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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成！”

“到！”

“现授予你 95 式自动步枪一支，你

的战斗编号为：136。”

4 月上旬，一场特殊的仪式在新疆

军区某团一营红二连训练场展开，该连

主官为执行驻训任务的 6 名新兵授予武

器和战斗编号。

“ 在 我 们 连 ，干 部 离 任 、老 兵 转 岗

后 ，他 们 的 战 斗 编 号 会 继 续 沿 用 下

去 。 每 逢 新 兵 下 连 或 新 干 部 就 职 ，连

队 都 要 举 行 仪 式 ，为 他 们 授 予 战 斗 编

号 ，讲 述 战 斗 编 号 背 后 的 故 事 。”该 连

连 长 王 明 伟 介 绍 ，今 年 是 该 团 所 在 红

军 师 成 立 90 周 年 ，组 织 为 第 一 次 执 行

任 务 的 新 兵 授 予 武 器 和 战 斗 编 号 仪

式，就是要引导他们缅怀革命先辈、学

习 英 烈 精 神 ，为 圆 满 完 成 驻 训 任 务 筑

牢思想根基。

今年以来，该团充分挖掘红色资源，

利用驻训等任务时机常态组织重返红色

故地活动，让官兵深入了解红色历史；各

连组织官兵与连队老英雄视频连线，请

他们讲述战斗故事，掀起“学战史、话使

命”学习热潮。

近期，该团警卫勤务连组织“重走革

命路”活动，官兵全副武装翻越达坂。漫

长的雪线上，官兵们精神抖擞、负重前

行。还未到达顶峰，下士赵新北已气喘

吁吁。

“革命战争年代，我团先辈背着干粮

武器，人均负重几十公斤，征服了多座雪

山……”活动间隙，该连连长黄荣钢给大

家上了一堂现地教育课。革命先辈浴血

奋战、舍生忘死的精神，深深触动了现场

官兵。

“先辈故事感召我奋勇向前。传承

先辈精神，首先要立足战位，练强专业

技 能 、 干 好 本 职 工 作 ”“ 要 做 到 听 命

令 、 守 规 矩 ， 忠 诚 履 职 、 尽 职 尽 责 ”

