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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勇救战车的副营长提升啦！”
几个月前，第 73 集团军某旅组织

两栖装甲车装载训练，一辆装甲车因履
带没有抵住渡板发生倾覆。时任合成
二营副营长刘文军两次跳入海中，上演
100 秒生死营救（相关报道详见本报
2020年10月14日第八版）。如今，刘
文军被提升为正营职科长的消息，让全
旅官兵倍感振奋。

谈及此次提拔的经历，刘文军感慨
道：“这次任命给我最大的启示是，自己
安心干好本职，其他的交给组织。”

时间回到 19 年前，从小受军事题
材电影熏陶的刘文军，高中毕业后毅然
选择参军。怀着对军营的热爱，他刻苦
训练，新兵训练结束时所有课目考核全
优，被评为“优秀新兵”。

下连后，刘文军再次从同年兵中脱
颖而出，成为连队训练尖子。第二年他
当上了班长，后又被任命为装甲底盘技
师。由于工作表现突出，2007 年刘文
军顺利提干。

对许多人来说，提干已实现了人生
的华丽转变。但对刘文军来说，这是新
的开始。

军校毕业，刘文军以排长身份回到
老连队。他不负众望，第一年带出了
“先进排”；第二年带领全排荣立集体三
等功；第三年因素质过硬在同批排长中
率先被提升，任副指导员。

2014年 2月，坦克五连指导员岗位
出现空缺。此时已经 31岁的刘文军面
临两个选择——或到机关落编，或竞选
连主官。

刘文军深知，只有扎根基层，经受
“风吹雨打”，才能厚积薄发。经过层层
选拔，刘文军最终从 24名干部中胜出：
军事、理论考核双料第一，毫无争议地

走上了指导员岗位。
当主官 3年，刘文军交出了一份令

人满意的答卷：连队先后收获“基层建
设先进连队”“先进党支部”“军事训练
一级连”“装备管理先进单位”等荣誉，
他个人也被评为“优秀基层干部”“军事
训练优等指挥军官”。
“你看看家里状况，还是早点转

业吧……”2017 年，由于妻子常年在
浙江工作，父母和两个女儿都在安徽
老家，家庭处于三地分居的状态，刘
文军接到了家人的催促电话。
“新连长刚来，连队正处于爬坡

阶段，不能没有我！”刘文军选择了留
下。

付出终有回报。2018 年 5 月，刘
文军的名字又一次出现在干部调整名
单中。这次，他被提升为合成二营的
副营长。

走上新岗位，刘文军给自己制订
了一份精细的“赶学计划”：拜厂家师
傅为师，学习装备理论知识；拜基层官
兵为师，学习维护保养装备；拜党委领
导为师，学习统筹抓建思路……很快，
他便熟悉了工作，成为一名称职的副
营长。

去年 8月，刘文军所在单位要调整
训练用车。面临困难，他没有丝毫怨
言，带领各连技师主动作为，不等不靠
研究方案，积极协调厂家筹措器材，最
终所有车辆均达到了标准，任务圆满
顺利完成。因表现突出，他荣立三等
功。没想到，刚过了一年多，他再次获
得提升。

从普通一兵到营职干部，刘文军一
干就是 19年。他常说：拼搏的路没有
尽头，只要永不停歇，就能创造更多的
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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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上海虹口，在淞沪铁路
旁的一座石库门建筑里，中共四大秘
密召开……”

这是 11月底的一个周末，武警上
海总队执勤三支队执勤一大队教导员
孙天龙和官兵一起在中共四大会址纪
念馆参观见学。据了解，该支队对驻
地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进行精心筛
选，将营区附近 2公里内近 10个红色
场地串点成线，绘制出开展主题教育
的“红色地图”，搭建起丰富多样的红
色教育课堂。

讲解结束，官兵们庄严举起右拳，
重温入党誓词。队伍前，领誓的是长
期担任中共四大会址纪念馆义务讲解
员的勤务中队中士郭淼。他告诉笔
者，中共四大会址纪念馆每年都会在
支队官兵中培养义务讲解员，既为官
兵提供了锻炼成才、展示自我的平台
与机会，同时也让官兵在耳濡目染中
传承红色基因。

从青砖黛瓦的一大会址到绿树
成荫的四大会址，从李白烈士故居到
陈云故居，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一件件传递精神的展品，无不让官兵
们更加懂得了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使
命和担当。
“传承红色基因不能只挂在嘴上，

要落在行动上。”不久前，支队组织军
事考核，应急班班长王徐山跑在武装
越野队伍的最前面，一边冲锋一边给
战友加油鼓劲。将要抵达终点时，王
徐山的右手突然脱臼，疼痛难忍。看
着身边拼尽全力的战友，王徐山咬牙
坚持跑完了全程。
“厚重的红色历史和先辈们的英

雄事迹，时刻激励着官兵听党话、跟党
走，能打仗、打胜仗！”支队长高光说。

红色基因

励兵心
■陈乾根 王新桐

“明明都是按射表打的，怎么会打
不中？”已经当了两年炮长，蒙子荃此
前从未出过岔子，没想到这次竟“马失
前蹄”。

前不久，在西北某综合训练基地，
东部战区陆军某旅炮兵营组织了一场
实弹射击考核。部队到达预定地域后，
各作战分队迅速占领射击阵地，并完成
相关准备工作。
“全连注意……3发极速射，第 1发

装填！”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5号炮炮长

蒙子荃如往常一样，马上指挥班组成员
展开作业。刹那间，一枚炮弹破膛而
出，目标区掀起阵阵浓烟。
“糟了，打偏了！”首发失准，后面 2

发炮弹还怎么打？
想到这里，蒙子荃额头直冒冷汗，

因为是极速射击，容不得多想，他只能
立即转入第二发射击……
“5号炮，首发未中，三发未中……”

