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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部战区陆军某旅机关的门岗，

经常能见到一位年轻的哨兵，履职尽责

一点也不含糊。每当有熟人经过，他总

会略带腼腆地笑着问好，好像从未有过

烦心事。见的次数多了，不免让人产生

好奇——

站岗执勤时，他在想些什么？为什

么看起来那么乐观？每天坚守在两平方

米的哨位上，不会感到枯燥无聊吗……

这位哨兵名叫赖佳炜，今年 9 月刚

晋升为上等兵。2000 年出生的他，在

校读书时学的空乘专业，毕业后当过地

铁安检员。憧憬着像军旅电视剧演的

那样，部队的生活每天都充满惊喜和挑

战，他选择了参军入伍。然而，现实似

乎与他开了一个玩笑：下连后，他的主

要工作就是波澜不惊、日复一日的站岗

执勤。

在常人的想象中，理想与现实的落

差，可能会让人产生抱怨，但赖佳炜迅

速调整自己，很快就适应了连队的工作

生活。班长周威龙说，赖佳炜能有这样

的表现，其实在新兵连时就埋下了伏

笔。

那是赖佳炜入伍后第一次站岗。

他至今记得，那天晚上月明星稀，一位

老班长打着手电筒来查岗。老班长检

查了他的着装，拍了拍他的肩膀，语重

心长地说：“当兵站岗，天经地义。不要

想不通，我都站了 17 年了！”

老班长的话，深深刻进了赖佳炜的

脑海里。此后每次站岗，他都会不自觉

地挺直胸膛。“像站在检阅队伍里一样，

我总会下意识地想想自己的帽子是不

是戴正了、衣服上有没有褶皱……”赖

佳炜说。

赖佳炜发现，把看似不起眼的工作

做好，也会有很强烈的获得感。每次上

岗前，他都会将哨位周边的卫生死角打

扫干净。在他眼里，这块“责任田”要和

他一起接受“检阅”。

但一项工作重复干，总有疲倦的时

候，尤其站岗时间一长，赖佳炜也会觉

得无聊。一天，他带着疑问请教班长周

威龙：“班长，每天站岗这么久，你不觉

得枯燥乏味吗？”周威龙一脸郑重地说：

“反过来想，站岗也为你赢得了沉思的

时间，一个人静静地站在那里，与自己

的内心对话，不也是一种收获吗？”

听了班长富有哲理的回答，赖佳炜

的思维豁然打开了。眼睛始终保持警

惕，脑海波涛汹涌，他把站岗当成了学

习，除了反思近期的工作情况，他还会

在心里预演应急处突、紧急出动的流

程：假如有歹徒冲撞营门，自己该怎么

处置？如何以最快速度拿到装备器材

并及时通知连队？哨位附近有什么合

适的隐蔽地点？和战友应该怎么协同

配合……

有件事让赖佳炜觉得很自豪。刚

开始担负营区大门警戒任务时，十几

公斤重的装具“压”在身上，他坚持不

到 10 分钟就想下哨。后来，他一边站

岗一边琢磨，怎么才能让自己轻松一

点。经过不断尝试，他总结出一套办

法：腰胯前送，过一段时间就调整枪背

带的位置……他说，现在让他一动不

动站上 3 个小时也没任何问题。

“以前，遇到困难，我就习惯‘向后

退’。”赖佳炜说，但经历过后感到，一个

人还是要敢于走出“舒适区”，去做那些

自己认为做不到的事。他相信一句话：

“做难事必有所得。”

连队岗哨任务重、公差勤务多，训

练更要按计划进行，再加上南方沿海天

气潮湿闷热，官兵身上的衣服经常是湿

的。赖佳炜发现，困难克服得多了，自

己也在收获成长。一次连队保障指挥

所演习，恰逢台风过境突降暴雨。白

天，他跟战友一起抗台风，一件干衣服

都没剩下；夜里，住在漏风漏雨、蚊虫成

群的帐篷里，他用蚊帐把自己一裹，照

样睡得香甜。

“天天站岗，有个啥劲？”曾有战友

这样问他。他知道，战友是在追问青春

的价值、当兵的意义，但当时懵懂的他，

还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如今，经过将近

一年的历练，赖佳炜觉得自己可以回答

了：“哨位虽小，但自有精彩。就像连长

所言，站岗是对心性和意志力的磨砺。

并不一定非要风高浪急，平静和单调也

能锻炼人。”

“站好每一班岗！”赖佳炜在今年的

个人年终总结中，用这句话作了结尾。

这既是他今年的收获，也是他对明年的

期许。他说，自己会继续奋斗，用行动

书写“两平方米”的精彩。

这两天，传来一个好消息，赖佳炜

凭借出色的表现，被连队推荐为“四有”

