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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立了功，再让

她来队”

大漠某地，武警部队特战干部骨干
比武正在进行。

课目：攀登接力射击。
比武规则：每 3个单位为一组，每

个单位派出 3名队员，每名队员要依次
攀爬大绳、雨漏管、避雷针，到达楼顶
后射击，之后索降，再换下一名。依次
作业，以每队第 3名队员完成射击的时
间为最终成绩，用时最短的队伍获胜。

武警河北省总队机动支队特战一中
队下士王世超最后一个出场。前两名队
友已经让成绩遥遥领先，眼看胜券在
握。王世超的身影很快消失在楼顶，却
久久没有传来枪声。
“砰！砰！砰！”枪响了，从绳索上

滑下的却是陌生的身影。
“砰！砰！砰！”又响了 3枪，依旧

不是王世超。
领队葛长士有些着急，比赛是淘汰

制，每一枪都刺激着他的神经。
难道煮熟的鸭子要飞了？
确实飞了！
原来，求胜心切的王世超爬上楼顶

后，跑得太急了，被地上的绳索绊倒。
他下意识用手臂撑地，可速度带来的强
大冲击力让他脱了臼。

王世超硬生生把胳膊掰回来。可现
实不是影视剧，仅仅挂上钩的手臂只能
勉强把弹夹从子弹袋中拿出，挂弹上
膛，却怎么也扣不动一枪。

看着跟在裁判员身后耷拉着脑袋、
胳膊明显别着劲往外撇的王世超，时任
中队长王旭光想抬起手拍拍他，手拿到
跟前又放下了，一张口，声音有些哽
咽：“没事，没事，咱下次再来。”

听着这话，王世超始终没有抬头。
没有人知道王世超是怎么把弹夹装

到枪上，又是怎么把根本抬不起来的右
手挂上扳机的。可大家都知道，他一定
是拼尽了全力！

可是，这些都没那么重要。比赛输
了，荣誉石上只记结果，不论过程。

王世超没能再去参加比武。比赛回
来那一年的 12月他就退伍了，一起比
赛的人也相继离开了军营。

然而，给新队员讲故事时，老兵们
总喜欢说起这段往事，说起这没有打响
的3枪。

上士钱锐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心
头一颤。他仿佛看到了战友扭曲的胳
膊。

钱锐已经在中队 10 个年头了。入
伍时不到 18岁的小伙，转眼间已经成
家。结婚 5年了，钱锐一直不让爱人来
队看他。

战友们大大咧咧地开玩笑：“班
长，让嫂子过来呗。不用怕刺激我们这
些单身狗。”

中队干部以为小两口闹了矛盾：
“让你爱人过来呗，有什么话见面好好
说。”

每次钱锐都说：“再等等。”没人知
道他究竟在等什么。

直到他荣立了三等功。通令下来
后，钱锐每天缠着指导员刘志昌问：
“指导员，什么时候把我的名字刻上去

啊？”
名字是支队统一请雕刻师傅来刻

的，刘志昌不知道钱锐急什么。
就在名字刻上荣誉石的那个周末，

钱锐的妻子来队了。那一刻，刘志昌一
下子明白了。钱锐说：“我怕她来了，
看到那么多名字里面没有我。所以我就
想，等我立了功，再让她来队。”

那个周末，钱锐笑盈盈的，但指导
员刘志昌却感到心里有一股热流在涌
动。

“有人做剑锋，就有

人当剑柄”

新兵宋瀚文敲开了指导员刘志昌的
门。
“我不想在中队待了，想换个中

队。”宋瀚文开门见山说道。
这个在新兵连出了名的“常胜将

军”，来到特战一中队才意识到自己的
差距有多大：10公里跑 34分半的蒋鸿
斌是山里长大的孩子，入伍之前没受过
任何专业训练；5公里武装越野的第一
名原泽祥 28岁，早已过了所谓的体能
“黄金期”。这令体育专业科班出身的宋
瀚文看不懂。他心想，自己当不了领头
羊，至少能混个中上游吧！

几次考核下来，佼佼者都要么去比
武要么去驻训，队里“老虎不在家”。
尽管这样，宋瀚文的成绩依旧要翻到第
二页才能找到。他把排在他前面的名字
都记下来，晚上没人的时候趴着找，竟
都是些上不了荣誉石的“小角色”。

