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 秋 时 节 ，《驼 铃》声 响 ，军 营 里 又 迎 来
“退伍季”。

此时，逶迤群山之间，一片金色的向日葵迎风
挺立，像是在送别火箭军某部退伍战士。

那里闭塞幽僻、云雾弥漫，一年到头常常见不

到太阳。于是，官兵们将向日葵的种子埋在营区
附近的土壤里。向阳花开，新兵入伍；向阳花落，
老兵离队。但那永远朝向太阳的花盘，成了战士
们心里一份沉甸甸的寄托。本期“特别关注”，让
我们一起聆听这些老兵与向阳花之间的故事。

写 在

前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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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阳花开始凋谢，火箭军某部的

老兵也要离队了。

位于大山深处的火箭军某部营区

内，几十名即将脱下军装、告别军旅的

老兵，站在一处名为“向阳坪”的向阳

花田前，静静地凝望着。半晌，一双双

长 满 老 茧 的 手 开 始 采 摘 向 日 葵 的 果

实，一个个成熟的花盘摇曳，任凭老兵

的指尖拂过“面庞”。

这是属于老兵们的退役仪式，也

是属于他们的收获时节。

捧着一颗颗饱满的向日葵籽，中

士王雪鸿的思绪回到 8 年前的那个秋

天。那一年，王雪鸿怀揣“导弹梦”加

入火箭军，没承想新兵下连，他被分到

了保障部队，不仅与梦想相去甚远，而

且 常 年 身 居 深 山 。 他 和 战 友 经 常 在

“地下龙宫”里一待就是十几个小时，

回到宿舍已是半夜。

一段时间后，他的内心开始焦躁

起来，不愿接受自己的军旅岁月就这

么无声消逝。连队指导员周翔宇仿佛

看 出 了 他 的 心 思 ，带 着 他 来 到 向 阳

坪。在那里，王雪鸿听到了这样一件

往事。

多年前，一位老班长的妻子得知丈

夫整天在洞库里工作，经常见不到阳

光，于是就在丈夫休假返营时，递给他

一包葵花籽，嘱咐他种在“地下龙宫”

外。这样，无论昼夜晴雨，他每次一出

洞库，就能见到许许多多的“小太阳”。

这位老班长虽然早已退伍，但“种

太阳”的传统却保留了下来。寂寞山

中，云卷云舒，花开花落，官兵们换了

一茬又一茬，向阳花种了一季又一季，

饱含着“国宝卫士”对岗位、对党最长

情的告白。

“这里的环境的确艰苦，但我们的

使命无上光荣、责任无比重大。”周翔

宇最后总结道，“向日葵生命力旺盛且

永远向阳而生，就像咱们官兵一样，永

远红心向党、默默坚守、心里有光。”

