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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中队，已经

10多天了。中队的起床号仿佛印刻在了

我的身体中，每天早上6点15分准时把我

唤醒。虽然转业相关事宜将一天的生活

安排得满满当当，但我仍会时不时想起我

生活了12年的中队，想起亲爱的战友。

记得离队前几天，一到休息时间，我

就会去中队荣誉室看看。因为那里有我

和战友们一起获得的集体三等功牌匾，

有我在比武中获得的金牌、银牌，有我

12年来拼搏的印记……如今，这一切我

只能在记忆中找寻。

2011 年，我从贵州省印江

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应征入伍，乘坐火车

来到祖国的大西北。火车到站后，我们

换乘了一辆大卡车。当时，车上所有帘

子都是拉着的。透过帘子的缝隙，我看

到了一座座荒凉的大山上稀稀拉拉点缀

着几棵树，山中间还散落着一些窑洞。

一路颠簸后，卡车在两座山脚间的

一排楼房处停了下来，我们来到了新兵

团。走进营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5 栋

整齐的小楼房，路两侧种满了柳树。在

满怀期待中，我被分到新兵三连。

晚上，在整理个人物品时，我无意间

发现包里有一封信。拆开一看，整整两

页纸。我能认出这是父亲的字迹，也能

猜出这是他和母亲连夜写给我的。信中

令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既然来到了

部队，就要有恒心、能吃苦，努力闯出自

己的一片天地……”

不久后，我们开始了紧张的新兵训

练。随着天气变冷，训练量也逐渐加大，

我的身体开始有些不适。一个月后，新

兵连组织打亲情电话。一个班一个座

机，我们人手一张 IC电话卡。由于是当

兵后第一次通话，在等待中，我想好了很

多要对父母说的话。然而，当我听到电

话那头传来父亲的一声“喂”，我再也没

忍住，眼泪夺眶而出，一句话也说不出

口。

那次通话，至于父亲说了什么，我已

记不清了。我只知道，压抑了许久的情

绪在那一刻全部爆发。尽管一个月来有

不适、有委屈，但我从未有过退缩。因为

我一直记得父亲写在信中的话，既然来

到了军营，就要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随着日复一日的训练，我也适应了

新训生活。在一次全连组织的 3公里测

试中，我第一个冲向终点。然而，单杠引

体向上，我却一个也做不了。想着父母

的嘱托，我开始给自己加练，每晚做够

“三个一百”再睡觉。新训结业考核时，

我的所有课目成绩达到优秀水平，被评

为“优秀新兵”。

正因为这项荣誉，我被分配到原武

警某团三营八连，也就是此后我生活了

12年的“英雄八连”。

下连后第二天，班长带我们

参观连队荣誉室。班长指着荣誉室正对

门墙壁上的16个大字——“铁心向党、生

为战胜、一息尚存、决不后退”，向我们介

绍连队的历史：“这就是连队的‘七把刺

刀’精神。1948 年，淮海战役王塘战斗

中，连长张春礼带领仅剩的 6人，用刺刀

击退敌军数次进攻，最终取得胜利。”

继续往前走，在荣誉室的两侧，我看

到满墙的荣誉牌匾。班长告诉我：“这里

一共有 208块牌匾，由于空间有限，还有

一部分摆放在展柜里。”

再转一道弯，过道中央和一侧的墙

面上悬挂着很多面不同年代的红色锦

旗。听班长说，这就是连队的“荣誉锦旗

林”，里面共有 156面锦旗。

“这满屋的荣誉，是一代代‘英雄八

连’官兵用血汗创造的。希望有一天，你

们能亲手创造属于你们的荣誉。”听着班

长的话，我热血沸腾，在心中与八连立下

“荣誉之约”——将来一定要把属于自己

的荣誉放进荣誉室。

当 时 ，连 队 官 兵 正 在 高 原 执 勤 。

2012年4月，我也来到了那里。由于执勤

点位海拔有4000多米，每次跑几百米，我

就已经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

看着身旁的老兵们一个个健步如飞，

我有些气馁。一次训练间隙，班长刘世伟

走到我身旁说：“很多战士刚来时和你一

样，都有些高原反应，但他们都能克服困

难，战胜自己，相信你也能。‘英雄八连’的

兵都是钢铁汉。”

班长的最后一句话，像一剂强心针

打在我的心上。既然进了“英雄八连”的

门，就不能给连队丢人。那之后，我每天

在班长的指导下加强训练。一个月后，

在连队组织的 5公里考核中，我以 18分

的成绩进入连队前列。

3 个月后，连队参加上级组织的军

事对抗比武竞赛，我们班获得 3 个课目

第一、2个课目进入前三，也因此荣立集

体三等功。这是我第一次在“英雄八连”

