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恭喜你，成为新一代‘猎人’！”前不
久，在“猎人”集训结业典礼上，当队长郭
志龙为我佩戴上“猎人勋章”那一刻，我
顿时激动得泪流满面，内心深处也更加
坚定了自己的座右铭：成长，就是要不断
冲破舒适区。

年初，听说上级要组织“猎人”集训
队，打小就向往成为特种兵的我，毫不犹
豫地报了名。尽管知道成为“猎人”的路
上布满荆棘，但我深信，只有冲破舒适
区，才能更加强大。
“我们的训练原则是不降标准、不讲

条件、不讲感情、不尽人意，没有尊严！”
队长在队列前严肃地宣布“四不一没有”
原则后，集训正式拉开帷幕。

武装泅渡、10 公里武装越野、扛圆
木、负重攀登……为期 15天的“魔鬼周”
训练，需要我们在陌生地域完成 40多项
险难课目。超常的训练强度、极度的疲

劳挑战着每个人的生理和心理极限，渐
渐地，一些战友因伤病被迫退出，还有一
些战友因成绩不合格被淘汰出局。看着
他们黯然离开的背影，我在心里反复提
醒自己：成长，就是要不断冲破舒适区，
我一定要坚持到底！

更多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某项训
练中，我们被堵嘴蒙头活埋，意志处于崩
溃的边缘……那段时间，我的体重下降
了近 10公斤，医生建议退出训练，可我
硬是咬牙挺过了最难熬的阶段。

集训最后，迎接我们的是 7天 7夜的
“猎人”综合检验。一天晚上，暴雨突降，
山顶上寒风刺骨，我和队友们不断摔倒
又不断爬起，所有人的体能都达到了极
限。当我们凭着血战到底的勇气以第一
名的成绩冲过终点线时，队友们紧紧拥
抱在了一起。泪水混着汗水，雨水冲刷
着伤口的血水，那一幕我永远难忘。

如今，佩戴上“猎人勋章”，我终于梦
想成真。但我知道，军人的使命是打赢，
我唯有继续不断地突破自己。

（吴浩山、徐明章整理）

成长，就是要不断冲破舒适区
■第73集团军某旅支援保障二连下士 王炳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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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兵人手记

运输车在跑道上呼啸疾驰，前方
的限制杆由细变粗，眼看就要迎面撞
上。这时，只见驾驶员快速转动方向
盘，一个急转弯，灵巧避开了障碍物。

考核结束，车门打开，第 75集团军
某旅运输连中士陈泽鸿一跃而出。面

对这张娃娃脸，战友们忍不住打趣：“别
看他长得嫩，车技可是杠杠滴，人送雅
号‘放心司机’。”

其实，“放心司机”也有一段不让人
放心的坎坷经历。
“能不能换个司机啊，陈泽鸿每次

开车都颠得人想吐！”刚驾驭钢铁战车
那会儿，每当穿山越岭抵达目的地，陈
泽鸿经常听到战友们向带队领导发出
这样的抱怨。他其实心里明白：自己手
脚沉重，性子又急，一坐进驾驶室，就有
一种“张飞绣花”的烦躁感。

为了提升“客户满意度”，陈泽鸿网
购了几箱苹果削皮练耐心，端来水桶踩
水练踩油门的力度。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在一次长途机动后，陈泽鸿收到了
战友们的首单“好评”。

真正让陈泽鸿拥有“铁杆粉丝”的，
还是一次实兵对抗。彼时，由于连续降
雨，山路泥泞，部队进山成了难题。“谁
来开头车？”眼看几名老驾驶员陷入沉
默，营长李有参有些恼火。
“营长，我来，请放心！”陈泽鸿率先

打破了沉默。在他看来，驾龄短并不意
味着能力弱，自己完全能够担起“打头
阵”的重任。

高原山地，大雨瓢泼，陈泽鸿鹰隼
般盯着前方路段，一秒也不敢松懈。数
小时后，当车队安全抵达指定地域，“放
心司机”的称号也随之落到了陈泽鸿的
身上。
“涨粉”仍在继续。某国际军事比

赛前夕，由于驾驶规程临时更改，不少
驾驶员面面相觑，把目光投向了陈泽
鸿。开赛当天，陈泽鸿首发出战，点刹
过障、精准定位、弯道超车……一连串
动作行云流水，令人拍案叫绝。最终，
他以“零失误”的绝对优势，斩获重装车
组总分第一名。
“Good！”成绩宣布的那一刻，其他

国家的参赛军人发出由衷赞叹。

一句话颁奖辞：备战打仗，一句“请

放心”价值千金！

上图：陈泽鸿获奖留影。

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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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友邻单位通报，方位��，距
离��，有一空飘物目标，加强搜
索……”雷达方舱内，一名雷达操纵
员神情冷峻，双眼紧紧盯着屏幕上突
然出现的回波亮点，双手在键盘上运
指如飞。

