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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 小雨

出发，我军旅生涯的最后一次演
习于昨晚正式揭幕。

先期的疏散隐蔽地域，是在距
离驻训点不足 20 公里的××镇，我
们在一片荒地上构工伪装。不得不
说，新配发的单人帐篷睡起来还挺
舒服……

今天天刚亮就下起了小雨，我
们将车辆重新编队停在公路边，
就地展开训练，一直练到晚上才
转移到一座废旧的厂房，在那里
度过一夜。凌晨 3 点半，轮到我站
岗，天色阴沉，雨脚细密，大地正
在酣睡。目光扫视暗处，神经紧
绷，想起一位连主官的话，“一个
能打仗的兵，即使睡觉也要睁着
一只眼睛。”

7月30日 阴转雨

这几天很累，但还好，正是我所期
许的。

天公不作美，好像在故意捉弄我
们，雨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导调组也
要求严格，光转场就组织了四五次，实
在把我们折腾得够呛，有人累得躺倒
在伪装网下“认怂”：“毙了我吧，这实
在太痛苦了……”

玩笑归玩笑，该认真时一点也
不含糊。演习态势有些胶着，大家
都紧绷着一股劲，仿佛在等待暴风
雨的来临。

入夜，我担任潜伏哨，使用红外热
成像仪进行区域侦察。蚊子很不友
好，从我趴在那里就开始发起攻击。
我只能忍着，不敢发出任何声响，不到
一刻钟就被叮出 10多个包。此时有
点后悔，忘了穿雨衣，当了这么多年
兵，最后一次参加演习却在与蚊子的
对抗中“大意失了荆州”。

8月5日 多云转晴

红蓝实兵对抗，最盼望的时刻，终
于到来。

因为要退伍的缘故，我希望这
场演习能给自己留下深刻记忆，所

以格外投入。此次演习的背景不便
多说，反正非常贴近实战就对了。
鉴于敌情和地形，我们只能采取步
兵和工兵前突、载员引导步战车通
过的战术。出发前，连里组建突击
队执行先期破障任务，我主动请战。

整整 8 公里，全是障碍：反坦克
锥、堑壕、混合雷场……为了增加难
度，导调组提出要对每个地段进行 3
次爆破，要求我们突击队全程使用战
术动作跃进。正值雨后暴晒，湿气蒸
腾，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战斗，“虐人”
程度可想而知。但为了给后续部队开
辟通路，能用不能用的招都用上了，能
走不能走的路都走了，大家都拼尽全
力，“杀”红了眼。

闯过这一关，又遇到一道 30 多
米长的蛇形铁丝网。此时，正是红
蓝双方鏖战最较劲的时候，阵地前
沿布满了发烟罐，目光所及之处都
被浓烟笼罩。看到时机成熟，我一
跃而起，带着工具踏着泥泞往上冲，
先是排爆，然后剪断铁丝网……在
完成破障的那一刻，我长舒一口气，
突然产生一种错觉：这硝烟竟是甜
的。

一路拼杀，一路闯关。此时，我才
发现有几个战友已经“阵亡”了，而剩
下的几个，因为天气太热和紧张劳累，
都不同程度出现了体力透支和小腿抽
筋现象。我的头有些眩晕，但心底有
个声音一直在嘶吼：“别倒下，一定要
挺到最后！”

可我忘记了，愿望是美好的，
“战争”是残酷的。在夺控要点的紧
要关头，就在我们即将完成任务、赢
得最终胜利时，我却因一次操作失
误被导调组“裁”掉了！那一刻，我
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自己内心的感
受，即使是现在，也依然如此。

人生为什么要有缺憾？我告诉自
己，有了缺憾，方知珍惜。

别了，我的最后一场演习！我觉
得我会在往后的一个个夜里“复
盘”……

题图为王前猛演习结束后留影。

李 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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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周咱们的教育课安排在营区
的墙上！”

8月上旬的一天，驻京某训练大队
学兵二营教导员袁伟话音刚落，围坐
在文化墙前的全营官兵一脸讶异。
“在光滑的白墙上上课？”
面对大家的疑惑，袁伟连忙解释：

“这周的教育课，大家有个新任务，就
是集体手绘文化墙，怎么样？”

噌！分队长程静先站了起来：“教
导员，你这个教育方式倒是有新意，可
这难度也太大了。这墙长 12 米，高 4
米，位置显著，是咱们营区的‘脸面墙’，
要是砸在大家手里，可没法交代呀！”紧
接着不少官兵都发表了类似的看法。