优秀士兵候选人，期待他能最终收获这

项荣誉。

左上图：赖佳炜近照。

郑明杰摄

每天坚守在哨位，会有怎样的收获？如何在站岗执勤中实现个人价值？南部战区陆军
某旅“00后”战士赖佳炜用“站好每一班岗”的行动作出回答——

书写“两平方米”的精彩
■曾梓煌 李俊男

对赖佳炜的采访，是在笔者的办公

室进行的。采访结束时，一个细节抓住

了笔者的视线：离开前，赖佳炜下意识地

捋好袖子、捏好帽檐，整理自己的着装。

“把细节做到位，把小事做精彩，凡

事都得干出个名堂。”赖佳炜说，他们连

的指导员总把“细节决定成败”挂在嘴

边。受其影响和感召，这一年来，他在

工作任务历练中，变得比以前更细心、

更沉稳了。

一名新兵从稚嫩走向成熟，有时

不能简单用入伍时间的长短来衡量。

从赖佳炜身上，笔者看到了很多官兵

的影子——

站哨17年的老兵。赖佳炜在新兵连

第一次站岗时，这位夜间查哨老兵把“当

兵站岗，天经地义”刻进了赖佳炜的脑

海。正因如此，来到执勤任务格外繁重的

连队后，赖佳炜自然地很快适应。

心思细腻的班长。笔者采访中了

解到，赖佳炜刚到连队时性格内向，不

敢跟人打交道。从一次集合发言、一个

课目演示开始，班长周威龙鼓励他站到

队伍前面，让他渐渐变得自信起来。在

赖佳炜的印象中，班长常告诉他：“大胆

点，你一定能行，你比我当年强多了！”

和战士们站在一起 、干 在 一 起 的

连队主官。赖佳炜说，那场遭遇台风

的指挥所演习，指导员光着脚站在泥

滩里排水，在雨里扛着两个沙包带头

冲锋的画面，令他至今记忆深刻。还

有一次，连队受领平整训练场地任务，

连长每天带着战士们一起干，身上沾

满了泥点和草屑。

“带兵人不要低估自身对战士的影

响力。”这是赖佳炜的成长故事带给笔者

最深刻的感受。一位作家曾说：“人生的

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

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对于年轻战士

而言，带兵人就是这“紧要处几步”的引

路人。带兵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往

往是他们的成长样板、行为范式，也会左

右他们对部队的印象和看法。

笔者曾听闻这样一件事：一名新兵

入伍后，因为伤病不能参加训练，班长

却怀疑他“装病”，这让他十分“受伤”，

从此心里筑起“高墙”，两年后带着遗憾

退伍。试想一下，如果这位班长当时认

真核实而不是妄下断语，结局也许不会

这样令人惋惜。

带兵并非易事，教育引导无不贯穿

军营生活的点滴日常，起着潜移默化的

作用。许多时候，看似不起眼的小事、

不重要的细节，反而更能温暖兵心、凝

聚士气，被年轻战士们牢牢记在心里。

因此，带兵人要重视自己的言行举止，

在以情带兵、文明带兵的基础上，以立

身为范、以身作则的实际行动和品格操

守，引领年轻官兵将青春之花绽放在军

营热土。

当好“紧要处几步”的引路人
■曾梓煌

看着正在专注训练的新兵王飞样，

第 73 集团军新兵团班长沈文浩长舒一

口气，庆幸自己主动倾听他的真实想

法，及时发现了问题。

前段时间，沈文浩接到老连队指导

员的电话，让他物色一名有发展潜力的

新兵，纳入连队人才库，作为文书岗位

的后备人才培养。

挂断电话，沈文浩脑海中立刻浮现

出一个人选——新兵王飞样。王飞样

毕业于西安邮电大学，学的计算机专

业，平日做事细心沉稳，本人也有在部

队长期服役的意愿。

越想越觉得合适，沈文浩在一次

班务会后找到王飞样，问他愿不愿意

当 文 书 。 听 完 ，王 飞 样 陷 入 了 沉 思 。

见状，沈文浩耐心解释：“文书主要负

责一些行政工作，你细心沉稳，绝对可

以胜任……”在沈文浩一个劲儿的劝

说下，王飞样只能答应。

完成指导员交代的任务，沈文浩感

到一身轻松，但他很快发现王飞样有些

不对劲：参加教育心不在焉，训练中时

常“开小差”，成绩更是出现了明显下

滑。然而，无论怎么教育和帮带，王飞

样的状态始终不见好转，这让沈文浩感

到很受挫。

静下心来回想，沈文浩突然意识

到，好像就是那次关于想不想当文书的

谈话后，王飞样才出现异样。

“飞样，你是不是不喜欢文书这个岗

位？”为了弄清缘由，沈文浩再次找王飞样

谈心。沈文浩的开门见山，让王飞样鼓

起勇气说出了心里话：“班长，我知道你

是为我好，但我其实还有别的想法……”

