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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咖秀

记 者 在 采 访 程 亮、杨 选 方 、杨 选

权 三 兄 弟 期 间 ，了 解 到 这 样 一 段 小

插曲——当初，他们仨在新兵训练结束

时，曾找到新兵营营长说情，希望能够在

下连定岗时，将他们分配到同一个连队。

当最终的定岗方案公布时，三兄弟

却傻了眼：别说是去同一个连队了，他

们仨甚至都不在同一个营！为此，三兄

弟大哭了一场。

在记者看来，硬生生把三兄弟拆

开，似乎有些不近人情。可是该旅人力

资源科科长相磊明却意味深长地解释

说：“如果你只看到了这一做法的冷酷，

没看到它背后的温情，说明你还没有读

懂我们这支部队。”

“你听说过我旅历史上的李士楼战

斗吗？”见记者不解，相磊明解释道，“在

那场极为惨烈的战斗中，我旅一连前身

部队官兵与敌人血战，最后只剩下一名

司号员幸存。”

“我们把三兄弟分开，其实是为他们

的家庭负责。”停顿片刻，相磊明一字一

顿地说，“部队是要打仗的，假如……”

听到这里，记者明白了其中的深

意：道是无情却有情！一个看似冷酷的

举动，实际上却是带兵人爱兵如子的另

一种表现。

“爱他们，就让他们分开；爱他们，

就让他们重逢。”和三兄弟的经历不同，

采访期间，记者又听到了这样一段关于

“团圆”的故事——

该旅某连连长方广朴与某连指导

员王振琴是夫妻。此前，他们分属于同

一个大单位下两支相距不远的部队。

虽然无法朝夕相伴，但以往每逢节假

日，这对夫妻倒也能见面。

可是在“脖子以下”调整改革中，方

广朴随部队转隶移防，来到高原。

由于工作性 质 不 同 ，这 对 夫 妻 竟

有了“时差”。好不容易商量一起休假

出游，待方广朴回到家时，却得知王振

琴随部队执行临时任务离开了……就

这样，这对“鸳鸯”分别一年多，竟连一

面也没见到。

“别的夫妻可以办理随军随队生活

在一起，再不济，休假时也能见见面。

而我们……”在一次谈心中，方广朴的

无奈之言，让该旅领导心中五味杂陈。

“俗话说，‘一个军人半个家，两个军

人没有家’。当时我们就想，能否想办法

把这对夫妻调动到一起？”该旅政治工作

部主任彭云说。

“然而想要跨大单位调动干部谈

何容易？”彭云说，“好在上级党委对我

们的想法十分支持，经过逐级报批，旅

党委最终把王振琴从外单位给‘要’了

过来。”

分别两年后得以重聚，方广朴和王

振琴的心中充满感激。这不，去年两人

双双走上连主官岗位，不久后又双双捧

回“四有”优秀军官奖章。

一面在尽力往本单位“要人”，一面

又在想办法往外单位“送人”。看似矛

盾的事情，却在该旅真实地上演着。

采访中，记者在该旅了解到这样一

条规定：“凡年满 34 周岁未婚或已婚未

育的官兵，如有机会，只要本人提出申

请，可优先交流到内地任职。”

谈及这一规定，彭云道出往事。前

些年，该旅一名年近 40 岁的高级士官

满服役期后含泪退伍：“不是我不想继

续干，只是母亲身患重病，她唯一的愿

望就是在有生之年抱上孙子。而我，至

今还是个单身汉。虽说以前亲戚也介

绍过几个对象，可是人家一听我在高原

服役，就不了了之了。”

“我们旅驻地海拔高、条件苦，经济

条件差、家属就业不便，相比内地部队，

官兵婚恋难的问题更加突出。”谈及过

往，彭云的眼中充满遗憾，“那么优秀的

骨干人才，当初若是在内地服役，也许

就不会退伍了……”

就这样，他们订下这条往外“送人”