“发现目标……”没过几秒，指挥室
内，南部战区空军某旅某雷达站站长杨黟
军刚放下的电话再次响起。“该批目标各
站均未掌握，且处于友邻站顶空盲区，你
能不能行？”杨黟军语气中略带焦急。
“一定行！”只见这名操纵员不断调

整装备工作参数，迅速锁定目标，并一直
跟踪目标信号消失于雷达探测范围外。
“这次任务目标发现锁定及时，航

迹掌握连续，我们得到上级表扬了！”任
务结束后，杨黟军对这名操纵员竖起大
拇指，“你真行！”

这名操纵员就是该雷达站上士陈
绍华。

起初，由于部队改革和岗位调整，
机务兵出身的陈绍华，面对陌生的雷达
专业，一时有些应接不暇、晕头转向。
眼瞅着一同下连的新兵成绩大幅提升，
陈绍华的压力与日俱增。
“小伙子，你行不行啊？”这成了那

段时间陈绍华听得最多的一句话。陈
绍华深知，没有过硬的本领，就难以打
消众人的疑虑。他暗自努力，每次训练
结束后，总是利用休息时间加班苦练；
平时也总能在方舱见到他拿着本子提
问题、学操作的身影……很快，陈绍华
提前“单放”值班，并在同年兵中第一个
当上班长。渐渐地，“一定行”这三个字
成为了他的名片。

当上班长的陈绍华，更是毫不懈
怠。前年，他所带的班因工作成绩突
出，荣获集体三等功；同年因在旅比武
竞赛中个人综合成绩第一，他荣立三
等功；今年又被评选为空军“百佳操纵
员”……

入伍 13 载，如今的陈绍华已是一
名参与数十次大项演训任务、熟练掌握
多型雷达装备的“一号班”操纵员。“班
长，你还行不行啊？”每当有战友调侃他
时，陈绍华总是认真地回答：“交给我，
一定行！”

一句话颁奖辞：任务当前，一句“一

定行”彰显担当！

上图：陈绍华在复盘小结。

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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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小咖秀”，我们请来两位

“非典型人物”，一位在运输保障中

闯出了“请放心”的品牌，一位在

战位值班中擦亮了“一定行”的名

片。他们都是普通一兵，他们令我

们感动佩服。

“请放心”和“一定行”，皆源

于自信。这种自信，是久经磨砺的

底气，是厚积薄发的释放，是血性

担当的显影。我们期盼在强军兴军

的火热实践中，有更多这样自信的

“后浪”不断涌起！

值班员讲评

值 班 员：新疆军区某团舟桥连

指导员 余 柯

讲评时间：9月2日

这两天，我发现个别班长骨干在日
常管理中，逮住班里战友稍有做得不到
位的地方，就言语粗暴、横加指责。问
其缘由，还理直气壮地回应：“宽是害，

严是爱，严格管理是为他们好。”
严格管理本身无可厚非，班长骨干

的出发点也是好的。通过严格管理、严
肃批评可以让战士有所警醒、加深印
象，尽快纠正错误。但是，严格管理并
不等于简单粗暴，这种过激的方式既体
现不出管理水平，还会引人反感，久而
久之，更不利于内部团结。

同志们，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
纲要》明确规定，日常管理要坚持严格
要求同热情关心相结合，坚持纪律约束
同说服教育相结合，把管理工作做得既
有硬度又有温度。下一步，我们要强化
按纲管理意识，注重言传身教，决不能
任性而为，更不能简单粗暴。

（李佳鹏、何 辉整理）

严格管理不等于简单粗暴

前不久，营里成立了合唱队，备
战旅“嘹亮军歌献给党”合唱比赛，
我负责指导合唱队排练。

为了增强歌曲的节奏感和整体
感，高低变调部分需要反复磨合。天
气炎热，排练枯燥，这对本就缺乏声
乐素养的大部分官兵来说是个不小的
考验。时间一长，少数官兵产生了畏
难情绪，训练效果一遍不如一遍。
“这才多大点功夫，就都受不了

了？”比赛结果关系营队集体荣誉，我
的第一反应是：练不好就反复练，达
不到效果谁都别带回休息！命令一
下，大家立刻“规矩”了许多。然
而，几遍下来，不仅细节问题没有解

决，还出现了跑调的现象。
看着几名骨干毫无激情的眼神，

我猛然意识到，部分官兵之所以无精
打采，是因为没有认清排练的重要
性，没把心里那股劲儿调动起来。想
到这里，我打消了一味“靠命令出成
绩”的念头，搞了一次随机教育。
“面对突然改变的班组赛规则，吕

洪山主动放弃更有优势的个人项目，
毅然选择参加班组赛，并挑起组长的
重担。酷热难耐、高手如云的比武场
上，他带领班组密切配合，哪怕身体
多处被磕青碰紫，双手被磨破夹伤，
仍然奋力向前……”利用调整的间
隙，我给官兵们讲起了弹药保管员、
四级军士长吕洪山参加陆军比武带领
班组夺冠的经历。
“合唱比赛就像是训练比武，比拼