周翔宇的话像一抹暖阳，抚平了

王雪鸿内心的不安，也在他心底埋下

了一颗向阳花的种子。而种子一旦发

芽，便开始拔节生长、开枝散叶。

接下来的日子里，王雪鸿依旧很

少 见 到 太 阳 ，内 心 却 感 到 充 实 和 满

足。每天工作结束，他都会去向阳坪

看一看，为向日葵灌溉施肥。日复一

日，他见证着自己与向阳花共同成长，

扎根深山的信念也更加坚定。

打开盖子，将葵花籽一粒粒放进

瓶中。此时，中士方子成再也抑制不

住内心澎湃的情感，将花盘紧紧拥在

怀中，任眼泪扑簌而下。

“我渴望留在大山，这里有我钟爱

的事业、亲密的战友，还有我 8 年的青

春……”这是方子成写在留队申请里的

一句话。经过多年的高强度作业，他的

身体已有些不堪重负。方子成心里明

白，离别的时候到了，但当单位征求留

队意愿时，他还是难以割舍这份热爱。

“工作的担子交出去了，但我还是

不 放 心 。”秉 持 着 一 丝 不 苟 的 工 作 态

度，方子成曾带领战友数十次高标准

完成大项任务。退役前的这段时间，

他依然没有松懈——为了让新战友更

好地掌握专业技能，他将自己 8 年来的

经验心得汇编成册倾囊相授。当战友

们翻开厚厚的工作笔记，看到密密麻

麻的批注圈画，无不被这名老兵的“向

阳青春”深深感动。

凝视方子成留给战友的礼物，擅

长雕刻的上等兵赵增营想起了他为向

阳坪创作的第一件作品——一枚用老

树根雕琢的“火箭”。

两年前，赵增营来到山里的那一

刻，就被周围的一切吸引：身边可爱淳

朴的战友、生机盎然的向阳花、温暖如

家的营盘……他希望用自己的创作，

将这种“一见钟情”定格成永恒。

如今，在他的影响带动下，向阳坪

处处可见战士们制作的小物件：用废

铁焊接的“导弹发射车”、用向日葵花

瓣拼出的“中国地图”……虽说算不上

多么精美，但在大家眼里却如宝藏般

无比珍贵。

秋风吹拂，采摘后的向阳坪，只剩

下一株株茎秆，但它的根仍深扎在土

壤里。不远处，一簇簇新种的向阳花

正在怒放，似乎喻示着一种生生不息

的传承。

“班长放心，战位有我！”“班长，一

路平安！”采摘结束，战友们涌上前，与

退役老兵紧紧相拥，一一话别。

望着瓶子里的葵花籽，老兵们还

有 说 不 完 的 话 。“我 要 把 它 种 在 家 门

口，每当我想这里了，就看看这些花”

“以后要是遇到困难，只要看到它们，

我 就 能 迸 发 出 无 穷 的 力 量 ”“当 兵 的

‘花期’虽然结束了，但今后也要一路

追光”……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

的大地……”仪式最后，军歌响起，老

兵们朝着向阳坪敬了最后一个军礼，

转身奔赴人生新的“战场”。

上图：退伍老兵在“向阳之声”广

播站合影留念。

刘乙举摄

大山深处“种太阳”
■李映虹

“孩子们的梦想能够照进现实，离不

开组织的关怀和培养……”近日，在战略

支援部队某旅 2023 年度士兵入学欢送

仪式上，一名军校录取生的家长王利难

掩内心的激动。据悉，今年该旅考学提

干升学率再创历史新高，共有 71 名战士

喜圆“军校梦”。

“考试成绩能取得这么大的进步，

离不开旅队提供的良好学习环境。”获

得本次全军艺术类考试第一名的战士

李友晟介绍，旅党委出台一系列暖心举

措，先后为备考战士解决了 10 余项急难

问题。

“考学提干并非战士私事，而是关

乎部队人才建设和转型发展的大事。”

该旅领导介绍，他们始终将战士成长成

才作为党委工程、兵心工程来建。战士

刚一入伍，各级就通过谈心了解其现实

情况和进步意愿，为战士提前规划成才

目标、设计成长路线，积极营造“成长在

军营、成才在军营、成功在军营”的良好

氛围。

针对学习资源分布不均、备考战士

文化基础不同的实际情况，今年伊始，该

旅专门组建学员苗子集训队，抽调高学

历军官传授备考经验，选派优秀骨干强

化军事训练，聘请地方名校教师进行针

对性教学；依据战士性格特点、专业特长

及能力素质等“精准画像”，帮助他们查

找不足，制订专属强能计划，倾力打造

“小班教学”“夜校课堂”“心灵驿站”等服

务平台。此外，他们还利用周末时间播

放家人加油视频，提供一对一心理咨询

服务，助力考生在逐梦路上卸下包袱、全

力冲刺。

女兵许家畅在备考期间患病，集训

队立即安排病房和订制“病号饭”，为她

提供舒心的康复环境，根据其身体状况

进行辅导补差；战士郭子健存在偏科问

题，通过与高材生刘垚结对，补齐了短

板，使各科成绩均得到提升……“军考不

仅是智慧和信念的较量，也是学习方法

和环境的比拼。我们要不断厚植学习成

才的沃土，让‘好苗子’拔节生长。”集训

队队长刘杰说。

笔 者 了 解 到 ，为 达 到“ 头 雁 领 飞 、

群雁跟随”的教育带动效果，该旅充分

发 挥 考 学 提 干 人 员 的“ 酵 母 ”作 用 ，扩

大人才培养“受益面”，结合战备训练、

实兵演习、比武竞赛等时机，引导官兵

精武强能、岗位建功。该旅领导介绍，

下 一 步 ，他 们 将 以 士 兵 考 学 提 干 工 作

为 抓 手 ，推 动 人 才 培 养 实 现 由 点 到 面

的 突 破 ，为 旅 队 转 型 建 设 不 断 注 入 新

鲜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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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新闻前哨

