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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清晨，军营里好不热闹。走在

营区，看着眼前的一切，火箭军某旅干

部刘超铸仍感觉有些不太真实。此时，

一名女军官带队从远处走了过来，正是

他的妻子杨冬梅。两人相遇的一刻，敬

礼还礼，相顾无言，嘴角浮现出一丝笑

意，那是只有他俩才懂得的幸福。

就在两个月以前，这对夫妻还相隔

数千公里。刘超铸驻守雪域高原，杨冬

梅扎根大山深处，两人分处两地已有

10 年。

“我们是同窗，更是战友。”高中毕

业后，他们一个考入军校，一个参军入

伍。得知同学杨冬梅成为一名火箭军

战士时，刘超铸发自内心地敬佩这个勇

敢坚毅的女孩。

“这次训练成绩达到了优秀，多亏

了你的经验”“专业知识基础还不牢固，

我得抓紧时间训练”“我准备年底向组

织提交入党申请书，你呢”……来到军

营后，两人的交流也多了起来，彼此相

互打气。第二年，杨冬梅成功通过士兵

考学，也成为一名军校学员。

有了共同的身份，便有了更多共同

的话题，随着对彼此的了解越来越深

入，两人的心也贴得越来越近，不久后

便确定了恋爱关系。可就像无数军人

那样，他们将儿女情长埋在心底，选择

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刘超铸军校

毕业后，奔赴西藏高原。杨冬梅毕业前

夕也决定追随刘超铸的脚步，毅然写下

戍边申请书，结果未能如愿。

“无论是否工作在一起，我都对你

不离不弃。”杨冬梅的坚定执着，让刘超

铸深受感动。“一起携手走下去”，成了

两个人的共同愿望。

然而，一路走来并不容易。杨冬梅

来到火箭军某旅任排长，面对蹲连锻

炼、任职培训、带兵组训等一连串考验，

她唯有打起全部精神认真应对。而远

在西藏的刘超铸，此时也不轻松：带领

官兵训练、撰写训练教案、忙于部队管

理……种种新情况新任务，经常让他感

到紧张而充实。但只要拨通对方的电

话，所有烦恼都会一扫而光。两人聊得

更多的，还是成长与收获，言谈之间，那

些未道出的爱与牵挂，也在熨帖着彼此

的心。两人笑着约定“顶峰相见”，早日

成为一名优秀的基层干部。

2019 年春，两人在老家举办了婚

礼。短暂的幸福团聚，执手相看泪眼，让

随后的离别反而变得更加从容了。“一想

到我们的小家守护着祖国的‘大家’，思

念就好像没那么苦涩了。”杨冬梅回忆

说，婚后那段时间，她和丈夫交流沟通

的，更多是工作上的事，而对家庭未来的

规划，他们总是下意识地回避开。

然而，一个新生命的诞生，让团聚

成为两个人不得不面对的话题。2022

年底，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杨冬梅向组

织提交了双军人选调申请。她和丈夫

都清楚，这种跨战区跨军种的选调并不

好办，因此也没抱太大希望，平日里依

旧勤勤恳恳地各自忙碌着。

他们并不知道，“幸运的齿轮”就此

开始转动。旅党委参照相关政策规定，

认真研究了杨冬梅两人的情况，认为其

符合选调条件，随即与刘超铸所在单位

取得了联系，并将选调刘超铸的申请上

报至火箭军机关。同时，该旅党委还协

调班子成员赴杨冬梅和刘超铸的老家

走访慰问。

政策的支持、领导的关心，让杨冬

梅和刘超铸深受感动，两人再次约定：

“要用实际行动回报组织的厚爱！”

