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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

写 在
前 面

青春之翼，因磨砺而坚强；人生之路，因奋斗而宽广。本期“特别策划”，我们把目光投向两

名基层青年官兵——一个是扎根深山、不甘平庸的“00后”战士，一个是调整改革后的第一批少

尉排长。他们是绿色方阵里的普通一员，也是强军征途上的逐梦者，在他们身上，可以展开关于

“青春与奋斗”的所有话题。

且看他们的故事，愿广大战友阔步军旅人生，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

连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组织

训练。图为战机在云上飞行。

赵雨桐摄
投稿请登录强军网
解放军报投稿平台

【军史场馆·档案】国防大学联合作

战学院军史长廊，以组成学院不同单位

的变迁为轴线，将学院发展历程按两个

重要历史节点划分为三个阶段，通过以

红旗为引领、以红丝带为纽带的布展设

计，综合运用照片、实物、雕塑、多媒体等

要素，突出展示 1927 年井冈山教导队成

立至今，学院传承红色基因、坚持为战育

才的辉煌实践，成为激励师生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精神家园”和重要载体。

一座主题雕塑、一台旧电脑、一份请

战书……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军史长

廊里，陈列的展品默默讲述着历代师生

坚守初心、谋战为战的感人故事。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

秀的子孙……”这天，来自全军各军种部

队的联合作战岗位资格班学员唱着《抗

日军政大学校歌》，走进学院军史长廊前

厅，开展入学教育。

来自革命老区井冈山的学员彭智

悦，驻足在“毛委员发饷”雕塑前深深凝

望。雕塑还原了毛泽东同志在龙江书院

为教导队学员上课的情景。

“大家都知道，发饷指的是发薪金、

发粮食，而毛委员给学员发的是精神食

粮，传递的是理想信念、革命斗志。”听着

解说员钱珊珊的讲解，彭智悦的思绪仿

佛回到了过去。从小就在红色故事中耳

濡 目 染 ，彭 智 悦 长 大 后 选 择 报 考 了 军

校。经过基层部队的历练，他成长进步

很快，凭借优异成绩进入我军最高军事

学府学习。

“每当新学员入学、新教员入职等重

要时间节点，我们都会组织他们到军史

长廊参观学习、开展主题宣誓活动，激

励大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学院政治

工作处领导介绍，军史长廊是在原石家

庄陆军指挥学院院史馆基础上改建的。

当时，一连串难题摆在筹备小组面前：组

建学院的单位多，历史发展脉络交错。

军史长廊展陈什么？怎么展陈？如何融

入学院新的职能使命……

“筹建军史长廊的过程，对于我们来

说，是一次重温初心使命、接受精神洗礼

的难忘经历。”谈起当年的情景，这位领

导记忆犹新。

深 入 挖 掘 学 院 历 史 传 统 ，收 集 整

理各个历史时期师生学习、训练、战斗

使 用 过 的 物 品 ，凝 练 总 结 27 个 历 史 故

事……该学院意图明确，就是将军史长

廊打造成广大教职员工和学员开展学

习教育的重要场所，建设成官兵们共同

的“精神家园”。

为了厘清学院建设发展的历史脉络，

体现联合融合、谋战为战文化特色，他们

经过反复讨论修改，最终确定在历史沿革

部分融入红丝带这一展现样式，寓意在红

旗引领下同根同源，坚守初心，历经变迁

又融为一体，并在背景中嵌入各军兵种部

队标识图案，体现联合的意蕴。

“这位是张国春，为研发运用我军首

个大型计算机兵棋系统，他长期超负荷

工作，积劳成疾病逝，被中央军委追记一

等功……”

3 月中旬，某研究中心全体教研人

员来到军史长廊参观见学。在历史展

厅，解说员指着研发兵棋系统使用过的

老式计算机，深情讲述张国春坚守初心、

教战研战的感人事迹。

今年以来，该院将参观军史长廊纳

入学院“大西柏坡”现地教学活动，作为

寻根铸魂、砥砺初心的重要一站。针对

不同培训班次学员和广大教职员工需

要，他们精心设计教学路线、拓展教学模

式、创新教学内容，深挖红色资源富矿，

教育引导官兵铁心跟党走、实干勇担当，

取得了显著效果。

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军史长廊—

“精神家园”历久弥新
■邓朝鑫 唐家源

“ 扎 根 深 山 我 们 一 往 无 前 ，这 青

春 如 火 ，忠 诚 如 长 剑 ，指 引 我 们 创 造

辉煌……”“五一”前夕，火箭军某旅某

连“源点乐队”抓住休息时间加紧排练

原创歌曲。

舞台中央，一位正在唱歌的战士身

姿挺拔，一双眼睛格外明亮有神。他就

是赵龙。

见到赵龙之前，笔者频频从该连干

部骨干口中听到他的名字。这名“源点

乐队”的主唱，在大家眼里竟是官兵成

长进步的代名词。

赵龙是一名“00 后”，来自富庶的

江南，一直很喜欢唱歌。入伍 6 年，他

的履历称得上亮眼——比武夺冠，荣立

三等功……但最让战友津津乐道的，还

是他的“逆袭”故事，“赵龙是我们连名

副其实的‘黑马’。”

