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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咖 秀

“这个喜报真好看！”躺在病床上的

高育欣，看见儿子刘迪身着笔挺军装、

披着“二等功臣”绶带推门进来，不禁愣

了一下，接着露出开心的笑容，继而流

下了激动的泪水。

刘迪缓缓扶起母亲，为她披上“功

臣家属”的大红绶带，送上一个深情的

拥抱。此时，前来送喜报的战友、现场

的医护人员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刘迪是火箭军某团的一名直招军

士，2022 年 9 月入伍后，他凭着一股“初

生牛犊不怕虎”的拼劲，屡屡刷新全团

训练纪录，去年底荣立二等功。掐指算

来，彼时距离他穿上军装才短短一年多

时间。

身材瘦削挺拔，目光坚毅有神，这

名 20 来岁的体育特长生，进入新兵营

不久便让战友刮目相看，不仅学习训练

积极主动，个别课目的成绩甚至超过了

班长骨干。

大家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为啥他

很快脱颖而出？记者很好奇，刘迪也不

藏着掖着，一脸郑重地透露了“秘密”：

“我一入伍就是下士，可实际上还是一

名新兵，能力素质还有较大差距，不抓

紧时间迎头赶上怎么能行？”

原来，刘迪在心里早已算了一笔

账：与从列兵正常晋升下士的战友相

比，他“天然地”少了两年锤炼提高的时

间。在备战打仗任务紧而又紧的当下，

两年能够让一名战士从稚嫩走向成熟，

由“小白”成为尖兵。

“把‘跳过’的时间抢回来！”在新训

阶段，刘迪给自己定下目标——考核成

绩全优、被评为“优秀新兵”，以此逼迫

自己跑出“加速度”。结果如他所愿，刘

迪在同年兵里迅速崭露头角。

新兵下连，刘迪本以为自己能分到

导弹旅的战斗班，谁承想却来到某团警

卫通信连，成为一名站岗执勤的战士。

刘迪心有不甘，情绪有些失落。指

导员孔凡晨看在眼里，便拉着警卫分队

长、一级上士彭洲来了个“现身说法”：

“你们分队长可是火箭军一线救治‘生

命卫士’比武的‘武状元’、基地特种警

卫‘武教头’。岗位没有好与不好之分，

关键看你怎么干！”

孔凡晨一席话，点燃了刘迪的热

情，他当场对分队长说：“你是我学习的

榜样，也是我赶超的目标，请看我的表

现！”闻听此言，孔凡晨和彭洲相视一

笑，并没有放在心上。

然而，两人很快发现刘迪变得不一

样了：站岗执勤，他军姿挺拔一丝不苟，

目光如炬高度警戒；枪械拆装，他增加

难度蒙眼操作，誓言练就庖丁解牛般的

过硬本领；武装越野，他腿绑沙袋自我

加压，不断挑战身体和心理极限……

2023年3月，该团组织开展群众性练

兵比武，警卫编组对抗成为争夺的焦点。

当时，彭洲在外学习，刘迪毫不犹豫地

“顶”了上去，一口气报名参加6个项目。

“咱们团的训练尖子可不少，他下连

刚过百天，摘金夺银希望不大。”一些官

兵并不看好刘迪，就连彭洲也打来电话

提醒他：“这 6 个项目都是体能消耗‘大

户’，你可要悠着点，别一下子整猛了！”

