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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学生士兵，上等兵王志祥

见多识广、思维活跃，可刚来到连队

时 ，常 常 表 现 出 一 副 不 思 进 取 的 状

态。这显然与一名英模连队战士的

身份格格不入。

得 过 且 过 往 往 比 跌 倒 受 挫 更 可

怕 。 了 解 到 这 个 情 况 后 ，我 决 定 赋

予 他 一 项 重 要 任 务 —— 扮 演“ 浴 血

小尖山”情景剧中的男一号、战斗英

雄王健。

为了让红色传统更加鲜活生动，

连队围绕经典战役战斗，排演历史情

景剧，通过生动重现英雄先辈的光辉

事迹，让官兵们读懂英雄、学习英雄、

扮演英雄、争当英雄。

“当然，这个任务具有一定挑战

性 ，如 果 你 演 不 了 也 不 勉 强 。”为 了

调 动 王 志 祥 的 积 极 性 ，我 有 意 使 了

“激将法”。

这 样 的 情 景 剧 ，连 队 曾 上 演 多

次。虽然没上台当过演员，但王志祥

却是一名忠实的观众，几乎每一场情

景 剧 ，他 都 不 曾 错 过 。“ 不 就 是 演 戏

吗？能有多难！”王志祥不以为然，爽

快地接下了这个任务。

可是，想演好一场情景剧，看起

来容易，做起来并不简单。这不，首

次登台，王志祥排演还不到半小时，

就 被 担 任 导 演 的 一 排 长 王 刚 喊 停 3

次，不是表情不到位，就是忘词。王

刚提醒王志祥，他身上的精神气质与

扮演的英雄角色不相符，要求他好好

想想该怎么演。

挑战越大，反而越激起了王志祥

的 好 胜 心 。“ 读 懂 英 雄 ，才 能 演 好 英

雄。”为了演好角色，他一头扎进史料

中，细细品读战斗英雄王健的事迹，

汲取创作灵感，找准定位。

这段历史，王志祥耳熟能详：1984

年 7 月，接到开赴前线作战命令的王

健，在靶场的一个山坡上，朝着家乡

的方向跪下：“爸妈，儿子马上就要上

前线打仗了，或许不能在二老面前尽

孝，但我一定要为祖国尽忠。”

1985 年 3 月 5 日 ，王 健 火 线 入

党 。“ 为 什 么 要 火 线 入 党 ，因 为 王 健

知 道 ，只 有 入 党 ，才 能 参 加‘ 敢 死

队’。”连史中，清晰地记载着战友们

对王健的评价。3 月 8 日，王健如愿

参 加 了“ 敢 死 队 ”。 出 征 前 ，他 将 仅

存 的 24 元 钱 交 给 指 导 员 高 林 科 ：

“这是我第一次交党费，也许是最后

一次，如果我牺牲了，请记住我是一

名共产党员，为保卫国家牺牲，死而

无憾！”

战斗中，王健不幸被炮弹炸断了

双腿，血流如注，他简单包扎后又投

入 了 战 斗 ，先 后 毙 敌 7 名 ，生 命 垂 危

时，还将电台藏进石头缝中，最后壮

烈牺牲在主峰上。

王 志 祥 仔 细 端 详 着 王 健 仅 存 的

几张黑白照片：那是一张年轻英俊的

脸，焕发着青春的气息，却永远定格

在 21 岁。这一刻，王志祥深受震撼：

“他和我差不多的年纪，生命之花却

已凋零。”

