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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想和他们一样

时 间：7月13日23时

讲述人：副班长 姜鹏飞

7 月 13 日凌晨，我们从营区出发
时，还下着雨。
“现在汛情严重，兄弟单位已经

出发，希望同志们随时做好紧急出动
的准备……”旅长贾新军的动员简短
有力。

出动号令一响，我们三省三地多个
营区的官兵即刻启程，驰援安徽抗洪一
线。

天一直灰沉沉，烟雨里远山朦朦胧
胧。越接近目的地，道路两边的洪涝灾
情越严重。沿途好几个村庄已经被淹，
有的房屋只露出房顶，电线杆和大树像
江水里孤零零的浮标。

洪水这么大，不知道乡亲们现在都
怎么样了？一想到这些，大家心里就很
着急。

在军车上颠簸近 10 个 小 时 后，
车队抵达任务区域。来不及调整休
息，就听到指导员布置任务：望江县
华阳镇磨盘村长江堤坝出现漫堤险
情……

争分夺秒，我们与洪水“短兵相
接”。一锹土又一锹土，一个沙袋又一
个沙袋，我不知道自己在大坝上来来回
回走了多少趟，只觉得沙袋越来越沉
重、肌肉越来越酸痛。

但我们不能停——身后是百姓，我
们没有退路。

组织休息时，吃完盒饭，看着眼前
一望无垠的长江，我有些出神。

当初，我参军就是为了保家卫国。
现在上抗洪战场，我真的可以奋不顾
身、保护家园吗？

我知道，我可以！人民子弟兵为人
民，穿上这身军装，就要永远把使命扛
在肩上。

晚点名，满身是泥的排长王明皓干
净利索地讲评了当天工作。如果不是因
为灾情，他本应在家休假。

前不久，排长已经确定要转改文
职。其实，我心里早做好和他告别的准
备了。

这次出发前，我给在家休假的他发
了条微信：“排长，我们去抗洪啦！”

没想到，排长收到信息后，立马向
连长打电话确认。之后，他以最快速度
坐飞机、转地铁、乘高铁、打出租，赶
在我们出发前回到营区。

一路奔波，排长回来时灰头土
脸。我却觉得，那是我见过他最帅的
样子。

归队的队伍里，除了有排长，还有
不少退伍的战友。兄弟连队刚退伍的王
迎港，就是安徽安庆人。听说我们到他
家乡抗洪，他第一时间向老连队递交了
请战书。

连队党支部同意后，王迎港当即和
我们一起站上大堤，装沙袋、筑子堤，
日夜奋战。

再过不到两个月，我也要满服役期
了。这 5年来，我成长了很多。但在洪
水考验面前，我发现自己还没有真正做
到独当一面。

我崇拜我的排长，我崇拜老兵们。
我也想和他们一样，做一个顶天立

地的男子汉，战胜洪水，也战胜自己；
守护人民，更守住初心。

我用铁锹切“蛋糕”

时 间：7月16日22时

讲述人：连长 曹进国

“嘟嘟嘟……”7月 16日早上 5点，还
在睡梦中的我，突然被急促的哨音惊醒。

连续多日高强度的抗洪任务，让我
和连队战友们格外疲惫。

我下意识坐了起来，可人还是有点
懵。原来，安庆市永乐圩防守段水位急剧
上涨，出现多个管涌群，情况十分危急。

我们到达现场后，发现有一处纵深
约 40米的环形管涌区。这是我们营的
任务段。前两天，我们已经在管涌区域
抢筑了高约 80厘米的围堰。由于持续
强降水，水位再次濒临圩坝顶端。

随着水位差压力增大，管涌区域不
断渗出大量泥水。如果不及时处理，管
涌将会掏空地基，导致溃堤，直接威胁到
下游人民群众和良田的安全。

时间不等人。这个时候，多等一秒，
危险就多增加一分。

旅政委何少波立即在现场召集我们
开会。“情况很危险，我不多说，简要作个
部署……”政委语速很快、语气很急。

几分钟后，我们马上展开部署，成立
“百人突击队”，冒着暴雨对环形管涌进
行“大会战”。

从早上 7点到晚上 6点，我们全连扛

着沙袋不停地在松软的围堰上跑。雨
水、汗水和沙袋上渗出的泥浸满全身，每
个人都变成了“雨衣泥人”。

在暴雨中干了一整天，我们将原来的
沙袋墙加高至1米7，加宽至1米5，形成一
道坚固的屏障，及时有效控制住了险情。

经过连续奋战，许多官兵体力消耗很
大。此刻，如果不能及时封堵管涌，洪水一
旦冲开缺口，一整天的辛苦就都白费了。

关键时刻，政委做了“总攻”动员：“我
们的‘铁军’在哪里？”“在这里！”
“我们‘攻坚劲旅’的传人在哪里？”

