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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能力强，但骨干作用发挥不明
显；因长期在外执行任务，对班内战士的
教育培养也不够……”

前不久，在第 80集团军某旅修理连
党支部组织生活会上，二级军士长范正
伟在履行班长职责问题上被点名批评，
这位有着 22年兵龄的老班长当场羞红
了脸。

范正伟是维修专业当之无愧的技术
大拿，修理连很多现任班长都是他带的
兵，他也因此被全营官兵亲切地称为“老
范”。可以说，当兵这么多年，这还是范
正伟第一次挨这么重的批。

对这个批评，范正伟没有二话、虚心
接受，但他也有些委屈：自从转晋高级士
官以来，由于专业技术过硬，他受领的公
差任务一直不少，特别是今年他受命负
责专业教材的编撰出版工作，由于分身
乏术，不少班长该干的活他只好交给了
副班长。

“我知道过去有个说法，叫做‘初级
士官练战术，中级士官强管理，高级士
官钻技术’，但那是过去时了！体制编
制调整改革后，高级士官的岗位一般是
班长兼技师，这跟以前高级士官只担任
技师相比有了很大的区别。高级士官
平日承担的专业任务多、工作辛苦，但同
时也要清醒认识到自己的身份首先是一
名班长……”指导员最后看着老范，语重
心长地说道。
“我的第一身份是班长，第一职责是

带领全班练强打仗本领，履行不好这项
职责，专业再强也不合格！”老范的诚恳
检讨得到了大家的理解。“机关下一步也
会合理统筹安排公差任务，让高级士官
有充足时间精力做好班里日常工作。”会
议总结时，在连队蹲点的旅人力资源科
干事马永江如是说。

这次会后，老范渐渐在班里扎下了
“根”，天天带领全班战士在训练场上摸
爬滚打，并利用自身经验搞好传帮带。
最近，他带领全班出色完成上级赋予的
演训任务，班内两名战士还被评为优秀
基层骨干。

老班长这回在班里扎了“根”
■刘 颖

高原仲春，第 77集团军某旅炊事
技能比武开赛。不出所料，该旅藏族
炊事员索南江才再度卫冕，蝉联“厨
王”称号。
“我就想把炊事员干好。”索南

说，“早在 10年前，这个信念就在我心
里扎了根。”

那是 2010年 4月 14日清晨，一场里
氏 7.1 级的地震突袭玉树，在校住宿的
索南从梦中惊醒，连忙跑出楼外。

眼前的景象让索南错愕不已——
教学楼“躺”在地上，操场也张大了
“嘴巴”。

他狂奔回到家中，土坯房已经
倒塌，所幸那几日自己的父母恰好
在外地亲戚家串门，否则……索南
想来一阵后怕。

家没了，学校没了，最近的亲戚
也在百十公里外，无处可去的他只得
四处游荡。

好在第二天，首支救援部队抵达

灾区，并把索南从街头“捡”了回
来，安顿在炊事班住下。

那天，索南吃了“人生中最好吃
的一顿饭”。后来，他主动充当翻译，
帮助炊事班向受灾同胞分发食物。

听到大人们那一声声真挚的道
谢，索南认定：“炊事员是世上最大的
英雄！”

在灾后重建中，部队不仅为索南
家盖起一栋新式小楼，炊事班的几名
战士还自发捐钱，帮索南的母亲开起
一间鞋店，使这个受灾家庭渐渐走出
困境。

于是，索南下定决心：“当兵！当
炊事兵！”为了梦想，索南初中毕业后
报考了一所烹饪学校。2013 年，学成
后的他报名参军。当和同批新兵走出
火车站时，索南立刻从几支接兵的部
队里，认出了一面熟悉的旗帜——那
正是当年救助过他的部队。
“小伙子，你去哪？”“我要去那

