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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什么要参军？”

今年 3月，作为上海大

学 社 会 学 专 业 的 “ 准 博

士”，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沉下心

思考，答案在我的成长经历中。

“ 奶 奶 ， 我 长 大 以 后 想 成 为 慈 善

家。”

这是我小时候的梦想。虽然目前

这 个 梦 想 没 有 实 现 ， 但 我 内 心 深 处

想 帮 助 他 人 的 愿 望 却 从 来 没 有 被 时

间 冲 淡 。 梦 想 的 形 成 或 许 是 因 为 父

母 都 是 人 民 教 师 ， 或 许 是 因 为 奶 奶

从 小 对 我 的 教 导 ， 也 或 许 是 因 为 爷

爷 常 常 跟 我 讲 起 他 当 兵 时 抗 洪 抢 险

的 经 历 。 正 如 一 位 学 者 所 说 ， 惯

习 ， 是 一 种 行 为 的 倾 向 性 。 这 种 愿

望 扎 根 在 我 的 心 底 ， 成 为 不 了 慈 善

家 ， 但 可 以 用 其 他 的 方 式 为 社 会 、

为他人奉献。

随 着 年 龄 的 增 长 、 知 识 的 积 累 ，

我开始规划自己的人生。想到先辈们

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

生活，父母让我衣食无忧，我告诉自

己，人生不能碌碌无为，应该做点事

情回报国家和父母。

聆听自己内心的呼唤，我时常思

考一个问题：如何将个人理想与国家

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同村的黄旭华院

士的事迹、长辈的教导、家族中的老

兵 ， 都 对 我 有 直 抵 内 心 的 激 励 。 然

而，真正驱使我下定决心的是这样一

件事。

两年前，我正在图书馆准备博士

研究生入学考试，接到父亲打来的电

话：“你奶奶在准备饭菜时切到手指，

不小心切断了小拇指末端。医生说，

奶奶年纪大了，小拇指即使接上了也

难恢复还容易感染，所以建议截掉。”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眼泪止不住地

往下掉。我突然意识到，爷爷奶奶真的

老了。从那时起，我开始担心，我担心

爷爷奶奶没机会看到我建功立业的那一

天。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也有自己的

“私心”。理想有远有近，远的是想投

身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近

的是想听到父母说“儿子长大了”，想

听到爷爷奶奶说“孙子有出息了”。想

听到这两句简单的话，并不是因为我

有 多 大 的 成 就 ， 而 是 我 真 正 步 入 社

会，开始属于自己的奉献。

这时，征兵政策将研究生征集年

龄放宽至 26 周岁，让我在读博、工作

之外多了个选择。

做出参军的选择并不容易。这个

很多人不能理解的决定，也来自我学

社会学专业的感悟。既然选择与黄旭

华院士一样知识报国，那就要做出成

果来。从个人发展来看，士兵是部队

战斗力的基石，想在部队长期发展，

先成为一名士兵，才能更好地了解部

队。从科研调查来看，社会学中的质

性研究强调“情境性”，想从学科专业

角度助力军队建设，必须扎根基层、

融入士兵，所以当义务兵成为我的选

择。

“ 俏 也 不 争 春 ， 只 把 春 来 报 。 待

到 山 花 烂 漫 时 ， 她 在 丛 中 笑 。” 了

解 黄 旭 华 院 士 隐 姓 埋 名 的 故 事 ， 读

费 孝 通 先 生 的 《乡 土 中 国》， 我 感

受 到 伟 大 之 人 亦 是 平 凡 之 人 ， 他 们

只 是 以 坚 韧 的 决 心 ， 始 终 如 一 、 日

复 一 日 实 践 研 究 ， 最 终 成 就 非 凡 之

业 。 但 愿 我 也 能 够 尽 力 做 到 这 一

点 。

上图：黄弘进行单杠引体向上训

练。 于子皓摄

聆听自己内心的呼唤
■讲述人：陆军某综合训练基地列兵 黄 弘

记得我们参加役前训

练时，被问及为何入伍，许

多 战 友 都 提 到 了 一 句 话 ：

“当兵可能后悔两年，不当兵后悔一辈

子。”这句话虽然简单，但反映了很多人

的入伍动机，我也不例外。

我想来当兵，因为这是和我过去的

生活截然不同的体验，如果我不来，这将

是我不会拥有的宝贵经历。一位退役复

学的师兄说过这样一句话：“一生只有一

次的事，它的权重是无限大。”参军对我

来说，就是这样一件事。

我对军营最初的印象，要从幼时我家

附近的军营说起。从起床号到熄灯号，从

训练的“杀”声到点名的“到”声，每次听着

慷慨激昂的声音，我都好奇围墙内是一群

什么样的人。

汶川特大地震时，看到新闻中解放

军官兵利用无线通信设备传递救援信

息，挽救百姓生命的场景，我对通信兵

的钦佩之情油然而生。“电波”声从那时

开始在我心中响起。

此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自学了

无线电技术，并考取了业余无线电操作

证，申领了业余无线电台执照。

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后，我申请成为

学校国旗护卫队的一员。经过一年半

的训练，我发现自己内心深处并不满足

于这样的体验。

2017 年 ，读 大 二 的 我 选 择 报 名 参

军，由于身体原因，没能通过体检，进入

军营的念头暂时搁置。

2021 年 6 月，正在攻读中国人民大

学博士学位的我，又想到了军营，这个

我无数次想去体验的地方。于是我再

次报名，没想到，因为同一原因没能通

过体检。

2022 年 3 月，以为征兵年龄上限还

是 24 岁的我，卡着“最后期限”想再试

一次。这次，我终于顺利通过体检。

令我惊喜的是，我被分到了通信部

队，沉寂已久的“电波”声在我心中再次

响起。第一天睡在军营的床上，我因此

激动得一夜无眠。

第一阶段摸底考核后，不理想的成

绩和表现给了我当头一棒：队列总“冒

泡”、紧急集合手忙脚乱、整理内务毛手

毛脚……面对种种不如意，我渐渐感到

迷茫。

躺在床上回想自己的经历，我反问

自己：来军营不就是为了体验这里的酸

甜苦辣吗？如果只有甜没有苦，是不完

整的体验。

“博士硕士首先是战士”。队列做不

对，就一点一点抠；手雷扔不远，就一遍

一遍投；格斗练不好，就一招一招过……

看着身上增加的伤疤，我却一天比一

天高兴，我更愿意把这些“训练伤”看

作成长。

随 着 时 间 推 移 ，我 在 一 个 又 一 个

“跟头”中悄然发生变化：手臂上的肌

肉 逐 渐 紧 实、精 神 面 貌 日 渐 昂 扬 ……

这 些 挫 折 是 我 军 旅 生 涯 的 第 一 笔 财

富，因为拥有它们，自己身上曾经的娇

气一点一点消散，有了盼望已久的阳

刚之气。

转眼间，新训就要结束了。当领导

问起分配意愿时，我毫不犹豫地说：“我

想到通信岗位去！”