“在这里！”
“完成此次任务最后的冲击，大家有

没有信心？”
“有！有！有！”官兵们响亮回答。

最终，在齐胸高的水塘中，我们转运沙石
成功封堵管涌。

长时间的浸泡和高强度的体力消
耗，掏空了我们的身体。看到许多战友
上岸后腿一软直接瘫了下去，我真的非
常心疼。
“管涌会战”胜利后，我也累得坐在

地上睡着了。
我睡得正香时，突然被人摇醒。
“又发现新管涌了？”我条件反射般

跳了起来。
不知是谁，用手捂住了我的眼睛，把

我拉到了堤坝边。手松开那一刻，一块
插着绿草的巨大“泥蛋糕”出现在我眼
前，还是两层的！

昨天，妈妈还打来电话，提醒我快过
生日了。不过，抗洪任务这么紧张，哪有
心思过啊。

没想到，列兵张广建和我是同一天生

日。我们俩被大伙簇拥在中间，唱生日
歌、许愿，接着开始切“蛋糕”，刀叉就是抢
险用的铁锹，盘子就是装土用的袋子。

我知道，作为“精益求精、攻无不克、
战无不胜”连的连长，平日里大家私下都
觉得我挺“冷酷”。但今天他们把“泥蛋
糕”抹在我脸上时，我心里其实特别甜，
也特别暖。

原来，指导员曲京凡和排长宋紫阳，
特意在任务间隙为我们策划了这场“战
地生日会”。

没想到，这个“泥蛋糕”被拍成抖音
发到网上，竟然火了。媳妇看了现场视
频说：“心疼你一身泥水疲惫的样子，但
我更为你自豪。”

大堤上吃到“家的味道”

时 间：7月18日20时

讲述人：指导员 贺智飞

7 月 18 日，是我们“战斗堡垒模范
连”来到抗洪大堤第 6天。这几天，我在
“感动”与“被感动”中度过。

昨天晚上 10点多，我们从大堤上回
到宿营点，召开骨干会商量第二天的工
作。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
“报告，指导员，有人找你！”跟着哨

兵走出宿舍，只见门口停了一辆小汽车，
车上走下一个身穿白衣的女士。
“您是干部吗？”看我一脸疑惑，她热

情地问。
“您好，我是连队指导员贺智飞！”我

回答。
“我是本地的奶茶店主。今天有个

顾客给你们订了 110 杯奶茶，请你们收
下。”说着，她打开车后备厢，里面有整整
5箱奶茶。
“我们有纪律，不能随便收群众的东

西……”我很感动，但也有些为难。
原来，有个不愿透露名字的网友，看

到部队在他家乡抗洪，想表达一下谢意，
通过网购的方式为我们预订了奶茶。
“留言说，一定要让我把‘爱心奶茶’送

给新时代最可爱的人。”奶茶店的“小姐姐”
表示，无论如何都要完成顾客的心愿。

我一再推脱，也没能把奶茶“退”回
去，只得让大家把奶茶领走。
“我也完成任务啦！”店主开心地回

去了。
虽然干了一天活儿，大家很疲惫，但

喝到这么暖心的奶茶，心里特别感动。
遗憾的是，到现在我们也没有找到

那位“最美奶茶网友”。我想代表全连官
兵对他（她）说一声：谢谢了！

前天，兄弟连队曹进国连长和“泥蛋
糕”的视频在网上火了。我们也想借助
网友们的力量，找到送奶茶的他（她）。

群众能量大！昨天，驻地群众就“精
准”找到部队，还连夜定做了两个奶油大
蛋糕送到堤坝上，说是要“给兵哥哥补过
生日”。布满水果的大蛋糕上，写着“你
们辛苦了！”那一刻，咆哮的洪水仿佛都
减弱了气势。