获得荣誉。也是在这里，八连给我上了

第一课——“英雄八连”的兵，就应该“有

重任就抢、遇艰险就上、有第一就争、见

红旗就扛”。

一年的执勤生活结束，回到连队已

是 2013年 4月，我的义务兵生涯进入倒

计时。回想起父母的嘱托，还有我未完

成的“荣誉之约”，我决定留下来。

同年底，连队任命我为班长。我开

始了带兵之路。

2014 年 3 月，连队组织建

制班比武，我当班长后的第一次挑战来

了。在“英雄八连”，每名战士都个顶个

的优秀。相比于连队其他班长，我的带

兵经验还欠缺不少，在这次比武中，我们

班的成绩并不理想。

为了带领大家走出低谷、创造新的

荣誉，我开始钻研教学法，合理分析班里

每名战士的身体素质和性格特点，帮助

大家全面提高。在年底全连军事训练考

核中，我们班连续夺得 3个课目冠军，一

举拿下“训练标兵班”。

“强自己是个人强，强众人单位才能

强。”秉持着这一理念，我先后带领战友多

次圆满完成上级赋予的各项任务。

2018年，部队调整改革，连队改编为

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中队。当年8月，中

队赴某训练场进行重难点课目训练。面

对训练课目组训难的实际，我主动请缨担

任教学组长，和全班人员一起编写演示教

案，仅用5天时间便完成3个课目示范。

2021 年，中队赴陌生地域开展对抗

训练，我带领全班战友作为先头分队开

辟通路、搭设宿营地，圆满完成任务。

转眼间，已到了 2023 年。年初，第

四届“刺刀”系列比武展开后，我和战友

们 面 对 强 劲 对 手 不 退 缩 、不 放 弃 ，在

4×400米接力赛中夺得亚军。随后，我

又在射击课目上夺得冠军。拿着一金一

银两枚奖牌，站在颁奖台上的我，眼泪止

不住地往下流。

回到中队后，我向指导员提出，将这

两枚奖牌献给荣誉室，去影响更多的战

友。几天后，中队专门为我组织了“奖牌

进荣誉室”仪式。

“钢铁的意志火红的心，光荣传统

代代传……”仪式在歌曲《英雄的连队，

英雄的兵》中开始，我在战友们的注视

下，将奖牌放进荣誉室展柜。12 年前，

我立下的誓言，终于实现了。我可以骄

傲地说，八连培养了我，我也为八连增

添了荣誉。

离 队 那 天 ，中 队 为 我 们 举 行 欢 送

会。最令我感动的是，中队安排我带的

兵张敏给我送退役纪念牌。纪念牌左

侧是“七把刺刀”标志和“英雄八连”配

文，右侧是一张我进行射击训练的照

片，底座镌刻着“追逐光 成为光 散发

光”9个字。

平时的张敏和我一样不善言谈，临

行前却抱着我哭了起来：“班长，从 2017

年入伍，我就跟着你学习训练。现在我

当班长也 3年了。其实，我一直想说，你

是我的榜样。以后，我会把你的故事讲

给战友们听，把你为荣誉而战的精神一

直传承下去。”