在军营，我学到了大学课堂里没有

学到的东西，那就是我军的红色基因。

不论未来是否还继续留在军营，我都会

把这段宝贵经历作为激励我不断向前

的动力，努力成为新时代的“追光者”。

（张修山、杨 天整理）

上图：边峥贤参加连队战术比武。

陈赵坤摄

青春“电波”回荡心中
■讲述人：某信息通信基地新兵团列兵 边峥贤

随着征兵季和毕业季的临近，博士

生入伍当兵这一话题再度成为社会关

注的热点。“博士入伍当战士”“一位博

士的‘士兵突击’”等新闻的背后，折射

的 是 高 学 历 群 体 深 厚 热 烈 的 家 国 情

怀 ，是 新 时 代 人 民 军 队 兵 员 构 成 的 悄

然嬗变。

军营自古就是热血青年向往的舞

台。“不教胡马度阴山”的壮志豪情，“沙

场秋点兵”的意气飞扬，“寒光照铁衣”的

铁血情怀，“万水千山只等闲”的慷慨豪

迈……这些描绘军旅的诗句，激荡着青

年人投身军营的澎湃热血。如今，每一

名毅然选择参军入伍的博士生都有着

鲜活感人的故事，而连接起求学梦与军

旅梦的是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的深入实

施。新修订的兵役法规定，研究生的征

集年龄可以放宽至 26 周岁，这从源头上

为博士生圆梦军旅打开了通道。

近 年 来 ，博 士 生 入 伍 当 义 务 兵 从

“新鲜事”变成“寻常事”，这一变化是时

代进步、社会发展和人民军队大步迈向

世界一流军队的一个缩影。当代青年生

逢强国强军新时代，为实现中国梦强军

梦贡献力量既是时代的召唤、使命的召

唤，也是广大青年奋斗报国、实现人生价

值的自觉追求。随着军人地位和权益保

障法等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军地各方

积极行动，努力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

的职业，全社会形成参军光荣的良好氛

围，军人职业荣誉感不断提升，极大激发

了包括博士生在内的广大有志青年参

军入伍的热情。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对高

素质军事人才的渴求，新型军事人才体

系的不断完善，则为博士生入伍提供了

发挥聪明才智的广阔舞台。

从个人的成长进步来看，博士生参

军入伍不仅能够实现军旅梦想，还能为

他们走好未来人生路打下更加坚实的

基础。从博士生入伍转变成一名合格

的战士，需要经历身体素质关、意志品

质关和岗位技能关的考验，需要付出艰

辛努力、历经摔打锤炼。最终成功拿到

“战士学位”的博士生，不仅拥有用知识

武 装 起 来 的 头 脑 ，还 将 获 得 强 健 的 体

魄、顽强的意志。无论是继续留在军营

建 功 立 业 ，还 是 回 到 社 会 开 创 新 的 人

生，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都能助力他们

行得更稳、走得更远。

从博士生入伍当兵的实践来看，军

队呼唤高素质人才，走入军营的博士生

能 够 找 到 实 现 自 身 价 值 的 合 适“ 战

位”。建设创新型军队，构建学习型军

营，实现军事人才现代化，需要聚天下

英才而用之，怀有强军梦想、愿意为国

防和军队建设事业贡献才智的博士生

群 体 就 是 实 现 强 军 兴 军 所 需 要 的 英

才。经历过寒窗苦读的博士生具有丰

富的专业知识储备，将他们放在最能释

放自身能量的岗位上，放在备战打仗一

线、吃劲要紧岗位和急难险重任务中摔

打磨炼，他们一定会谱写出属于高素质

人才的军旅华章。那一份份从军营飞

传到学校和家庭的立功受奖喜报，既是

他们在军营竞相成才的见证，也将号召

更多的热血青年投身军营建功立业。

强军之道，要在得人。这场“学位”

