入军营，因为运动量过大，吴洋

洋的小腿扭伤。班长、排长问得最多
的就是“你感觉怎么样？”这仿佛也为
他找到了一个偷懒的借口：遇到跑步，
他稍有不适便打报告出列；单兵战术
等相对辛苦的课目，他能推则推，能躲
则躲。

直至新训结业考核，他的个别训练
课目仍然达不到及格标准。

新训结束，分到中队的第一天，指导
员木文浩将吴洋洋带进了荣誉室。看着
墙上泛黄的奖状和新班长陈星伦的头
像，吴洋洋心底产生了一种之前从未有
过的念头：有没有一天，自己的形象也能
留在荣誉室？

于是，吴洋洋第一次产生了想参加
中队比武的想法。然而，想要参加器械
比武，就得在器械场反复练习，忍受无
数个肌肉酸胀如蚁咬、手掌血泡扎心疼
的瞬间；想要参加武装越野比武，就得
在跑道上反复跑，忍受无数个恶心反
胃、喉咙干燥、双腿发麻的瞬间；想要参
加教练员比武，就得写数万甚至数十万
字的教案，忍受无数次批评和自我怀疑
的瞬间……

这样一想，他感觉自己又没了这个
底气。

察觉到吴洋洋内心的“风吹草动”，
班长、排长总是有意无意地安排他打扫
中队荣誉室的卫生。

一日复一日，看着身边熟悉的人佩
戴奖章、举起奖牌的精彩留影，他心头突
然第一次产生了动力：去拼一下，说不定
能成功呢？

面对那些曾经让他逃避的“痛苦”，
他选择了坚持。5公里武装越野，他拼
命跟上大家；战术训练，他第一个往地上
俯冲，毫不在意手肘、膝盖磨破了……

慢慢地，他听到的鼓励多了、批评少
了，那些曾经感到难熬的训练也感觉越
来越带劲儿。

那年年终，中队党支部一致决定，将
吴洋洋评选为“优秀义务兵”。吴洋洋觉
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头。

不是所有努力都有

结果，但不可以放弃

——特战队员詹来勇

比武是吴洋洋梦寐以求的，然而并
不是每一个有比武资格的士兵都能走上
比武场，比如詹来勇。

去年年初传来消息，总队将在 8月
中旬举行特战比武。因素质过硬，詹来
勇刚调入特战中队，便赶上如此好的机
会，他非常想参加这场比武。

为公平起见，中队决定选拔 12人作
为预选对象参加特训，但正式队员只有
7人，这意味着将有 4人被淘汰、1人担任
替补。詹来勇暗自鼓足了劲，他为能参

加比武整整准备了 3年，该是自己登场
展示身手的时候了。

来之不易的机会，让詹来勇异常珍
惜。然而，两周后中队将进行预选队员
的第一次淘汰。这给预选排名第 12的
詹来勇心头压了一块巨石。

詹来勇从来都不是一个畏惧困难的
人。尽管预选队员们午饭、晚饭均在训
练场吃，每天训练时间长达 10 多个小
时，但詹来勇还是能找到加练的时间。
每天训练战友们休息了，他仍然在给自
己加码。

两周转瞬而过，詹来勇希望自己
的努力能够实现逆袭，现实却给了他
一记重击——相比“老特战”，他的体
能基础还是薄弱，电影里反转的情节
没能在他身上出现。再次测试，他还
是垫了底。

当天训练结束，指导员庞开阳宣布：
詹来勇被淘汰。直到第二天清晨，参赛
预选队员一大早就背着装具出门训练去

了，而詹来勇同其他战友正常出操时，他
才意识到，自己真的被淘汰了。

上午进行突入固定目标训练，詹来
勇心不在焉，一直没和战友们配合好，他
的脸上写满了“失落”两个字。

人人都知道只有不停地努力才能实
现理想，但当真正拼了命都没有结果时，
詹来勇心中还是很难受的。

从新兵连开始，他就梦想着有一天
能够站在领奖台上，胸前挂着金灿灿的
奖章，享受着荣誉带来的巨大满足感。
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他都在准备着，却还
是没迈进门槛。预选赛被淘汰带来的巨
大的心理落差，几乎摧毁了他一直积极
上进的心。

训练结束后，指导员单独留下了
他。随着交谈的深入，詹来勇才明白，原
来在指导员和战友们眼中，自己初入特
战中队就能够入选 12人名单，已经是很
不错的成绩。就算中队让自己一直留到
参加总队比武，又能在全总队特战精英

的较量中获胜吗？詹来勇给自己打了一
个大大的问号。

被淘汰很难受，但自己拼过了也无
悔。如果没有胜利的实力，纵然参赛又
有什么意义呢？

詹来勇重新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
下次比武一定要走出支队，在更高的舞
台亮相。

人生不能重来，比武

也是

——“勇士”勋章获得者

陈伊飞

詹来勇朝思暮想的比武，在两年前
的陈伊飞眼中却无足轻重。

新兵连是体能尖子，后来成为支队
第一批“特战人”，是“勇士”勋章的获得
者，有“滇武枪王”的绰号，陈伊飞身上的

光环有很多。
然而每每提起两年前的那个决定，

他依旧惋惜不已。
2018年武警部队举行特战比武，总

队挑选比武队员，陈伊飞在近一年的集
训中一路过关斩将，冲过道道关卡，始终
保持着“预定正式队员”的头衔。谁也没
想到，在最后一次选拔中他发挥失误，成
绩不甚理想。

