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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2020年 9月 18日 0：52，列车缓缓停
靠车站。车门打开，13号车厢下来一群
身着迷彩服的特殊乘客。

这是第 77 集团军某旅的 30 名新
兵。不到一分钟，该旅负责领兵的上士
闻苏轶便完成了集合、整队、点名等流
程。列车到站前半个小时，新兵们就迫
不及待地提着行李早早站到了车门口。

这群年轻小伙子一路叽叽喳喳，好
不热闹。下车前那段时间，他们却非常
安静，默默站在列车过道，仔细整理着没
有军衔的军装，一双双眼睛里满是激动
和紧张。

出站也是静悄悄的，队伍里只能听
见脚步声和彼此的呼吸声。
“终于到了！”看到出站口那辆军用

卡车时，这群来自沂蒙山的新兵们知道，
他们在脑海中想象过无数次的军营，就
要呈现在自己眼前。

挥手之间，新兵们离

家乡越来越远，离军营越

来越近

9月 15日上午，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
城区大道上，一辆出租车停在红绿灯下。
“您是来接兵的吧？”女出租车司机

转头，问后座上那名身着军装的乘客。
今天是新兵起运的日子，闻苏轶正乘车
前往交接地点。

司机一下子打开话匣子。她的独生
女今年刚读高三，成绩还算不错。“我想
着，明年女儿考上大学后，让她去当兵。”

听到这，一路上寡言少语的闻苏轶
惊讶地问：“您就这么一个女儿，还愿意
让她去部队？”

女司机回答干脆：“在我眼里，部队
是最好的大学。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
都应该去锻炼。就算只当两年兵，那也
是孩子一生的财富。”

听罢，闻苏轶沉默不语。这已经是
他乘坐出租车时，第 3次听到司机师傅
有打算送孩子当兵的想法。

出租车最终停在沂水县民兵训练基
地门口。一下车，闻苏轶就被眼前的场
景震惊了——男女老少里三层外三层地
将门口堵得严严实实，大家都举起手机，
将摄像头对准了大门里面。
“这些都是新兵的家属，一大早就来

了。”沂水县民兵训练基地主任刘红兵说，
今年因为疫情防控需要，所有新兵出发一
周前在此集中隔离，家属不能探视。

今天是起运日，新兵们要走了，家属
们纷纷前来，隔着大门给他们送行。那
人山人海的场景中，藏着亲人的无尽牵
挂和自豪。
“在我们沂水老百姓眼里，自家孩子

能去当兵，那是光宗耀祖的喜事。”沂水
县人民武装部部长王焕奎说。

往年，这里家家户户会带着即将入伍
的孩子，到祖坟前焚香祭拜，还会大摆酒
席，请来亲朋好友庆祝。今年，因为疫情防
控需要，这些活动已经取消或简化。

王焕奎介绍说，今年征兵工作开始
后，沂水县报名人数达到1000多人。

记者从临沂军分区动员处处长王永
明那里了解到，整个临沂市今年共有 3
万多名青年报名参军。疫情影响之下，
老百姓的参军热情却丝毫不减，好多县
（区）甚至都不需要做征兵宣传。

因为竞争激烈，临沂市兰山区一名
高中毕业生被刷了下来。孩子父母不甘
心，竟然在征兵办公室门口坐了 3天，让
工作人员哭笑不得。

“我们临沂是革命老区，‘军爱民、民
拥军’的沂蒙精神在老百姓心中根深蒂
固。”王永明处长说。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沂蒙曾
是著名的革命根据地之一，被誉为“红色
沂蒙”。

这片土地上，“沂蒙红嫂”用乳汁救
活伤员，“沂蒙六姐妹”拥军支援前线，
“抗日模范村”渊子崖村与日本侵略者血
战到底……解放战争时期，沂蒙人民家
家户户送子送郎参军入伍，推着独轮小
车支援部队，“百万人民拥军支前，十万
英烈血洒疆场”。

硝烟散去，新时代的沂蒙已是高楼
大厦、车水马龙，但深植于百姓心中的拥
军情怀从未改变。用王焕奎的话说，“也
许我们老百姓说不出来‘沂蒙精神’在新
时期的具体内涵是什么，但他们的行动
足以说明一切。”