不光有奶茶和蛋糕，更让大家没想
到的是，装步六连的战友们还在大堤上

吃到了“家的味道”。
今天早上 8点多，50多名“志愿者”

阿姨，提着面粉和肉馅来到部队驻营地。
“你们年纪这么小，就担负着这么危

险的任务，我们很心疼啊。”阿姨们分工明
确、动作麻利，擀皮、和馅、包饺子……她
们忙了5个多小时，包了3500多个饺子。

饺子煮好后，阿姨们又坐车、乘船，
把饺子送到了大堤上。刚刚完成管涌封
堵任务的官兵，端起还冒着热气的水饺，
咬一口，热腾腾、香喷喷。

士兵郝继福夹起一个饺子放到嘴
里，鼻子一酸：“有妈妈的味道……”

后来才知道，阿姨们因为道路不熟，
走了不少冤枉路，到了以后又忙着给我
们包水饺，自己都没顾上吃饭。

抗洪大堤上的女兵们

时 间：7月22日22时

讲述人：排长 张 洁

这 3天，注定让我们 21名女兵终生
难忘。

7月 20日，六安市霍邱县汛情告急，
我们旅再次出动1000余名官兵紧急驰援。

女兵排随队出征，15个小时远程机
动到达任务区。还没来得及调整休息，
我就带着她们直奔堤坝，和男兵们一起
扛沙袋、堵管涌、战洪水。

中士常伊丹看起来瘦瘦的，大家想
照顾她一下，给她少装点，可她坚决不同
意：“来到大堤上，就是干活出力的。战
场不分性别，抗洪也不分男女！”

驻地群众看到大堤上有女兵出现，
纷纷竖起了大拇指，称我们是新时代的
“花木兰”！这让我们收获了满满的成
就感——长这么大，第一次有当英雄的
感觉。
“咦，你身上好臭！”“你也是，咱俩是

臭味相投！”上等兵古丽和张羽萱相互调
侃着。经过一整天泥水、雨水、汗水的反
复“洗礼”，姑娘们的脸庞、衣服、鞋子全
是泥，但是大家心里特别踏实和充盈。

早在 12日到达海训宿营点时，我们
就听说部队要召开抗洪抢险任务部署
会。消息传到女兵排，大家七嘴八舌讨
论起来。
“排长，我觉得这次抗洪对于我们女

兵来说，是难得的锻炼机会，我们要好好
把握住！”班长徐晓梅先后参加过教导队
集训和野外驻训，还带过新兵，她直接说
出了自己的想法。

那天午休，我没睡着，反复琢磨：如
果我们去抗洪抢险，沙袋可以扛、通信可
以保、卫生救护也都懂，发挥的作用肯定
不比男兵少。
“同志们，为了表达我们的决心信

心，证明我们女兵是可以的，我同意徐班
长的意见，咱们一起写请战书吧！”
“好！”姑娘们士气一个比一个高。

说干就干，我们女兵挨个用针扎破手指，
在请战书上郑重签字，按上手印。

当我把一沓请战书交到教导员沈吉
东手上时，他沉默片刻，只说会向旅党委
争取，让我们静心等待。

等待的这几天，女兵们参加海训更
卖力了。为了练好海滩战术，大家一遍
遍在浅滩上卧倒、出枪，500米游泳考核
人人都奋力过了关。

我们就是要用训练场上的实际行动告
诉大家，男兵能上的战场，女兵一样可以！

7月 21日，连续奋战十几个小时，大
家都累坏了。但形势危急，需要再次紧
急出动党员突击队。“险工险段，不好
啃。党员出列，向前3步，准备上。”

毫不迟疑，我们女兵人人都跨出了
3步。

大 堤 十 日
■李 政 金少君 本报记者 李怀坤 特约记者 戴 强

险情四起的大堤上，奔涌咆哮的洪水中，毒辣
的烈日下……年轻的他们化身为堤，筑起铜墙铁壁。

为了百姓安危，汛期的每天每夜，他们随时待
命；大堤上的每分每秒，他们冲锋在前。

他们，是人民子弟兵，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今年夏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执行抗洪抢险任