里，他们是我的亲人！”还没等送兵干
部反应过来，索南已从队列里冲出，
奔向那面旗帜。经过上级部门协调，
最终，他如愿分到了“老部队”。

“阿妈，你知道吗？我当兵的部队
就是当年救我的部队！”抵达营区后，
索南迫不及待地把好消息告知母亲。
“我想当炊事员！”在迎新会上，

当别的新兵都梦想成为特种兵、装甲
兵时，索南话音一出，立即引来哄堂
大笑。而他却不以为然，只是悄悄低
下头翻着从家中带来的菜谱。

入伍前，索南听说“表现不好才
会被分到炊事班”。于是下连后，他想
尽办法让自己出丑——走队列故意顺
拐，练体能故意垫底，打射击故意
“剃光头”。当连长找他谈心时，他却
直摇脑袋：“我笨得很，我啥都不会，
我只会做饭。”

猜透了索南的小心思，连长并没
有急于责备他，而是组织了一场小比
武。最终的结果让索南吃惊不已：7名
炊事员全都位列连队前 15名，炊事班
总成绩排名全连第三。
“炊事员参训时间少，所以挑的都

是尖子。”听了连长的解释，索南硬是
拽着他来到单杠前，一口气做了七八
个“四练习”。

原来，索南的底子并不差。

2017 年，随着部队调整改革，各
连炊事班整合为营部炊事排，并以和
战斗班排相同的标准进行训练考核。
“啥？我们早起晚睡，标准竟一

样！”定岗时，炊事班的战友纷纷选择
转岗，唯有索南被分流到炊事排，开
始了他边掂勺、边端枪的双重人生。

就像藏乡的格桑花，你不知道它
何时发芽，可就在一夜之间，花朵便
开满了整片高原。在半年后的军事比
武中，索南竟不声不响地拿下一个单
项冠军。直到他登上领奖台，许多人
还不知道这匹“黑马”究竟是从哪儿
杀出来的。

军事训练标兵、炊事岗位能手、优
秀士官……近 3年来，索南捧回了 5个
奖章证书，不过他最看重的，还是那张
新考取的国家三级厨师证。

前不久，该旅组织玉树抗震救灾
10周年纪念活动，索南作为亲历者登
台演讲。
“从军是因为感激，坚持是因为热

爱。我坚信想当炊事兵，同样是个好
兵！”索南话音刚落，全场立即报以热
烈的掌声。

10年前的玉树地震中，流离失所的藏族小伙儿索南江才被部队炊事班收留。短短几

日的相处时光，却定格了他的人生梦想—

“当兵！当炊事兵！”
■贾树鹏 本报记者 李佳豪 特约通讯员 薛子康

值班员：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运输连

指导员 陈志振

讲评时间：4月28日

今天下午，我们进行了基础体能连
贯考核。从考核成绩看，各课目都达到
了 100%的合格率，特别是 3000米跑，有
一半以上同志达到了优秀，与前期相比
有了明显提高，在这里对大家提出表扬。

但在最近的训练中我也发现了一
些不好的现象，那就是部分同志明明可
以达到优秀标准，却满足于“及格就
行”，部分刚刚及格的同志仅仅满足于
“60分万岁”，不再进一步提高自身能力
素质，甚至还有同志觉得“我们是保障

单位，不必在基础体能上要求那么
高”。同志们，这些与实战要求相悖的
思想可要不得！

军人训练为打仗，如果战争真的
来临，每一次战斗都是敌我双方体能、
技能、意志、智力全方位极限较量，从
来就没有“60分选项”。并且，战场死
生之地，交锋避强击弱，敌人不会因为
你专业强、跑步不行就停下来和你比
专业，子弹也不会因为你是保障人员
就放你一马！

同志们，大纲明确的三级评定标准
只是基本要求，成绩合格不是终点，而
是起点，我们只有在平时训练中严格和
实战对表，用贴近实战甚至超越实战的
标准训练自己挑战自己，才能在战场上
少流血、打胜仗！

（冯邓亚整理）

战场没有“60分选项”

入伍前，我曾学过几年美发，凭借
过硬技术还斩获不少奖项。来到部队
后，我继续发挥专长为战友们理发，也
得到了大伙儿的一致认可。

但上个月，连长突然叫我收拾收拾
工具，说等会儿机关张参谋要到连队理
发。受领任务后，我立马做好准备。等
张参谋来了坐定，我根据他的脸型，两
侧剪短、整体打薄……不一会儿工夫，
便为他理出了一个清爽自然的发型。
“成成，任务完成得不错，张参谋很