的规定。此后两年间，该旅党委累计协

调 30 余名大龄单身或已婚未育官兵，

赴内地交流任职。

“你看，这是我的老连队。”记者采

访期间，恰逢一名已交流走的干部利用

休假，带着新婚妻子返回该旅看望战

友。指着营区内的一草一木，这名干部

动情地对妻子说：“这儿就是我的‘娘

家’，以后咱要常回家看看！”

得知第77集团军某旅有三胞胎兄弟同时入营服役，记者前去采访，却被“故事之外的故事”吸引——

“三兄弟”的分别与“夫妻兵”的重逢
■本报记者 李佳豪

暮春时节，第 77 集团军某旅一年

一度的“沙场春点兵”比武竞赛，在青藏

高原呼啸的寒风中如期拉开帷幕。

作为参赛队员，该旅三胞胎新兵程

亮、杨选方、杨选权在赛前互相打气：

“可别忘了‘排位赛’的事，咱们比武场

上一较高下。”

别看三兄弟皮肤黢黑、虎头虎脑，

说 起 话 来 却 带 着 吴 侬 软 语 特 有 的 温

柔。谈及所谓的“排位赛”，作为大哥的

程亮道出往事。

“我们从小就向往绿色军营。围着

村里的退役老兵听军营故事，在田间地

头玩‘打仗’的游戏，是我们童年最宝贵

的一段回忆。”程亮回忆道，“去年夏天，

刚刚走出校门，我们仨一拍即合，‘走，

当兵去！’”

从江南小镇入伍来到青藏高原，三

兄弟很快出现了“水土不服”。新兵训

练期间，老二杨选方因高原反应，加之

腿部受伤，渐渐地在心里打起了退堂

鼓，连续两次在阶段考核中全连垫底。

看到杨选方日渐消沉的样子，三弟

杨选权心里很着急。一天中午，他拉着

程亮找到杨选方：“咱们三兄弟如今可

都是兵，不能再以出生顺序论资排辈。

不如我们来一场‘排位赛’，以后就用训

练成绩说话，重新排出个老大、老二、老

三来！”

虽然知道这是“激将法”，但杨选方

也明白了两兄弟的苦心。他对杨选权说：

“愿赌服输，现在起你是‘二哥’，我是‘三

弟’！不过你也别高兴太久，我迟早要把

‘哥哥’的头衔给争回来！”

随后的训练中，程亮和杨选权经常

找到杨选方，一边陪他训练，一边为他

打气鼓劲。在两兄弟的帮助下，杨选方

奋起直追，并在随后的阶段考核中“触

底反弹”，成功杀进连队前十名。

就 这 样 ，杨 选 方 重 新 当 回 了“ 二

哥”，然而三兄弟间的“排位赛”还没结

束。他们间的比拼，也从“比一比训练

成绩排名”，逐渐升级为“看谁能够率先

在考核中获得第一名”“看谁能第一个

站上领奖台”……

一路互助、一路比拼。今年年初，

三兄弟以优异的成绩完成新兵结业考

核，并同时被表彰为“优秀新兵”。携手

走下领奖台，他们互相打趣说：“这次我

们打成平手，不分伯仲。下连后看谁先

在比武竞赛中拿到奖牌！”

为了同一个目标，三兄弟开始苦练

专业技能。在该旅刚刚结束的比武竞

赛中，他们三人分别摘得义务兵组“轻

机枪射击”亚军、“防化洗消”季军与“地

雷埋设”冠军。根据约定，这一次杨选

权当上了“大哥”，程亮与杨选方则分别

屈居“二弟”“三弟”。

“来来来，都想一想，下一场‘排位

赛’比什么？”第一次坐上“头把交椅”的

杨选权，竟颇有些当哥哥的样子。他对

程亮与杨选方说：“要不然，比一比谁先

当上副班长咋样？”

