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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专业是航模靶机飞行，从军
12 年来，在训练场上我经历了专业能
力由弱到强的奋进历程，那些与战友
们一同钻研技术难题、保障训练任务
的画面仍历历在目。和当初的老班长
一样，我也到了面临走留的年头，若今
年是我军旅生涯的最后一年，我能够

为军营留下些什么才不让自己遗憾？
思量许久，最终得到答案，接续好一个
传统，传承好一种“精神”，这些年伴随
我们成长进步的“航模精神”——拼
搏、奋进、创新。

2013年，我刚从士官学校毕业。回
单位不久，技术精湛的老班长、分队长
纷纷退伍。航模专业训练一下子没有
了丰满羽翼的庇护，我和年轻的战友们
主动接过接力棒，成为基地的第二代航
模人。

那年恰逢上级组织防空兵部队
比武，给我们这支年轻的队伍带来了
机遇和挑战。机会来之不易，使命无
比艰巨，本领恐慌让我们意识到必须
付出更多的努力。每天凌晨两三点，
我们便集合出发前往演训场，保障任
务持续至晚上八九点，回营后抓紧时
间维护保养装备，基本上是倒头就
睡，有时困得都不想洗漱。任务最重
的一天要飞行 10 余个架次，一架靶

机刚刚落下，下一架已经在跑道上等
着起飞。这种高强度的保障任务持
续了一月有余。累吗？很累！但是
我们真的是乐在其中。“这支年轻的
队伍能够完成保障任务吗？”面对比
武前许多人的质疑，我们用成绩作出
了回答：圆满完成演习任务，保障飞
行 48 架次，荣立集体三等功。我们
这支年轻的队伍，用拼搏经受住了考
验！

航模飞行不是一帆风顺的，“航模
人”要善于发现问题，敢于创新。改装
航模降落伞开伞模式，把“炸”掉伞帽创
新为“弹”开伞帽；改进操作系统播报航
向和航速的方式，“实时”报读改为“预
判”报读；修订航模飞行操作规定、编制
实飞手册……在不断与坠机、漏洞的较
量中，我们敢于创新，新意满满、实际好
用的金点子层出不穷，新一批“航模人”
也逐渐羽翼丰满。

精神需要传承，作为一名老兵，无
论进退走留我都无怨无悔。看着新战
友稚嫩的面庞，望着朝夕相处的航模靶
机，我相信只要有这种精神在，无论是
军旅生涯还是人生道路，有多少崎岖坎
坷，我们都能够披荆斩棘，一往无前，一
飞冲天！

左图为李军（左）正在给新兵讲解

某型无人机构造知识。

胡鹏鹏摄

上士李军的心愿——

接续一个好传统

战术特情接连不断、课目考核昼夜
实施、暴露问题不留情面……初夏时
节，火箭军某旅驻地阴雨连绵，一场持
续两昼夜的营合成训练考核在恶劣天
候下开启战幕。
“命你部于×时前到达×地域，完

成首波次火力突击准备……”接到命
令，发射二营营长吕本柱立即收拢人
员，展开作战筹划。很快，一辆辆战车
编组快速奔赴阵地。
“2号运输车爆胎，前方道路一侧

塌陷，请立即处置。”车队行驶不到 10
公里，特情不期而至。“更换轮胎，车辆
采取过单边桥方式通过塌陷区。”仔细
查看现场后，吕本柱果断下令，特情处
置立即展开。

发射三营宿营地，官兵刚刚接到部
署转换命令，就遭遇“蓝军”无人机侦

察，人员迅速隐蔽，无人机过境后立即
展开撤收。就在这时，“蓝军”突然杀个
回马枪，数名战士“受伤倒地”，官兵边
救治“伤员”边进行部署转换，最终撤收
时间比要求慢了4分钟。

演练就是实战，特情就是打仗。
一个个对抗课目让官兵直呼“想不
到”，上士霍金辉说，这次考核为进一
步提升对抗性，上级从各单位遴选精
英骨干组成“蓝军”，他们对发射流程、
操作细节“门儿清”，往往在关键环节
给参训官兵设险情、出难题。

