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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3年前开始，“00后”陆续步入军营。

他们与“80后”“90后”当年的境遇一样，受到

过世俗眼光的质疑。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更

渴望被理解和认同。但不管怎样，人们必须

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他们迟早要成为军队的

主力，成为军营的主体。

走上雪域高原，记者望见了巍巍雪山，更

看到了驻训官兵的独特面容——乌紫开裂的

嘴唇，喘着粗气的鼻孔，被紫外线灼伤如铜板

一样的面孔……不同的青春有不同的样子，

一代军人有一代军人的风采。实践证明，经

过高原风雪的洗礼、备战打仗的历练，“00

后”士兵同样能够用青春的担当、坚强的肩膀

扛起如山的使命。

即日起，本版推出“走进军营‘00后’·记

者高原蹲点手记”系列报道，讲述这些“00

后”士兵奋战高原、锤炼成长的故事。敬请

关注。

走进军营“00后”·记者高原蹲点手记①

Mark军营

入夜的雪域高原十分寒冷，王滨
圆打开背囊，抽出褥子，做就寝准备。
褥面上一行用记号笔书写的字格外醒
目——
“不当温室里的花朵，我要证明我

自己！和别人比，和自己比，每天进步
一点点……”

王滨圆告诉记者，这是他的决心
书，也是他的青春宣言，“每天看到它，
我就有了无穷的动力！”来到高原后，
为了激励自己，他在褥面上写下了这
行字。

今年 19岁的王滨圆，是新疆军区
某合成团合成二营坦克四连的一名坦
克车长，下士军衔。像很多大众眼中
的“00 后”一样，他曾经不爱读书，酷

爱上网，但自幼喜欢和小伙伴玩“打
仗”游戏，陪伴他的也多是玩具枪、坦
克模型、大炮模型等。

王滨圆说他一度特别迷恋军旅题
材电视剧《士兵突击》，也是因为这部
电视剧，他选择走进火热的军营。

然而，军队生活却给了初来乍到
的他一个下马威，体能拖后腿、生活不
适应……入伍之初，他一度无所适
从。更刺激他的是，从小就是“学霸”
的哥哥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
“一奶同胞的亲兄弟，差距咋就这

么大呢？”父母不经意间的一句叹息，
激起了王滨圆的好胜心。
“跑步时，我咬牙也要盯着第一名；

练操作，我逼着自己练到最熟练……”
王滨圆说，新训那段时间，自己就只想
着训练。时间飞逝，一天比一天强壮的
是骨骼，一天比一天坚强的是意志。在
新兵下连考核中，他收获了总评优秀的
好成绩。

下连之后，王滨圆每天都会早起
半小时跑一个 5公里，常常利用中午
或休息时间钻研装备，晚上熄灯后还
主动给自己“开小灶”学理论……努力
的付出终会收获，现在他已经陆续通
过了驾驶、射击、通信的专业定级考
核，成为全连最年轻的坦克车长。
“因为是自己的选择，就要为此负

责到底。”听说部队要到高原驻训，王
滨圆主动向连队递交了请战书。

高原总是存在太多考验，也总是
能见证一名年轻战士的成长。一次，
王滨圆遭受肺部感染，一度高烧到
39.6℃。当被紧急送医时，迷糊中的
他牵挂的还是他的坦克。病愈不久，
他就迫不及待地出现在训练场上……
“成为一个兵，这是我人生最正确

的选择。”王滨圆说，年少时朦胧的向
往，将他带到军营，从穿上军装的那一
刻起，自己的青春灯塔已经点亮……

说这句话时，王滨圆眼神无比坚
定。

三八节那天，当很多同龄人沉浸
在购物狂欢中时，该团警卫勤务连
上等兵、年仅 19 岁的女兵范玉瑶正
在-23℃的雪域哨所进行警戒执勤。

去年，入伍不满 1年的范玉瑶和
其他 22名女兵一起，向团党委郑重递

交请战书，奔赴昆仑雪域。
“自从剪去长发，走进军营，穿上

军装，我就懂得了责任和担当。看着
自己的双手留下训练的痕迹，我找到
了实现自我价值的自豪感，体会到了
苦尽甘来和奋斗后的满足。”范玉瑶
说。

刚上高原时，由于天气和环境原
因，不少战士出现了贫血、脱发、指甲
凹陷等症状。“缺氧不能缺精神！”这群
刚成年不久的年轻战士，硬是凭借顽
强的毅力克服了恶劣的自然条件，在
高原上一驻就是数月。

谈及这群“00后”，团政委龚毅宏
感慨且自豪：“他们的表现确实出乎我
们的预料。”
“初上高原各种不适，强烈的高原

反应，头疼难忍，胃里翻腾，但我不怕，
一想到八一军徽代表的使命与责任，
想到我深爱的祖国和亲人，我就拥有
了战胜一切困难的决心和勇气。”
“我曾负重几十公斤攀上海拔