“同意！”“同意！”爽朗的笑声中，三

兄弟布满老茧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一句话颁奖辞：别 出 心 裁 的“ 排

位 赛 ”，比 出 不 一 般 的 兄 弟 情 。 三 胞

胎兄弟，你们用行动开启精武强能的

新航程！

三胞胎的军营“排位赛”
■贾文鑫 于泽琦

日前，武警新疆总队和田支队在基

层阶段性工作协调部署会上，将原计划

要下基层蹲点的 4 个工作组合并为 1

个，要召开的 4 个会议减为 2 个，要下发

的 7 份文件归纳为 3 份。执勤一中队指

导员穆成龙介绍，支队扎实清理“五多”

变异的问题为基层减负，让他们有更多

的精力抓练兵备战。

“文电少了，电话通知却多了；检查

评比少了，督查调研却多了；名义上的

公差少了，人情公差却多了……”今年

年初，支队领导在蹲点帮建基层时，官

兵反映一些“五多”问题改头换面出现，

对基层造成新的困扰。

“其实我们不怕忙，就怕正常的工

作秩序被打乱。”特战二中队中队长侯

鑫对此深有同感。一次，机关给中队布

置备战上级整建制比武轮训、特战课目

演示两项任务后，连续派出几个工作组

检查指导。此时，刚下队新兵的定岗定

位与磨合期管理教育需要协调，日常事

务性工作需要落实，主官精神高度紧

张。官兵们说，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工作

组，每天都过得战战兢兢的，真是越怕

越容易出事。

为此，支队党委在广泛征求基层官

兵意见的基础上，对文电起草、组织会

议、下派工作组、检查评比等工作进行

严格规范，对执行落实打折扣、搞变通、

打“擦边球”的人员坚决问责，以硬措施

硬办法解决“五多”问题的反弹回潮。

摆脱“五多”的干扰，官兵们练

兵备战的动力更加充足。笔者在该支

队基层看到，训练、教育、管理等工

作有条不紊开展，官兵们斗志昂扬、

精神饱满，各项工作扎实有序推进。

武警新疆总队和田支队为基层减负出实招

清理改头换面的“五多”
■谭天宝 贾经纬

前不久，笔者在某旅机关科室看

到，多个基层单位上报的月安全隐患排

查表被悉数驳回，原因是这些单位的报

表内容月月相似。笔者深入了解后发

现，有的营连为图省事，每当机关催促

上报时，便将几个月前的文档内容复制

过来略做修改，或是调整语序，或是换

个开头，便应付了事。殊不知，这种相

似的安全隐患排查表中，藏着巨大的安

全隐患。

我们常说在“动”中抓建，其含

义便指明了部队是时刻处在动态变化

中的。一个时期的安全隐患消除了，

但随着时间、任务、环境和条件的变

化，新的安全隐患和事故苗头又可能

出现。这种一味图省事、套模板的应

付心理，既是对官兵生命安全的不负

责，更是对部队长远建设的不负责。

如果每月一次的安全隐患排查，

不结合单位实际深入分析，总想着敷

衍塞责，不知不觉便会削弱带兵人抓

安全的敏感性，以及分析预测安全隐

患的能力。长此以往，带兵人发现安

全隐患的嗅觉会变得迟钝，思想会逐

渐麻木，使原本能够排查出来的小问

题被无限搁置，直至演变成大过错，

造成严重后果。

在实际工作中，各级干部骨干要

杜绝“吃现成饭”的思想，少一点照搬

照抄的套路，多一些勤迈双脚的扎实，

真 正 静 下 心 来 、沉 下 身 子 ，把 隐 患 看

清、将短板找准，在不断变化中分析安

全形势，妥善处理安全隐患，不断提升

自己的履职能力和部队建设水平。

如此安全隐患排查要不得
■朱 涛

武警新疆总队伊犁支队紧贴实战练兵，严密组织战斗行动、障碍、摔擒、

极限体能等课目的强化训练，全面锤炼军人血性，提升反恐作战能力。图为

