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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的是面孔
感触的是心灵

甘披戎衣写芳华

【人物名片】尹世江，新疆军区某红

军团列兵，二次入伍。2018年被评为优

秀义务兵。2020年12月，被表彰为“全

优新兵”。

分兵的时候，有人提醒说，“在座的
有二次入伍的”，让领兵干部猜一下。
这还用猜？虽然大家身上都穿着同样
的迷彩服、胸口统一别着大红花，但尹
世江还是一眼就被认了出来。当兵的
挑当过兵的，一点儿也不难——那眼神
里藏不住。

3年前，尹世江从四川老家当兵入
伍，来到了日思夜想的军营，成为一名
武警战士。置身军营听着军号，融入集
体走进队列，尹世江心中格外欣喜，浑
身充满使不完的劲儿。队列训练时，班
长让“三挺三收三结合”，他用心领悟、
刻苦训练；回到宿舍练“端腿”，不知顶
破了多少双袜子。

见第一就争，见红旗就扛。靠着不
懈努力，尹世江拿了大大小小不少荣
誉。两年后，考虑到尚未完成的学业，
尹世江最终选择脱下心爱的军装。

大学生活丰富多彩，可军营的点点
滴滴却始终萦绕在尹世江脑海里。“我
早已习惯了部队里紧张有序、棱角分明
的生活。脱下那身喜爱的军装、听不到
嘹亮的军号声、没有了战友的陪伴，总
感觉心里空落落的。”

一次，在长途客车上，路遇颠簸。
头顶的行李箱眼见就要砸到一位老人，
尹世江本能地冲上去，稳稳地把皮箱抱
住。低头时，发现老人正笑盈盈地看着

他，“小伙子，当兵的吧！”那一刻，尹世
江的心怦怦直跳。他突然意识到，原来
短暂的军旅生涯已经在自己身上留下
了深深的烙印。

军装，还没穿够；兵，也没当够。得
知自己符合部队二次入伍的政策时，即
将大学毕业的尹世江果断报了名。经
过体检等流程，他顺利二次入伍。

这次当兵的目的地在新疆。军列
呼啸驶过，沿途景物从绿色植被变成矮
小灌木，再变成一望无际的苍茫戈壁，
尹世江望向窗外的眼神从容坚定。大
巴车驶入军营，熟悉的营具摆设，让尹
世江一下子找到了归属感：“这里，就是
我朝思暮想的地方。”

初到新兵连，这位新兵中的“老
兵”便显露出与众不同的一面——内
务干净利索、战术基础动作娴熟、手榴

弹投掷姿势标准，各课目成绩都名列
前茅。班长周鑫特别喜爱这个与自己
“心有灵犀”的兵：“我的一个眼神，尹
世江便能心领神会。他既是我的好助
手，又是新兵的好榜样。”排长闫宁更
是不吝赞美：“尹世江是全连的示范
兵，训练标准特别高，干什么像什么，
干什么成什么！”

第一次入伍时，尹世江的双杠臂
屈伸已经能做 61 个，远超优秀标准。
而现在，尹世江愈发珍惜锻炼的机
会。在不久前的“全优新兵”考核中，
尹世江双杠臂屈伸做了 167个，位居全
师第一。

在尹世江心里，二次入伍就像是
经历了一趟时空穿梭，改变的是时间
与地点，不变的是军人本色和报国之
志。

二次入伍—

本色从未改变
■孙振者

【人物名片】谢林沛，第77集团军某

合成旅上等兵。曾被旅评为“优秀新

兵”和“四有”优秀士兵。

从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到祖国西南
的一座军营，23岁的谢林沛跨越 1万多
公里的距离，开启了新的人生旅程。

2019年 6月，当谢林沛参加完研究
生课程考试，带着尚未完成的毕业论文
回到祖国，准备参军入伍时，很多人都
疑惑不解：“为什么不等拿到毕业证后
再去当兵？”“为什么不选择继续深造或
者参加工作，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可在谢林沛的心里，参军入伍的决
心从他高三时就从未变过，现在是他距
离实现梦想最近的一次，无论如何都不
能错过。

谢林沛的爷爷是一名抗美援朝老
兵。听着战斗故事长大的他，从小就对
军人这个职业无比崇敬，也梦想着有朝
一日能像爷爷一样在战场上为国立
功。因此，对于谢林沛的选择，父亲非
常理解，并打心底为他感到骄傲。

这一年夏天，谢林沛一边应征报
名、参加体检、提交政审材料；一边继
续完善毕业论文，为毕业答辩做准
备。当炎炎夏日结束时，谢林沛终于
收到了入伍通知书，并赶在入营前，提
交了毕业论文。