再次站上舞台，王志祥感到浑身

充满了力量。伴随着音效组营造出

的巨大爆炸声，王志祥背起电台，一

步 一 步 艰 难 地 向“ 阵 地 ”发 起 冲 锋 。

那一刻，舞台上的王志祥仿佛穿越了

时空，和王健实现“精神同框”，英雄

的形象顿时变得栩栩如生。

演 出 结 束 ，台 下 响 起 雷 鸣 般 的

掌 声 。 本 该 高 兴 的 王 志 祥 ，却 变 得

心 事 重 重 。“ 作 为‘ 硬 骨 头 ’传 人 ，除

了 铭 记 ，我 还 能 做 些 什 么 ？”躺 在 床

上 ，他 开 始 对 自 己 的 不 思 进 取 感 到

不安。

“不仅要在舞台上扮演好英雄，

更要在现实中争当英雄！”圆满完成

情 景 剧 的 排 演 任 务 后 ，我 对 王 志 祥

提 出 表 扬 ，并 鼓 励 他 不 仅 要 演 好 英

雄 先 辈 的 故 事 ，还 要 赓 续 英 雄 的 精

神，用建功岗位的实际行动，书写自

己的精彩。

打那以后，王志祥坚定了建功军

营的志向，下定决心要向一名真正的

“硬骨头”战士靠拢。

首 先 发 现 王 志 祥 身 上 发 生 变 化

的，是一班班长王一村。不知道什么

时候，王志祥把以前贴在床头上的战

斗格言换成了“努力到无能为力，拼

搏到感动自己”。

平时训练中，王志祥开始有意向

训练尖子发起挑战；之前一有空闲就

休息娱乐的他，如今经常走进器械训

练室苦练。

400 米 障 碍 一 直 是 王 志 祥 的 弱

项。为了攻克难关，王志祥一个障碍

一个障碍地翻越。为使动作更协调，

他 的 双 臂 常 常 磨 得 青 一 块 紫 一 块 。

凭着这股子拼劲，他的军事素质突飞

猛进。

台上演英雄，台下当英雄。不久

后，连队跨越千里长途机动至某陌生

地域，参加上级组织的高强度对抗演

练。经过昼夜连续奋战，不少人出现

嘴唇干裂、体能下降等情况。

而背着近 30 公斤战斗装具的王

志 祥 ，虽 然 身 体 和 心 理 已 经 接 近 极

限，但他战斗热情丝毫不减：“好钢须

经大火烧，硬骨来自百般炼！我一定

要当一名真正的‘硬骨头’战士！”

