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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在离家千里之外的驻训

地，也能吃到这么正宗的家乡味。”河

南籍中士姬铭一手拿着油条，一手端着

胡辣汤，脸上挂满笑容说。

在西部战区陆军某旅的“每周点餐

食谱”上，姬铭给“胡辣汤”一栏打了

一个“对勾”。

翌日一早，他心心念念的家乡味就

出现在连队餐桌上。这种“先点餐、后

供应”的驻训餐饮保障新模式，是该部

在高原演训一线推开的保障新法。

“高原驻训搞好伙食保障，有利于

稳定官兵思想，提升部队战斗力。”该

旅军需营房科助理员龙中华说，旅队

常年在平均海拔 4500 米高原驻训，氧

气稀薄，日照强度大，长时间的户外

训练，官兵体能消耗大，有的患上了

肠胃病。

保障大家吃饱、吃好、吃出战斗

力，成了新难题。旅队军需营房科带头

走访基层一线，连队军人委员会每周开

展伙食问卷调查，对官兵爱吃、想吃的

菜品进行梳理，及时调整各营供菜计

划，汇总出一个“点餐食谱”。

他 们 还 规 定 ：“ 热 度 ” 最 高 的 菜

品 在 第 二 周 分 批 安 排 ， 每 名 官 兵 每

周 还 能 进 行 一 次 “ 专 属 点 餐 ”， 确 保

每 名 官 兵 都 能 吃 到 自 己 最 想 吃 的 特

色菜。

“全连就我一个上海人，上周我点

了生煎包，还以为这一需求很难实现，

谁知这周真的吃上了这道家乡味十足的

小吃。炊事班的战友，你们辛苦啦！”

上等兵潘辰杰心满意足地说。

驻 训 地 的 “ 点 餐 服 务 ”， 也 让 驻

训炊事人员有了更多“施展拳脚”的

机会。

“大家想吃什么，爱吃什么，我们

就练什么、学什么，不但要做，还得

做好。”炊事班长吴存良说，作为“点

餐服务”的配套措施，战友们还要对

每 周 菜 品 进 行 点 评 ， 选 出 “ 三 星 菜

肴”。这让他一个“干了十六年炊事的

大厨”都倍感“压力山大”，每天带着

炊事班人员研究食谱，尝试烹饪新招

妙招。

走进连队食堂，餐桌上摆放着各类

特色小吃，红烧肉、手抓羊肉等“硬

菜”吸人眼球。

一道道精心烹制的佳肴，让身处寒

冷高原的官兵脸上洋溢笑容，心中充满

温暖。

驻训地
有了“点餐服务”

■曹达功 刘关飞

我们远离喧嚣，却没
有落后于这个时代

“云雾满山飘，海水绕海礁，人说咱

岛儿小，远离大陆在前哨……”在歌曲

《战士第二故乡》发源地、东海深处一座

海岛上，如今守岛官兵和亲友聊天时常

用的“关键词”，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过去，岛上吃菜，要看天呢！”东部

战区海军某观通站炊事班长、一级上士

时杰每天一大早就集合队伍，带着几位

新兵推开“蔬菜工厂”的大门。

这 个 春 天 ，他 们 小 心 呵 护 的 黄 瓜

秧，长势喜人，一个月能收获几十斤黄

瓜。每次给采摘的黄瓜“上称”，望着屏

幕上的数字，自称“菜农”的时杰都会笑

得合不拢嘴。

又到“采摘日”，这次芹菜也丰收

了。新兵胡健顺手把一根“打蔫儿”的

芹菜撇到一边。时杰看见了，连忙把那

根芹菜捡起来，放进篮子：“这是好菜

呢，掐了叶子还能吃呀。”

虽然现在岛上供给充足、什么都不

缺，但老兵们仍旧秉持着守岛的老传

统，对绿色无比珍爱。

“岛上一根菜，家乡一棵树。”时杰

语重心长地说，岛上的点点绿色，是比

金子还贵的东西。

时杰的军旅人生，见证了岛礁 10

年间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前岛上补给

全靠海上运输，只有补给后一周岛上才

能吃到新鲜蔬菜。保证海岛蔬菜供应

不间断，需要密集的航运，而这在当年

根本没有条件实现。

“海上台风多，动不动就停航，岛上

吃得最多的是萝卜和土豆。”时杰从老兵

那里学会了做咸菜、腊肉，他也和当时的

海岛兵一样，觉得压缩干粮不太好消

化。幻想每天都能吃上绿叶菜，却从没

想过自己能亲手在岛上种活绿叶菜……

每每追忆往昔，他都不忘补上一句：

“现在的新兵呀，真是赶上好时代了！”