虽有思想准备，可听到成绩通报那一
刻，蒙子荃依然难以接受。操作步骤一
个没错，射表参数也和往常一样，怎么
以前都能准确命中，这次却打了个“光
蛋”呢？
“‘老射表’打不了‘新靶标’！”看着

满脸疑惑的蒙子荃，连长黄志光正色解
释道。

原来，高原地区空气密度小，对
炮弹的阻力相对减少，按老射表打，
炮弹初速大、射程就会增加。加之高
原地区天气多变，也会影响火炮的精
度。
“平时训练不扎实，真正上了战场

可是要丢命的！”连长的一番话，让蒙

子荃羞愧万分。此前，针对高原地区
实弹射击出现的各类问题，连队专门
组织各炮长进行了火炮射击单修、口
令及应用射表训练。而蒙子荃自以为
对火炮操作流程熟稔于心，并没有下
多大苦功，这才导致了这场失利。

习惯了在平原地区射击，遇到不
同地域环境仍搬套路、走流程、凭经
验，谈何形成全域作战能力？为此，
一场以“训练场和战场的距离在哪
里”为主题的反思讨论随即在该营展
开。讨论中，官兵你一言我一语，深
挖身边与实战相悖的思想和做法。不
少战士坦言，训练中往往满足于考核
场上我能考多少，而不是战场上我能
为打赢做多少。

有了这次经历，蒙子荃痛下决
心：“今后一定要正视自己的不足，努
力成为一名能在任何地域、任何环境
下执行作战任务的优秀炮长。”

首发未中，三发未中—

“老射表”打不了“新靶标”
■刘 朋 林蒋杰

近日，第 80集团军某旅训练场上，
一场群众性练兵比武正紧锣密鼓展开，
侦察兵、狙击手、报话员……来自全旅
10余个小特专业的选手们展开激烈角
逐，一项项纪录被打破。
“每一个小特专业，都是战斗力建

设的关键一环，未来战场，哪一个都不
能少！”该旅领导介绍说，近些年来，他
们狠抓练兵备战，圆满完成了多项重大
演训任务，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精准
协同能力不足、体系运转不够流畅……
为进一步释放关键岗位作战效能，打通
作战体系关键节点“梗阻”，他们举办此
次小特专业比武，旨在提供竞技擂台，
激发“关键人才”谋战研战、攻坚克难的
热情动力。

笔者看到，在装甲侦察比武现场，

参赛人员在某型侦察车上操作娴熟快
速：架设器材，调试设备，处理情报，检
查上传……“停！”随着考核员口令下
达，一项新的纪录诞生！

这边掌声未落，远处枪声响起。狙
击手专业比武进行到了关键环节。选
手们连续完成定向越野、目标侦察等课
目后，不经休整直接转入极限距离射
击。高强度、高难度的连贯作业，让这
批狙击尖兵汗流浃背，直呼过瘾！
“参加的人数少，但更加激烈，也

更贴近战场！”炮长马瑞夺得某型榴弹
炮赋予射向课目第一名后说。之前，
他参加过上级组织的该课目比武竞
赛，由于参加单位较多，为统一考核标
准，通常会指定采取手动作业，这也导
致他们在日常训练中对别的操作方式
不够重视。此次比武，为检验提升炮
手综合能力，在内容设置上专门针对
其短板弱项。为此，在备战阶段，马瑞
与战友深钻细研装备性能，反复推敲

作业流程，最终成绩比之前提高了一
倍多。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刚刚结

束报话员比武的某营战士刘振秀没能拿
到名次，默默握紧了拳头。他说，全营与
自己同专业的战友没几个，时间久了就
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比武细则下发
后，他才发现自己练得远远不够。虽然
前期连续加班加点备战，但基础不牢，最
终他比武时还是出了纰漏。他说，回去
之后一定要知耻后勇、改进不足。
“探索建立与新体制新形势新任务

相适应的练兵模式，让每个作战要素都
形成过硬战斗力！”议战议训会上，该旅
领导的发言掷地有声。下一步，他们将
针对此次比武中暴露出的问题专攻精
练，组织取得好成绩的官兵开展经验交
流，对旅前期形成的创新战法研究成果
进行修改完善，真正把小特专业建专建
精，融入作战体系，推动部队实战能力
进一步提升。

既破纪录，又知不足—

这场岗位比武很有料
■王 阔 李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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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执行高原驻训任务，侦察股长
王冰雷已 6个多月没有回家。视频这

头，看到爸爸的王梓萱开心地和妈妈“比

心”，视频那头的王冰雷笑得合不拢嘴。

图②：这一天，正好是勤务保障营营
长郭晓辉爱人杜慧平的生日。儿子郭玉

硕趴在妈妈的耳边讲起悄悄话，提醒她

“别忘了告诉爸爸”。

图③：视频全程，四级军士长黄鹤的
父亲（左一）一直沉默，他认真听着儿子

和家人的对话。临到视频对话结束时，

老父亲终于忍不住心头对儿子的挂念，

凑到话筒前嘱咐在高原的儿子吃好穿

暖，保护好受过伤的膝盖。

唐 帅、赵 杨摄影报道

11月14日，在高原执行演训任务

的南疆军区某团通过视频会议系统，组

织10余名官兵与在营区居住的家属进

行了一场特殊“见面”。

平时用于召开各类会议、气氛严肃

的视频会议室里，上演了温情一幕，父亲

与孩子、儿子与父母、丈夫与妻子，传递

着彼此的关心和思念。

离别半年

一家人这样相见

Mark军营

潜 望 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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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刘文军在检查两栖突击车液压油管。 徐明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