“ 任 务 面 前 跟 我 来 、 关 键 时 刻 有 我

在”……学习讨论中，大家热情高涨、

各抒己见，在思想碰撞中深化认识、加

深理解。

“驻守高原，重走革命先辈走过的

路，我深刻体会到先辈们坚韧不拔的意

志。作为红军传人，我们一定传承先辈

精神、坚定理想信念，更好地担当强军重

任。”下士李海祥的发言，赢得现场官兵

阵阵掌声。

栉风沐雨 90 年，初心不改谋打赢。

在前不久组织的一次战备拉动演练中，

该团官兵以昂扬的精神状态，圆满完成

任务。

新疆军区某团引导官兵铭记光辉战史传承红色基因—

“先辈故事感召我奋勇向前”
■高 群 崔浩浩 本报特约记者 李 康

退伍返校两年，好不容易拿到进

入国家某部委机关工作的遴选机会和

全校唯一的北京市“青年马克思主义

者培养工程”高校班推荐名额，却出人

意料地选择二次入伍。近日，第 82 集

团军某旅组织预提指挥军士集训，上

等兵陈靓的从军故事，让参训战友纷

纷点赞。

“能再次穿上这身军装，我觉得很

光荣！”陈靓说。

陈靓从小学习外语，因成绩优异，

高 三 时 被 保 送 到 北 京 外 国 语 大 学 。

2016 年高中毕业时，陈靓选择保留学

籍参军入伍，成为第 77 集团军某旅一

名战士。

作出这个选择，是陈靓深思熟虑

的结果。中学时期，陈靓曾到部队参

加军训。从那时起，从军报国的梦想，

便在她心里扎下了根。

度 过 了 两 年 充 实 的 军 旅 时 光 ，

2018 年 9 月，服役期满的陈靓回到北

京外国语大学，继续完成学业。

凭 借 在 军 营 锤 炼 的 拼 搏 进 取 精

神 ，陈 靓 很 快 在 学 习 中 脱 颖 而 出 。

2020 年 6 月，正在上大二的陈靓在国

家某部委机关组织的遴选资格选拔

中，取得综合排名第三的好成绩。这

意味着，只要顺利毕业，陈靓便拥有进

入国家某部委机关工作的机会。

更令人欣喜的是，两个月后，因综

合素质过硬，陈靓获得全校唯一的北

京市“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两

年制高校班推荐名额。消息传出，身

边同学羡慕不已。

就 在 此 时 ，陈 靓 却 作 出 了 一 个

出人意料的选择——再次报名参军

入伍。

得知消息，父母亲友都感到不解：

这么好的就业机会摆在面前，为什么

选择再次参军？

面对亲友的疑惑，陈靓说出了心

里话：上次参军没能选晋士官，心里

始终觉得有些遗憾。返校就读这段

时间，雪域边关巡逻执勤的场景、一

起并肩战斗的战友，时时萦绕在自己

的脑海，穿上军装、二次入伍的愿望

日渐强烈。

2019 年国庆阅兵，陈靓坐在电视

机前，看到自己当兵时的班长和战友

们正步走过天安门，接受祖国和人民

的 检 阅 ，心 中 感 到 无 比 的 自 豪 和 羡

慕。“退伍后，我一直关注着他们，很想

和他们再次并肩作战。”陈靓告诉记

者，“那一刻，我更加坚定了二次入伍、

重返军营的决心。”

2020 年 下 半 年 ，征 兵 工 作 一 开

始，陈靓便毫不犹豫地报名应征，如愿

以偿再次入伍，成为第 82 集团军某旅

的一名新兵。这个选择，意味着陈靓

必须放弃曾经的外交官梦想，站在一

条全新的起跑线上再次奔跑。

但陈靓无怨无悔。二次入伍，陈

靓 格 外 珍 惜 军 旅 生 活 ，学 习 训 练 如

饥 似 渴 ，在 自 己 的 岗 位 上 干 得 风 风

火火。

谈 起 自 己 的 选 择 ，陈 靓 说 ：“ 军

营 是 锤 炼 过 硬 本 领 的 大 熔 炉 ，有 实

现人生价值的广阔天地。只要部队

需 要 ，我 愿 意 在 自 己 的 战 位 上 一 直

奋斗下去。”

前不久，该旅选拔训练尖子参加

预 提 指 挥 军 士 集 训 ，陈 靓 以 优 异 成

绩入选。集训期间，始终冲锋在前，

陈 靓 说 ：“ 为 梦 想 拼 搏 ，我 相 信 明 天

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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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 说 陈 靓 舍 弃 来 之 不 易 的 就 业

机会，再次参军入伍，她的家人和同

学 有 些 不 理 解 ，认 为 这 种 放 弃 太 可

惜 。 而 在 不 少 部 队 官 兵 看 来 ，陈 靓

的 选 择 却 是“ 意 料 之 外 ，情 理 之

中 ”。 面 对 采 访 ，不 少 官 兵 坦 言 ，如

果 自 己 遇 到 类 似 的 情 况 ，也 会 作 出

同样的选择。

不 同 选 择 的 背 后 ，归 根 到 底 是

价 值 观 的 碰 撞 、利 益 观 的 取 舍 。 有

没 有 与 战 友 同 甘 共 苦 的 奋 斗 经 历 、

有 没 有 对 军 人 使 命 价 值 的 高 度 认

同 ，最 终 的 选 择 大 不 一 样 。 从 这 个

意 义 上 说 ，只 有 当 过 兵 的 人 才 更 懂

得 ，陈 靓 为 什 么 义 无 反 顾 作 出 这 样

的选择。

怀 揣 从 军 报 国 的 理 想 和 建 功 军

营 的 决 心 ，陈 靓 再 次 从 一 名 大 学 生

转变为一名革命军人。身上的军装

在变、肩上的军衔在变，但深埋在心

中 的 报 国 志 没 变 、激 荡 在 胸 膛 的 家

国 情 没 变 。 记 者 坚 信 ，千 千 万 万 个

像 陈 靓 一 样 ，带 着 激 情 和 梦 想 二 次

入 伍 的 优 秀 新 兵 ，一 定 能 在 军 营 这

个大熔炉里淬炼成钢，书写绚烂、无

悔的青春篇章。

在军营大熔炉淬炼成钢
■刘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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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4月 10日，海军某大队组织

