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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啥呢？”

“战斗”进行到关键时刻，担负构建

指挥所任务的某群组被“敌”锁定，需立

即转移。大部分官兵都在为转移阵地

忙碌，而几名战士却蹲成一圈，不知在

做什么。

近日，第 78 集团军某旅组织开展

实战化训练，其间发生的这一幕令人不

解。“他们正在对战场环境进行‘无痕

化’处理。”面对笔者的疑问，该旅一连

肖连长解释道，紧接着讲起了一段难忘

经历。

去年野外驻训期间，该旅在某深山

密林展开实战背景下的全要素综合训

练。鉴于以往的出色表现，一连受命担

负开设红方指挥所的任务。

隐蔽伪装、构建网系、规避突袭……

面对一个个接踵而至的“敌情”，肖连长

带领官兵见招拆招。眼看训练接近尾

声，指挥所依旧风平浪静，肖连长心里

窃喜又打了一场“漂亮仗”。不料就在

此时，“敌军”突然从多个方向将指挥所

包围起来，一连直接被“包了饺子”。

复 盘 会 上 ，肖 连 长 想 到“ 全 军 覆

没”的惨状，心中五味杂陈。他找到蓝

方指挥员询问原因：“具体操作没有问

题，现地伪装也很隐蔽，你们是如何发

现我方新阵地的？”“很简单，你们转移

阵地时留下了线索，我们要做的就是

顺藤摸瓜。”

原来，训练中，一连依令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了指挥所转移。蓝方侦察分

队在进行追踪时，发现了一连因固定伪

装网而留下的 4 个地钉眼。他们从地

钉眼的大小和间距推断，此处就是红方

刚撤离的指挥所。以此为依据，再循着

车辙印寻找，最终发现了红方指挥所。

“指挥所位置暴露竟是因为它！”复

盘会上，官兵们痛定思痛，由此及彼查

摆演训中存在的类似问题。“夜间机动

时车辆开大灯行进，撤离战场时没有带

走食品包装袋……”大家认为，这些行

为习惯，等于为敌人变相提供了情报、

指示了目标。根据讨论结果，该旅成立

了演训督查组，专门纠治野外驻训、演

习演练中的和平积弊。

“细节决定成败。我方在战场上留

下的蛛丝马迹，如果不加以注意和及时

处理，就可能被敌人利用。”有了这次教

训，该旅官兵头脑更加清醒。前不久，

该旅某营千里机动至陌生演训场，与兄

弟单位展开激烈对抗。对抗全程，他们

边打边走边“打扫”战场，来无影去无

踪，令对手十分头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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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组织帮我协调医院，我目前