5300多米的哨所，顶着刀子一样的风
雪，坚守自己的哨位，因为我知道哨位
就是战位。”
“我曾背着装备攀上海拔 5800多

米的高峰，沿路的石头锋利如刀冒着
寒光，常年的积雪更是淹没了我的膝
盖，但我不怕，因为我坚守的地方是中
国，因为我守护的土地有我最爱的
人。”

……
在团里，记者看到了“00后”战士

们写下的青春宣言，不由得感动涌上
心头。在选择多元的今天，越来越多
“00后”选择走入军营，在高原锤炼本
领，让风雪磨炼意志。透过他们的文
字，记者深深感受到，在他们心里，当
兵其实是件很纯粹的事——因为喜
欢，因为想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
“让青春在拼搏中熠熠生辉”，这

就是青春的样子吧！这群“00 后”战
士身上散发的强烈使命感、荣誉感和
责任感，恰恰构成了新时代军人的精
气神。正如歌中唱的那样：“在茫茫的
人海里，我是哪一个……我把青春融
进，融进祖国的江河……”

上图：下士王滨圆正在对装备进

行维护保养。 孔凌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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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坚抱着‘一死以殉主义’的
决心倒在了金莲山下。那一年，他 40
岁……”武警四川总队巴中支队平昌
中队的“红色书屋”内，上士罗健正在
讲述刘伯坚的故事。

走进平昌中队的“红色书屋”，首先
映入眼帘的便是党史学习书籍专柜。
中队指导员告诉笔者，这里是中队图书
阅览室，设有图书阅读区、网络阅览区、
主题演讲区等。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
来，他们在这里专门设置了党史学习书
籍专柜，供官兵学习阅读使用。

如何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基层、入
脑入心？如何让官兵学史明理、学史增
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该支队常委分
头多次深入部队进行实地调研。结合调
研结果和当前官兵特点，他们坚持集中学
习和自主学习、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相结
合，一方面提供平台和资源供官兵进行自
主学习，另一方面组织多种多样的教育活
动，调动官兵的学习积极性。于是，“红色
书屋”应运而生。

除了鼓励官兵自主学习，各单位
充分利用“红色书屋”的主题演讲区开

展党员讲党课、党史知识竞赛等活动，
激发官兵党史学习兴趣。前不久，支
队还为各中队的“红色书屋”购置配发
了党史学习书籍 2000余册。如今，“红
色书屋”成为备受官兵青睐的“文化客
厅”。
“与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的拼

搏奋战相比，我们现在的苦和累算得了
什么？我们要发扬革命传统、当好红色
传人，争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听完
革命先辈的红色故事，党员龚辉的发
言，道出了在场官兵的心声。

党史学习有了“红色书屋”
■杨九海

互联网邮箱：jbjccz@126.com

强军网网盘：jbjccz

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上等兵段鹏
程突然变得沉默寡言，训练也不是很积
极。于是，我找到他了解情况。

原来，去年老兵退伍后，由于班里人
员变少，为了保证各项任务能够按时保质
完成，班长马天放便经常对班里战士放话，
比如“平时训练突出的肯定能在年终评先
评优”“表现好的就推荐外出送学”等。

班长的话极大激励了段鹏程，在此
后的训练、工作中，他都很努力。但到年
底“双争”评比时，比段鹏程优秀的战友
大有人在，他评先评优没入围，一下子就
泄了劲儿。

无独有偶，战士余志涛也经历了类
似情况。班长平时常让余志涛帮忙做会

议记录等工作，并向他承诺只要好好完
成，会优先推荐他成为党员发展对象。
然而经支部组织民主评议，年终的党员
发展对象名单里并没有他的名字，余志
涛因此大受打击。

了解了全部情况后，我第一时间靠
上去，做两名战士的心理工作。经过一
番苦口婆心的教育疏导，段鹏程与余志
涛心态明显好转，在工作中渐渐恢复了
往日的干劲。

其实，班长骨干向战士轻易许诺的
情况并不少见。有的是为了激发战士的
工作训练热情，有的则出于完成工作的
目的，而有的就是盲目许诺、信口开河，
比如我曾听说有人向战士承诺：“平时考

核谁替我背一次枪，民主测评时我就给
他投一票。”

接连发生的这两件事，给我敲响了
警钟。言必信、行必果是做人的基本准
则，班长身为“军中之母”，其一言一行不
仅事关干部骨干的威信，也会给战士成
长进步造成重要影响。

事后，我组织班长骨干开会，对他们
中的一些人“讲空话”“乱承诺”等现象提
出严肃批评，同时组织他们学习相关规
定，遵守连队评先评优、发展党员的基本
程序，掌握调动战士积极性的正确方法，
在班里积极营造靠素质立身、凭实绩进
步的良好氛围。

（钞飞航、夏楷泓整理）

做不到，莫向战士空许诺
■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巴克图边防连指导员 王 亮

如何对待犯错同志？曾经，我的方
法是对他们进行严厉批评，把其列为连
队的“重点人”。但去年的一件事让我开
始重新审视这一做法。

我们连的战士李鹏，去年因违规
使用手机被上级安全检查组通报。为
了让他认识到错误并警示其他官兵，
连队党支部经过研究，决定对他进行
严肃批评教育，并责令其在军人大会
上作检查。
“个别同志对管理规定置若罔闻，