满载新兵的专列缓缓开动，谢林沛
胸戴大红花坐在窗前，看着神情严肃的
父亲和轻拭泪水的母亲，心中感慨万
千。谢林沛抚摸着胸前的口袋，那里有

一封父亲写给他的信，寥寥数行文字，
却饱含着父亲对他的殷切希望：“儿子，
到了部队，要服从命令，尊重首长，团结
战友，勤学苦练……”此刻，谢林沛已经
将父亲的叮嘱谨记于心：“做出这个选
择不容易，只有在部队干出成绩，人生
才不会后悔。”

初入军营的那段时间，谢林沛还是
对自己此前的课业成绩和毕业论文有
些担心。每次连队一发手机，谢林沛就
迫不及待地查看考试成绩。“每通过一
门课，我都兴奋好几天，训练起来都不
觉得累。”

当得知自己的毕业论文顺利通过

时，谢林沛激动万分，转身冲到操场，跑
了一圈又一圈。他笑称，这是“以军人
的方式庆祝自己顺利毕业”。

谢林沛在一本书上读到过一句话：
“当兵如奇遇。初入营门的那一刻，奇
遇就开始发生了。”此时，他觉得自己也
经历了一场“奇遇”，遇见了并肩作战的
好兄弟，遇见了火热的战斗生活，也遇
见了更好的自己。

当新训结束时，谢林沛同时收获了
两份“礼物”——以全优的考核成绩被
评为“优秀新兵”，并顺利拿到了研究生
毕业证书。

虽然遗憾地错过了学校的研究生
毕业典礼，但谢林沛在军营迎来了自己
军旅人生的“高光时刻”。在下连后的
一次实弹演习中，谢林沛担任某型反坦
克导弹主射手，精确摧毁目标，被单位
表彰为“外训先进个人”。站在颁奖台
上，谢林沛手捧奖杯，笑容灿烂。那一
刻，他愈发坚信，回国参军是自己一生
中最正确的选择。

而他的下一个选择是，“上军校，留
在部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携笔从戎—

不能错过的选择
■孙启龙

【人物名片】朱长顺，中部战区空军

雷达某旅列兵。新训期间，3次被评为

“月训练先进个人”。

当雷达操纵专业新兵朱长顺坐在
训练室，打开雷达兵模拟训练系统，略
显生疏地用鼠标、键盘完成第一次模
拟训练时，他一下子想起了前不久，小
叔朱洪波在电话中和他说起的操作
要点：“眼睛要尖，手要稳，心要沉得住
气。”

朱洪波是中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
一名入伍满 30 年、今年刚刚退休的老
兵，和朱长顺恰好在同一个雷达旅服
役。30 年前，朱洪波也是旅里的一名
雷达操纵专业的新兵。数九寒冬，朱
洪波和战友们戴着雷锋帽和绒布手
套，搬着小板凳，坐在操场上，对着一
摞摞象征着雷达方位圈的报读纸，大
声报读着。那时候，训练条件可比现
在苦多了，朱洪波的一身本领，也正是
在那段日子里打下的基础。
“珍惜条件好好练，争取早日超过

小叔！”朱洪波在电话里勉励着侄儿。
小叔的期待，是朱长顺前进的动

力。从入伍第一天起，朱长顺就被人和
小叔放在一起比较。朱长顺第一次单
杠合格时，有人说，朱班长军事体能考
核成绩一直是“特三”的标准；当朱长顺
第一次得了新兵连的内务标兵，有人
说，朱班长三十年如一日是全旅作风优
良的表率；朱长顺第一次接触到专业训
练，便听人说起朱班长这些年成功处置
的一桩桩案例……

小叔的形象，在朱长顺心中如山
一般。站上这座山，登高能望远；可唯
有翻越这座山，才能开启属于自己的
新征程。

那段时间，朱长顺每天把自己丢
进由方格点、坐标圈、数码字符等组成
的信息海洋：眼睛盯着雷达兵模拟训
练系统上一圈圈旋转的天线基线、一
个个若隐若现的信号目标点，嘴里念
着一串串密集连续、含义丰富的口令，
手中的键盘噼啪作响，桌前的专业书
籍越堆越高……像是一只蜗牛，朱长

顺每天缓慢但努力地前进着。
那天，新兵连组织专业大比武，朱

长顺一路过关斩将，站上决赛场。他
的对手，是另一名公认的好苗子。高
手过招，谁能笑到最后？旁人都为这
两人捏把汗，朱长顺却气定神闲。此
时，他满脑子是小叔的叮嘱：“作为雷
达兵，开机就是战斗！你唯一的对手，
就是你面前雷达荧屏上的目标！”