在等待选调结果的一年时间里，夫

妻俩立足自身战位，努力工作，浑身总有

使不完的劲儿——刘超铸带领连队在演

训任务中灵活处置多项特情，获得上级

肯定；杨冬梅在火箭军组织的集训中成

绩名列前茅，为单位争得了荣誉……

“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今年

8 月，一纸命令迎着高原的秋色，飞到

西藏某边防团，刘超铸被调到妻子所在

单位，小两口终于可以团聚了。

虽然到了全新的环境，但刘超铸几

乎是“脚一沾地，立马上岗”，快速适应了

新角色、新岗位，这让身边战友有些意

外。当他们询问原因时，刘超铸有些难

为情地解释：“是我爱人提前对我进行了

辅导。人还没来到咱单位，很多情况就

已经了然于胸。”他接下来的一番话，让

大家对他刮目相看：“能够与心爱之人同

在一个营盘，为心爱的事业共同奋斗，何

尝不是一种幸运和幸福呢？”。

是啊，改革强军，搅动多少风云，也

牵动着千家万户。当“大家”与“小家”同

声相应，当“大我”与“小我”同气相求，心

中有光，即是奔赴所爱。两名军人、一个

家庭，构成了这个变革时代的缩影。

最近这段日子，杨冬梅和刘超铸看

中了部队驻地附近的一所幼儿园，在军

人军属优待政策的支持下，他们的孩子

不久后就可以在那里接受学前教育。

“生活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只要心有

所愿、爱有所往，以后的日子肯定会越

来越好。”杨冬梅说。

心 系 家 国 共 逐 梦
■李映虹

记者探营

 10 月上旬，武警镇江支队开展实战化综合

演练，锤炼官兵制胜本领。图为武警战士快速通

过障碍。

廖兴原摄

闪耀演兵场

身边的感动

新闻前哨

在改革强军大潮里，这篇稿件反

映的故事也许只是沧海一粟。笔者之

所以把这对军人夫妻的故事写出来，

既是对两人相知相守的有感而发，更

是对各级组织倾心关爱的由衷抒怀。

试想，如果每一名军人都心中有光、奔

赴所爱，每一级组织都履职尽责、担当

作为，将无数个看似平常的“小确幸”

“小期望”连缀成不凡的“大幸福”“大

情怀”，在“充满光荣与梦想的远征”中

沉淀成花开时刻、蒂落时分，那该是多

么令人称道的美好啊。

大道如砥，踏歌以行。这话听起来

好像有点“高大上”，但若将其置于成就

一个人、办好一件事上面，就很接地气

了。军人夫妻也好，选调团聚也罢，都

恰如这个时代的点点微光，汇以成炬，

为壮阔无垠的强军新征程照亮前路。

我们坚信，只要“你曾苦过我的甜，我愿

活成你的愿”，同心相契，双向奔赴，就

一定能抵达梦想的彼岸。

同心相契 双向奔赴
■李映虹

采写感言

一个比武奖杯，竟然同时颁给两个

连队！

前 不 久 ，记 者 在 陆 军 第 82 集 团

军某旅看到鲜见一幕：三连和八连不

仅合在一起举办连庆活动，而且在活

动现场，旅领导竟将前不久在专业大

比武中夺得的一个奖杯，同时颁给了

他们。

这是咋回事？原来，95 年前，三连

和八连的前身部队诞生于平江起义，后

来因编制调整分为两个连队，可以说是

一对“孪生兄弟”。从那以后，他们既情

感深厚，又竞争激烈，在日常训练、比

武、竞赛中总要争出个先后。有一段时

间，两个连队的官兵为了争第一，开始

互相提防，生怕自己的绝招泄露给对

方，一度显得关系紧张。

如何科学竞争、良性竞争，实现互

促双赢？这个问题引起了两个连队的

高度重视。一次，全旅组织专业技能骨

干集训，两个连队的指导员分别带队参

加。由于第一次参加这类集训，三连指

导员担心自己经验不足，便找八连指导

员商量，希望两个连队能够一起训练，

取长补短。

八 连 指 导 员 以 前 当 过 三 连 的 指

导员，对三连的情况非常熟悉。对于

三 连 指 导 员 的 提 议 ，他 欣 然 同 意 ，认

为 只 有 这 样 才 能 促 进 两 个 连 队 共 同

进步。

没想到，得知这个消息，一些战士

竟不太愿意。一名老班长坦言：“集训

考核会根据成绩排名，毕竟两个连队是

竞争关系，还是各练各的好。”