次日傍晚，连绵起伏的山路在雨
雾中若隐若现。此时，一支发射分队
正在深山沟壑间前进。“发射车遭精导
武器打击‘受损’。”分队即将抵达发射

阵地，不料遭遇“敌袭”。发射四连连
长张凯带领修理人员迅速完成发射车
受损模块维修，“伤员”救治后送。数
十公里机动路程，这支发射分队一路
转进一路对抗，防卫、维修、救护等要
素在硝烟中全程“淬火”。

占领阵地后，操作紧锣密鼓展开，
导调指令再度传来：1号发射单元指挥
长“受伤”。张凯迅速接替指挥，带领
操作班子最终按时“点火”，完成发射。

随着最后一波次火力突击演练完
成，考核宣告结束。各单位没有鸣金
收兵，而是结合实战要求，对各项细节
进行复盘，对阵地、库房等重要点位持
续警戒，随时准备迎接新一轮战斗。

（董岸松、周玉峰、冯金源）

应考：在细节中找到差距

5月上旬，武警河南总队机动支队
战备拉动演练中，特战中队携装齐全、
到位迅速，却因一个细节落实不到位
被点名批评。

支队作训股股长王善鹏检查完弹
药、装具携带情况，正准备让部队带回
时，一张落在地上的弹药箱封条引起
了他的注意。
“封条上的日期怎么还是半个月

前的？”面对王善鹏的质问，特战中队
中队长尹浩奇支支吾吾一时难以回
答。

王善鹏指出，每次清点完弹药，
弹药箱封条都要更换，而这张过期
的封条表明，中队没有按要求落实
清点弹药制度。听了王善鹏的话，
尹浩奇面红耳赤，原来，由于前段时
间战备任务一直没有转换，携带弹
药基数没有变化，弹药箱也就没有
定期打开检查，所以封条一直没有
更换。
“实战中，如果弹药过期会是什么

后果？”王善鹏说着，一把将封条塞进
尹浩奇手中，这位“老特战”再次羞愧

地低下了头。
随后，尹浩奇当着全中队官兵的

面清点弹药、重新打印、粘贴封条。因
为一张封条耽误了不少时间，队列中
有人小声嘀咕：“不就是一张小小的封
条嘛，至于这样小题大做吗？”也有人
替中队长鸣不平：“又没有影响拉动速
度，因为这事挨批评，股长似乎有点不
近人情。”
“假如弹药箱被动了手脚，或者出

现锈蚀，真正到了战场上，将会酿成大
祸。”被点醒的尹浩奇越发意识到，中
队之所以在演练中出现类似问题，就
是因为官兵对实战化演练存在模糊认
识，平时习惯于走过场、跑程序。

在政治教育课堂上，一场关于
“过期的封条会不会束缚战斗力”的
讨论就此展开。“一张小小的封条，折
射出训风演风问题。平时不较真，战
时必吃亏！”支队训练形势分析会上，
支队党委“一班人”一致认为：要教育
官兵认识到弹药箱上的封条应及时

更换，备战打仗的思维观念也要及时
更新。

会后讨论中，有人红脸出汗，有人
讨教取经。特战中队也认真汲取教
训，一丝不苟地组织日常战备，完善各
类方案预案。

（袁金涛、翟小伟）

演练：在细节中发现问题

当前，95后、00后成为基层官兵的

主体，只有读懂和理解他们、适应和依

靠他们，才能真正感召和引领他们。

请看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装甲侦察连

如何尊重官兵意愿、集纳官兵智慧，切

实增强政治教育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做

法。

5月中旬，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装
甲侦察连党支部召开议教会，列兵吴
宸潇在会前再次认真整理自己的发言
内容，然后同上等兵殷昂一同走进会
议室。

会议室内，这两名士兵代表的发
言令人印象深刻。“像我一样，列兵多
是 00 后，习惯短平快的学习方式，建
议在理论学习中以串讲故事的方式组
织授课，调动官兵兴趣……”已经是第
3次参加议教会的吴宸潇在会上侃侃
而谈，结合自己在教育中的体会提出