满意！”送走张参谋，连长对我提出表

扬。得到连长肯定，我心里美滋滋的。
接下来一个周末，我正和战友们一

起打游戏，激战正酣时连长又给我下
达了一个任务，说是机关周干事要来连
队理发。于是，我便放下手机拿起了理
发推子，精心修剪之后，周干事也满意
而归。

随后的日子里，连长给我揽的活儿
越来越多，以至于休息时间我不是在理
发就是在准备理发，忙得连属于自己的
时间都没有了。

那天，恰逢周末，又是外婆生日。
我琢磨着给家里人视频通话，又担心连
长安排理发任务，所以干脆“三十六计，
走为上策”——偷偷躲进食堂和家人唠
家常。不出所料，这期间连长给我打了
好几个电话，但我都没有接听。直到临
近饭点，我才从食堂出来，却正好被连

长撞了个正着。
“何成成，你为什么不接电话？”见

连长面色铁青，我知道自己免不了挨
批，索性便把自己的委屈一股脑儿地倒
了出来：“连长，让我给机关干部理发没
问题，可这活儿一个接一个就没断过，
我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见我满
脸委屈，连长先是一愣，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道：“成成，我给
你揽活儿却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占用
了你不少休息时间，是我不对！我向你
道歉！”

见连长很真诚，我也有些不好意
思，当即向连长表态，愿意继续担负理
发任务。不过，连长为我定了一条“规
矩”——周日上午定时理发，其余时间
谢绝打扰！

（潘吉业、田鸿儒整理)

连长给我道歉了
■西部战区陆军某旅指控一连上士 何成成

4月下旬，中部战区陆军某旅

合成一营“英勇顽强连”举行简洁

的新兵下连仪式，帮助新兵更快更

好地融入连队。

图①：曾在“朱正科班”服役
的老兵李佳伟和新兵现场连线，

激励他们努力拼搏，做好“英勇顽

强连”的传承人！

图②：刚分到“朱正科班”的
新兵杨谭慧和战友一起举拳宣誓，

表示一定接好前辈的枪，为鲜红的

连旗增光添彩！

王亚龙、时成帅摄

春上高原，新疆军区某装甲团组织坦克火炮实弹射

击，二连下士张维翔（前左二）打出了4发4中的优秀成

绩，团长周兆亮现场为他披红戴花，并夸他是“神炮手”。

本报特约通讯员 袁凯摄

4发 4中！团长夸我“神炮手”

特别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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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兵下连，老兵连线

“半小时内记忆近百个不规则 6位
数字，一小时内背记几百个新号码，3秒
钟识别出用户名称……”

您没有看错，这里不是《最强大脑》
现场，而是陆军第 75集团军通信话务专
业比武现场。而获得这一傲人成绩的，
只是一名仅仅参加过半年专业训练的上
等兵。

上等兵叫陈晶，入伍前是重庆交通
大学船舶工程专业在校生，与通信专业
完全不搭边。下连后，面对数千个需要
背记的数字号码，她既感到无从下手，
又觉得没有必要。班长则耐心地教导
她：“别小看背记号码，可跟打仗息息相
关！有一次我们参加野外驻训，有一个
战友就是因为想不起某作战单元的电
话号码，让整个通信指挥延迟了足足一
分钟……”

响鼓不用重槌。听了班长的话，陈
晶开始认真背记电话号码，她按照一代
代通信兵们传下来的方法将号码分类记
在本子上，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笔记本被
她写得密密麻麻。

背记号码不仅要下苦功，还要用巧
劲。陈晶想起在学校背记数学公式时运
用的方法，便将一张张A4作业纸裁成便
利贴大小，把用户名称写在正面，号码写
在背面，平时装在迷彩服上衣的口袋中，
利用开饭、集合等零碎时间拿出来看一
看、背一背……

两个月后，那些小纸片变得皱皱巴
巴，但那上面的数字已经印刻在陈晶的
脑海中，似乎与她融为了一体。

台下半年功，台上一分钟。这不，在
这次集团军话务专业比武中，之前从未
参加过比赛的陈晶脱颖而出，已然成了
三尺机台一颗闪亮的新星。

一句话颁奖词：三尺机台，玫瑰绽

放！陈晶，你是最鲜艳的那一朵！

三尺机台一新星
■周宇鹏 李昆援

小 咖 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