在时杰的回忆中，2017 年海岛正式

接通长明电。在此之前，岛上完全没有

手机信号，全站官兵守着几台固定电

话。与家人“千里一线，一线难牵”的滋

味，老兵们尝过太多。

有些新兵上岛一年，就休假时候下

一次岛，回到城市后会一个人坐在马路

边上，看着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好一会

儿才能适应。老兵赵攀说：“那时的我

们，都开玩笑说，这是‘晕人’了。”

历数这些守岛“老照片”，赵攀的脸

上却挂满笑容。“远离喧嚣，不等于落后

于这个时代，更不等于被时代淘汰。”他

接着深有感触地说道，守着沧海桑田，

见证时代发展，这也正是官兵们守岛守

防的价值所在。

入夜，海风轻拂小岛，食堂暖黄色的

灯光下，战士们夹起几片上海青，放到火

锅中。红彤彤的油花映衬着他们的笑

脸，祥和安宁写在每个人的笑容里。

“蔬菜工厂”的普及丰富了海岛餐

桌，吃上六菜一汤，如今已成为海岛新

的“寻常事”。走出食堂，暖风迎面吹

来，新建家属房窗明几净，门口的“留言

簿”上，一位军嫂写下这样的文字：“这

里的海美，海边的家更美。”

岛上团圆，已经不再是遥不可及的

“远方”。每个月，总有一个周末，军嫂

王翠云会带着孩子坐船上岛，看望她守

岛的丈夫、二级军士长于海金。

她说，如今上岛船程时间缩短，船

期却多了两倍……几年前，她带着孩子

搬到了离海岛最近的县城，和丈夫的团

圆路又近了一程。

拴 心 留 人 ，海 岛 再 次 拓 宽 保 障 渠

道，于去年开通了“无人机补给线”，这

也成了丈夫于海金向王翠云“炫耀”的

新景观。

这“梦幻一幕”令王翠云感慨万千：

“海岛上的变化日新月异，那个‘来了一

次、再没下次’上岛探亲的年月，一去不

复返了。”

用练兵备战的“加速
度”，回报新时代的馈赠

小岛春寒，夜半更深露重。值班室

内仍荧光闪烁，官兵眼睛紧盯着雷达屏

幕，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随着一道道指令发出，值勤号手眼

疾手快，捕捉、识别，目标被准确锁定。

一场“战斗”结束后，该站一级上

士、对空分队长韩乐走出值班室，小岛

已经进入沉睡。不远处，几艘渔船安逸

停泊在海面上。

望 着 这 片 辽 阔 的 大 海 ，韩 乐 不 禁

想 起 ，5 年 前 自 己 刚 来 这 座 岛 时 的 情

景——

作为该站第一批对空雷达操作员，

面对新列装的装备，面对改革带来的加

速度，韩乐当时的印象是“学不完的专

业书、练不完的新技能”。

韩乐感到深深的本领恐慌。他把

压力转化为动力，刻苦钻研新装备，经

过几年时光的打磨，成长为一名优秀的

对海警戒雷达和对空雷达“双料操作

员”。

“很幸运，乘着时代的东风，我成为

新装备的首任操作者，并被部队委以重

任。”开启技能提升“加速度”的不仅是

韩乐，三级军士长王昌跃身上所发生的

变化，更具“典型意义”。

岁月的指针向前拨动十几年。还

是新兵的王昌跃别说“雷达参数、专业

术语、装备操作”这些基础知识，他甚至

连班长传授的简易操作方法、处置流程

都无法掌握。

王昌跃至今记得，在海军士官学校

学习时，教员让大家用电脑做表格，可

家境并不富裕的他，当兵前压根就没碰

过电脑……他笨拙地操作着鼠标键盘，

满面愁容。

他曾哭着给父母打电话说“不想当

兵了”，也曾在笔记本的扉页写下“笨

鸟先飞”的箴言。然而对“先天不足”的

他来说，来自组织的关怀和战友的相

助，才是他最终“逆袭”成为旅队小有名

气“专业大拿”的最强推力。

“是部队培养、改变了我，是时代成

就塑造了我。”当军队改革的号角吹响，

单位处在转型建设的关键节点，王昌跃

主动请缨“挑战”最新列装的雷达操作

技术。

换 羽 重 塑 ，是 为 了 更 好 地 振 翅 高

飞，人如此，部队更如此。

快速掌握操作技术不难，难的是懂

“举一反三”。王昌跃借鉴以往经验，总

结形成了一套规范值班流程、情况处置

方法，推动新装备快速形成战斗力。

时代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的人。

2018 年经过层层筛选，王昌跃被选

派参加亚丁湾护航，那是他第一次走出

国门走向深蓝。

面对不熟悉的海，他唯一熟悉的就

是那一串串参数。在海上，一个个出现

在雷达屏幕上的光点变成“具象实物”，

就像他自己说的：“陌生感与紧张感交

织在一起，这是在海岛执勤中无法比拟

的。”