听完大家的意见，袁伟说道：“咱们
营有很多学绘画、平面设计的大学生士
兵，在上个月的书画摄影展上，他们的
作品广受称赞，我相信在他们的带领
下，我们能够出色地完成这次任务！”此
话一出，不少官兵打消了心中的顾虑。

那么，在墙面上画什么内容既美观

又有教育意义？如何保证每名战友都
能参与其中呢……问号一个接一个。

一番讨论之后，大家决定以建设
过硬基层、砥砺战斗精神等为主要内
容，并确定了绘制方案。

有了方案，说干就干！官兵一边在
文化墙上精心制作，一边听教导员讲解
其中深义，不知不觉中，一堂精彩别致
的教育课宣告完成。整个过程，还被战
士王涛拍成了Vlog。战士们不禁感慨：
“没想到教育课还可以这样上！”

上图为官兵正在手绘文化墙。

李东冬摄

今天的教育课是手绘文化墙
■李咸强

士兵日记 本期“士兵日记”有两位主角，一位是在第 83集团军某旅
“大功三连”服役5年、即将退伍的下士王前猛，他在日记里记录
下了自己最后一次参加演习的故事和心境；一位是第77集团军
某旅新兵月斓霖，他在日记里记录下了自己第一次上高原驻训
的经历和感受。
来吧，让我们静静品读这一组原汁原味的士兵日记，感知共

和国士兵最朴实无华的情怀。也让我们一起祝福老兵王前猛，祝
他回到地方后生活幸福；祝福新兵月斓霖，祝他在军营每天都有
新进步！ ——编 者

营连日志

“斓霖，斓霖，该起来站岗
了。”一双冰冷干裂的手把我从甜蜜
的梦乡里拽出来，抬腕一看时间，凌
晨两点半。对，是该接哨了……

钻出防寒睡袋，戴好雷锋帽，披
上厚重的羊皮大衣，我迅速进入执勤
状态。掀开帐篷门帘，寒风裹挟着雪
花吹在脸上，我不禁打了个冷颤。虽
然此时正是盛夏，但我并不惊讶，因
为在高原驻训，一天经历四季是家常
便饭。

也许很多人都和我有一样的感触
吧——记不清父亲给我讲过多少次，
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没有当兵，
庆幸的是，我弥补了他的遗憾。很多
人都说“当兵后悔两年，不当兵后悔
一辈子”，但在我看来，“不当兵后悔
一辈子”肯定是真的，“当兵后悔两
年”却是假的，因为，自打踏入军
营，我从未后悔过。

凌晨 3点，虽有一些困意，但我
必须强制自己保持高度警戒，眼观六
路、耳听八方。突然有两道光从头顶
划过，是流星，真美啊！

感叹油然而生，思绪也随着飘
远。回顾入伍这 10个月，确实与想象
中的不一样，没有什么炫酷震撼的场
面，更多的是说不尽的酸甜苦辣、看
得见的砥砺成长，以及不入伍就永远
不会懂的战友情。

在 新 兵 连 的 3 个 月 ， 与 生 俱
来的好强性格，使我在任何一个
课 目 都 不 甘 落 后 ， 但 刚 开 始 时 ，
我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忘
不了第一次队列训练时的笑话百
出，忘不了第一次紧急集合的慌
乱无章，忘不了第一次扣动扳机
时 的 激 动 与 紧 张 …… 但 更 忘 不
了 ， 这 诸 多 “ 第 一 次 ” 过 后 的
“ 拔 节 生 长 ” 和 努 力 付 出 得 到 的

收获。
在学兵连的 4个月，工作节奏陡

然加快，我像海绵一样吸收着各种专
业知识，军事体能大有进步，训练成
绩显著提高。印象最深的是，当我听
说过段时间部队要到高原驻训，内心
那种既期盼又担心的“纠结感”：真
想去啊，可连队领导会让我去吗？
高 原条件那么苦，去了我能适应
吗……时间过得真快啊，一切好像发
生在昨天，而此时此刻，我已身在高
原。

高原，是别样的世界，另一种存
在。空气稀薄缺氧，昼夜温差大，刚
到第一天，我就出现头晕、胸闷等症
状。班长告诉我，这是正常反应。在
班长和战友们的精心照顾下，我逐渐
适应了高原环境，工作训练开始步入
正轨。