随 着 战 斗 号 令 一 响 ，硝 烟 弥 漫

中，王志祥与战友们先后穿插奔袭数

公里，最终顽强突破了“敌”设置的数

道防线，圆满完成演练任务。

在我们六连，王志祥的成长并非

个例。官兵在自编自导自演红色历

史情景剧中，人人实现了从学习英雄

到扮演英雄再到争当英雄的跨越，众

多的“王志祥们”正在茁壮成长，成为

更好的自己。

（本报记者 张磊峰、陈典宏 通

讯员 钟志光整理）

如何从红色血脉中汲取营养，成为一名响当当的
“硬骨头”战士？请看—

台上演英雄 台下当英雄
■第 74 集团军某旅“硬骨头六连”指导员 孙斌斌

官兵自编 、自导 、自演历史情景

剧，盘活了红色资源、唤醒了红色记

忆 ，强 烈 的 代 入 感 不 仅 使 参 与 创 作

的 官 兵 在 英 雄 的 叙 事 中 受 到 教 育 ，

也 使 观 看 者 精 神 得 到 洗 礼 、思 想 产

生共鸣。

走进历史的时空
■第 74 集团军某旅政治工作部副主任 李 浩

稿件里“英雄的故事”虽然遥远，

却让官兵身临其境、宛在其中。深化

主题教育，各级应当自觉摆脱“冰冷

说教”，摒弃“填鸭模式”，充分考虑官

兵的思想实际和精神需求，摸准官兵

脉搏、紧跟时代步伐。

摸准官兵的脉搏
■第 73 集团军某旅炮兵营教导员 邓可宝

声乐界有句名言：“内心的琴弦是

对心灵真正的回应。”拨动“内心的琴

弦”，既需要外部刺激，也需要内在自

省。主题教育也是一样，让红色基因

融入官兵血脉、转化为官兵的自觉，也

需要通过自我教育激发情感的共鸣。

激发情感的共鸣
■北京卫戍区某团十二连排长 李成荫

值 班 员：第75集团军某旅加榴炮营

教导员 谭德衔

讲评时间：1 月 10 日

近段时间，我发现一个不好的现象：

部队野外驻训结束，准备返营回撤时，少

数官兵只顾自己手头的工作和小集体的

事情，出现了“班排物资摆放井井有条、

公共区域物品无人问津”的现象。

如果说单位是一个有机整体，那么

个人则是其中的“细胞”，每一个人在其

中都有特定职责，只有各尽其职、互相

补台，单位建设才能蒸蒸日上，个人才

会有更好的发展。如果有的人只是重

个人而轻集体，则人心不齐，力不能往

一处使，单位建设又怎能向上向好？

同志们，干好自己的事无可厚非，

但我们更要树牢大局观，重视集体这个

大家庭。集体是大家学习奋进的平台、

干事创业的舞台、成长进步的家园，我

们只有该作为时作为，该担当时担当，

齐心协力干工作，才能把营队建设发展

好。返回营区以后，我们还要迎来新的

任务，希望同志们不要再出现类似情

况，而是共同努力、团结一致，把各项任

务出色完成好。

（唐幼珣、谢清高整理）

干工作，要有大局观

“不到一周时间，接连被通报 3 个问

题，你这个留守负责人是怎么负责的？”