2018 年，参加完高考，赵龙毅然选

择参军。“我小时候很喜欢《当祖国召唤

的时候》这首歌。想象着自己手持钢

枪，冲杀在硝烟弥漫的战场，别提多带

劲了。”然而入伍后，赵龙成了一名火箭

军战士，驻守在深山密林里。

抬头“一线天”，脚下乱石滩。大山

不仅隔绝了繁华喧闹，也隔绝了手机信

号，这让从小生活在城市里的赵龙很不

适应：“在这里，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保

障和坚守。当时听班长介绍，我顿时

迷茫了。”

在新兵连时，赵龙体能素质不错，

3000 米跑成绩总是“优秀”。然而，下

连后第一次参加体能测试，他就受到了

不小的打击：“比我年长 20 多岁的老班

长，能轻松套我一圈。”

更 大 的 打 击 ，来 自 专 业 理 论 学

习。赵龙本就不擅长理科，连队专业

偏偏涉及大量电路原理、机械操作等

内容。“一翻开专业教材，两眼就止不

住地打架。”他的专业成绩很快被同年

兵甩在了后面。

在战友的印象中，赵龙积极乐观、

上进心强，但刚下连就接连受挫，让当

时 只 有 18 岁 的 少 年 难 掩 失 落 ：“ 说 实

话，我有过放弃的念头。”

不过，一个人不会永远处于低谷，

转机总会出现。

下连两个多月后，旅里组织一次百

公里徒步拉练。这是对官兵体能和意

志力的极大考验。途中，就在大家快要

坚持不住时，班长鲍化宁提议让赵龙唱

首歌，鼓鼓士气。

鲍化宁此举还有另外的用意：因不

适应专业岗位和连队生活，赵龙已经消

沉了好一阵子，他一直在寻找一个契

机，让其重新振作起来。

“ 不 求 任 何 人 满 意 ，只 要 对 得 起

自 己 ，关 于 理 想 我 从 来 没 选 择 放 弃 ，

即使在灰头土脸的日子里……”一首

《追梦赤子心》唱得热血澎湃，鼓舞了

战友，也唤醒了赵龙内心对于追梦的

渴望。

“这是在那段低谷时期，我最喜欢

唱的歌。”回忆当时的情景，赵龙很是感

慨，“参军报国一直是我的理想，轻言放

弃不是我的性格。”

就像阳光雨露滋养着山间草木，

这首歌激励着赵龙不断向下扎根、向

上生长。

拉练过后，曾经的低落一去不返，

赵龙开启了“逆袭”之路——白天跟着

班长学习实装操作，晚上加班加点背记

原理。上千个电路组件、数百份电路

图、4 本厚厚的学习笔记，见证着他的

蝶变。

其间，赵龙以主唱的身份加入“源

点乐队”。大山里的生活，难逃单调、枯

燥。赵龙和乐队成员一起，在闲暇时

光，时常用歌声给战友们送去欢乐、带

来动力。

这年年终考核，赵龙收获喜讯。凭

借 自 身 努 力 ，他 的 综 合 成 绩 获 评“ 优

秀”，令战友们刮目相看。

不过，“逆袭”之路也会遇到荆棘。

2020 年 4 月，赵龙在训练中不慎扭伤。

很长一段时间，他只能卧床静养。

“下半年就要面临军士选晋，如果

不能及时康复，我将不得不告别军营。”