因为成绩不够稳定，上级决定由替
补选手替代陈伊飞，由他担任替补。

巨大的落差让陈伊飞一时难以接
受。他放弃了当替补，默默收拾好行囊
回到了中队。他心里也知道，错过这次
机会，很可能军旅生涯中不会再有下一
次了。

然而，陈伊飞没敢说实话，领导和战
友们只知道他被淘汰了。

那段时间，每当想到自己错过了武
警部队的比武，他就夜不能寐。他不止
一次问自己，如果当初能够坚持一下，是
不是就能争取到更大的荣誉？然而，时
光不能倒流，人生也不能重来。

从哪里丢掉的，就从哪里找回来，陈
伊飞暗自憋了一口气。

总队再次组织特战比武的时候，
陈伊飞第一个向中队党支部递交了请
战书。

然而，在特战中队长期超强度训练
积累的伤势却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预备队员初次选拔，陈伊飞拔得头筹。
在接下来的训练中，他发现每次跑完步
后，膝盖都痛得不行，有几次负重跑完
后，甚至需要人搀扶。

中队考虑到他的特殊情况，询问他要
不要退出，他却拒绝了，这次他不想再留
遗憾。

每次训练，陈伊飞都用护膝将膝盖
勒得紧紧的，外面缠上厚厚的纱布。每
天训练结束后，他的膝盖都被汗水浸泡
得发白。

不知道的人觉得陈伊飞很拼，可他
心里清楚，自己只是在尽可能地去弥补
没能参加武警部队比武的遗憾，重拾曾
经丢掉的荣誉。

半年强化训练转瞬即逝，陈伊飞不
记得自己用掉多少纱布和护膝，淌下多
少汗水。

陈伊飞的拼劲也带动了队友们——
在“运动后对隐显目标射击”课目中，他
负重 22公斤，熟练使用各种枪械，战胜
了曾经“顶替”他参加武警部队比武的
战友；上等兵吴安智负重完成小组综合
演练后，在体力严重透支的情况下，依旧
坚持站到最后……

当裁判员在主席台上把团体第五名
的奖牌递到小队长何文博手中时，陈伊
飞还是觉得不太满意。

按照规定，他已经快到特战队员的
服役年限了。但他觉得自己还能为集体
做更多更重要的事，战友们需要一个经
验丰富的领路人，而他义不容辞。

三名战士的“荣誉之战”
■杨 宪 金 超 方潇澎 马艺训

特 稿

荣誉是军人的生命，战功是军人最
美的光环。朱德同志曾说过，部队中人
人精神振奋，你也想立功，我也想立功，
这样就会打胜仗。回顾历史，人民军队
由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与崇尚荣
誉的基因密不可分。

荣誉是军人出生入死的见证，是对
军人战功战绩的褒奖。但荣誉从来不
是从天而降的，坐而论道不行，坐享其
成更不行，它只属于奋斗者、奉献者、耕
耘者。

荣誉源于坚持不懈的奋斗，获得荣
誉的秘诀就是每天比别人多努力一
点。在争取荣誉、捍卫荣誉的大道上，
没有捷径可走，惟有不断奋斗、不懈拼
搏、辛勤付出、加倍努力，甚至付出生
命。能否争取荣誉、能否捍卫荣誉往往

由此决定。不论是吴洋洋、詹来勇，还
是陈伊飞，他们始终成长在争取荣誉、
捍卫荣誉的路上，并因此而改变了自己
的人生。

诚然，我们不能把荣誉当成奋斗的
唯一目标，但要想获得荣誉，奋斗的历

程必不可少。荣誉的背后往往是各种
挫折、困难，甚至是常人难以忍受的艰
苦。怕苦偷懒、贪图安逸，不可能获得
荣誉，更不可能捍卫荣誉。只有树立直
面困难的进取态度，勇于接受更大的挑
战、承担更多的责任，并将其转化为前

进的动力，才能不断突破自我、突破极
限，从而争取荣誉、捍卫荣誉。

哲人说过，只有汗水才能浇开荣誉
之花。荣誉之路往往荆棘丛生，只有不
断努力、不断奋斗，不断克服艰难险阻，
才可能获得荣誉，倘若稍遇不遂意、不

顺利，就轻言放弃，那么再好的机会也
会丧失、荣誉也会与我们失之交臂。再
宏伟的雄心，再美好的愿景，都不可能
唾手可得，都离不开筚路蓝缕、手胼足
胝的奋斗。

因为荣誉，军人的事业厚重精
彩；因为荣誉，军人的生命熠熠生
辉。一个没有荣誉感的军人不可能
成为优秀的军人，一个没有荣誉感的
集体更是没有希望的集体。我们要
把荣誉看作鞭策自我前进的动力，小
到个人、集体荣誉，大到军人、军队、
国家荣誉，都要不怕挫折、顽强拼搏、
勇于亮剑、敢于去争取胜利，努力为
军旗增辉，为人生添彩。

荣誉源于坚持不懈的奋斗
■李华斌

锐视点

荣誉之路往往荆棘丛生，只有不断努力，克服困难，才能抵达胜利终点。 马亮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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