面对指导员严厉的指责，我到嘴边的话

又憋了回去，心里直叫委屈。

上 周 连 队 进 行 野 外 训 练 ，安 排 我

作 为 留 守 负 责 人 ，带 领 留 守 人 员“ 看

家 护 院 ”。 虽 说 留 守 不 用 经 受 天 寒 地

冻 的 洗 礼 ，可 帮 厨 送 饭 、站 岗 执 勤 、公

差 勤 务 …… 各 项 工 作 也 都 是 起 早 贪

黑 ，一 刻 不 得 闲 。 没 承 想 ，我 勤 勤 恳

恳 、兢 兢 业 业 地 干 工 作 ，到 头 来 却 挨

了批评。

“留守营区帐篷内长明灯，饭堂桌子

上有饮料瓶，一名列兵前往超市购物未

按防疫要求佩戴口罩。”那几天，我一直

闷闷不乐，脑子里总想着被通报的 3 个

问题怎么能全怪在我头上。

“ 长 明 灯 是 九 班 人 员 走 的 时 候 没

检查忘记关的，不能怪我；饭堂上的饮

料 瓶 是 帮 厨 的 值 日 员 丢 在 那 里 的 ，不

能怪我；一班的列兵刚住院回来，不知

道 相 关 防 疫 要 求 所 以 没 戴 口 罩 ，不 能

怪我。我是留守负责人，又不是‘背锅

侠 ’，这 些 问 题 怎 能 全 怪 我 ？”这 天 ，班

长 看 出 我 情 绪 低 落 ，主 动 找 我 谈 心 。

于 是 ，我 把 憋 在 心 里 的 苦 闷 一 股 脑 全

倒了出来。

“你还记得去年年初我为什么写检

讨吗？”听到班长这句话，我顿时羞愧地

低下了头。

这件事我怎么能忘？去年年初，我

违规使用手机被指导员发现，班长因为

管理教育不力负连带责任，陪我一起写

了检讨。自己的过失，结果让班长“背

锅”，这份歉意我一直埋在心里。

“让你留守负责是连队党支部对你

的信任，带头干好工作是你的本分，抓

好人员管理是你的职责，出了问题你怎

么只想着推卸责任？”班长的话一下点

醒了我。

“作为连队留守负责人，我没有担

起责任，要是我多上点心，仔细检查各

项秩序，多给身边战友指出问题、提提

醒 ，是 完 全 可 以 避 免 被 通 报 的 。 这 些

问 题 怪 我 并 不 冤 。”那 天 熄 灯 后 ，我 把

检讨书送到了指导员的帐篷里。

“吃一堑，长一智。作为骨干，干工

作不仅要带头，更要‘带动’；不仅要履职

尽责，更要担当负责。李步超，下周的留

守工作还由你来负责！”这周的连务会

上，指导员又把留守任务交给了我。我

当即表示：保证完成任务！

（李浩爽、彭乐祝整理）

这些问题怪我并不冤
■中部战区陆军某旅合成一营下士 李步超

明明是想安慰大家，怎么还起了反

作用？

前不久的一个周末，我带队与兄弟

连队进行篮球友谊赛。比赛过程中双

方比分一直胶着，但因为关键时刻的两

次 失 误 ，我 们 最 终 还 是 以 71∶73 惜 败 。

在回去路上，大家一言不发，情绪都很

低落。

为了不让这种情绪蔓延，我安慰大

家：“常言道‘胜败乃兵家常事’，小比赛

而已，放平心态，不要垂头丧气的。”说完

这番话，大家情绪似乎也平复了一些。

可事情的后续发展，却给了我当头

一棒。营里的月考测试，成绩惨淡；训练

场上各种大大小小的比武竞赛成绩，较

之以前都有了不同程度的下滑……“输”

这个刺人的字眼，逐渐充斥在连队训练

生活的方方面面。

是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的？我和

连长急得焦头烂额，互相查摆问题，反思

症结所在。

记忆中的一幕幕浮上心头。我发

现 ，刚 开 始 大 家 有 表 现 不 如 意 的 地 方

时，还会比较难过，现在这种情绪却很

少流露了，难道是大家输得麻木了？甚

至，我还听到个别战士互相劝慰：“指导

员讲过，‘小比赛而已’，别太放心上！”

“问题极有可能就出在这里！”我当

即把自己的想法跟连长进行了沟通，并

找来几名经验丰富的班长骨干，道出了

我们的苦恼，希望能集思广益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大家坦言，诸如“只不过是输了一

场，别太放在心上”这样看似安慰人的话

不止出现过一次。慢慢地，一些战士就

真的不放在心上了。一班班长周敏的一

句话在我脑海中轰然作响：“指导员，当

兵怎能不争胜？”

是啊，作为一名军人怎能有“看淡

胜败”的心态，在各类日常小比赛、上级

组织的大比武中，乃至真正的战场上，

好胜、求胜方才是我们应具备的品质。

不然，何谈打赢？

改 变 非 一 朝 一 夕 。 打 那 之 后 ，每

逢 连 队 参 加 完 文 体 活 动 和 比 武 竞 赛 ，

我和连长都会带着官兵进行复盘。若

胜 ，则 深 挖 哪 里 还 可 以 更 好 、更 强 ，争

取扩大优势；若败，则反思检讨败在哪

里，以后怎么做才能胜。最近，不论是

连 队 之 间 的 小 比 拼 ，还 是 上 级 组 织 的

比 武 竞 赛 ，我 们 连 的 表 现 和 成 绩 都 大

有起色。

“当兵就是要争胜。”看着自己在新

的笔记本扉页写下的这句话，我内心一

股豪气激荡开来。

（王 涵整理）

当 兵 就 是 要 争 胜
■第 74 集团军某旅作战支援营指导员 苑景洲

带兵人手记

茅文宽茅文宽绘绘

闪耀演兵场

左图：1 月上旬，武警广西总队

北海支队组织特战队员开展固强补

弱训练，锻炼过硬实战技能。

本报特约通讯员 余海洋摄

下图：日前，第72集团军某旅组

织炮兵分队开展夜间实弹射击，锤

炼部队暗夜条件下火力打击能力。

章 铖摄

出了问题，你怎么只想着推卸

责任？

作为连队留守负责人，我没有担起

责任……这些问题怪我并不冤。

这些问题不能全怪我。
作为骨干，干工作不仅要带

头，更要“带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