上午10点，胸戴大红花的新兵们终于
要出发了。“妈，我走了”“我会好好努力的”
“你别哭了”……大巴车驶过民兵训练基地
大门，新兵们激动地趴在车窗上。

隔着玻璃，车里车外的亲人们各自
说着临别的话。
“师傅，开慢点。”坐在驾驶员身旁的

闻苏轶看着车外送行的老人和孩子们，
叮嘱司机降低车速，好让新兵与亲人们
的这次分别，显得不那么仓促。

挥手之间，新兵们离家乡越来越远，
离军营越来越近……

“后浪”们迎面撞上

的，是充满机遇和挑战的

时代大潮

“我们路上要走两天两夜，2000 多
公里。”从临沂站登上火车后，闻苏轶便
给所有新兵预告了此次路途的漫长。

一开始，吃零食、聊天、打游戏、追剧
成为大部分新兵消遣时光的选择，但有
名新兵却与众不同。

靠窗座位上，新兵赵而磊从背包里
拿出一本厚厚的《民法典》，在喧闹的车
厢里开始安静地阅读。今年，他刚刚从

山东政法学院法学专业毕业。
“火车要坐很久，闲着也是闲着，还

不如看看书。”告别校园参军入伍，赵而
磊有自己的打算：一方面，他想趁休息时
间继续学习法律知识；另一方面，他更期
望用自己所学帮助身边战友。
“这 30名新兵全部是大学生！”闻苏

轶自豪地对记者说，这里面包括两名大
一新生，近一半都是应届大学毕业生。
早在县人武部审核新兵档案时，他就对
此惊讶不已。

闻苏轶不知道的是，据临沂市人民
政府征兵办公室统计，今年全市新兵中
大学生比例超过90%，创历年最高纪录。
“放在以前，大学生入伍那是凤毛麟

角。”沂水县人民武装部政委龚良群在征兵
系统工作多年，对这一巨大变化感触良多。

作为兵员大省，山东省在全国征兵工
作中一直走在前列。近年来，山东省加大
了鼓励大学生应征入伍的工作力度。以
沂水县为例，每年征兵工作开始之前，县
委县政府都专门召开会议，给各乡镇武装
部下达任务。各级征兵人员直接走进学
校，走进家庭，提供“一站式”服务。

赵而磊刚大学毕业，很快就接到了
乡镇武装部的电话，询问他有无参军意
向。村支书更是直接登门拜访，当面为
他们解读征兵流程及政策。

巡查车厢时，闻苏轶发现，背着书本
来参军的新兵不止赵而磊一人。他们有
人带着文学名著，有人带着英语单词书，
有人带着软件编程资料……
“后浪”们迎面撞上的，是充满机遇

和挑战的时代大潮。就在闻苏轶带着
30名大学生新兵前往军营时，他所在部
队正迎来又一批新装备。原有的老式装
备逐渐退役，崭新的信息化装备开进训
练场，急切呼唤更多高素质士兵的到来。

想到这里，闻苏轶会心一笑，“能把
这批新兵顺利领回营，也算是给部队转
型建设尽了微薄之力。”

走进部队，他们终究

会成长为合格的战士

从临沂站出发到部队，中间要转乘

2次。作为领兵人，闻苏轶每次转站时
都小心谨慎，生怕出什么岔子。整队点
名，他总会特别注意一个名叫张升龙的
新兵。

对这名新兵，闻苏轶心里始终不踏
实。与新兵集体见面谈心时，闻苏轶就
记住了张升龙的名字。

那是 9月 10日上午，沂水县民兵训
练基地内，闻苏轶站在新兵队伍面前，介
绍他们旅队的基本情况……
“报告，我想再考虑考虑……”闻苏

轶刚说完，队伍里竟冒出这样一个声音。
原来，闻苏轶提到自己所在部队每

年野外驻训，常常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
沙漠、丛林、高原转战……他本以为，这
些新鲜事物会激发起新战友对火热军营
的无限向往，却不料无意刺中了新兵张
升龙心里的敏感区域。

从小生活在平原的张升龙，从未踏
足海拔 1500 米以上的地区。他以前对
高原二字的理解全部来自网络。网上
说，人上了高原会有强烈的高原反应，稍
有不慎便有生命危险。这些给张升龙留
下了心理阴影。

当闻苏轶说到上高原训练时，张升
龙马上联想到生死挑战，心里不禁打起
了退堂鼓。
“高原反应很正常，当时我们一周左

右就适应了。”闻苏轶又找张升龙单独聊
了聊，用亲身经历消除了他的担忧。
“考虑清楚了吗？”登车之后，闻苏轶

再次找到张升龙。这次，新战友的回答
无比坚定：“没问题！”