意见建议，引发支委热烈讨论。
“邀请士兵代表列席会议，有利于

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指导员
李金长介绍，今年年初以来，旅里探索
推出“留白式教育”，除去“必要课目”
和“规定动作”，其他教育内容全部由
营连“填白”施教。为了使教育接地
气、冒热气，连队党支部达成共识，主
动邀请两名战士参加议教会，听取心
声，汲取智慧。

谈及参加议教会的经历，吴宸潇
很是激动。在 4月的议教会上，他针对
一些新战士出现的训练恐慌心理，提
出请身边典型分享精武经历的建议。
很快，一场“精武故事会”进入教育课
堂，6名训练尖子登台畅谈心路历程。
退役老兵刘伯奇通过视频连线，讲述
自己备战陆军“百连万人”新条令比武
期间，右手受伤后坚持练习左手投弹，
最终取得可喜成绩的血性故事，全体

官兵倍受鼓舞。
“训练强度加大、节奏变快，建议

广泛开展趣味小比武、小竞赛，既舒缓
训练压力，又激发训练热情。”
“一些新战士对旅史连史了解不多，

建议组织参观旅史馆，现地开展传统教
育”……经过认真讨论，党支部采纳了战
士代表提出的多条建议，并安排吴宸潇
担任连队理论小教员。会后，吴宸潇与
战友们一起讨论理论学习热点难点问
题，并思考准备下一次的发言。

集纳兵智求良策，议教议出战斗
力。兵代表列席支部议教会以来，该
连先后吸纳意见建议 10余条，及时调
整教育计划和内容，确保契合官兵活
思想，与训练同频共振。在连队常态
化开展的军事训练小比武、小竞赛活
动中，多名战士打破纪录，一些难点课
目训练水平显著提升。

（杨琪潇、朱晶晶）

问计兵代表 教育接地气

编辑同志：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又一批

老兵到了面临进退走留的阶段。

在或许已开始倒计时的军旅时光，

该如何给自己定位，是混日子、摆

资格，还是为这座深爱的军营做点

什么、留点什么？

北部战区陆军某训练基地有

这样一群老兵，他们从军十几年，

军营的点点滴滴已融入他们的血

液，无法割舍。对他们来说，军营

的一切都那么熟悉那么亲切。在

这段日子里，这群老兵依然保持冲

锋的姿态，满怀干事创业的激情，

战斗力“满格”。我们遴选其中的3

名老兵，请他们讲讲自己的朴素心

愿，希望能给战友们一些启发。

北部战区陆军某训练基地

慕佩洲、吴翼飞、王艳涛

新兵入伍时的画面好像就在昨天，
可是细细想来，自己已经在军营度过整
整 15年了。踏入从军的第 16年，感觉
生活就像步入了“快车道”，那个曾经想
象过无数次的退伍季正在步步临近。

这段日子，不会给你更多的机会与时间
去思考“该怎么过”，如果止步不前，宝
贵的时间将稍纵即逝。

是的，最后的军旅生涯是宝贵的，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用不多的时间干点
实事、留点记忆。我一直担任俱乐部主
任，这是一个日常工作繁杂、专业涉及
广泛、能力素质要求较高的岗位，平时
既是电影放映员、器材设备管理员，又
是收发员、司号员，身兼多项工作，担子
很重。我年底若是转身，谁能接替我这
摊活？从去年冬天开始，我就琢磨着怎
么能带出一个好徒弟。

好在我已经有了一个人选，连队战
士何向向日常表现积极，很有潜质。去
年组织篮球比赛时，他主动请缨参与裁
判席的工作，每场比赛都提前入场准备
器材，吃苦耐劳。虽然何向向刚开始对
篮球比赛规则懂得不多，但他勤学肯

