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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想干的人更有拼劲，
让犹豫的人坚定信心，让
气馁的人找回勇气

下午，太阳依旧肆虐。南部战区陆

军某边防旅训练场上，侦察连的小伙子

们拼劲十足，加油呐喊声此起彼伏。

皮肤黝黑、身材精干的他们，在攀爬

跳跃类课目上游刃有余。他们中有的来

自少数民族，从小生长在海拔较高的山

区，具有极好的协调性和爆发力。佤族

士兵岩克，这名大家公认的优秀理发员，

长期保持着连队 400 米障碍跑的纪录。

连队饭堂周围,是一圈宽阔的 400 米

跑道。为了激发大家的训练热情，几名

班排长协商后决定：以排为单位组织接

力赛，用时最长的排负责打扫饭堂。

这天下午，体能训练即将结束，“饭

堂争霸赛”马上开打。大家摩拳擦掌、跃

跃欲试。体育运动的魅力在于，只要努

力奔跑，就有可能创造奇迹。

一排的战友说：“上次二排拿了第

一，咱这次可不能怂。”

二排的官兵说：“咱们的这次目标，

就是争一保一。”

三排精神更足：“已经连续两次都是

我们排打扫饭堂了，再输真说不过去。”

当责任分担到每名战友肩膀上时，会

极大地增强集体荣誉感。即便体能相对

较差的战友，也会在荣誉面前拼尽全力。

一个人跑得快，不算啥；一群人跑得

快，才厉害。侦察连团结拼搏的氛围，让

想干的人更有拼劲，让犹豫的人坚定信

心，让气馁的人找回勇气。

连队组建之初，训练尖子多、能力素

质强。不过，一些战友的性格棱角分明，

不擅长与他人合作，颇有些桀骜不驯。

郑超，相貌帅气、性格开朗，是连队

公认的颜值担当。新兵时，他因表现突

出，曾被央视《军事纪实》节目报道过。

连队组建不久，他调入侦察连。由于不

熟悉连队环境，到连队的第一天他就想

打报告走人。

渐渐地，郑超发现了连队不一样的

地方：在侦察连，没有“老兵负责看、新兵

负责干”的说法，所有人无论有多长军

龄，都跟着连队的步伐一起干。

感受到连队团结奋进的氛围，郑超迅

速调整状态，长跑训练时，总是冲在队伍

最前面。不过，那时的他只是找到了努力

的方向，还没有找到融入连队的办法。

这时，三级军士长朱府云的一番话提

醒了他：“你已经跑成冠军了。下次跑步的

时候，不妨降一降配速，鼓励一下跑在后边

的战友，你会收获不一样的东西。”后来，郑

超尝试调整速度，跑在体能比较薄弱的战

友身边，鼓励他们一起奔向终点。

从一开始不适应连队，到现在越来越

热爱连队，郑超成熟起来。他从一名个人

能力突出的士兵成长为一个素质全面的

军士，具备了一名优秀班长的潜质。由于

实绩突出、能力全面，郑超先后带了两次

新兵，被训练基地评为“优秀班长”。

战士张一，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下

连以后，很多班长反映，这个兵不好管

理。郑超主动请缨：“这个兵我来带。”

有人问郑超：“为啥给自己挑个‘闷

葫芦’？”郑超说：“以前大家没放弃我，现

在轮到我回报连队了。”

张一不爱说话，郑超就主动跟他唠

家常。张一害怕训练受伤，郑超就亲身

示范，带着张一从分解动作练起。年终

考核前，张一的军事理论总是记不牢，郑

超就一字一句地口述，帮助张一逐句理

解，一直学到深夜。

退伍前夜，寡言少语的张一破天荒

地跟郑超说：“班长，这两年辛苦你了。”

郑超感慨：“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心血

都值了。”

看似不起眼的问题，
绝不能轻描淡写地放过去

带着一脸青涩，排长杨永震到连队

报到。一看见他，笔者情不自禁地想起

了自己当排长的时光，恨不得把当年“凌

晨两点的中尉”那些故事都讲给他听。

一段时间后，笔者发现三排长杨永

震在管理上存在当“老好人”思想，少了

些较真碰硬的精神。一次晚点名后，笔

者叫住他：“一个合格的管理者，肯定不

可能被所有人都喜欢。不能为了大家的

支持而丢掉底线。”

杨永震一脸委屈：“指导员，我觉得

你针对我了。”