务，大堤上发生了无数令人动容的故事。今天，为您
讲述的是第71集团军某旅官兵的抗洪故事。

特别关注·聚焦抗洪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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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7月18日，第71集团军某旅官兵合力下水
堵管涌。 桂天翔摄

图②：7月 22日，第 71集团军某旅官兵扛运沙
袋、加固堤坝。 朱晶晶摄

图③：7月16日，第71集团军某旅官兵在抗洪一
线用“泥蛋糕”庆祝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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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得发白的双脚、满是泥巴的脸

庞、睡在大堤上的战士……入汛以来，

人民子弟兵闻“汛”而动，第一时间赶赴

抗洪一线。

大堤上，一个个温暖瞬间令人感

动、让人起敬，极大激发了官兵抗洪热

情，凝聚起全国人民的团结力量。

随东部战区陆军部队坚守抗洪一

线的这段日子，记者发现，往年那种“千

军万马齐上阵”的“大场面”少了，那些

奋不顾身堵决口、累晕在一线等场景也

不多见了。

抗洪一线的这些新变化折射了什

么？采访中，官兵们都感到，除了国家

经济发展提供巨大的物力支撑和人民

群众众志成城以外，抗洪任务部队从工

作思路到具体措施也越来越科学。

洪水无情，抗洪有方。在抗洪一

线，记者发现，部队初步改变了单纯依

靠“人海战术”的传统抗洪方式，取而

代之的是忙而不乱、专业有序的查险

堵漏。通过科学应对、精准施策，任务

部 队 更 好 地 掌 握 了 防 汛 救 灾 的 主

动权。

“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

各级像指挥打仗一样指挥抗洪抢险。

这次接到抗洪命令后，一些部队官兵脱

下子弹袋、穿上救生衣，直接从演训场

赶赴灾区，接令就出发，边机动集结边

筹划指挥。

第 71集团军某旅晚上接到命令、

连夜筹划，第二天一早兵分四路出动，

部队提前到达。第73集团军某旅“抗

洪抢险模范营”机动途中接到险情，立

即变更路线，赶赴任务地域连夜展开抢

险。特别是到位后，部队根据险情区分

用兵、精准用兵，官兵们保证了持续作

战、连续攻坚能力。

一些指挥员谈到，部队编制体制调

整改革以来，各级指挥关系更加顺畅，

备战打仗导向更加明确，心思精力更加

聚焦，部队战备水平、战备能力有显著

提升。

解放军来了就有希望，看到“迷彩

绿”心里就踏实。这是老百姓对人民

子弟兵的期盼，更是对人民军队的

信任。

开挖导渗沟、构筑反滤围井、堆月

形围堤……在各部队采访时，记者发

现，官兵手机里都有一份《防汛抢险手

册》，详细介绍了6种险情的处置方法

与要领。他们不仅在开进途中就组织

学习，到了任务地域利用休息间隙又进

行现地教学和复习巩固。

第73集团军某旅部分骨干，有着3

次以上参加抗洪任务的经验。他们精

确评估汛情风险、准确计算子堤高度、

科学制订抢险办法，在完成任务中发挥

着关键作用。

科技是核心战斗力，防汛救灾也是

如此。科学防汛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

种思想，更是一种理念。1998年抗洪，

主要靠人力；今天抗洪，我们有了更好

更可靠的“利器”。过去，沉船、沉卡车

堵决口，是不得已而为之。随着社会进

步、科技发展，今年抗洪救灾现场，一线

部队使用多种科技手段，有效提升部队

行动能力和信息获取能力，不少“抗洪

神器”已经投入使用。

利用地方水利检测链，掌握区域水

势；借助无人机，对大堤进行低空红外

侦测；用高黏性的砂性混合土来加固堤

坝……科技装备和专业物资的运用，既

有效增强了部队的应对能力，提高了抗

洪效率，又实现了对官兵人性化、安全

化的保护。

科学有效防大汛，众志成城抗大

灾。大自然对人类的考验不会停止，威

胁人民群众安全的因素也不会彻底消

除，但只要我们坚持科学防汛，充分发

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

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

洪精神，必能有效减少损失，更好降低

风险，取得防汛抗洪工作全面胜利。

抗洪一线新变化折射了什么
■本报特约记者 戴 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