问，很快就熟悉了场地布置、计时记录
等比赛流程，几场比赛下来，俨然成了
“小行家”，让我很是欣喜。何向向这个
徒弟我决定收下了。

组织文体活动只是俱乐部主任职
责中的一项，我要教他的还有很多。时
光不等人，如果只有想法没有行动注定
一事无成。说干就干，借着帮带他的契
机，我把自己这些年担任俱乐部主任的
工作经验进行了梳理。文体器材管理
是我担负的一项重要工作，我连钻了几
天库房，对照表格挨个检查，逐一核对
物品的数量和存放位置。电视信号维
护检修是我自学的一门手艺，可不能
“失传”，我把系统总结的流程方法技巧
整理成册。电影放映、摄影摄像、调试
广播……凡是我负责的工作，我都精心
留存好各类使用资料和设备维护手
册。我很想留下一本涵盖所有专业知
识和技能的“武林秘籍”传给徒弟，让他
能迅速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武林高手”。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战士可以退
伍，但工作不能中断。带出一个能让工
作平稳接续的好徒弟，我这个老兵也能
安心退役了！

左图为罗朝武（右）正在给“徒弟”

何向向传授电视信号调试检测方法。

王 聪摄

四级军士长罗朝武的心愿——

带出一个好徒弟

这段时间，我作为一名旁站员，在
某建设工程的施工现场执行监理任
务。

同宿舍的下士王昊问我：“班长，你
入伍都第 16年了，退伍在即，怎么还这

么拼？”
看着肩扛下士军衔的王昊，我仿佛

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样子：青涩、稚
嫩。转眼间，“两道粗拐”扛在肩头，我
居然成了连队军龄最长的兵。

执行监理任务就算很拼了吗？我
不这么认为，我只是干了一件分内的
事，这是我身着军装的使命与职责所
在——听从指挥，高标准完成上级赋
予的各项任务。

监理任务不是一件轻松的活，它
事无巨细、责任重大，直接关系部队建
设发展。纵使我因此起早贪黑、身心
劳顿，可我却乐此不疲。军旅生涯开
始倒计时，当有人劝我“班长，休息休
息吧”，我的回答是：“老兵要有老兵的
样子，这样的大项任务我不上谁上？”

监理好这项建设工程，成了我在军
营的最后一个心愿。

工程施工现场有许多潜在的危
险，确保安全是关键。在与施工人员
接触过程中，我总是把安全挂在嘴边，
时刻提醒他们安全第一。半年多来，
我早已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及时
发现和规避安全隐患，将施工风险降
到最低。

工程怎么样，主要看质量，若不夯
实基础，难以建成高楼。现场监督施工
情况，杜绝出现偷工减料的行为，是我
工作的重点。我每天坚持定时汇报工
程进度，拍照留样上报基地，确保施工
质量符合标准。

严把材料质量关也很重要，我整天
都“泡”在工地上，仔细核查对比每批进
场材料，做到到场即取样，检测合格方
使用。

每日铆在施工现场，大家送了我一
个“鹰眼”的外号，我很喜欢这个称呼，
它至少证明我发现问题和指出问题如
同鹰的眼睛一般精准。

眼下，阳光明媚，工程建设现场热
火朝天，我也将继续履行好旁站员的职
责，完成好上级赋予的任务，为军旅生
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左图为李旭阳（右）与战友王昊在

施工现场对照图纸。

徐明洋摄

四级军士长李旭阳的心愿——

留下一个好工程

读者推荐

5月26日

实战化训练必须向备战打仗

聚焦，既坚持问题导向，又坚持科

学组训、按纲施训，把工作做细做

实，不留死角、不放过细节，才能

有效促进实战化训练的进步。请

看火箭军某旅和武警河南总队机

动支队在训练中向细节要战斗力

的报道。

5月22日

5月26日

5月 31日 ，

陆军第80集团军

某特战旅组织野

外 营 救 行 动 演

练，锤炼特战队

员 综 合 作 战 能

力。图为特战队

员通过堑壕搜索

前进。

杜未超摄

搜索前进

把最美的背影留给军营
—推荐北部战区陆军某训练基地3名老兵的心愿清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