宋瀚文慢慢明白，自己来错了地
方，在强手如云的特战一中队，多少尖

子黯然失色，多少“王者”泯然众人。
进入特战一中队有两种途径：一种

是新兵连就表现突出、素质过硬，成为
这个中队一只手就能数清的义务兵；另
一种是从全总队范围内选人，成立特战
队员预备队，集中训练 8个月，一中队
留下前面的佼佼者。现实很残酷，留在
一中队的人不一定能出人头地，被一中
队刷掉的人却往往能显露头角。

被一中队淘汰掉的人，分到了其他
单位，大多数成为本单位的佼佼者。每
逢重大比武，他们纷纷在舞台上闪光。
“在这没有出头之日，宁当鸡头不

当凤尾。”宋瀚文说出这句话时，刘志
昌竟一点没恼，只觉得这个比自己小了
一轮还多的大男孩坦诚可爱。

见到刘志昌只是对他笑，宋瀚文急
了：让走就让走，不让就不让，笑什
么？

最终，宋瀚文没有走。
刘志昌到底和他说了什么，别人不

知道。大伙知道的是，宋瀚文这样的思
想疙瘩，刘志昌完全说得通，也解得
开。毕竟，生命中的一根红绳，早已把
刘志昌和特战一中队紧紧系在了一起。

从新兵开始，刘志昌就分在了一中
队的前身——特勤中队。3年战士、3
年班长，提干考学当了 2年学员，之后
又当了 6年排长、1年副中队长、2年指
导员，站在宋瀚文面前的刘志昌已经
36岁了。

文书许奥不知道从哪儿淘回张照
片，照片里刘志昌戴着士官军衔，还穿
着老式的橄榄绿军装。

照片里，还有上等兵李闯，他是刘
志昌带的兵。那时候，刘志昌是李闯的
班长，后来李闯成了刘志昌的大队长。

刘志昌带的兵先后 4 人荣立一等

功、4 人立了二等功，李闯还被评为
“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受到习主席
亲切接见；刘志昌带的中队被武警部队
表彰为“基层建设标兵中队”，荣立集
体一等功……

提起这些，刘志昌心里，比任何人
都觉得富足。虽然他一直站在光圈的环
线上，从未当过焦点，但那种对荣誉
“触手可及”的感觉，没人比他更有发
言权。

由特战一中队组成的“天剑”突击
队，参加“勇士竞赛”国际特种兵比武
夺冠。从国外回来时，如果不是因为刘
志昌说了一句“把奖杯拿给你们一起集
训的队友看看”，可能鲜有人能意识
到，在“天剑”7人焦点的周围，是一
个手拉手围成圈的团队。

7人参赛小组，是从 78人的预选队
员到39人的预备队，再到20人的种子选
手中，不断考核、淘汰、筛选出来的，
最后上场摘金夺银的，只有这7人。

在长达半年备战期中，第一阶段根
据首次考核划分开前 39 名组成 A 队，
后 39 名组成 B队，成绩每周一测，实
行组间滚动，A 队的后 19 名要掉到 B
队，B队的前 19名能补进A队。这样的
模式进行了整整两个月，第一阶段结束
时，砍掉B队。

那时，官兵口中的岭口训练基地，
在常人看来是个“背倚太行，晨望日
出，夜听林涛”的静好去处，可在一中
队官兵眼里，却是一步一趔趄、一步一
摊汗。

荣立集体一等功时，总队隆重举行
了表彰大会。刘志昌让值班员把手机发
给大家，给家里打个电话报个喜。

那天，好多人的微信朋友圈被这个
喜讯刷屏了。退役的老兵、考学的战

士、分流的士官，还有在预备队待了几
个月却未能留下的队员，都纷纷转发链
接、发来微信、打来电话，刘志昌的手
机响了整整大半个晚上。

已经退役的战士发来短信：“指导
员，这个集体一等功您功不可没，您就
像默默无闻的磨刀石。”

刘志昌觉得这个比喻并不恰当，他
回复说：“中队是一把利剑，有人做剑
锋，就有人当剑柄。”