康 复 状 态 良 好 ，很 快 就 能 返 回 工 作 岗

位……”前段时间，武警江苏总队无锡支

队下士小钟因病急需手术，支队领导得

知情况后主动协调医院，使他得到了及

时治疗。术后静养期间，小钟给支队党

委写来一封信，表达内心的感激之情。

纸短情长。记者循着这封感谢信，

深入该支队采访，切身感受党委机关倾

心服务基层、全力为兵解难的实践。

“基层的‘烦心事’，就是机关的‘操

心事’。”该支队领导介绍，他们坚持问题

导向，紧扣基层实际解难、紧贴官兵需求

服务，聚焦基层生活设施改善、困难官兵

救济、随军家属就业等官兵急难愁盼问

题发力用劲，制订机关为基层办实事清

单，并督导业务股室拉单列表，逐一落实

责任，明确具体措施和解决时限，不断增

强官兵的获得感、幸福感。

“基层官兵外出就医不便是表象，实

际上是机关服务没跟上。”在一次调研

中，该支队一名领导了解到某分队驻地

离市区较远，且当地没有体系医院，官兵

们一直被“看病难”困扰。为此，该支队

党委一班人研究决定，建立常态巡诊机

制，集中军地优质医疗资源，为该分队官

兵提供“上门服务”。与此同时，建立健

全急诊急救和后送转运制度，并优化相

关经费报销流程，确保官兵患病能够得

到及时有效治疗。

前不久，某中队中士小吴的母亲因

病需要手术，但因中队休假名额比较紧

张，他便没有提出申请。恰逢支队领导

在该中队调研，他了解到这一情况，立即

出面协调，同时提醒各单位统筹好战士

休假和家属来队工作，确保官兵正当权

益依法得到充分维护。很快，小吴的休

假申请得到了批准，顺利踏上返家之路。

记者了解到，在该支队，像这样的暖

心之举还有很多。“只要是有利于官兵工

作生活、有助于提升部队战斗力的事，能

办就办、该办必办、应办尽办，绝不能等，

更不能拖。”该支队一名机关负责人介

绍，支队机关制订的为基层办实事清单，

目前已有 8 项办理完结，其余正在按计

划积极推动解决。

武警江苏总队无锡支队帮助官兵解难纾困—

基层“烦心事”就是机关“操心事”
■本报记者 向黎鸣 通讯员 阮晓辉

记者探营

闪耀演兵场

上文中提到的这次失利，与“丢了

一颗马钉，输掉一场战争”的悲剧何其

相似。人人都知道“细节决定成败”的

道理，但落实到备战打仗具体工作中，

却经常抛诸脑后，直到“被同一块石头

绊倒两次”才幡然醒悟、痛定思痛。

纵观一些基层部队的练兵实践，这

样的“痛定思痛”并不鲜见。有的确实

被“打疼”了，吸取了教训，作出了改变，

而有的只是嘴上喊疼，没有触及灵魂深

处，也未曾举一反三，导致问题依旧、重

复犯错。这是对战斗力建设、对官兵生

命的不负责任。

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但不能

光“吃堑”，不“长智”，或者同样的“堑”

反复吃，就是不长记性、不思悔改。平

时演训中，我们尚且有容错和改过的机

会，一旦上了战场，敌人决不会对我们

如此仁慈。因此，对平时犯的过错、走

过的弯路、出现的低级失误，要高度重

视、认真对待、深刻反省、彻底整改，真

正做到痛定思痛、勿蹈覆辙。

让这样的“痛定思痛”少一些
■徐 雯

每天清晨，嘹亮的军号声总会在营

区准时响起。还有几天就要告别军营，

听着军号声声，我的心里充满了不舍，

因为我是一名司号员。

2019 年，全军恢复司号制度，战士

多杰成为连队的第一任司号员。当我

新兵下连时，他即将退役，连里正在物

色下一任司号员的人选。由于入伍前

我读的专业与音乐相关，于是这个差事

便落到我的头上。多杰抓紧离队前的

那段时间，对我进行一对一辅导。

起初，我对这项工作并没有上心，

因为在我看来，军号的旋律过于简单，

吹来吹去没什么意思，直到一次演练，

改变了我的想法。

当时，上级组织战备拉动演练，为了

检验各单位司号员的训练成果，考核组

临时决定由司号员吹响“紧急集合号”。

急促的号声响起，大家迅速领取武

器、发动车辆、装载物资，一切紧张有序，

全程用时比以往快了近半分钟。我站在

队列中，看着晨晖映照下的多杰站在连

队门前，感到他和军号都在发光。那一

刻，我的心底有一种神圣感在翻涌。

真正开始认真练习吹奏后，我才意

识到，成为一名合格的司号员并不容易。

入门第一课，我被多杰拉到操场

上。“军号吹得响不响，关键要看肺活

量。”多杰没有直接教我吹奏技巧，而是

带我练起了体能。“有必要这样吗？”我小

声嘟囔着走上跑道。坚持训练一段时间

后，我发现自己果然中气更足了，吹起号

来声音也越发响亮。

一天开饭前，大家在宿舍楼前列

队，等待号声吹响。可不知为何，多杰

迟迟没有出现。连长目光一转，看着我

说：“小陈，这次你来吹吧！”

那是我第一次在正式场合吹响军

号。迎着战友们的目光，头顶似火的骄

阳，军号刚拿到嘴边，我已浑身大汗。

“嘀 嘀 嗒 嗒 嘀 嗒——”随 着“开 饭

号”的第一串音符吹响，我悬着的一颗

心终于落了地。但不知怎的，我的脑海

忽然浮现出那一幕——在一个晴朗的

早晨，多杰吹响紧急集合号。

一曲吹罢，思绪闪回，此时一只有

力的大手拍在我的肩头。扭头一看，多

杰不知何时站在我的身后。他晃了晃

手里的军号，笑着说：“小陈，你可以出

师啦！”

那天过后，我吹号的次数越来越

多，每每吹奏时，多杰就站在远处静静

地看着，一脸的骄傲。

多杰正式退役的日子到了。临行

前，我泪眼婆娑地向他告别，他反过来

安慰我：“转身意味着转型，同样需要冲

锋。别哭了，去把军号取来，就当为我

壮行！”