对海射击训练。 李志宽摄

记者手记

下图：4 月 10 日，武警柳州支队

组织擒敌术训练。 何 科摄

雪山上的春天，总是比内地来得晚

一点，但桃树枝头的点点粉红，还是透

出了春的气息。

4月，正是万物复苏的时节，地处喜

马拉雅山腹地的西藏阿里军分区什布

奇边防连，迎来一群特别的小生命——

官兵自行孵化的鸡苗破壳而出，给寂寞

的雪山平添了几分生机。

什布奇，藏语意为“太阳最后落下

的地方”。什布奇边防连驻地海拔虽只

有 2900 多米，但四周雪山环绕，距离最

近的县城也有近 300 公里，途中要蹚过

10 余条河流、翻越多座海拔 5000 米以

上的雪山达坂才能到达。

一眼望不到头的达坂路，是进出该

连的唯一通道。由于地形复杂、地势险

峻，物资补给是长期困扰连队的一大难

题。在长达半年的封山期里，什布奇便

成了名副其实的“雪域孤岛”。

为破解物资补给难题，连队官兵训

练、巡逻之余，还自己动手开展农副业

生产丰富“菜盘子”。自行孵化鸡苗、养

殖家禽，便是官兵探索的办法之一。

“以前，都是休假官兵归队时，从老

家带回鸡苗饲养。但因路途遥远，加之

气候恶劣，存活率很低。”忆及连队过去

养殖鸡苗的艰辛历程，该连司务长何廷

亮感慨万千。

一筹莫展之际，战士徐昌成在一次

伙食评议会上提议，购买专业孵化设

备，自行孵化鸡苗。连队经过认真研

究，采纳了这一建议。官兵们经过一番

探索实践，不仅成功孵化出鸡苗，还大

大提高了存活率。

“这不仅提高了连队生活保障水

平，也给官兵枯燥单调的守防生活增

添 了 许 多 乐 趣 。”该 连 连 长 曾 佑 刚 介

绍 ，为 改 善 守 防 条 件 ，连 队 在 上 级 机

关大力支持帮助下，立足驻地海拔相

对 较 低 、光 照 充 足 的 实 际 ，坚 持 因 地

制 宜 、科 学 种 养 ，不 仅 自 主 养 殖 鸡 、

鸭 、猪 等 家 禽 家 畜 ，还 改 建 了 一 座 集

种 植 养 殖 、休 闲 娱 乐 于 一 体 的“ 雪 域

边塞生态园”。

“这里原本是乱石堆，官兵们自己

动手，开垦出几块菜地、一片果园。”谈

起建园初衷，该连指导员赵向南告诉

记者，为丰富官兵业余文化生活，增强

大家的归属感，连队精心设计了建园

方 案 。 官 兵 齐 心 协 力 ，垒 围 墙 、挖 池

塘、建菜地、铺通道……几个月的时间

里，官兵们用勤劳的双手使生态园初

具雏形。

去年年底，在家休假的战士刘涛，

得知连队建起了生态园，产生了将自家

种植的火龙果树苗带回连队的想法。

在官兵的精心呵护下，刘涛带回的火龙

果树苗在温室大棚里长势喜人，连队从

此多了一抹绿色。

就这样，如燕子衔泥、蚂蚁搬家，官

兵利用休假时机，从家乡带回芒果树、

柚子树等各种树苗，不断丰富着生态园

的果树品种。如今，园内种植的各类果

树已达 200 余株。

果树落户边关，官兵也在高原扎下

了根。“生态园不仅是我们的‘心灵驿

站’，还是连队的‘菜篮子’。即使大雪

封山，也能吃上新鲜蔬菜。”看着园子一

角的几座蔬菜大棚，种植员周铃告诉记

者，“连队的保障能力不断增强，有力地

促进了边防战斗力提升。”

指导员赵向南告诉记者，近几年，

上级携手有关科研院所，运用最新农业

技术，分域分类精准施策，有序推进边

疆地区部队“植物工厂”建设。得益于

此，连队于去年底建起“植物工厂”，采

用无土栽培技术，使蔬菜生长周期大为

缩短。如今，官兵餐桌天天见绿，结束

了冬季吃鲜菜难的日子。

这天一大早，炊事员唐欣便前往

“植物工厂”采摘新鲜蔬菜，为一天的

伙食保障做准备。一棵棵长势喜人的

绿叶菜，在窗外雪山的映衬下，更显生

机勃勃、春意盎然。唐欣说：“守着皑

皑雪山，种出一片翠绿，置身其中让人

感觉边关不再荒凉，心中充满力量。”

“我在这里守防 16 年了，如今每天

都能吃到新鲜蔬菜和肉食，这在过去是

想都不敢想的事。”谈及戍边守防条件

的变化，该连一级上士张民感慨地说，

“边关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变化，源于

祖国的日益强大。我要继续铆在这里，

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一茬茬官兵接续奋斗，雪山上建

起一片“绿洲”。漫步连队营区，整洁

有序的营房、瓜果飘香的大棚，与四周

荒凉的雪山形成鲜明的对比。连长曾

佑刚告诉记者，条件艰苦的年代，一代

代官兵以苦为乐、以连为家，像钢钉一

样铆在雪山上，圆满完成了各项使命

任务。如今连队全面建设发生了历史

性变化，大家戍边守防的热情更高、劲

头更足。

左上图：官兵在“植物工厂”采摘

蔬菜。 李海亮摄

绿 染 什 布 奇
■本报记者 杨 艳 通讯员 董宏飞 特约记者 刘晓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