深夜，月朗星稀。

燥热的空气如蒸笼一般笼罩着大

地，即便坐在屋里不动，也是大汗淋漓。

刚查岗回来的指导员王留根，轻轻

拧开桌上的台灯，一份手写的“演训中无

人机对未爆弹实施排爆动作设计分解

图”映入眼帘。几张薄薄的 A4 纸上，分

别用蓝笔、红笔和铅笔，画着各种符号和

线条。

顾不上脱下汗湿的迷彩服，王留根

拿起分解图，在橘色灯光下仔细翻阅查

看。突然，一阵由远而近的直升机轰鸣

声，从他头顶上传来。

两年了，这声音快成了王留根就寝前

的“熄灯号”。搁在两年前，作为一名武装

直升机飞行员的他，此时应该正与战友驾

机穿行在夜幕中，或编队飞行，或配合攻

击。那时的王留根，脑子里只有飞行航

线、战术动作和各种飞行指令。每次夜航

归来，怎么把武装直升机飞得更“刁钻”、

更“泼辣”，是他和战友热议的话题之一，

也是他们之间暗暗较劲的地方。

这样简单而充实的日子，在 2021 年

的那个盛夏改变了。为提升部队一体化

作战能力，王留根所在旅推出了一项探

索性举措——遴选优秀飞行员到步兵连

队任职，一边按训练大纲完成飞行任务，

一边与地面分队的官兵们共同工作、训

练、学习、生活。这项举措实行之初，也

曾出现过一些质疑。用一位“老飞”的话

说：“怎么飞都感觉飞不够，哪还有时间

去考虑别的事情！”

其实，对于飞行员们而言，最难的不

是飞行时间的减少，而是克服从“天上”

到“地下”的那道坎。就拿王留根来说，

刚到连队之初，官兵们“众星捧月”般的

待遇，却让他感受到了“高处不胜寒”的

落寞。

“战友们尊重我、佩服我，甚至崇拜

我，主要因为我曾是一名飞行员。但既

然到步兵连队当指导员，就要有步兵的

样子，从零开始！”看着内务柜里叠好熨

平的飞行服，王留根在日记本上郑重地

写下了这段话。

角色的转变，先从脚下开始。第一

次站在 10 米高的索降训练台上，王留根

一时有些腿软眼花。以前驾驶武装直升

机，瞬间从地面腾空直刺而上，还感到不

太过瘾；现在从“一树之高”瞧下去，攥着

粗粗的索降绳，却让他手心出汗。

“没有人天生就是勇士。在咱们连，

要想成为勇士，就得靠胆子和茧子！”每

当新兵下连，王留根的第一堂思想政治

教育课，总会从自己那次索降“初体验”