与“战位”的对接告诉我们，推进国防和

军队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高素质的人

才，兵源素质越高越好，本事越大越好。

期待更多高素质军事人才在军营不断汇

集，将实现个人价值与强军兴军伟大实

践相结合，为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

化建设作出贡献。

一场“学位”与“战位”的对接
■董栓柱 潘润泽

“理想大于天，越苦越

向前”，这句话是我的座右

铭。

2018 年的一天，在中国农业大学攻

读博士学位的我看到一则新闻：19 岁的

战士郭豪，牺牲在执行任务途中，把美

好的青春定格在雪域高原，他的头盔

里，便是他写下的这句忠诚誓言：“理想

大于天，越苦越向前”。

这则新闻让我深受触动。高考那

年与军校失之交臂，但从军报国的梦想

始终藏在我心里。我想起国防部新闻

发言人吴谦的一句话：“青春不只是眼

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我想，我

不能再等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事

业正向热血青年们发出声声召唤。于

是，我毅然决定中断学业，于 2018 年 9

月来到军营，踏上强军兴军的征程。

老师、同学、朋友知道我的决定后，

都觉得意外。在他们眼中，我是那个上

课坐前排、埋头实验室的“学霸”。有朋

友开玩笑说，“我还等着你顺利毕业找

个高薪岗位呢”。其实，我选择报名参

军并不是偶然。

从小，太爷爷就给我讲他当年参加

解放战争的故事，父亲也常和我讲二爷

爷、四爷爷、姥爷从军的热血故事，在我

年幼的心里种下向往军营的种子。考

军校未能如愿，我在大学期间努力学习

机械化工程专业知识，期待有一天能以

最优秀的姿态圆梦军营，将所学知识运

用到部队建设中。

同学问我，你都 24 岁了怎么还选

择当义务兵？

的确，这是个问题。但当兵就要当

最苦的兵，我想要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

去，就必须从头开始，打好基础。我要

忘掉年龄，当个纯粹的新兵。

我是幸运的，成为海军潜艇学院的一

名潜艇兵后，恰逢学院抽组方队参加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阅兵式，我

被选中参加阅兵训练。

果然，一起参加训练的都是十七八

岁的战友。在心里，我很敬佩他们，他

们在这么小的年纪就选择把青春献给

祖国。

阅兵训练，说不苦是假的，但他们

都很能吃苦，展现出超出年龄的坚韧和

顽强。刚开始在训练中“慢半拍”的我

也不想服输。为了提高自己的正步水

平 ，我 主 动 找 方 队 的 训 练 尖 子“ 下 战

书”，和他们比正步步幅、踢腿高度、踢

腿速度、砸地力度。最终，我正式成为

海军方队的一员，并成为第二排面的排

头兵。

和战友们相处的过程中，我完全忘

记自己比他们大六七岁，经常被他们关

心照顾。我想，能够有一群志同道合、

风雨同舟的战友，这是军营最迷人的地

方之一。

参加阅兵是我军旅生涯一个好的

开始。2020 年 6 月，得到大学毕业生士

兵提干选拔的机会，我无比珍惜。留

下，就能够实现长期服役的愿望，还可

以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为强军事业奉

献更大的力量。

提干入学陆军装甲兵学院后，各军

兵种的优秀战友汇聚于此，我才知道自

己原来只是井底之蛙，要学习和掌握的

知识、技能还太多太多。在学院学习的

一年，仍是努力奋斗的一年，军政指技全

面发展是我对自己提出的要求。毕业选

岗时，我选择了到素有“军中之军，钢中

之钢”美誉的海军陆战队去。现在，我正

在这支合成多能、快速反应、全域运用的

部队里磨炼淬火，实现我的青春理想。