张升龙来当兵，就是想在部队经历
锤炼，除掉自己性格中的“铁锈”，锻造更
加坚毅勇敢的品质。

起初，闻苏轶担心张升龙的思想状
态，总是时不时注意他。后来，闻苏轶发
现，每次整队集合，张升龙都主动站在第
一排，军姿站得十分认真，尽管动作不太
标准。

一路上，包括张升龙在内的大多数
新兵，对闻苏轶都表现得比较拘谨，很少
主动过来问话。

但新兵张成隆不一样。他时不时过
来“骚扰”闻苏轶，问部队收不收手机、让
不让打游戏，说话间，手里的游戏也不曾
停下。转站时，新兵们都在列队里等待，
偏偏张成隆跑到厕所抽烟，最后被闻苏

轶拽回了队伍。
“你为什么来当兵？”张成隆一边玩

手机游戏一边回答闻苏轶：“工作太无聊
了。”

去年，张成隆大学毕业，父母劝他
去参军，他却自己应聘到临沂市一家
公司当职员。上了一年班，每天几乎
都是一样的工作，张成隆又觉得这种
生活没意思，“一眼能看到头”。于是，
他又决定去当兵，“希望部队能有意思
些”。

好不容易有了工作，为何这个时候
又去当兵？父母很不理解。
“爸妈让我来，我不来；爸妈不让我

来，我偏要来。”在新兵堆里，张成隆大声
说着，似乎对此很得意。

新兵王俊祥则微笑不语，他没有张
成隆那样“潇洒”，黝黑的脸庞上更多的
是黄土地般的朴实。

同样是大学毕业入伍，王俊祥目标
很明确，那就是争取提干。一路过来，他
也是问闻苏轶问题最多的新兵之一。其
中一个问题，让闻苏轶很疑惑——部队
能不能提前起床？

原来，王俊祥有一个习惯，每天早上
五点半准时起床，帮家人干农活。这个
“生物钟”非常稳定，他怕去了部队会不
适应。

就在集中隔离前一天，王俊祥一个人
挖完了3亩花生，装了100多袋。“可惜，没
来得及帮家里把玉米收了。今年我家的
玉米长得特别好，一根杆上都是两个棒！”
王俊祥憧憬着不久后的大丰收。

这个土生土长的沂蒙小伙，梦想着
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名军官。他悄悄告诉
闻苏轶，父母终年面朝黄土背朝天，非常
辛苦。他不想让父母为自己就业找工作
操心。

30 名新兵，各自有着不同的经历，
参军入伍的初衷也各不相同。不过，他
们都保证：去了部队，一定会好好干！

张升龙说，哪怕再苦再累也不会退
缩，因为他一定要成为自己理想中的人。

张成隆倒是很干脆，说自己喜欢有
挑战性的事，“干就完了”。

王俊祥没有说什么，只是不停地问
部队都有哪些训练课目。他甚至担心自
己胳膊太细，拉不动单杠……
“献身国防建设的同时，个人获得成

长进步，这两者并不矛盾。”闻苏轶告诉
新战友，只要走进部队，他们终究会成长
为合格的战士。

部队是个大熔炉，进来是铁，出去是
钢；部队也是个大舞台，会给每名愿意拼
搏的官兵施展个人本领的机会。

这是漫长旅途的终

点，也是军旅生涯的起

点，更是一段梦想的起点

出站后，闻苏轶带着 30名新兵踏上
了入营前的最后一段旅程。

新兵王俊祥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是
这样来到新兵训练基地的——和新战友
们坐在军用卡车后车厢地板上，冒着寒
风，一路颠簸。

9月，大西北的夜晚寒风凛冽。坐
在车厢里，新兵们齐刷刷望向车外。
灯火通明的城市渐行渐远，四周漆黑
一片，只有笔直的杨树在风中沙沙作
响。

又是集体沉默。为了舒缓紧张的氛
围，闻苏轶给新兵们讲了几个笑话，但效
果不佳。新兵们短暂一笑后，再次望着
车外那片漆黑发起呆来。
“军营，到底会是什么样子？”没人知

道他们到底有多么忐忑不安。
此时，四级军士长陈强强早早站在

新兵训练基地门口。入伍 14年，陈强强
曾先后6次担任新兵班长。
“我喜欢带新兵，感觉他们就像我的

亲兄弟一样。”每次带新兵，陈强强都会
觉得，自己又得到了一次成长。

新兵到来之前，陈强强自己动手，将
“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完不成的任
务，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这一“旅魂”做
成剪纸，贴在了新兵宿舍墙上。他还收
集整理出一本英模人物故事集。“上面都
是我们单位历史上的真人真事，新兵们
一来，就讲给他们听。”多年带兵经验告
诉陈强强，铸魂育人是新兵班长最重要
的一项工作。