的是一支队伍的士气，体现的是咱们

大伙的精气神和战斗力！”渐渐地，官
兵们的腰板挺直了，眼睛里也都有了
光彩，吕洪山为了集体荣誉放弃个人
项目的无悔选择、参赛班组为了集体
荣誉团结协作的点点滴滴让大家深受
触动。身边榜样的故事，激发出大家
对比赛夺冠的渴望。休整过后，官兵
们的士气高涨起来，个个昂首挺胸、
全神贯注，之前几个一直“扯着嗓子
喊”的老士官也开始向唱得好的同志
请教发声技巧，最终排练效果超过了
预期。

排练结束，我却陷入沉思。细细
想来，严格的命令约束是推进工作的
有效手段，但并非唯一手段。因势利
导、循循善诱，激发官兵内心的认同
感，才能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创造
性，产生奋勇争先的合力。

（赵焕斌、赵 欢整理）

要善于激发官兵心里那股劲儿
■第78集团军某旅勤务保障营教导员 王 军

前不久，新疆喀什军分区某部组织
的连战术对抗演练圆满收官，一连虽然
进攻用时最长、选择路线最远，却获评
“最佳战队”。回顾演练过程，不少官兵
深受触动。

一连胜在何处？“胜在敌情观念！”演
练中扮演蓝方、与一连同场对抗的二连
连长丁文学介绍，此次演练是以红蓝对
抗的方式进行，为检验官兵实战能力，导
调组不打招呼在某高地附近部署了一支
“绿军”巡逻小分队。不少连队在这里栽
了跟头，而选择停止行军、抵近侦察的一
连在“敌情观念”这一项获得了加分。

当日凌晨，按照考核分组，一连和二
连分别进行夜间实战考核。平日，两个
连队军事训练水平不相上下，这次沙场
较量，双方自然摩拳擦掌，铆足了劲要拿
下这场比拼。

信号弹升空，战斗正式打响。一连
连长王升、二连连长丁文学分别带领官
兵从戈壁滩某高地东西两侧出发，奔着
同一个目标发起进攻——谁率先登顶，
谁就能抢占战斗主动权。

破障碍、过雷区、越沟壑，两个连队
一路边行边打，几乎同时抵达高地旁 1
公里处的最后冲锋带。按照考核设置，
有两条上山路线供他们选择：一条开阔
平坦，可以径直冲向山顶，省时省力；一
条乱石丛生，将会降低行军速度，但利于
隐蔽。求胜心切，王升和丁文学都选择

了前者。高地顶端的标号旗肉眼可见，
距离胜利越来越近，他们迅速召集官兵
完成进攻编组，准备放手一搏。

就在此时，“意外”却发生了。进
攻路线前方数百米处，突然出现一支
佩戴绿色袖标的巡逻小分队。战局紧
迫，是停止还是继续？两位连长做出
了不同的抉择——
“‘绿军’出现虽然有些蹊跷，但考核

方案并未明确，是不是把他们划在情况
之外？”“战斗进入最关键的时刻，该不该
一鼓作气冲上山顶？”二连连长丁文学经
过一番纠结之后，决定计划不变，带领官
兵继续按原路线前进。
“既然是打仗，在没弄清是敌是友的

情况下，大家就地隐蔽！”王升选择暂停进
攻，命令班长胡春发带领本班成员抵近侦
察。在反复核对无法确认对方身份后，王
升最后决定，放弃平坦开阔路线，改从乱石
堆中隐蔽行军，避开“绿军”巡逻小分队。

考核成绩揭晓，落后登顶的一连反
倒取得第一名。弄清原委后，二连官兵
认真反思，输得服气。
“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只有把敌

情、我情和战场态势时刻挂在心上，把自己
时刻摆在打仗环境里，训练才有意义……”
复盘检讨会上，官兵围绕“如何提升实战意
识”展开热烈讨论，丁文学的一番自我反思
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演练结束，该部以此为契机，引导官
兵树立正确的“战场观”，深入查摆出实
战化训练中存在的敌情意识不强、筹划
准备不足、作战要素不全等弱项短板，努
力打通通向战场的“最后一公里”。

红蓝对抗演练中，突遇“绿军”怎么

办？从两支连队的抉择，审视如何树立

正确的“战场观”——

胜在脑子里永远有敌情
■宋 鹏 李小龙 本报记者 韩 成

9月上旬，第80集团军某旅全员全装参加跨区演习。铁路机动途中，他们精心设

计开展随机教育和文体活动，以此提升官兵士气斗志。图为由战士组成的文艺小分

队在车厢表演快板《神箭出征》，赢得战友们阵阵喝彩。 王 旭摄
“兵”在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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