讲起。新兵们听得激情澎湃，老兵们也

会下意识地搓搓手掌。

在工化班班长多吉看来，指导员的

本事可远不止于此。战士们要是碰到了

困难，经他一点拨，往往能云开雾散，让

人听得明白、干得有劲。

那是 2021 年底的一次演习。当时，

连里受领了一项全新的训练任务：依托

某新型引导系统呼叫空中火力支援。这

个新系统对空地协同提出了较高的要

求，步兵从登机搭载到搜寻目标、锁定目

标再到索降突击，需要与直升机进行实

时联动，做到分秒不差。

任务下达后，大伙立即热火朝天投

入到前期试训中。但练着练着，多吉和

几个班长就开始犯嘀咕：咱战术练得再

熟、时间卡得再准，就能保证与直升机配

合得天衣无缝？

王留根很快看出了战士们的顾虑。

每次训练间隙，他都会叫上连里的训练

尖子，与直升机飞行员一起复盘研究，鼓

励大家开动脑筋、畅所欲言。在这个过

程中，王留根结合自己的索降经验提出

了意见建议，不仅让多吉暗暗竖起大拇

指，更是让飞行员们眼前一亮。

演习正式开始后，随着任务的下达，

直升机就像长了眼睛一样，通过不断调整

飞行姿态，给后舱的步兵创造出行动良

机，很快实现了精准无误的空地配合。

两年来，从王留根身上，多吉和连里

的班长骨干学到了很多。他们深深懂

得，在强军征程上，既要有所作为，更要

主动作为，才能不负青春、不负时代、不

负使命。这不，为减少排除未爆弹带来

的安全隐患，多吉和新排长胡科一起研

发的“无人机排爆方案”，经过反复修改

论证后，在这个平静而又火热的夏夜，又

一次摆上了指导员王留根的案头……

(本文转自中国军网“了不起的中国

军人”专题，内容有删节。)

左上图：王留根（左二）为官兵介绍

某型装备的战场应用。 徐君强摄

陆军某旅指导员王留根—

“ 飞 ”到 步 兵 连
■中国军网记者 李景璇

前 段 时 间 ，我 调 任 某 营 当 教 导

员。履新当天，我仔细了解全营官兵

的基本情况后发现，营里有一定数量

的病号，还有个别官兵家庭出现变故，

或是个人感情生活存在不稳定因素。

为 了 让 大 家 感 受 到 营 党 委 的 关

怀 ，我 牵 头 制 订 了 几 条 以 情 带 兵 的

暖 心 举 措 。 比 如 ，家 中 遇 到 困 难 的

同志，允许增加使用手机时间，方便

与 父 母 联 系 ；可 以 行 走 的 伤 病 员 留

在 营 区 休 养 ，不 用 去 训 练 场 观 摩 ，

“病号饭”由炊事班班长根据病情进

行烹制……

然而，举措试行刚满一周，一些

班长骨干就找我反映问题：“看到伤

病员可以享受如此‘优待’，有的同志

参训热情有所下降，甚至个别人故意

‘泡病号’”“好几个人都说最近家里

出现了困难，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午

休时一直在发信息、打电话，下午训

练无精打采”“有一名战士训练时被

垫木擦了一下，军医都说没有大碍，

可他却非要请假去医院”……听到这

些情况，我的内心五味杂陈，原本出

于好心的举措，没想到无形之中给带

兵抓训造成了困扰。

在当周举行的行政例会上，二连

指导员表达了自己的担心：“对于个别

有困难战士，如果只是一味给予关照，

忽视了科学严格管理，没有解决好思

想问题，时间一长可能会影响其他同

志的心态。”

锣鼓听声，听话听音。当晚，我

反思自己近期的一些带兵方法发现，

有的是盲目关照、一厢情愿，使原本

的“关爱”变成了“溺爱”，而对如何解

决官兵困难，激发大家训练热情，并没

有深入思考。

随后，我与营党委成员商量，决

定 安 排 军 医 开 展 常 态 化 巡 诊 ，严 格

按 照《军 事 训 练 健 康 保 护 规 定》《军

事训练伤临时停止和恢复训练医学

标准（试行）》等规定，加大依法治训

力度，严禁“泡病号”现象发生；对于

官 兵 短 时 间 内 不 能 解 决 的 家 庭 矛

盾 ，营 党 委 依 托“ 家 庭 委 员 会 ”出 面

调 解 ；联 系 卫 生 连 和 驻 地 医 院 的 心

理 咨 询 师 ，对 恋 爱 感 情 受 挫 的 战 士

及时进行心理疏导。

对症下药，效果立显。新措实行

后，全营伤病号明显减少，大家的训

练热情迅速高涨；一些官兵没有了后

顾 之 忧 ，工 作 积 极 性 主 动 性 明 显 增

强；个别情绪不稳定的同志，得到及

时贴心的心理服务，卸掉思想包袱轻

装上阵，士气高昂地投入到学习和训

练中……

看 着 营 队 发 生 的 可 喜 变 化 ，我

欣 慰 地 长 舒 一 口 气 ，也 对 以 情 带 兵

理念有了新的认识。作为一名基层

带兵人，爱兵要有正确的“爱法”，防

止 过 犹 不 及 ，切 不 可 一 片 好 心 办 了

坏事。

（程铁镔、吴 震整理）

爱兵要有正确的“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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