战士侧姿匍匐通过铁丝网。

朱 伟摄

程亮（中）、杨选方（右）、杨选权（左）三兄弟在训练场上交流经验。

徐肇成摄

记者探营

Mark军营

值班员：第 74 集团军某旅指挥通

信连指导员 叶高峰

讲评时间：4 月 21 日

前段时间，机关对官兵手机各类软

件进行清理清查时，我发现一个细节问

题需要重点提醒。

有的官兵在下载安装软件的时候，

并未仔细查看其显示的权限请求弹窗，

就全部选择“允许”。这些授权邀请有

一些很合理，但有一些很不合理，属于

越界索取隐私权限，其目的用意我们不

得而知。

获取位置信息、查看通话记录等敏

感权限，不但涉及大家的个人隐私，同

样也可能涉及军事安全，我们在授权时

必须慎之又慎，防止被滥用、被窃用。

（王 涵整理）

安装手机软件要谨慎“授权”

“我要和你在一起。”

这句听上去很浪漫的话，对西部战

区某保障队官兵而言，却是“战友战友

亲如兄弟”的另一种表达。

2020 年 7 月的一天下午，战士罗振

和赵东奉命到海拔 4000 多米的一个自

动气象观测站进行检修维护。

该观测站建在 100 多米宽的河谷

对岸山坡上，冬天河谷被厚厚的冰雪覆

盖，车辆可以通行。而到了夏天，冰雪

融化，雪水汇聚成多条深浅不一、宽窄

不等的急流，在河谷里肆意流淌。

别轻慢高原的河流，表面看似波浪

较小，实则暗流涌动，险象环生。赵东

清楚地记得，有一年他在高原执行任

务，亲眼看见一头牦牛走过一条小河

时，竟被突如其来的激流卷走。

没有不能走的路，只有不敢出发的

人。出于安全考虑，罗振和赵东专门选

了一条相对安全的路线徒步过河。因

为过河后要急着赶路，为了不打湿作战

靴，他俩各自换上了一双便鞋。

两人手拉手，蹚过几条细流，相安

无事。最后一条河较宽，快到河中央

时，赵东右脚踩到一块尖石，重心没把

握好，身子右倾，右脚顺势滑进两块大

石头缝中间，一时拔不出来。

进不了，退不回，困在刺骨的河水

中，赵东马上慌张起来。

“不要动，我来了！”走在前面的罗振闻

讯立即折返，费了好大劲才帮赵东脱离险

境，而赵东的一只鞋却留在了石头底下。

完成任务返回，站在岸边望着奔腾

的河流，二人一时犯了难。便鞋少了一

只，不穿鞋过河，河里的尖石极易对脚

造成伤害。

“你先走，抵达对岸后，把你的鞋扔

过来。”赵东想了一个主意。可罗振坚

决不同意：“我要和你在一起，否则你中

途再发生意外怎么办？”

正说着，罗振将一个空的矿泉水瓶

踩扁，拿改锥在瓶身两侧扎出几个小

孔，用细绳穿过，再连起瓶口瓶底，一只

简易的“鞋”便制作完成，虽然不合脚，

但好在能穿。

“走，咱们手拉手一起过。”就这样，

赵东和罗振一路相互搀扶、跌跌撞撞地

走到了对岸。

执行任务归来，队长吴春刚安排二

人登台讲述这一路上的经历和感悟，赵

东感慨地说：“危急时刻，战友是最坚实

的依靠。那一声‘我要和你在一起’胜

过千言万语。”

此言非虚。那一年，该保障队一名

领导带队驾车赴某地执行任务，途中要

经过一段极陡的“之”字形山路，路两侧

是近百米深的沟谷。眼看越走越险，有

的驾驶员出现畏惧心理，这名领导立即

决定：“头车先探路，其他同志全部下车

步行！”说完，便坐进了头车副驾驶位置。

有队领导在身边“坐镇”，驾驶员刘

文剑心里踏实了许多。他紧握方向盘，

驾车谨慎慢行，最终有惊无险地驶过这

一路段。随后，这名领导与刘文剑又徒

步返回，分别坐在后车鼓励和指导驾驶

员，将一辆辆车带出险境。

“危急时刻，我要和你在一起”
——西部战区某保障队执行任务中的感人故事④

■冯 雅 本报记者 郭丰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