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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耀演兵场

记者探营

【军史场馆·档案】海军某部“红旗车

标兵连”荣誉室，设置“连队简介”“光辉

历程”“军车发展历程”“连队荣誉”“改革

转型”5 个板块，通过实物、照片等形式，

展现该连组建以来的光荣传统、历史故

事，凝聚起官兵“争创红旗车单位，争当

红旗车标兵”的决心和力量。

“ 战 旗 飘 飘 ，红 星 闪 闪 ，我 们 是 红

旗 车 标 兵 连 ，召 之 即 来 ，来 之 能 战 ，战

之 必 胜 ……”春 夏 之 交 ，在 海 军 某 部

“ 红 旗 车 标 兵 连 ”荣 誉 室 ，一 场 特 殊 的

交 接 仪 式 正 在 进 行 。 伴 着 激 昂 的 连

歌 ，老 兵 们 将 手 中 的 钥 匙 郑 重 交 到 新

兵手中。

他们身后，满墙的荣誉奖牌见证了

一批批官兵赓续红色血脉、续写使命荣

光的坚实足迹：抗美援朝时期，连队官

兵用生命铸成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

钢铁运输线”；和平建设时期，连队数次

参加抗洪抢险、国际维和等重大任务，

屡获殊荣……

“连队官兵 60 多年如一日，高标准

完 成 运 输 保 障 任 务 ，靠 的 就 是 代 代 薪

火相传的红色基因。”该连干部郭磊告

诉记者，长期以来，他们将荣誉室作为

连 队 铸 魂 育 人 的 重 要 课 堂 ，每 逢 新 兵

下 连 、干 部 到 任 、重 大 任 务 出 征 等 节

点 ，都 会 在 此 组 织 官 兵 忆 连 史 、唱 连

歌 、诵 连 训 ，重 温 红 色 传 统 、感 悟 初 心

使命、凝聚奋进力量。

荣誉激励不只在荣誉室。该连一

楼，走廊两侧墙面上，张贴着连队大事记

和获得荣誉。二楼是官兵生活区，放置

着连队“金牌教员”“理论标兵”等先进典

型的照片，时时激励大家奋发有为。走

进活动室，只见里面布设“VR 智慧党建

展厅”和“AR 智慧沙盘”，官兵通过还原

历史场景、游览红色地标、开展竞赛答题

等方式，进行沉浸式学习体验。

前不久，接到赴某海域开展濒海训

练 命 令 后 ，该 连 在 荣 誉 室 开 展 随 机 教

育。通过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一个

个故事，官兵们重温革命前辈浴血奋战

的光辉历史，精武强能热情高涨。千里

机动至目的地后，大家克服训练课目增

加、训练强度增大等困难，开展专攻精

练，顺利通过训练考核。

如今，该连多个装载课目成绩均达

到优秀水平。“争创红旗车单位，争当红

旗车标兵”已成为官兵思想自觉和行动

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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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对全国大部分地区来说，气

温回暖，开始进入夏季；而雪域高原西

南某地，依旧经常飞雪飘零、风沙肆虐。

一天晚饭过后，西藏军区某旅来

队探亲家属卢时芳同往日一样，带着

两个孩子来到了该旅生活服务中心。

生活服务中心是该旅重点打造的

为 兵 服 务 项 目 之 一 ，建 有 书 吧 、健 身

房、3D 影院、台球厅等 10 余个场所，投

入 使 用 以 来 ，广 受 官 兵 及 其 家 属 欢

迎。闲暇之时，大家纷纷前来“打卡”