（整理：刘 伟）

图①：黄健（左）向新下队战友介绍

“英雄八连”荣誉锦旗的历史。

图②：黄健向战友分享自己参加比

武时的经历。

供图：何 刚

制图：扈 硕

返乡后，一名老兵写下从军12年的感悟—

再见，“英雄八连”
■黄 健

近日，某信息通信旅新兵营数百

名新兵顺利完成入伍训练，开始下连

前的专业训练。回忆过往，不少新兵

把点滴成长都记录下来。经本人同

意，我们摘录其中 3 名新兵的日记，

一起见证他们的成长瞬间！

（陈 康推荐）

这个新家很温暖
9月29日 星期五 晴

今天是中秋节，是我在部队过的

第一个节日，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过

集体生日。

在战友们热烈的掌声中，我们几

个被拥到“寿星席”。随后，开始播放

家长们的祝福视频。当视频中出现

那 3 个熟悉的面孔——我的父母和

姐姐时，泪水瞬间打湿了我的眼眶。

吃饭时，我给刚下哨的班长带了

一块蛋糕。班长笑着端起饮料杯：

“祝你 20 岁生日快乐！”碰完杯后，班

长朝我张开双臂：“来，拥抱一下？”我

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抱一个！

抱一个！”在战友们的哄笑中，我突然

感到一双臂膀将我抱住，心里涌起一

股热流。

饭后，班长喊我出去散步，笑着

拿出手机，给我看我叔叔发来的祝福

视频。看完视频，我强忍着泪水，沉

默了许久。回去路上，看着班长的身

影，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掉了下来。他

像大哥哥一样，处处照顾初来乍到的

我们。这一次我走上前，主动拥抱了

班长……

——摘自新兵曾煊翔的日记

挺起胸膛站排头
11月 3日 星期五 晴

像往常一样，上午的操课内容是

队列训练。不同的是，今天单个军人

队列动作中的停止间转法练习尤其

多。班长一声声喊着“向右转”“向左

转”“向后转”的口令，我作为排头兵，

却总有些站立不稳，导致队伍整体动

作不够整齐。

虽然班长没有直接点名，但我心

里明白，这段时间班长耐心为我讲解

动作要领，带领我一遍遍训练，是对

我寄予了厚望。我作为班里的基准

兵，一定要把停止间转法练好。

午休时，我对着水房里的镜子一

遍遍练习停止间转法。汗水顺着脸

颊一滴滴淌下来。擦汗时，我忽然发

现，自己的眼睛虽有些疲倦，但又异

常坚定。我开始习惯了这种努力的

感觉。

下午，班长组织队列小比武时，我

稳住心神，按照自己加练时的感觉，完

成班长下达的口令，竟然没有出现一

次失误。训练结束时，班长表扬了我，

说我在课后主动加练，值得大家学

习。那一刻，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满

足，原来努力真的可以突破自我。

——摘自新兵赵析宇的日记

我也当上了标兵
11月 13日 星期一 晴

今天晚上连队为先进个人颁发

标兵牌，我很荣幸成为其中一员。当

我佩戴上标兵牌，脑海里浮现出班长

在训练和生活中开导我、鼓励我的一

幕幕场景。

记得第一次跑 3 公里时，脚步越

来越沉重，我几次想要放弃，班长不

断加油鼓劲，让我不能放慢脚步。最

后 100 米 时 ，班 长 看 我 有 些 体 力 不

支，索性一把拉住我往前跑。后来闲

聊时，我才得知班长左腿患有骨膜

炎，跑步时会加剧疼痛，但班长还是

陪着我跑到了终点。

戴着标兵牌，回到宿舍，我的自信

多了不少，感觉大家总是在有意无意

地瞅着我的胸前。班长可能看出了我

的兴奋，开始“调侃”我：“国佳，这标兵

牌，你还能戴上几次呀？可别今天就

是你的巅峰时刻，回头再也拿不到了。”