比武开始。朱长顺集中全部精
力，紧盯着面前那一块汇聚了大大小
小信号目标点的雷达荧屏。场外关切
的目光、热烈的呐喊，朱长顺此时都看
不见、听不到了。他的手速越来越快，
眼睛仿佛放出光来了。

比赛结束，悬念揭晓：朱长顺胜了！
站上领奖台，朱长顺一如既往的淡

定，眉宇间像是在思索什么。“恭喜你，
长顺！”挂上奖牌，朱长顺被一个熟悉的
声音拉出思绪，定睛一看，不是别人，正
是刚卸下军衔、满面自豪的朱洪波。“小
叔！你怎么来了！”朱洪波笑而不语。
“小叔，我今天有了属于自己的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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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

【人物名片】张裕裕，新疆伊犁军分

区新兵团列兵。

张裕裕入伍时自带光环——中国武
术四级段位证、高级散打教练员证、获得
过省级“五四青年”表彰、上过央视春晚、
赴俄罗斯参加过演出……这些证书和过
硬的经历让张裕裕成为新疆伊犁军分区
新兵团里的“明星”。他经常被战友追问：
“‘武林高手’为什么跑到边防来当兵呢？”

张裕裕的回答则保持了“武林高手”
的神秘，他微微一笑说：“军营，就是我的
‘武林’。”

“00后”张裕裕从小爱看武侠小说，
一到假期，就缠着父母带他到离家不远
的登封少林寺游玩。不知不觉中，他心
底萌生出了武侠梦——成为武林豪杰，
仗剑走天涯。初二那年夏天，在父母的
支持下，年仅 14 岁的张裕裕不走寻常
路，背上行囊，来到武校，拜师学艺。

在武校里，张裕裕并没有选择学习
当下热门的散打和搏击，而是选择了拳
击。拳击被称为“勇敢者的游戏”，而张
裕裕就梦想着能成为一个勇敢的男子
汉。训练场上每一次出拳时划破空气的
声音，都让他血脉偾张。

又是一个夏天，张裕裕在电视上偶
然看到了征兵宣传片：备战打仗、血性担
当、牺牲奉献等主题元素，在一个个镜头
里，是那样动人心魄。张裕裕的内心仿
佛被一道闪电击中——侠之大者，为国
为民，侠义精神的最高表现，不正是舍身
报国、书写大我吗？

在那之后，军旅梦便成为张裕裕武

林梦的延续。“我和师父有个约定——现
在要好好练功，待成年之后就去军营圆
梦。”怀揣着这个新的梦想，张裕裕在武
校中飞速成长。

2019年，俄罗斯喀山，“第 45届世界
技能大赛”闭幕式会旗交接仪式现场，
18岁的张裕裕作为参加表演的 42名武
者之一，站在万众瞩目的国际舞台上一
次次挥臂出拳。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就
像阅兵场上的一名战士，气宇轩昂，英
姿飒爽。

归国以后，张裕裕脑海中始终萦绕
着那一刻的感受——自豪，无比的自
豪。与此同时，参军入伍的想法也越来
越强烈。

在武校学习的 5年间，张裕裕长高
了，也壮实了。终于到了圆梦时刻，在师
父不舍的目光中，张裕裕背起行囊踏上
人生新的旅程。

入伍报名时，张裕裕的第一和第二
志愿都选择了驻地艰苦的边防部队。原
因无他：练功习武，不怕苦，才能练就好
功夫；当兵入伍，敢吃苦，才能成就军营
脊梁骨！

在新兵团里，张裕裕凭借自幼习武
练成的强健体魄和坚强性格，很快脱颖
而出。他不仅以全优成绩提前拿下所有
基础课目训练，还担任编外小教员，把武
术训练的技巧融入新训的基础课目，同
连队骨干一起，共同摸索适合新战士的
训练方法：“马步可以有效提升核心力
量，格挡与冲拳的练习可以增强格斗术
的实战能力……”看到战友们的训练成
绩都有了明显提升，张裕裕再次微微一
笑：“军营不是一个人的‘武林’。”

新训的时光转瞬即逝。激昂的军歌
声中，班长为张裕裕戴上了列兵肩章。
或许，张裕裕的“武林”之路才刚刚开始。

仗剑圆梦—

男儿志在卫家国
■刘郑伊

军营从来都是热血青年追逐梦想、施展抱负、建功

立业的热土。目前，2021年春季征兵已经展开，一大

批有志青年又将投身军营，开启新的人生篇章。

“青春的样子有很多，很庆幸我的青春有穿军装的

样子。”这句朴实的话，可能代表了很多年轻战士的心

声。本期《士兵面孔》，我们聚焦4名入伍不久的优秀

战士，聆听他们在入伍前后的故事，和他们关于选择、

梦想和奋斗的感悟。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