这次护航经历，让他对观通部队担

负的任务有了新认识，对串串参数、点

点光标背后的含义，有了更深的理解。

护航结束，站里让他跟战友们交流

体会，王昌跃说：“岗位有分工，战位无

不同。守岛、守海，守的都是国、都是

家。我们一定要用练兵备战的‘加速

度’，回报新时代的馈赠。”

去年，王昌跃被评为“奋斗新时代

海军十杰青年”。回到单位，面对全体

官兵殷切的目光，他说：“是新时代成就

了我。只要祖国需要，我时刻准备着为

国出征！”

永远不变的，是一代
代守岛官兵的精神信仰

旅队最偏远的观通站，驻守在东海

深处的大陈岛。

那个年代，一批批垦荒队员响应号

召，登上了这座荒无人烟的海岛，把荒

岛打造成了璀璨的“东海明珠”，更是在

实践中孕育出“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

私奉献、开拓创新”的垦荒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曾回信勉励大陈岛

老垦荒队员后代，强调要大力传承弘扬

大陈岛垦荒精神。

一级上士李洋 10 多年前来到这座

岛上，上岛第一课，他就听老班长讲起

垦荒队员的故事。那时候，他听懂了故

事，但对真正领悟“垦荒精神”背后的深

意，却有些懵懂。

时间是最好的老师。那年春节，岛

上迎来了一批新装备，因地理条件限

制，吊车开到山下就再难往上。几吨重

的装备配件，要靠人力扛上去，难度可

想而知。

为了不让装备受损，他和战友拿来

木板、轮胎，尽量为装备“减震”。那次

搬运，从年前干到年后。装备全部运上

战位的那天，守岛官兵们比过年还要开

心。

大浪淘沙，沉者为金。也是从那一

刻起，李洋彻底理解了那 16 字“垦荒精

神”的深意。

又 过 了 两 年 ，李 洋 面 临 走 留 的 选

择，他毫不犹豫选择了继续坚守。这一

年，他担任新兵班长，给大家讲垦荒队员

的故事，成为他带新兵期间最开心的事。

垦荒纪念碑前，朔风猎猎，站长廖

振华带着新上岛的新兵庄严宣誓。艰

苦创业的年代虽然已经远去，但精神不

能丢。

今年元旦，与大陈岛相隔数百公里

的粤东某海岛。现任观通站教导员施

龙谋，给 92 岁的老兵黄隆腾打电话拜

年。电话那头，黄老激动不已。

海岛不会忘记任何一个老兵。

前任教导员调任新岗位时，交给施

龙谋一个笔记本，上面记录了他能收集

到、曾在站里服役过的老兵的电话号

码。

在雷达站被授予“忠诚使命模范侦

察雷达站”荣誉称号 10 周年之际，站里

致电老兵，邀请他们回岛看看。那天，

岛上居民耳熟能详的“爱民四勇士”付

树林，也回到站里。

那是一个冬夜，付树林和战友在一

辆客车倾覆着火的危急关头，奋不顾身

抢救车上群众。群众获救了，两名战友

却壮烈牺牲。

回忆往昔，付树林数度哽咽。他记

得，车子侧翻，一个声音在现场回荡：

“我是解放军，请听我指挥。”

官兵们含泪聆听，他们心里明白，

勇士用生命践行的，是另一句没有说出

口的话——“我是解放军，我最后走。”

那天，付树林告诉年轻战友：“岛上

有根，站里有魂。”看到新建成的综合

楼、阳光晾衣房、健身房，望着远处高耸

的新型雷达装备，老兵们激动地流下了

泪水。

当年轻官兵向老兵讲起他们参加

演习取得优秀成绩时，老兵们情不自禁

为他们鼓起掌来。

用心守护这座岛的人，也珍视岛上

的一切。

那天，曾任该站教导员的吴忠华，

也受邀回到了站里。当年，是他亲手接

回“忠诚使命模范侦察雷达站”锦旗。

10 年后重返海岛，他总想再看一看那

面旗。

荣誉室的大门被缓缓推开，时光仿

佛瞬间倒流。一面发光的锦旗，被挂在

最显眼的位置。岁月的年轮赋予了它

厚重的底色，官兵悉心呵护，令它一如

昨日夺目。

旗帜的周围，增添了许多新奖章、

新 奖 旗 —— 这 是 后 来 的 守 岛 官 兵 用

“忠诚、为战、坚守、奋斗”的精神内核，

赢得属于他们的新时代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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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十年奋进路，万里海防风鹏举。随着强军