当时，笔者刚到连队，不清楚三排的

情况。后来，笔者发现三排的军士很多，

而且能力强、资历长。杨永震到连队时

间不长，管理上难免存在一些畏难情绪。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些看

似简单的问题背后，牵扯到很多方面，不

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解决的。轻易下结

论，很容易伤到身边战友的自尊心。

笔者和连长商量了一下，决心给杨

永震创造舞台，让他甩开膀子干。后来，

连队多次安排他担任连值班员，树立威

信，赢得认可；连续 2 年推荐他带队参加

无人机集训，为更高级别的比武蓄力。

杨永震很努力，白天跟着大家一起

在操场上冲圈，晚上独自加班学习专业

知识。

厚积方能薄发。第二年，杨永震参加

上级比武，凭借过硬的军事素质和业务能

力，取得了第二名。同时，他所带领的 14

名参赛队员中，有 7 名斩获单项课目名

次。他撰写的论文，还被评为高质量作战

理论文章。年底，他被陆军评为“军事训

练先进个人”，荣立三等功。

侦察连的军事训练成绩没得说，但

一些战友在日常养成、待人接物上，还有

一些瑕疵。

客观上讲，侦察连长期在外演习驻

训，保管人员不在位，出现了管理空当；

主观上看，连队部分官兵缺乏爱护意识

和担当精神，觉得公用物资跟自己没关

系，不把连队当作自己的家。这种看似

不起眼的问题，绝不能轻描淡写地放过

去，因为其中蕴藏着建设连队、教育部队

的深刻道理。

那天晚点名后，各班班长反复强调

一句话：“先做人，再做事。”

深夜里，有战友愿意
坐在你身边，静静地听你诉
说，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

连队的生活简单朴素，流淌其中的

是干净纯粹的战友情。

一 天 夜 里 ，上 士 田 宇 被 肠 胃 炎 疼

醒。副班长赵辉发现后，及时把他送到

卫生连治疗。回来后，赵辉主动地替田

宇站了一班岗。尽管这是一件不起眼的

小事，副连长聂荣超在晚点名时，仍然特

意表扬了赵辉。

那天，中士普智彬深夜高烧，同寝室

的上士罗阳让他继续躺下休息，自己默

默地走上哨位。

人生病的时候最脆弱。昔日夜里无

声替岗的亲密伙伴，明日就是上阵杀敌

的可靠战友，我们愿意同这样的兄弟一

起上战场。

在侦察连，这种战友之间互帮互助

的事情，逐渐变成了一种源于内心的本

能，一种义无反顾的担当，一种“我应该

这样做”的习惯。

同年兵之间的战友情很有意思：大

家来自一个新兵连，彼此知根知底。日

后打个照面时，免不了你怼我一句，我回

你一下。不过，如果你摊上了什么难事，

我依然是你最铁的那个上铺兄弟。

军士张义凯和罗映浩，是连队相识最

久的兵。他们来自侦察连的前身——特

务连侦察排。编制调整后，他俩从特务连

一起来到侦察连，双双担任班长职务。

晚点名就寝后，劳累了一天的战友

很快进入梦乡。笔者查铺时发现，张义

凯不在。转头进入另一个宿舍，罗映浩

也不在。

他俩难道是商量好的吗？

最终，在厕所门口的一片烟雾之中，

笔者发现了穿着裤衩背心坐在小板凳上

的两个人。

原来，张义凯的小舅子因为年轻好

胜，在家乡惹了些麻烦。张义凯头疼不

已，久久不能入睡，于是跑到厕所抽烟。

早就看出张义凯有心事的罗映浩，特意

前来陪他说说话。

再优秀的侦察兵，面对家事也会难

展愁容。那天晚上，月亮很亮，3 个人聊

了很久，直到烟头满地、眉头渐舒。

深夜里，有战友愿意坐在你身边，静

静地听你诉说，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

每个人都是自己剧本
里的主角，任何一滴汗水
都不会白流

3000 米还剩最后半米，第一名的脚

步轻盈地越过终点，像一匹不知疲倦的

黑马跨过最后一个障碍。

战友们围了上来，一边喝彩一边帮

周凤庆卸掉身上的装具。弹袋离身的那

一秒，大家惊呼：“穿这么破的弹袋跑武

装越野，你咋不换个好的？”