擦干眼泪，“冲锋号”响起。我目送

多杰登车，渐行渐远。

多杰走后，我接替他成为连队的司

号员，也开始带徒弟。

时间走得飞快。一转眼，我也要告

别军营。“小魏，等一会儿好好吹，可别

掉链子！”那天，营里组织欢送仪式，我

的继任者魏超奇手持军号，站在送行的

队伍里。这样的场景多么熟悉，只是这

次离开的，是我自己。

我 转 过 身 去 ，“ 冲 锋 号 ”再 次 响

起……

(滕宇飞、本 报 特 约 记 者高 群

整理）

转身，冲锋号声响起
■新疆军区某团上等兵 陈士有

春风拂过老兵胸前的红花，《驼铃》声又在军营响起，转眼又是退伍季。有的战友脱下军
装，踏上返乡之路；有的战友挥别老兵，继续逐梦军旅。本期“兵说兵事”，选取两名战士的经
历，从中我们可以体味到火热军营的别样聚散，感悟弥足珍贵的战友深情。

——编 者

春风送暖，离绪渐浓。前不久，连

队公示了 3 月份军士选晋结果，我得以

顺利留队，副班长郑佳乐却要离开了。

郑佳乐是在校大学生入伍，依照相

关规定，去年套改军士后，今年就满服

役期了。面对离别，总是难免心生难过

与 不 舍 。 入 伍 2 年 来 ，在 大 部 分 时 间

里，我都将郑佳乐视为竞争对手。

记得初见郑佳乐时，只觉得他脸上

写满了“严肃”二字。作为新兵连的一

名副班长，他整天把“班副班副，生活内

务”挂在嘴边，一有空闲时间，不是组织

全班压被子，就是扯床单。

郑佳乐比我先入伍，我俩却是同

岁。看他每天“发号施令”的样子，我

内心有些不服，似乎全班只有他的工

作标准最高，什么都得按他的要求来

做。因此，面对他的“严要求”，我选择

了“软抵抗”。

一次考核，我以最快速度完成心肺

复苏全流程，他却认为我一味求快，胸

外按压的深度与频率严重不达标，带我

反反复复练了半天时间。这下可好，

“软抵抗”升级成了现实矛盾：那个下

午，我把内心的不满全部写在脸上，在

他教学时一直爱搭不理。见他来了火

气，我撂下狠话：“咱俩比一场，你赢了，

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如果你输了，就

不能再挑我毛病！”

说比就比。那股争强好胜的劲儿一

上头，谁也拉不住。结果，我输得很惨。

“打铁必须自身硬。自己到底行不

行，还是得看真本事。”返回宿舍的路

上，郑佳乐没有落井下石，而是向我发

出了邀请，“今天算我侥幸赢了，你如果

不服气，以后随时找我挑战。”

于是，一场长达 2 年的比拼就此拉

开帷幕。

从那以后，我把郑佳乐视为“头号

对手”，不光在生活中处处严格要求自

己，更在训练中铆足了劲。郑佳乐同样

不甘示弱，熄灯后的健身房、休息日的

田径场，我俩经常会不约而同地出现。

时间一点点流逝，我的进步有目共

睹，在新兵连的结业考核中，以全优成

绩被评为“优秀新兵”。郑佳乐也不遑

多让，在年底比武中表现出色，获得了

“四有”优秀士兵的荣誉。第一个回合，

权当打个平手。

不久后，我随队前往高原执行驻训

任务。一次集合时，我身前一名战友突

然昏厥，倒地不醒。我立即对他实施心

肺复苏，等到军医赶到时，这名战友已

基本恢复了意识。

当晚，连长告诉我，如果不是我及

时采取措施，那名战友的情况不容乐

观。当他夸我救治手法标准规范时，我

不由想起了郑佳乐带我加练，我却与他

闹僵的那个下午。

如果不是郑佳乐的提醒，我没有掌

握好动作要领，现在会是什么状况？倘

若郑佳乐没有让我继续挑战，如今的我

会是什么样子？这样想着，一种内疚之

情陡然而生。

事后，我找到郑佳乐打算道歉。他

当时正忙，没有时间和我聊天，只是笑

着朝我竖起了大拇指。我知道，我俩之

间的比拼在那一刻已经分出了胜负。

两年时间匆匆而过。几天前，退役

人员名单正式公布，郑佳乐的名字也在

其中。而我则被连队选为新训骨干，去

带下一批新兵。

临行前，我向郑佳乐道别。握手的

一刹那，我和他一起较劲、一起努力、一

起 流 汗 的 场 景 跃 然 眼 前 。“ 以 后 还 比

吗？”我问郑佳乐。他笑呵呵地说，他的

军旅“赛程”已经结束，即将开启人生的

另一段“赛程”：“不比不行啊，只不过对

手不是你。”

看着老兵们远去的背影，我感觉肩

上似乎多了些什么，沉甸甸的。我知道

自己也会成为新兵们追逐的目标，所

以，比拼仍在继续。

（崔浩浩、冯 炯整理）

离别，比拼仍在继续
■陆军某团下士 陈献锐

近日，空军某部组织实战化飞行训练，锤炼飞行员打赢本领。图为战机滑出。 犹艳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