甚至被上级通报，这些人就是连队的
‘重点人’。”当时，连队接连出现几起
违规违纪问题，为了以儆效尤，我在军
人大会上撂下狠话。之后，连队“冒
泡”的现象明显减少，但李鹏的表现却
让我揪心。

其实，李鹏性格沉稳，平时训练成绩

在连队名列前茅，经常受到表扬。但这
次军人大会后，他不仅工作训练不积极
了，教育课上还刻意回避我的眼神。不
只是我，连长也发现了他的异样。

于是，一天训练间隙，我单独找到李
鹏，委婉道出自己对他的担心。
“指导员，其实上次犯错我已经认识

到自己的问题，内心也很自责。”李鹏终
于说出了心里话。原来在军人大会上作
完检查，他觉得自己被贴上了“重点人”
的标签，在部队已没有发展空间，再怎么
努力都没用，转改士官、立功提干都跟他
没关系了。

真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本为警
醒全连官兵的话，没想到却让李鹏背上
了沉重的思想包袱，甚至丧失了奋斗的
动力。我赶紧告诉他：“知错能改，善莫
大焉。只要今后继续努力，你依旧可以

凭借自己的表现争取荣誉和进步的机
会……”

听我一番解释和劝导，李鹏脸上开
始有了笑容。此后，他很快找回当初的
状态，登上了军事训练“龙虎榜”。

如何对待犯错战士，是基层带兵人
面临的棘手问题。正好那时，某医院心
理服务队前来开展心理健康服务，我就
此问题与专家进行了交流。我现在有了
比较清晰的想法，那就是战士出现问题，
要及时批评教育，但同时要注意方式方
法，不要随意给他们贴“标签”，更不应该
揪着问题不放，正面的教育引导更为重
要和有效。此外，作为基层带兵人，我们
也要掌握一定的心理疏导知识和方法，
既有助于掌握官兵心理状态，也有益于
做好经常性思想工作。

（张 涛、王 欣整理）

“重点人”，这个标签别乱贴
■第80集团军某旅指导员 陈永强

4月上旬，武警重庆总队新兵团组织开展拔河比赛，帮助新兵融入集体，适应军营生活，激发练兵热情。

彭 勇摄

“当时我们双手麻木，拿螺丝都困难，
更别说将它们拧紧了……”一天下午，记
者走进西部战区某保障队电教室，遇到冯
雅正在与全队官兵分享《我的高原日志》。

冯雅是这个保障队的一名政治工作干
事。2019年11月，她与6名战友前往海拔
3000多米的某边防连安装气象观测站。这
不是冯雅第一次上高原，但各种身体不适
像约好了一样，同时向她扑过来，恍惚间她
甚至觉得，这一次自己可能回不去了。

但任务就像上了发条的钟，不能停
下。挖坑、取水、抬水泥、运器材，冯雅与
战友紧赶慢赶打好了基座，强烈的高原
反应告诉她，已不能再进行重体力工
作。此时，男同志把安装风杆等重活揽
了过去，冯雅和另一名女同志朱毓姝则
负责防风风挡的零部件组装。

别看防风风挡不大，组装好却不容
易。防风圈是弧形的，防风片是扁平的，
组装时需要一个人将两者固定，另一个
人负责拧螺丝。防风圈内壁光滑，稍不
注意，就会错位。

11月的帕米尔高原，白天气温零下
20多摄氏度，风雪肆虐，吹在脸上如刀
割一般，有时连眼睛都睁不开。而完成
整个组装，要用到 72颗极细的小螺丝，
戴着手套根本拿不住，脱了手套手指很
快就被冻僵。一个在平原、在温暖室内
能轻松搞掂的简单操作，在这里却变得
异常艰难。
“往左一点！”“多了！”“再往右一

点！”“差不多，别动！”尽管分工明确，但
必须一个蹲着、一个站立的两个人，在那
种环境下，配合起来就没那么容易。单

是控制对准螺孔，冯雅连大气都不敢出，
本来高原就缺氧，这一通操作下来，把她
憋得几乎窒息。

第一个防风片组装完毕，足足用了
5分钟。二人稍加调整，马上开始组装
第二个、第三个……很快，她俩裸露在外
的双手越发不听使唤，钻心的疼痛从指
尖袭来。在组装第五个防风片时，两个
人终于扛不住了，不得不停下来。

口呵、雪搓、焐热，双手渐渐回暖。
就这样，干干停停，2个多小时后，她们
拧完了最后一颗螺丝。

瘫坐在地上，冯雅和朱毓姝不断地
吐酸水，一阵阵头晕。“什么是高原？就
是置身其中，你会同时感受到生命的脆
弱与坚强！”刚缓过劲来的冯雅，对这片
高天厚土又有了新的认识。

严寒里，她俩光着手拧完72颗螺丝
——西部战区某保障队执行任务中的感人故事③

■余秋霖 本报记者 郭丰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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