“没有人会永远站在

山顶，因为比山更远的

是脚下的路”

荣誉石上，李闯七度留名！
特战一中队的荣誉和李闯的名字分

不开。这位带队在国际特种兵比武赛场
上夺冠的明星，一直是官兵们热议的话
题。

开始，人们谈论的是李闯成为典
型后的命运；后来，人们谈论的则是
这个典型在山沟沟里到底能走出个啥
名堂。
“路是一步步走出来的，不是大家

看到的某个片段。”作为支队、总队甚
至是全武警部队的名人，名人效应带给
李闯光环的同时，也给他带来压力。

压在李闯心头的是他给自己定下的
目标。从中队一兵到一名干部，如今作
为特战大队的大队长，他不仅要特战一
中队指头硬，还要让整个大队的拳头都
过硬。
“做不出成绩，对不起组织给的荣

誉。”守住荣誉，靠的不是虚名，靠的

是硬邦邦的实力。
小队长原泽祥在荣誉石上五度留

名，但他不敢让自己“稍喘口气”。
那是一次季度“魔鬼周”极限训练

考核，团体比武最后一个课目是负重
30 公斤武装奔袭 25 公里。前 15 公里，
兄弟单位的特战排一路领先，原泽祥带
着队员们紧随其后，死死咬住。

还剩 10 公里时，原泽祥和队员们
咬着牙反超。用时 2小时 46分，在参赛
的 10多支特战分队中，原泽祥所带小
队获得团体第一名。

当他卸下 30 公斤重的背包，特战
服下因为反复摩擦而溃烂的伤口流血不
止，腰部被绷带勒出一条血痕。几天下
来，新伤旧痕形成了一条无法解下的
“腰带”。

“就算这个课目拿第二甚至第三，
总评依然是第一，为啥要这么拼？”面
对大家的不解，原泽祥回答：“干就干
一流，当就当第一。”

小队长秦宏峰在荣誉石上三度留
名。

那是总队的特战全能精兵比赛。
太行深处，气温骤降，武装泅渡池寒
冷刺骨。3 公里后紧接着是武装泅渡
300 米，剧烈运动完马上进入快结冰
的水中，上岸后的秦宏峰腿肚抽筋，
只得双手撑地、用力站起，挣扎着向
前冲。

但他并未把作战靴从背上的装具
袋中取出，而是赤脚向终点跑去。课
目设置在崎岖的山路，一路都是碎
石。到达终点，瘫坐在地上的秦宏峰
脚底全是深深浅浅的口子，血和泥混
在一起。

考官不解，“你怎么不穿上鞋再
跑？”秦宏峰的回答是：“穿鞋耽误时
间，慢了就不是第一。”

新任中队长李毅履职之初，有人
说，守好摊、别出错就行！李毅摇摇
头，他曾是中队的排长，见证了荣誉石
上每一道刻痕的来之不易，他太清楚荣
誉对于这支部队的意义。

他看到了——即使在比武竞赛中失
利，下士赵鹏的劲头不减：“再给我次
机会，我能行。”

他听到了——小队长张建辉为预备
队员解释为什么中队的队训是“勇争第
一”而不是“永争第一”。那是因为没
有人能永远当第一，但要有一颗勇于争
第一的心。

勇争第一！在一个光荣而有血性的
团队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登顶，但每
个人都在向极限发起挑战，向胜利发起
冲锋！

这两年，每次到特战一中队岭口训
练基地，回到那个中队蹒跚起步的地
方，李闯总喜欢眺望远处起伏的山峦。
他说：“光环之下的‘特一人’更需要
勇于认清自己。”

每一次自我认识，都伴随着一次新
的跃升——登高望远，时不我待！这些
年，门口荣誉石上的名字越刻越多，中
队建设也越来越过硬。

看着即将立起来的第三块荣誉石，
准备离队的刘志昌和前来送行的李闯共
同给中队官兵留下了一句话：“没有人会
永远站在山顶，因为比山更远的是脚下
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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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场交接仪式感受朱日和训练基地站军
代表的使命情怀