“你为什么来当兵？”这个问题我回

答过无数次，答案从未改变：我想当兵，

一直当下去！“理想大于天，越苦越向

前”，这句忠诚誓言，将一直激励我在军

旅路上不断前进。

上图：孙文强参加分队刺杀训练。

秦承初摄

当兵就要当最苦的兵
■讲述人：海军陆战队某旅机步一营排长 孙文强

戴上列兵军衔，举起右

拳，面向军旗庄严宣誓。这一

刻，我正式成为一名海军战

士，臂章和领章在阳光下显得格外瞩目。

“你一个博士生还来当兵？”从博士

生到新兵，身份的转变总是引起许多人

的好奇。

说不清是因为喜欢军营才爱看军事

题材的影视作品，还是因为爱看军事题

材的影视作品才喜欢上军营。不过，我

能确定的是，从小我就渴望穿上军装，在

部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有人问，你已经是博士生了，来军

营可以有很多方式，为什么选择当义务

兵？

答案很简单，我等不及了。

2014 年，我因高考成绩未达到理想

军校的分数线，与军营失之交臂。经过

斟酌，我决定本科毕业后再参军，以便

能长期在部队服役。

2018 年，本科毕业的我研究了各项

征兵政策，为了综合素质排名靠前，我

每天长跑、跳绳、做仰卧起坐，一个月时

间瘦了 20 斤。没想到，应征报名时，自

己却因一项体检指标不合格，遗憾落

选。

落选后的第二年，年龄超过女兵应

征年龄上限，但我并没有气馁。这一

年，我考研成功，后来又通过北京交通

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博士生考核，

攻读博士学位。

每 到 征 兵 季 ，看 到 征 兵 宣 传 信

息 ，我 都 感 到 深 深 的 遗 憾 。 去 年 11

月，看着征兵政策中多了一句往年没

有 的 话——“ 在 读 研 究 生 年 龄 放 宽 至

26 周岁”。征兵年龄的调整让我重新

燃起藏在心底的火苗。

“我想去当兵！”当我把这个决定告

诉身边的朋友，遭到许多质疑。在他们

看来，求学过程不应该被一个如此突然

的决定打断。但我觉得，这样的青春才

有奋斗的价值和意义。通过其他方式

参军还要再等几年，我担心未来万一不

能如愿会抱憾终身。我告诉自己，这个

机会一定要把握住。

“想去就去，不要留遗憾。”“博士生

虽然是宝贵的科研力量，但是报国梦仍

要放在第一位。”在父母和导师的支持

下，2022年 3月，我大步奔向无数次向往

的军营。

梦想照进现实，未必那般美好。我

的“兵之初”也并不顺畅。

一 次 体 能 训 练 ，由 于 没 有 做 好 热

身，我在折返跑中崴了脚。突如其来的

伤，让我的心情一度跌落谷底。

是 集 体 的 温 暖 给 了 我 前 进 的 勇

气。在班长和战友的细心照料下，我的

脚伤很快痊愈。

在 3公里测试中，1圈、2圈、3圈……

脚步越来越沉重，我无数次想要放弃，

想要减慢速度。

“坚持住！”“刘畅加油！”“跑完就

能 去 服 务 社 了 ！”战 友 们 的 鼓 励 和 呼

喊，让我不能放慢脚步。“16 分 38 秒。”

冲 过 终 点 线 的 那 一 刻 ，是 释 放 ，也 是

欣喜。

战友们的鼓励让我感受到集体的

温暖，我喜欢这种团结的氛围。在这样

的集体里，我重拾信心，实现了一次次

成长和进步。

在营里新一届“蓝刃女兵”颁奖典

礼上，我拿到了期盼已久的“蓝刃女兵”

奖杯和荣誉证书，这是对我新训成绩的

认可。从博士生新兵到“蓝刃女兵”，我

交上了一份优秀的答卷。

两个多月的新兵连生活，让我深刻

体会到一名军人的使命与担当。我非

常自豪我做出了这个勇敢的决定，这份

勇气将激励我面对未来训练、生活中出

现的任何挑战。

（王远方整理）

上图：刘畅获得“蓝刃女兵”表彰。

王远方摄

勇气就是不留遗憾
■讲述人：北部战区海军某训练基地列兵 刘 畅

圆梦军营，博士生入伍当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