周凤庆露出招牌式的憨笑，摆摆手

说 ：“ 好 的 留 给 新 同 志 吧 ，我 用 旧 的 就

行。”他跑步的风格很有意思：起步很慢，

中程提速，后发制人。

入伍之初，耿直内向的周凤庆不善

言辞，被大家称为“老铁”。

“老铁”对自己特别狠。一次攀登训

练，精疲力竭的“老铁”攀在绳子上，距离

终点线还有几十厘米。战友们劝道：“坚

持不住就下来吧，以后还有机会。”谁知，

即将脱手的一刹那，他竟张嘴用牙齿死

死地咬住了绳子，右手往上奋力一抓，硬

生生爬完了最后一趟。

“老铁”看似木讷的外表下，藏着一

颗宽厚善良的心。入伍前，他学过护理

专业，对运动康复颇有研究。晚上熄灯

后，他经常跑到各班宿舍里，为大家按摩

拉伸，常常累到满头大汗。

每个连队都有这样的战友，他们其貌

不扬、身材中等，站在队列里不会引人注

目。他们寡言少语、憨厚耿直，工作安排

下去不会打半点折扣。他们行胜于言、脚

踏实地，是连队发展建设的“老黄牛”。

“老铁”心中有个军校梦。为了实现

理想，他坚持熄灯后加班补习文化课。夜

里哨兵下哨后，常常发现学习室的灯还亮

着。然而，相较于体能天赋，他的文化底

子比较薄弱，连续考了两年都未能如愿。

今年 7 月，得知“老铁”考学失利的

消息后，大家都替他感到惋惜。原本话

就不多的他，变得更加沉默，常常一个人

躲在角落里发呆。

每个人都是自己剧本里的主角。但

与童话故事不一样的是，大部分人没有

主角光环。刚当兵时，大家都盼着自己

能像新闻报道里的战友一样，参加国际

比武，拿个第一回来。可现实是，一名军

人能在服役期间取得旅团甚至营连的比

武名次，已实属不易。

这就是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但

是，任何一段经历都有它的意义，任何一

滴汗水都不会白流，坦然接受失败，拥抱

遗憾，也是一种勇敢。

看着愈加沉默的“老铁”，大家十分

着急。连务会上，班长郑超提议：不妨趁

连队执行任务的契机，让他到边境一线

锻炼，感受一名边防军人的职责使命，唤

醒重新再来的勇气。

在用双脚丈量边境线的过程中，“老

铁”见到了如画般的壮丽山河，听了很多

感人的戍边故事。

执行任务时，“老铁”真切感受到了

边境执勤的不易，在山林跋涉中找回了

最初参军时的初心。这些所见所感，令

他逐渐战胜了挫败感，不再对过去的失

败耿耿于怀。

解开心结，“老铁”有了很大转变。

内心善良的他，拥有很强的共情力。连

队新分来的实习军士李建民，体能基础

比较差。“老铁”主动跟他结成对子。

体能训练时，操场上总能看见“老

铁”以极小的步伐，耐心地陪着李建民慢

跑。

画面定格在这充满反差又无比温暖

的一帧，令人感动。

朱班长的故事告诉
大家，努力是一个兵最好
的天赋

天边挂起了淡淡的晚霞。结束了一

天的训练，晚饭后的时光，是一天中最放

松的时刻。

连队门前不远处的小路上，班长朱

府云带着几个人在扫地。每天早操和晚

饭后，他总是第一个拿起扫把。

老班长这样的举动，常常让年轻小

伙子们感到惭愧。朱府云却说：“我是一

个兵，这是我应该做的。”

三级军士长朱府云，个头不高，皮肤

黝黑，为人平和低调。身为全连军龄最

长、资历最老的人，他始终保持着综合第

一的军事体能和技能，靠的是十几年如

一日的自律。

入伍 18 年来，朱府云凭借着过硬的

军事素质，先后荣立二等功 3 次、三等功

2 次，荣获的各类表彰奖励数不胜数。

面对紧张的训练，一些刚下连的战

友感到吃不消。连长请朱班长给大家上

上课。平时不善言辞的朱班长，打开了

话匣子：“我刚入伍时，个子矮身板弱，新

兵下连就被分到了‘强化补差队’。”

大家瞪圆了眼睛，没想到朱班长也

当过“后进”。

朱班长笑着说：“为了跟上大部队，

我向战友拜师求教。为了提高爆发力，

我开始训练 500 米、1000 米变速跑；为了

挑战自己的极限，我扛着原木冲刺 200

米、400 米……”