事情还得回溯到新兵团组织的一

次政策宣讲会。王飞样发现，成为上等

兵后，他就能参加士兵提干考试了。他

原本打算下连后，一边抓好训练，一边

为考试做准备，但沈文浩的提议打乱了

他的计划。碍于情面，他始终没有勇气

表明自己的真实想法，以致烦恼郁结在

心，背上了“思想包袱”。

了解到前因后果，沈文浩连忙解

释，纳入连队人才库只是给未来发展多

一个选项，连里会尊重战士的选择，而

且即使当了文书，也不会对准备提干考

试产生多大影响。

至此，王飞样心中的疙瘩总算解

开，很快恢复了正常的工作训练状态。

不过，这件事让沈文浩陷入了反思：到

底应该如何帮助新兵规划个人成长路

径？

这几年，沈文浩亲身感受到，连队

越来越重视人才培养，新兵一下连，就

根据他们的特点和性格作了规划。在

此过程中，作为“见多识广”的过来人，

基层带兵人很容易按自己的主观愿望，

为新兵设计成长路线，却很少征求新兵

的意见。新兵初来乍到，服从意识强，

即便自己不愿意也只能闷在心里。

“新兵怎么培养，应该先听听他们

自己怎么说。”后来，在新兵团组织的带

兵交流会上，沈文浩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与思考，引发新训骨干们热烈讨论，大

家深以为然。

再过几天，新兵就要下连了，新训

工作也将结束。但沈文浩有了新的打

算：“等新兵定岗后，我再找他们深谈一

次，听听他们对自己未来发展到底还有

哪些想法和期望。”

为
人
着
想
，
也
要
善
听
所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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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感言

初冬时节，武警天津总队某支队官兵对车辆进行换季保养。

赵 岩摄

为啥要叠“豆腐块”？直到前段时

间经历一些事，我才真正懂得这样做的

意义。

“早上连队检查内务，你的被子又

被登记了！”一天上午训练间隙，班长单

独把我叫到一边。听着他的批评，我心

里有些不耐烦。因为被子叠得不好，我

已经不是第一次受到批评了。我一直

不明白，把被子叠成“豆腐块”有什么

用，每天把时间花在无谓的抠角掐线

上，还不如多拉两个单杠实在。

但是，即使内心再不愿意，我也不

想 因 为 被 子 问 题 再 给 我 们 班 拖 后 腿

了。中午领取手机后，我就在网上搜索

叠被子技巧。搜着搜着，无意间看到售

卖“模型被”的广告，我心里顿时有了主

意：既然“豆腐块”叠不明白，为什么不

买一个现成的呢？说干就干，当天我就

在网上下单了。收到“模型被”后，我白

天把它放在床上迎检，旧被子则藏进储

物间，等着“夜间上岗”。由于我的不动

声色和刻意遮掩，一时没人发现，我也

顺利通过了多次内务检查。

但假的永远真不了，我的这招“偷

梁换柱”终究还是被识破了。一次连队

组织跨昼夜拉练，因怕用的时候露馅，

我把旧被子装进背囊。等到拉练结束

回到宿舍，我又悄悄把“模型被”换了过

来，这样全班就我的内务显得比较规

整。“你这被子不会是钢筋铁骨吧？”大

家会心一笑，马上知道了其中的猫腻，

一阵打趣调侃，让我羞愧得面红耳赤。

恰在此时，班长从外面走了进来，

了解真相后，他不但没有像我预想中那

样批评我，而是让我把旧被子取回来，然

后耐心地教我叠被子的技巧。展、折、

压、捏、修，一床在我看来软趴趴的被子，

在班长的手中很快变得棱角分明起来。

“被子，只要用心去叠，就一定能叠

好。凡事不会就学，不行就练，只要自

己掌握了方法、具备了能力，就不会关

键时刻‘掉链子’。”叠好被子，班长看着

我，语重心长地说。

在班长的注视下，我内心挣扎了一

会儿，选择主动承认错误：“班长，我不

应该耍小聪明准备两床被子……”

班长见我坦诚认错，眼里露出几分

欣慰。他对我说，基层连队讲求“出门

看队列，进门看内务”，就是希望通过这

些细节引导大家养成过硬的作风。最

后，他严肃告诫我，这个“模型被”属于

假冒伪劣军用被装，无论制售还是购买

都涉嫌违法违规。

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经历这次“风

波”，我对把被子叠成“豆腐块”的意义终于

有了深刻理解。按说，像我这个入伍已经

一年多的战士，着实不该还在这个问题上

存在模糊认识。痛定思痛，我加强练习，

终于掌握了技巧，被子越叠越好。而那床

“模型被”被我上交连队，我向连队干部骨

干保证，今后一定把心思用在努力训练、

提高能力上，决不会再耍“小聪明”。

（王武锋整理）

“被子风波”
■空军某部战士 牛明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