一众高手对决，比武异常激烈。成

绩出炉，让官兵惊讶不已——6个项目，

他包揽全部冠军，并打破 4项团纪录。

首次参赛，一鸣惊人。团领导对连

干部反复叮嘱，让他们量身定制强训育

才计划，抓紧把这棵“好苗子”培养成

“栋梁材”。

不久后，该团组织兼职卫生员培训

考核，意在锤炼“一专多能”本领。刘迪

代表连队参加，面对全新专业的挑战，

横下一条心，必须啃下这块“硬骨头”。

白天，他冲在训练场上，苦练战场

救护技能；夜里，他经常铆在卫生队，潜

心钻研医护专业知识。为了练好基本

功，他针对不同战场环境探索训法救

法，量距离、算角度、搞模拟，把“路程

短”“救治快”“效率高”等要求落实到一

个个细节中。

有志者，事竟成。就这样，入伍不

到一年，刘迪便跨入全团训练尖子行

列，在本职岗位上干得风生水起，在一

次次比武竞赛中渐渐打出名气。

2023 年 8 月，某基地组织一线救治

“生命卫士”比武。刘迪在预选淘汰阶

段“过关斩将”，以全团第一名的成绩闯

入决赛，并夺得个人亚军、团体冠军。

载誉归来，听说连队要选配警卫班

班长，刘迪毛遂自荐。经过班排推荐、群

众评议、组织遴选、党委审批等环节，他

凭借出众的能力脱颖而出，如愿以偿。

2023 年 10 月，某基地组织“精武班

长”军事技能比武。刘迪再次以全团第

一名的成绩拿到“入场券”。与百余名

素质过硬的老班长同台对垒，他敢打硬

拼，最终站上领奖台。

手捧“精武班长”奖牌，刘迪拨通母

亲的手机报喜。原来，此次比武前一

天，刘迪在外打工的母亲，下肢卷入机

械设备，被紧急送往医院。他闻讯顿时

慌了神，马上向连队请假。

“不用担心我，做手术有医生，照顾

我有你爸。你要是真有孝心，就拿个奖

牌回来。”母亲专门打来电话，态度很坚

决。刘迪只好把牵挂和愧疚深埋心底，

化作拼搏的力量。

比武结束后，刘迪带着奖牌赶到母

亲身边，忙前忙后陪护照料。团里也多

方协调，帮助解决医疗救治、工伤赔偿

等问题。

鉴于刘迪的出色表现，去年年底，

团党委给他立了二等功。前段时间，该

团副政委带队会同军地有关单位，把立

功喜报送到刘迪母亲的病床前，这才有

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儿子的成长成才，就像治愈病痛的

良药。“我这辈子目前做得最正确的事，

就是把他送到了部队。”刘迪的母亲欣

慰地说。

上图：刘迪与父母合影。

许蒙蒙摄

火箭军某团直招军士刘迪入伍一年多，荣立二等功。他一直要求自己—

把“跳过”的时间抢回来
■本报特约记者 李永飞 通讯员 许蒙蒙

“1 号作业手王伟，通信装备操作

考核前准备完毕……”日前，新疆军区

某团某连的新兵迎来了首次专业课目

夜间考核。此次考核是专门针对新兵

进行的一次阶段性检验。新兵王伟和

几名同在补习组的战友一起为过关升

级而努力。

“在尊重新兵能力素质差异的基础

上，我们希望通过‘过关升级’的方式，

帮助新兵适应高原环境，循序渐进提高

训练水平。”该团领导介绍，起初，各连

队根据新兵们的新训成绩制订了训练

计划，但实行一段时间后就发现了问

题。

该团驻地海拔较高，新兵们不仅面

临着身份角色转变、熟悉部队生活等挑

战，还要经受高寒缺氧等自然条件的考

验。去年 12 月下连后，一些新兵出现

明显不适，有的成绩下滑，有的跟不上

训练进度。

该团领导意识到，只根据新训考

核成绩制订训练计划的方式，并不符

合实际情况。新兵们基础素质不一，

再加上适应高原环境的能力各异，如

果训练“齐步走”，不仅让成绩落后的

新兵感到吃力，也会迟滞成绩较好新

兵快速成长。

经过研究讨论，该团决定在新兵训

练中采取分组训练、随训随考、过关升

级的方式。他们将新兵们划分为补习

组、强化组和预习组，根据专业课目的

难易程度，为新兵制订进阶训练计划。

在分组之前，该团专门对新兵进行

了一次摸底考核。王伟在新训时成绩

优秀、表现突出，但下连后，因身体尚未

适应高原环境却急于求成，结果在摸底

考核中“失利”，被分到了补习组。

得知这一结果后，王伟一度情绪低

落。根据团里的安排，预习组新兵可以

提前训练下一阶段内容，而补习组新兵

则要适当延长这一阶段训练时间直到

通过考核；若预习组新兵考核未通过会

被调整到强化组，与从补习组升级到强

化组的新兵一起训练，夯实基础。

为了帮带王伟，连队安排骨干与他

结对子，还根据他的身体情况，专门制

订了个人训练计划。

原来，在这个训练方式试行之初，

该团领导就明确要求，各营连要根据不

同组别新兵的实际，安排经验丰富、专

业突出的骨干进行教学组训，特别对于

补习组的新兵要进行一对一帮带、手把

手指导。

考虑到新兵训练节奏快、内容多，

各连队每周都会组织一次过关升级考

核，根据考核结果调整人员分组和训

练方案，激励形成“比学赶帮超”的浓

厚氛围。

在连队和战友的共同努力下，王伟

很快振作起来，一边调适身体，一边努

力训练。在一周后的考核中，王伟顺利

升级到强化组。“之前总想着‘一口吃成

胖子’，现在我发现，在高原训练必须稳

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王伟说，接下

来，他要继续刻苦训练，争取早日升级

到预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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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前哨

在第 73 集团军某旅修理连，只要

发现问题，军士支委黄铭就会站出来说

几句、管一管。

去年，连队一名年轻排长沉迷网游，

训练时经常往后躲，成绩大幅下降。一

次该连党支部开会，黄铭点名批评他：

“作为干部，平时训练当不好表率，如何

带领大家上战场？”