步伐的不断迈进，边海防建设日新月异，新时代边关

焕发新面貌。

东 部 战 区 海 军 某 观 通 旅 所 属 部 队 驻 守 多 个 海

岛，漫长的海防线上，一代代官兵栉风沐雨，与小岛

一同成长。他们和家人一起守卫祖国海疆，也见证

着海岛的点滴变化。

遥望，小岛不远。今年春节，二级军士长于海金

和他的爱人王翠云，受邀作为“特别嘉宾”参加该旅

举办的集体婚礼。致辞时，王翠云忍不住泪洒现场：

“海岛变化翻天覆地，作为遥望海岛的一名军嫂，我

打心眼儿里高兴。”

凝望，海疆静美。观通部队常年保持 24 小时战

备值班，开机即战斗，平时即战时。一场“战斗”结

束，一级上士、对空分队长韩乐走出值班室，小岛宁

谧祥和，不远处几艘渔船停泊海面，随着海浪轻轻摇

晃。月色笼罩下的海，泛着粼粼波光。此时此刻，凝

望这片海，韩乐说，他一辈子也望不够。

守望，一泓初心。那天，站里的老兵们退伍了，

讲起站里艰苦奋斗的故事，老兵们哭了。那天，回站

的老兵说，这里变了，变的是硬件，是装备；老兵又

说，这里也没变，不变的是艰苦的自然环境，是一代

代观通兵的精神与信仰。那天，守岛官兵这样说：

“传承”，既要擦亮精神底色，更要增添亮色。

两会召开之际，让我们走进东海小岛，细数变

化、感悟来路，听一听守岛官兵的心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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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向北，一场雪后，一声哨音打

破宁静。

冰面上，一个身影轻盈地滑动，单

脚蹲转、燕式旋转……新疆哈密军分区

某连指导员赵瑞强的“倒滑压步”，赢

来战友的阵阵掌声。

在他之后出场的战友们，滑冰技能

同样令人拍手叫好。

这里可是海拔 4000 多米的“生命

禁 区 ”， 喘 气 都 困 难 ， 竟 然 还 有 滑 冰

场？这事还得从去年冬天说起。

那 天 ， 望 着 银 装 素 裹 的 北 疆 大

地 ， 该 团 副 参 谋 长 梁 涛 皱 起 了 眉 头 ：

最 近 团 队 训 练 执 勤 任 务 迎 来 高 峰 期 ，

如 何 给 官 兵 训 练 生 活 加 点 “ 调 味 剂 ”

呢？

戈壁滩外不远处有一个冰湖，雪后

初霁，冰湖上一层薄薄的雪映着暖阳，

光芒闪烁。

利用得天独厚的冰雪资源，团里决

定建设一个“滑冰场”，既可以娱乐，

也可寓“训”于乐，通过冰上活动增加

官兵适应严寒的能力。

冰场看似不大，修建起来却不容

易。构筑雪墙、扫雪、浇冰、打磨、拉

冰车，官兵们对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

精，直至茫茫雪地慢慢变成了平滑的

“滑冰场”。

冰天雪地，一个个矫健的身影滑过

眼前，冰上训练随即展开。冰刀滑行、

冰壶、冰上推车等运动，官兵们积极参

与，热火朝天。

“有了这块场地，既能享受冰雪运

动带来的欢乐，也能磨砺意志、锻炼体

能。”中士牛涵说。

据悉，他们还积极探索将一些活

动引入连队日常训练，结合边防执勤

等 任 务 ， 穿 插 负 重 行 军 、 雪 地 搜 救 、

据枪瞄准等训练课目，有效增强了训

练趣味，激发了官兵练兵热情。

戈壁滩
有了“滑冰场”

■马植秋

①①

图①：夕阳西下，李洋（右三）给新兵介绍对面

海情；图②：于海金和家人幸福合影；图③：时杰

（左）带着胡健在“蔬菜工厂”摘菜；图④：老兵王昌

跃喜欢静立于雷达球旁眺望大海。

图片由观通站官兵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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