“竞争既要看平时成绩，更要看战

时能否打赢。”面对这一情况，两个连队

指导员一致感到，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

题，关键还是大家没有正确看待竞争，

只盯着平时和眼前的“一己私利”，忽视

了战斗力水平的整体提升。在未来战

场，仅靠哪一个连队单打独斗，显然是

无法取得胜利的。

为此，两个连队同时开展讨论辨析

活动，引导官兵澄清模糊认识。为了让

大家从内心里接受一起训练、相互学

习，他们还逐课目组织比武。

听说要和八连比武，三连战士摩拳

擦掌，纷纷拿出最强实力。然而，最终

结果正如两位指导员所料，双方互有胜

负，各有短长。大家这才意识到，与其

各自为战，不如合作共赢，这样才能取

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没有了思想顾虑，两个连的战士都

毫无保留地倾囊交流，一边探讨切磋，

一边互帮互助，训练积极性高涨。更令

人欣喜的是，在集训考核中，三连和八

连均成绩全优，在全旅比武考核中双双

名列前茅。

集训结束后，该旅领导充分肯定

了这次合训，倡导各营连开展良性竞

争 ，并 特 意 让 两 个 连 队 一 起 上 台 领

奖，以此给全旅官兵上了一堂生动的

教育课。

有了良好的开端，三连和八连共

建更加频繁，关系更加融洽。除了经

常 合 在 一 起 训 练 ，他 们 还 携 手 组 织

“英雄故事会”，让党员登台讲述光荣

传 统 和 英 雄 故 事 ，一 起 追 溯 连 队 历

史 ，实 现 精 神 相 交 、血 脉 相 融 ；开 展

“连队共建恳谈会”，组织党员骨干围

坐在一起，互学方法、互提建议，互促

发展。

“ 兄 弟 连 ”共 栽“ 并 蒂 花 ”。 看 到

他 们 团 结 互 助 、共 同 进 步 ，该 旅 其 他

连队也投身其中，掀起了共建互促的

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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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皆可为师，处处都是课堂，为

我们未来成长打下了坚实基础。”近日，

陆军某部组织开展新毕业军官岗前集

训，新排长毛飞龙参加结对互助后这样

感慨。

走出校门来到基层部队，毛飞龙一

度出现“水土不服”：担任连队值班员经

验不足，安排工作曾出现纰漏，一时不知

所措。同在一个集训队、已在基层摸爬

滚打多年的排长陈杰听说毛飞龙的情况

后，主动与他结成互助对子，从最基本的

带兵经验、工作技巧教起，帮他走出困

境。同时，在与毛飞龙的接触交流中，陈

杰也取长补短，逐步打牢理论基础，思维

视野得到扩展。在该集训队，像这样结

对帮扶、你追我赶、携手进步的场景随处

可见，已成常态。

“开展思想、技术、生活‘三大互助’，

是我们帮助新排长走好‘官之初’，进一

步密切内部关系而提出的务实举措。”该

集团军人力资源处领导告诉笔者，以往

各单位普遍重视新毕业军官培养工作，

大家铆足了劲要在集训中取得优秀成

绩。由于竞争激烈、交流不多，有时集训

成效并不尽如人意。

针对这种现象，集训队将“思想互

助、技术互助、生活互助”的优良传统推

广应用到新毕业军官岗前集训中，通过

信息采集、集体座谈、逐个谈心等方式，

全面掌握每一位新排长的特长与短板，

逐一建立个性化档案，分类制订差异化

计划，同时要求集训队骨干率先示范，引

导新排长打破建制局限，结成对子，互帮

互助。

集训之初，新排长王炬凯因性格内

向，每次站在台前都紧张不已，说话磕磕

绊绊，自信心严重受挫。集训队领导发现

后，安排性格开朗、善于表达的新排长田

鑫达同他结为互助伙伴。在田鑫达的鼓

励和指导下，王炬凯慢慢解开“心结”，不

仅跟上了集训进度，精神面貌也有很大改

观。“我能取得这么大的进步，离不开这位

好战友的无私帮带！”王炬凯感慨地说。

前不久，田鑫达参加主题演讲比赛，

制作课件时被难住了，急得直挠头。王

炬凯发现后，主动发挥特长，与田鑫达一

起理清表达思路，手把手帮他完成课件

制作。由于准备充分，田鑫达最终在比

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宛 若 平 湖 投 石 ，泛 起 阵 阵 涟 漪 ，

“ 三 大 互 助 ”在 集 训 队 结 出 丰 硕 果 实 。

在 近 期 的 阶 段 性 考 核 中 ，集 训 队 总 体

成 绩 又 有 提 高 ，新 排 长 们 个 个 都 有 长

足进步。

陆军某部发扬优良传统助力新排长能力提升——

结对互助走好“官之初”
■孙 风 本报特约记者 杨南洋

 10 月 9 日 ，海 军 某 扫 雷 舰 大 队 围 绕 使 命 任

务，开展多课目专攻精练。图为训练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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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冬梅和刘超铸

近照。

张安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