■本报记者 刘建伟 通讯员 胡 月 张 宁

触摸一个中队的“荣誉石”
■本报记者 刘建伟 通讯员 栗森阳 耿鹏宇 张 宁

夜晚，坐在中队门前，凝望着两块

刻满名字的荣誉石，回想着官兵为荣誉

而战的一个个动人故事，记者久久不愿

离去。

军人为荣誉而生，为荣誉而战。从

这个中队的官兵身上，我们感到：对优秀

的军人而言，荣誉甚至比生命更重要！

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曾说过：“在一

切高尚的情感中，荣誉心是人的最高尚

的情感之一，是战争中使军队获得灵魂

的生命力。”

现代军队在军装穿着和勋章的授

予、佩戴等方面都下足了心思，使每个

细节都能够彰显一名军人和一支军队

特有的荣誉。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荣

誉的提醒，在军人心中产生了强大的归

属感与献身精神。

古今中外，任何一支军队都把军人

荣誉作为建军治军的重要内容。人民

军队的历史，堪称一部无数先烈崇尚荣

誉、创造荣誉的辉煌史。

战争年代，官兵崇尚荣誉无畏生死

血洒疆场；和平时期，子弟兵在荣誉的

召唤下同样舍生忘死——洪水肆虐时、

疫病蔓延时、冰雪成灾时、地震发生时，

军人毫不犹豫挺身而出……

军人从事的是世界上最神圣最崇

高的事业，也是最艰苦最危险的职业。

心系国家安危，情系民族存亡；面临生

死考验，历经血火淬炼，都让军人对荣

誉的认识更深刻、对荣誉的感情更真

挚、对荣誉的追求更执着。

对荣誉的无限向往和敬重，是军人

勇往直前的不竭动力，是人民军队永葆

胜利的精神基石。

夜幕下，看着一个个刻在石头上的

官兵名字，记者不禁想起了朱德说过的

一句话：“部队中人人精神振奋，你也想

立功，我也想立功，这样就会打胜仗。”

朱德一语道出了荣誉对于军人的

重要性。只有血管里流淌着崇尚荣誉

的血液，内心中根植下崇尚荣誉的种

子，把崇尚荣誉、争取荣誉当作一种自

觉，军人才能为履行使命不畏牺牲。

历史无数次证明，一支军队如果没

有荣誉的凝聚，必定会军心涣散，溃不

成军；一名军人如果没有荣誉的支撑，

必定会精神萎靡、沦为平庸。只要我们

时刻把党、国家和集体的荣誉看得高于

一切，崇尚荣誉的价值追求就能化为强

军兴军的力量源泉。

崇尚荣誉，既是一种品性和精神，

更是一种责任和担当。纪伯伦在《沙与

沫》中说：一个人的意义不在于他的成

就，而在于他所企求成就的东西。军人

重视荣誉重于生命，对荣誉的崇尚让我

们更加明白自己肩头的责任。

入伍季，又一批优秀青年穿上新军

装。入营前，很多地方都组织他们参观

史馆，接受教育。我们相信，今天在他

们心田播下一颗崇尚荣誉的种子，明天

一定能收获英勇的花朵。

播下荣誉的种子 收获英勇的花朵
■本报记者 刘建伟

刘志昌退役了。

这位见证武警河北省总队某特战

一中队高光时刻的指导员，临走时给战

友们留下一句话：当你离去时，什么东

西无法装车运走，什么东西就一定最珍

贵，最值得你为之写上一笔。

这个中队的人都知道，刘志昌说的

是什么。那是官兵们心中最珍视的东

西——中队门前的两块“荣誉石”。

在这个支队营区内，每个中队门

前都有一块这样的石头。每年，他们

都会把立功人员的姓名和职务刻上

去。特战一中队和别的中队不同，他们

门前有两块这样的荣誉石，并且即将拥

有第三块。

说起这个中队对荣誉的崇尚，记者

耳畔便会响起他们喊出的那句口号：忠

诚奉献，敢打必胜，勇争第一！

只有为之拼搏过、嘶吼过、呐喊

过的人，才能理解这群军人对荣誉的

追求。

不久前，记者与这个中队官兵们坐

在“荣誉石”前，聊起了属于他们的“石

头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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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战一中队是一个崇尚荣誉的集体。在这个

集体里，官兵们时刻用高标准要求自己。

张昭晖、张 丹摄

34号军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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