赵龙不可避免地陷入焦虑。那时，他心

里已经有了明确的想法：留在部队，长

期干下去。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

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一曲

唱罢，赵龙很快打起精神，拿起了专业

教材，利用养伤时间夯实理论基础。同

时，他请战友将训练中学到的操作步骤

整理成流程图，一个人默默钻研。

当奋进成为人生的主旋律，再高

的山也会被踩在脚下。伤好后，赵龙

立即回到训练场，抓紧查漏补缺。当

年 9 月，他顺利选晋下士，还被组织任

命为副班长。也是这一年，他在旅专

业技能考核中夺得冠军，并在次年实

现了蝉联。

2023 年，成功选晋中士后，赵龙给

自己定了新的目标：在基地比武中拿到

好名次，参加士兵提干。

“五一”长假期间，赵龙带领乐队巡

回演出，把歌声带给连队各点位的战

友，在大山里激荡起奋斗的音浪。

上图：赵龙在工作中。

刘乙举摄

火箭军某旅某连“00后”中士赵龙—

扎根深山，唱响“奋斗之歌”
■本报特约通讯员 李映虹

3 年前，我成为调整改革后第一批

被授予少尉军衔的排长。

“第一”意味着不同以往。看到自

己肩上少了一颗“星”，我心里产生了

落差。

“比别人起步慢怎么办”“多出的几

年如何度过”……新排长集训时，大家

聚在一起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任职后的

迷茫和对未来的焦虑。集训结束来到

连队，我的状态一直没有调整好。

时间流转。任职第二年春节前，见

我迟迟未进入角色，连长推荐我参加旅

体能骨干集训，希望我借此机会提高开

展工作的能力。

但我内心不以为意。读军校时，我

学过“教学法”，此前还有两年当兵经

历。在我看来，体能训练没有什么深奥

的学问，无非是跑步、拉单杠那一套。就

在我找理由准备拒绝时，连队另一名少

尉排长张洹非让我和他一起参加。

张洹和我同年毕业，兵龄比我多两

年，曾经当过班长。这次集训，他也是

连里的推荐人选。

“知道怎么训练和会组训是两个概

念。尤其现在身份转变了，我们既不是

当初的战士，也不是军校里的学员，而

是基层一线带兵人。这是多么难得的

学习机会啊！”对于参加集训，张洹热情

很高。

在张洹劝说下，我接受了连里的

安排。刚到集训队，张洹就拉着我，向

组训经验丰富的骨干请教。各课目训

练展开后，一有空闲时间，我俩就在一

起练习教学动作、撰写教案、推演教学

流程。

“组训任教，方法固然重要，但要眼

里有人。”为期 11 天的集训结束后，我

的想法完全变了。体能训练并非我想

象中那么简单，有很多门道：如何调动

战士训练积极性？如何掌握训练兴奋

期、疲劳期？如何做思想动员……其中

的关键之处，都和参训对象有关。

现在回过头看，我非常感激这次集

训。我至今清晰记得张洹的一句话：

“不要为肩章上是一颗‘星’还是两颗

‘星’分心走神，现在最重要的是扎根基

层、提高本领。把汗水洒在当下，将每

个脚印踩实。”

从那时开始，我不再瞻前顾后、患

得患失，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熟悉连队

工作、了解战士、提升自己上。

在此过程中，我感受到了排长这一

身份的优势——连主官愿意指点，战士

们愿意亲近。“排长每天和战士生活训

练在一起，对他们的喜怒哀乐应该最为

敏感、最先感知。”连长的叮嘱，让我对

如何知兵爱兵有了更深体悟。

一次体能考核，连队成绩不理想，

问题主要出在 30 米×2 蛇形跑上。没

等连长、指导员开口，我主动找到几名

训练骨干，一起研究整改。翻阅教材、

请教军校教员、组织模拟试训，我们很

快整理出 10 余种提高成绩的方法。

连长得知情况后，随机抽组一个班

逐一验证，最后选择最有效的一种方法

进行推广，使全连 30 米×2 蛇形跑平均

成绩提高了 0.9 秒。

组训逐渐上手后，指导员提醒我，要

学会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如何掌握

战士思想动态？开展谈心交心有哪些技

巧？怎样上好教育课……在指导员帮带

下，我逐渐有了自己的一些招法。

从军事训练到政治工作，从组训任

教到日常管理，当我不再过度关注“何

时才能晋衔调职”这个问题时，我反而

收获更多、成长更快了。去年底，我因

表现突出被评为“四有”优秀军官。

“ 把 汗 水 洒 在 当 下 ，将 每 个 脚 印

踩实。”有了亲身经历，我终于明白这句

话的含义，也深深懂得新的军官政策制

度改革延长基层干部“蹲苗期”的深远

考量。以前总觉得少尉排长“起点低、

成长慢”，现在我认为这恰恰是磨砺心

性、打牢基础、厚积薄发的难得机遇。

一个战友说得好：“成长周期变长了，也

就有了更多尝试和纠错的机会，此时不

去奋斗更待何时呢？”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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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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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将
每
个
脚
印
踩
实

■
海
军
某
部
排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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