凌晨两点多，军用卡车终于抵达目
的地。
“他们交给你了。”交接过后，闻苏轶

完成了自己的任务，陈强强的工作才刚
刚开始。对那 30名新兵而言，这是漫长
旅途的终点，也是军旅生涯的起点，更是
一段梦想的起点。

新兵被领走了，闻苏轶感觉有些失
落。作为新兵走进部队的带路人，虽然
和他们相处时间不长，但此刻闻苏轶还
是有些不舍。

第二天清晨，闻苏轶独自一人启程
返回部队。带新兵来时，天色已晚，他并
没有仔细看窗外的风景。如今，阳光明
媚，远处祁连山顶的皑皑白雪分外夺目，
壮美的河西走廊闯入眼帘。

此时，闻苏轶突然想起，火车经过张
掖站时，一名新兵曾问他：“张掖这个城
市为什么这样取名？”

张掖之名，与汉武帝时一位少年将
军有关。2000 多年前，年仅 19岁的“冠
军侯”霍去病率军西征匈奴，“断匈奴之
臂，张中国之掖”，立下赫赫战功。

听完这段传奇故事，好多新兵都禁
不住“哇”了一声。少年们心中梦想的种
子就此埋下。

想到这里，闻苏轶打开手机，在新兵
微信群中发出这样一条消息：“战友们好
好干，我在营区等着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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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追踪新兵入营之路
■本报特约记者 雷兆强 通讯员 程加彬 杨重震

由东向西，列车驶过金秋的道路山

川。车窗玻璃上，新兵们的绿色迷彩身

影飞速闪过。

新兵入伍季，记者历时两昼夜，跨越

2000公里，全程跟踪采访第77集团军某

旅30名新兵从家乡出发到军营报到的

足迹。

入营途中，这批新战友共乘3次列

车，而这3趟列车的乘务员全是退役军

人。

就这样，人民子弟兵的“前浪”与“后

浪”在飞驰的列车上相遇了。

3名退役老兵很快和新兵们打成一

片，他们把自己的军旅故事讲给新兵们

听。

说起当年，老兵最先想起的就是曾

经吃过的那些苦：有人跑步跑到晕厥，有

人脸颊被烈日晒到脱皮，有人在闷罐车

里坐了三天三夜……

如今，老兵们都已结婚生子，日子越

过越好。但对于下一代，他们表现出更

多的则是担忧。

“一天到晚，就知道玩手机……”谈

起自己的孩子，一位乘务员长叹一声。

这名老兵觉得，儿子缺乏自己当年在部

队那种敢于吃苦的精神。

老兵转过头来，反复叮嘱眼前这群

新兵：“去了部队，你们一定要好好锻炼

自己。”

面对“前浪”的教诲，有名新兵反问：

“谁说我们不能吃苦？”

新兵们觉得，自己不是不能吃苦，只

是吃苦的方式与老兵不同。手机时刻不

离身，是因为手机功能强大，连学习也离

不了手机。

这些“00后”更喜欢阅读电子书籍，

而不是纸质书籍。他们喜欢玩游戏，因

为他们觉得游戏也是一种文化，只要不

沉迷其中就好。

“祖国需要的时候，我们绝对义不容

辞。”一名新兵告诉老兵。

听着“前浪”和“后浪”的对话，记者不

禁想起今年奋战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

的那些年轻人。他们用自己的默默奉献向

所有人证明，他们心中同样有火，同样有

梦，更不缺少为之奋斗的勇气和毅力。

在负责领兵的上士闻苏轶眼中，这些

年部队变化很大。“我刚入伍时是步兵，那

时部队还要一边训练一边养猪种菜。士

兵只要肯吃苦，掌握基本专业技能并不

难。”他说，“现在，物资供应全都不用操

心，训练专业要求却越来越高……”

这些新时代的新挑战，等着新兵们

一个个去克服。

经宝鸡站，列车进入绵延的秦岭山

脉。这群来自齐鲁大地的子弟兵齐刷刷

趴在窗户上，用好奇的目光观察着新的

世界。

列车抵达兰州站，新兵在车站候车

时，一支刚刚退伍的老兵队伍也走进了

军人候车室。

“小伙子们，好好干！”两支队伍擦肩

而过，一名退伍老兵对着新兵们喊了一

声，竖起一个大拇指。

“好！”新兵们不约而同地答道，每个

人脸上都挂着自信的微笑……

在人民军队不断发展的时代洪流

中，“后浪”们注定会像前辈们那样奔腾

不息，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他们这一代人

的使命。

“ 后 浪 ”奔 腾
■本报特约记者 雷兆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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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第77集团军某旅新兵迈步
踏上新的征程。 唐 刚摄

图②：新兵家人在候车厅“隔空送
行”。 闻苏轶摄

图③：新兵训练基地为入营新兵
举行欢迎仪式。 陈强强摄①①

②②

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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