黄铭的话虽有些直接，可说的都是

实情。这名排长听得面红耳赤，当场进

行自我批评，承诺戒掉游戏瘾，端正训

练态度。接下来的时间，他恢复了训练

场上的生龙活虎，在旅军体运动会上，

获得 3000米跑第二名。

平日里，黄铭还特别关注训练中的

问题。一次，连队组织轻武器实弹射击

训练。固定靶一字排开，官兵们不负众

望均取得了好成绩。

就在大家为此欢欣鼓舞时，黄铭

站出来“泼了一盆冷水”：“战场上，敌

人会站着不动让我们打吗？”接着，他

向连主官建议加大难度，增加运动目

标射击训练。

有官兵说他“没事找事”，但黄铭

对此并不在意，因为他心里清楚，只有

平时从难从严训练，上了战场才能不

掉链子。

连队党支部经过讨论,采纳了黄铭

的建议。经过半年多的实践，该连官兵

轻武器射击成绩明显提升。一些心存

怀疑的战友，终于理解了黄铭的用意，

对他说：“你的建议提得好！”

在 连 队 ，黄 铭 管 过 的 事 ，一 双 手

数 不 过 来 。 不 过 要 说 让 战 友 们 印 象

最深刻的，还要数他前段时间向机关

提意见。

黄铭不仅爱管事，人也特别细心。

他发现，旅机关通报问题时经常搞“区

别对待”，比如通报军容风纪不整问题，

说到基层战士往往点名道姓，但涉及机

关干部，表述就成了“个别同志”。

一次机关基层双向讲评会上，作为

基层官兵代表的黄铭直言不讳：“抓管

理如果只严基层不严机关，怎能令人信

服？”他还专门编了一个顺口溜：“督导

检查机关搞，问题总在基层找。机关问

题经常绕，通报常把基层搅。”

听了黄铭的发言，参会的机关干部

有些坐不住，其他基层官兵代表则为他

捏了一把汗。不过，出乎大家的意料，

黄铭非但没有被批评，反而因敢于指出

问题受到旅领导表扬：“这个战士敢说

实话，批得准、说得对！”

这次会后，旅机关工作作风发生了

明 显 改 变 ，通 报 问 题 时 不 再“ 上 下 有

别”，而是一视同仁。

“我不是想出风头，而是对事不对

人。”黄铭说，机关指导帮建基层的同

时，基层也在观察机关，只有机关以身

作则、率先垂范，基层官兵才能信服，最

终形成工作合力。

别看黄铭这么爱管事，连队官兵说

起他，常常竖起大拇指。每次民主测

评，他总是名列前茅。

“黄铭爱管事、敢较真都是为了连

队好，虽然大家有时嫌他唠叨，但打心

底为他点赞。”该连指导员说。

“这是组织赋予我的责任。”黄铭

说，今后，只要发现问题，他还是会大胆

地指出来。

一句话颁奖辞：“爱管事”体现的是

负责，折射的是担当。让我们为这位尽

职尽责的军士支委点赞！

“爱管事”的军士支委
■石芝鹏 葛 斌

特别推荐

采写这则新闻，心绪久久难平，既

为入伍一年多就荣立二等功的下士刘

迪叫好，也为他的母亲坚定支持儿子建

功军营感动。故事平凡而又不平凡，个

中意味深长。透过这枚金灿灿的军功

章，我们能看到什么？

加速奔跑的基层活力。有一种加

速，是像文中“新兵”刘迪这样高起

点迈好“军旅第一步”，迅速成长成

才；也有一种加速，是一支部队陡然

升级、弓满弦张的战备状态。他们壮

志满怀、激情四射、干劲十足，体现

了 新 时 代 我 军 基 层 建 设 的 生 机 和 活

力。

聚力向战的鲜明导向。对胜战的

追求，是军人最大的“动力源”。初入军

营的刘迪渴望建功、一心思进，所在部

队也给他提供了机会、搭建了平台，这

种“双向奔赴”最终成就一名“精武班

长”。充分说明，在军营，只要矢志打

赢、研训思战、踏实肯干，就有施展才华

的广阔天地。

风清气正的良好生态。风气者，基

层建设之“元气”。刘迪的成长和收获，

离不开个人的努力奋斗，离不开团结友

爱、互帮互助的官兵关系，更离不开基

层部队正气充盈、志气坚毅、战气升腾、

士气高涨的良好环境。有了这样的沃

土，我们将会看到更多更优秀的“小老

虎”“刀尖子”。

军功章折射新气象
■李永飞

采写感言

为培养官兵

团队精神和营造

浓 厚 的 学 习 氛

围，武警河南总

队组织开展丰富

多 彩 的 文 化 活

动。图为今年初

战士们在图书室

里学习。

毛慧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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