通过不懈努力，朱府云逐渐逆袭。

当兵第二年，因个人军事素质过硬，他被

破格提拔为尖刀班班长，成为全营最年

轻的义务兵班长。

连队官兵听了以后大受震撼。以前，

大家觉得军事素质要靠天赋，朱班长的故

事告诉大家，努力是一个兵最好的天赋。

今年，全旅训练尖子云集“爱军精

武”比武竞赛现场，37 岁的朱府云再度

出征，拿下了个人综合第二名的好成绩。

军龄长、素质强的中高级军士，是基

层连队的宝贵财富。连队很多官兵，都

曾是朱府云带过的新兵。他无私地将自

己多年的带兵心得、训练方法教给后来

之人，让好的做法和实用经验传递下去。

年轻的战友们把朱府云当作成长的

榜样，渴望在比武场上与他一竞高下。

朱府云听了之后高兴地说：“我期待你们

超过我的那一天。”

一个人跑得快，一群人跑得远
■李政阳

我们的奋斗

34号军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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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男孩心中，都有一个当特种兵

的梦。侦察连，是特种兵的摇篮。

5 年前，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侦

察连调整组建。

连队很年轻，连队的官兵更年轻。

他们有的来自边防连队，有的来自炊事

班，甚至有的来自招待所。连队组织谈

心，询问大家为什么来侦察连，得到的回

答几乎一致：“想当特种兵。”

短跑需要爆发力，长跑需要耐力。

对侦察兵而言，这两种力量，缺一不可。

侦察连的历史，从此由这群年轻的官兵

一起跑出来。

侦察连最鲜明的特点，就是火热的训

练氛围。澎湃的热情从早操燃烧到夜训，

从军官感染到士兵，从酷暑持续到寒冬。

训练到底有多苦多累，官兵们磨破

的作训服知道，双手的厚老茧知道，还有

跑坏的作战靴知道。

我们迎着朝阳出发，汗水与冬天的

冷风亲密邂逅，黏在身上形成坚硬的铠

甲；我们追着落日余晖，汗水和夏天的热

浪在空气里蒸腾；我们背着枪械武装越

野，晃动的装具和身体碰出交响曲；更多

的时候，我们在 400 米跑道上全力冲刺，

挑战极限、超越自我，跑出无数个逆时针

轨迹……

奔跑，能产生令人快乐的多巴胺，也

能造成身体疲劳和关节损伤。在侦察连，

军龄比较长的官兵，不少人累积了伤病。

但是，没有任何困难，可以阻挡一颗

向往奔跑的心。有的官兵训练受伤后，

见到军医的第一句话是：“多久可以正常

训练？”

伤愈归队的战友们，行李刚放下，

就急切地直奔训练场。我劝他们多休

息几天，他们回答：“指导员，咱侦察连

不养闲人。”

奔跑，是一种奋发向上的状态。中

士王滟漾特别喜欢钻研无人机。到连队

后，他坚持学习机械电子工程和空气动

力学知识，持续钻研无人机最新技术，最

终 在 上 级 比 武 中 崭 露 头 角 ，荣 立 二 等

功。3 年来，连队有 3 名军士凭借着过硬

的军事素质顺利提干，从侦察连“跑”进

了军校，完成了军士到军官的转变。

奔跑，是一种永远年轻的心态。连

队军龄最长的三级军士长朱府云，每次

考核都冲在最前列，他的床单最整洁、被

子叠得最好。时光流逝，朱府云自律、拼

搏的心态从未消减。

曾经，我并不喜欢跑步。当排长时，

我的指导员是全旅跑得最快的军官。我

想成为他那样的人。

在《解放军报》刊发“凌晨两点的中

尉”系列文章 2 年后，我来到卧虎藏龙的

侦察连，担任第三任指导员。曾经的中

尉，变成了上尉。和侦察连官兵朝夕相

处，酸甜苦辣都尝了一遍后，我学会了尊

重每一名战友的现实想法，尽最大可能

帮助他们解决各种难处。

给战友们创造舞台、提供机会的同

时 ，我 也 在 成 长 。 跟 着 战 友 们 一 起 训

练，经历无数次失败后，现在我跑得越

来越快。

当指导员近 3 年，我想明白了一件

事：一个人跑得快是不够的，要想方设法

让这支连队跑得更稳、更快。

奔跑教会了我们什么？是面对困难

不等不靠，跑起来就有希望；是永远保持

对胜利的渴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

放弃；是不论任何时刻都不能抛弃战友，

途中遇到体力不支的战友时，要大声地

鼓励他：“别掉队，跟上我！”

奔 跑 ，是 我 们 的 姿 态
■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侦察连指导员 李政阳

我们的样子

图①：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侦察连开展战术训练。

图②：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侦察连官兵训练之余

放松身心。

图③：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侦察连组织心理行为

训练。 戴志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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