面对班长的“调侃”，我笑着说：

“这可是我前期努力的成果，我一定

要将它一直戴到新训结束。”我明白，

班长的这番话是怕我骄傲自满，想激

励我继续努力。新训以来，每当我坚

持不下去时，班长总会说“想想父母

亲人，想想当兵的初心”，也正是这句

话给我带来源源不断的动力。

其 实 ，今 天 我 最 想 对 班 长 说 的

是，“谢谢你为我们付出的一切”。

——摘自新兵朱国佳的日记

（整理：卢金鹏）

上图：某信息通信旅新兵营组织

新兵进行徒步拉练。 熊恣笙摄

笔尖下的成长瞬间
——推荐某信息通信旅新兵营 3 名新兵的新训日记

军媒视窗

12月 11日

深夜，万籁俱寂，学习室里灯火通

明。听着别人噼里啪啦敲击键盘的声

音，我揉了揉发红的双眼。来到部队

后的第一份述职报告怎么这么难写？

下连的这几个月，我白天除了跟

着班长骨干学习装备操作，就是打草、

出公差，晚上一般是学习专业理论准

备考试，规律且平淡。

这时，几名战士走了进来，见我为

述职报告犯难，战士蒋鸽庆说：“排长，

你总结的操作笔记让我们十分受用，

这个值得一写。”“那多亏了尹技师的指

点。”我脱口而出，思绪也飘回了刚到连

队那会儿。

当 时 ，我 认 为 自 己 学 过 主 战 装

备，便急于在训练场上“露一手”，然

而现实却浇了我一盆冷水。

一天清晨，战士刘旖安急急忙忙

跑来问：“尹技师在吗？”随后，他说一

台发射车出现了故障。我心想自己

在校时学过不少故障处理的方法，应

该没问题。“我来看看。”我自告奋勇。

我按照课本上的流程，都检查了

一遍，却没发现任何异常。望着战士

们焦灼的目光，我感觉脸上火辣辣的。

“我来了！”尹技师背着工具，赶

忙跑来。只见他打开面板，对照电路

图仔细分析。几分钟后，他判断：“可

能是垫片的积灰多了。”说着便抄起

工具轻轻擦拭。车辆重启后，测压仪

器的指针果然恢复了正常。

训练结束后，尹技师为大家讲解

其中的原理，我听得一头雾水，一些

以前没有关注到的专业名词和术语

在脑海中若隐若现。原来毕业时专

业排名靠前的我，所学的只是冰山一

角，还有很多“空白区”。

当晚，我与尹技师一起巡逻。见

我一言不发，尹技师说：“刚走上排长

岗位，肯定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

若想尽快成长进步，就得不断积累方

法、总结经验。”

尹技师的话点醒了我，所谓的“专

业对口”并不能成为我的优势，而更应

该成为鞭策。来到连队，就要从零开

始，踏实提高自己。那晚过后，我决定

先从当好一名“小学生”做起，白天跟

着技师学装备练操作，晚上整理笔记

研究战法。

随着挑灯夜战的次数越来越多，

用过的演算纸越堆越厚，我的专业水

平稳步提高。后来，我尝试把自己掌

握的专业知识，用年轻官兵易于接受

的方式讲出来，受到了大家的认可。

细细回想这几个月的经历，我在

述职报告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如果说

擦亮自己的名片有“诀窍”，那就是扑

下身子、补齐短板，先把自己点亮，才

能照亮别人。

（陈菲莹、丁文骏整理）

扑下身子 补齐短板
■东部战区空军某旅少尉排长 叶杨坤

近日，武警新疆总队某支队举行优秀政治教员比武竞赛，多名基层干部

和理论骨干的精彩授课赢得官兵好评。图为官兵给参赛教员点赞加油。

董 虎摄

“到部队后一定要带头干，率先

垂范，这样工作才能打开局面……”

这是毕业前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我

也一直将其视作行为准则。可谁能

想到，事事冲在前的我却在下连后

“翻了车”。

“解班长，400 米障碍翻越高墙

起码有 3 种方式，我来示范下”“葛班

长，这项工作的人员分配不太合理，

我来”……为了得到战友们的认可，

排里无论大事小事我都要过问一遍，

很多时候忍不住自己上手。我自认

为每天尽心尽责，就能激发大家干事

创业的热情。可是我发现，不仅排里

的工作没有提高多少，而且有些班长

骨干虽然工作按部就班地干，但生活

上总是刻意躲着我。我几次找到骨

干想问明情况，可他们总是支支吾吾

不肯说。

“指导员，战友们是不是对我有

意见呀？”我心生委屈，找到指导员倾

诉。指导员耐心细致地安慰我。没

过两天，晚上点名后，他将我和几名

骨干召集到了一起。

“李排长，你很负责，但如果你什

么都干了，我们岂不是只能看着了。”

“不是不想告诉你，只是看你工

作热情这么高，怕打击你。”

在你一言我一语中，大家敞开了

心扉，我也意识到自己片面追求率先

垂范，无形中挫伤了大家的积极性。

其实班长骨干在连队时间更长，更了

解实际情况，而我不敢“放手”，影响了

他们发挥主观能动性。作为基层带兵

人，“率先垂范”应该扎根岗位、专注履

职，以上率下，提升团队的凝聚力。

于是，我转变了工作思路，工作中

时刻注重对照排长职责要求，充分给

予骨干信任，不做过多干预，如果遇到

问题困难，我们再一起商讨解决方法。

一天，又到了例行武器装备维护

保养的时候，我没有像以前一样，对

所有人员进行“排兵布阵”，而是交给

值班班长徐旺负责。接到任务后，徐

旺按照战士特点进行分工，无论是枪

支出入库、维护保养还是保养前后的

准备和清理工作，每个步骤都井然有

序。任务完成后，我随机抽取一把枪

支进行检查。看到枪身干净、性能完

好，我不禁向徐旺竖起了大拇指。

一人难挑千斤担，众人能移万座

山。从那以后，我和班长骨干相互信

任，工作越发得心应手，我也逐渐掌

握了新排长下连后率先垂范的“真

谛”所在。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连

队干事创业的氛围日益浓厚，按照过

硬标准不断提升建设水平。

（申建华整理）

给予信任 敢于放手
■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少尉排长 李昕宇

“官之初”，他们这样走过
——分享空军基层部队两名新排长的下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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