但高原驻训的苦和难，只有经

历过才知道。这里手机信号微弱，
给家人打电话、发信息报个平安，
都得爬到最高的山头。别看只有短
短的几百米路程，那叫一个筋疲力
尽，不过还好，就当是体能训练
了。把苦累当做磨砺，心情就会好
很多，比如早上天冷穿棉服，中午
天热穿短袖，晚上又为御寒套上厚
重的羊皮大衣，我们一天多次上演
“换装秀”，感觉自己身上多了“明
星范儿”。当然，这个明星，不是 T
台上的模特，而是奋战在世界屋
脊、一脸高原红的战士。

入伍 10 个月，经历 10 个月的摸
爬滚打、挥汗如雨、淬火磨砺，练
就了此时坚毅刚强的我。寒风、冷
雪，继续吹打在脸上，我望着山的
那头，有亮光，有村庄。能在雪域
高原守卫祖国、守卫百姓，这种感
觉——真好！

我的第一次高原驻训
■第77集团军某旅新兵 月斓霖

值班员：第 76集团军某旅指导

员 孙洪林

讲评时间：8月5日

这几天，我发现班里个别同志在训
练时，把战备物资和零食混装在战备包
里。这些同志可能认为，训练场不是战
场，战备物资只要带齐就行，方不方便拿
取都无所谓，这种思想要不得。

同志们，和平年代不能当“和平

兵”。少数官兵不把训练场当战场，生
活、训练分不清。试想一下，如果在战场
面临毒气袭击时，因为战备包凌乱而不
能及时掏出防毒装备，错过了防毒最关
键的时机，让自己面临生命危险甚至连
累战友，那时后悔还来得及吗？

希望大家树牢“平时就是战时”的思
想，在训练中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不断
摔打自己，百炼成钢。标准就是打仗的
要求，备战就是军人的使命，只有让标准
成为习惯，我们才能让自己成为标杆。

（赵仰鹏、汪靖蒙整理）

战备包要落实战备标准
值班员讲评

互联网邮箱：jbjccz@126.com

强军网网盘：jbjccz

月斓霖入伍前后对比照。 吴文豪摄

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现在是吃多少做多少，做多少吃多
少，几乎没有剩饭剩菜……问卷调查显
示，官兵对伙食满意度达 97%。”8月中
旬，新疆军区某团副参谋长党延军在带
队检查完基层营连伙食情况后如此总结
道。

据了解，习主席对坚决制止餐饮浪
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后，该团随即展开
“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专题教育。教育
入脑入心，效果明显，官兵们践行“光盘
行动”，每餐都把各自餐盘里的饭菜吃得
干干净净，但机关检查发现，各连饭盆菜
盆里仍有不少剩余。“明明是精心准备的
饭菜，为什么‘走’不进大家的胃里？”一
时间，炊事员们很是苦恼。
“菜是好菜，味道也不错，可总是红

烧土豆、肉末粉条、黄瓜炒蛋那几样，吃
久了难免会腻”“我喜欢吃面条，可提供
的份数太少，常常吃不到”“其实，每天吃
什么，可以听听官兵的意见”……

几个连队调研下来，党延军认识到
了问题所在——饭菜虽好，却不合胃
口。症结找到了，就得“对症下药”，根据
大家需求和口味合理安排伙食，每天每
餐吃什么，由官兵自己说了算。

那么，该如何及时了解官兵胃口？
除了问卷调查这种传统方法之外，有没
有更具时代性的好办法？几经征询，一
条建议得到官兵“点赞”——借鉴地方酒
店的做法，将食材制成二维码，让官兵周

末发手机时扫码点餐。
说干就干！党延军当即组织技术人

员开发出一款简便好用的小程序，各连
官兵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选择喜欢吃
的饭菜种类、烹饪方式，并提出意见建
议。尔后，各连炊事班对收集到的数据
信息进行统计分析，结合训练和任务实
际、所需营养科学配比，确定下一周的食
谱和饭菜数量。

除此之外，该团还通过组织官兵观

看《食物的悲歌》教育片、在饭堂内张贴
宣传画等方式，引导官兵充分认识节约
粮食、杜绝浪费的重大意义。
“扫码配餐，不仅实现了众口不再难

调，让大家吃上了可口的饭菜，还节省了
很多米面粮油。看着大家大快朵颐的样
子，我们越来越有成就感了！”某连炊事
班班长魏海功开心地对记者说。

漫画：梁 晨绘

新疆军区某团防止和克服伙食浪费出新招——

扫码配餐“饱”你口福
■本报特约记者 李 康 通讯员 王 晶 邹珺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