放松。

“迷彩叔叔……”刚走进门，卢时

芳 两 岁 半 的 小 女 儿 王 博 雅 便 迫 不 及

待挣脱母亲的怀抱，步履蹒跚走向几

个战士——身为军娃，小姑娘对身着

迷 彩 的 军 人 有 着 天 然 的 亲 近 感 。 而

她 4 岁 的 大 女 儿 王 馨 雅 一 头 扎 进 淘

气 堡 ，蹦 上 跳 下 。 卢 时 芳 见 状 ，放 心

地坐在沙发里，翻开上次还没看完的

书，喝着咖啡，享受难得的惬意时光。

该旅驻地海拔近 4000 米，记者采

访这天，刚下过一场雪。此刻，室外寒

风呼啸，室内温暖如春，俨然两个完全

不同的世界。

不多时，卢时芳的丈夫、一级上士

王俊杰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也来到生

活服务中心，开始陪伴家人。

“这里的设施与驻平原部队比起

来，应该没啥区别吧？”入伍 14 年，王

俊 杰 亲 历 了 旅 里 生 活 保 障 条 件 的 改

善。见到记者，他聊起这些年发生的

变化。

过 去 ，由 于 高 原 部 队 条 件 落 后 ，

官兵家属来队探亲经常是高兴而来、

失 望 而 走 。 受 不 了 自 然 环 境 的 艰 苦

倒在其次，她们最不满意的就是营区

生活设施严重缺乏，甚至连个放松娱

乐 的 地 方 都 没 有 。“我 爱 人 以 前 到 部

队 探 亲 ，整 天 待 在 公 寓 房 里 ，后 来 就

不愿意再来了。”王俊杰说。

“ 营 造 拴 心 留 人 的 环 境 ，必 须 从

改 善 硬 件 条 件 开 始 。”该 旅 把 营 区 建

设作为“党委一号工程”，广泛征求官

兵意见建议，在上级指导和帮助下展

开 一 系 列 改 建 改 造 。 为 确 保 建 设 质

量 ，从 设 计 到 施 工 再 到 验 收 ，旅 领 导

全程跟踪督导。经过几年的努力，一

座设备完备、功能齐全的现代化营盘

拔地而起。

新营区建成当年的冬天，军嫂陈

琼进藏探亲，刚下飞机，严重的高原反

应随之而来。去往部队营区途中，她

甚至产生了即刻返回的想法。

“先忍一忍，等到营区就好了。”丈

夫黄瀚林的安慰，并没有打消陈琼的

疑虑。来队前，黄瀚林告诉她，现在的

部队生活环境早已今非昔比，可以说

“要啥有啥”。陈琼对此将信将疑，以

为这是丈夫为了“哄骗”她来队探亲，

故意夸大其词。

然而，进入家属临时来队住房的

那一刻，陈琼不禁眼前一亮：迎接她的

不 仅 有 热 腾 腾 的 饭 菜 ，还 有 供 氧 、供

暖、净水设备，其他生活用品也一应俱

全。置身其中，她顿时感到家的温馨。

“真是没想到！”在接下来的日子

里，心情大好的陈琼一有空闲就出来

转转，实地感受新营区新风貌。

进入营区刷脸验证，上街购物有车

保障，军营超市商品齐全、价格实惠，健

康中心按摩放松、心理服务、训练伤康

复等多个功能室全天开放，生活服务中

心学习、娱乐、健身等设施齐全……陈

琼一路探访，惊喜连连。

与丈夫张兵结婚后，军嫂朗海迪

一直在犹豫自己要不要随军，因为她

之前来队探亲时，体验过这里的种种

艰苦与不便。该旅新营区建成后，她

终于下了决心——随军！

心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早在陈

琼之前，卢时芳就决定把自己的家安

在了高原。接受记者采访时，她又有

了新的打算：加入军属委员会，为更多

的军人家庭排忧解难。

以前的旧营区，军属探亲不愿来；

现在的新营区，军属来队喜开颜。

“如今，单位的条件好了，愿意在

部 队 长 干 的 官 兵 越 来 越 多 。”该 旅 领

导 介 绍 ，去 年 底 ，全 旅 满 服 役 期 的 中

高 级 军 士 近 20 人 ，全 部 递 交 了 留 队

申请。

西藏军区某旅加强营区建设，优化拴心留人环境—

这座高原营盘，军属来了喜开颜
■谢晓光 本报记者 郭丰宽 朱文裕

荣誉室内，掌声此起彼伏。

前不久，一场“训练标兵进连史”活

动在第 82 集团军某旅某连举行。在全

连官兵共同见证下，战士洪彬彬、潘志

烨获得属于自己的连史编号，并在连史

册上郑重签下名字。

1964 年，该连四班在全军军事比

武 中 夺 得“ 山 地 刺 杀 ”课 目 第 一 名 。

当 年 ，为 增 强 官 兵 集 体 荣 誉 感 ，连 队

借 助 这 一 契 机 ，创 造 性 开 展“ 训 练 标

兵进连史”活动。他们将在战争时期

立下大功、被授予“战斗英雄”的前辈

马保林作为载入连史的第一人，编号

“001”。 自 此 ，凡 是 在 各 项 任 务 中 取

得荣誉、为连队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

官兵，其姓名都被写入连史并授予荣

誉编号。

笔者了解到，截至目前，这项活动

已开展百余次，共有 1218 名官兵被写

入连史。他们中，有执行大项任务表

现突出的胜战先锋，有在平凡岗位干

出不凡业绩的技术骨干，有默默坚守、

甘于奉献的“老黄牛”，有比武夺魁的

训练尖子……

八 班 班 长 洪 彬 彬 的 编 号 是

“1217”。在上级组织的一次比武中，

洪彬彬不慎受伤。简单包扎后，他重

返赛场，最终从数百名对手中脱颖而

出，取得优异成绩，被评为“优秀班长

标兵”。

“身边典型离官兵最近，示范引领

效果最好。他们的奋斗故事和成长经

历，是激励官兵扎根军营、岗位建功的

鲜活教材。”该连指导员介绍，他们定期

邀请训练标兵登台讲述个人成长经历，

让官兵学有榜样、练有动力、干有目标。

潘志烨是该连一名火炮技师，编号

“1218”。上台分享时，他指着一张张照

片，向战友们讲述自己钻研装备技术、

磨砺打仗硬功的经历。

“炮塔内部，夏天温度高达 50 摄氏

度，如蒸笼一般。为了尽快掌握新装

备，我经常在里面一待就是四五个小

时。回到宿舍，我还要加班加点学习专

业理论，准备教学演示……”大家认真

倾听潘志烨的故事，被他十年如一日坚

守本职岗位，主动担当作为的精神深深

感动。

活动结束后，潘志烨将自己梳理总

结的《火炮故障排除手册》放入连队荣

誉室。“有幸载入连史，与前辈‘同框’，

必将激励我再接再厉，在专业技能上不

断突破……”潘志烨激动地说。

“官兵们是荣誉的创造者，也是连

史的书写者。”该连指导员介绍，通过开

展“训练标兵进连史”活动，连队凝聚

力、战斗力不断增强，官兵练兵备战热

情持续高涨。据了解，目前该连正在围

绕野外驻训进行针对性训练，相信经过

接下来的贴近实战的洗礼，他们还会涌

现出新的训练标兵，为连队 60 年的荣

光续写精彩的一笔。

第82集团军某旅某连开展“训练标兵进连史”活动—

从“001”到“1218”：续写60年荣光
■周 波 李 梁

新闻前哨

“ 高 消 费 ，自 遭 罪 ；乱 交 友 ，不 长

久 ……”近日，武警湖北总队机动支队

某大队学习室里，班长黄传瑞正在组织

教育补课，一段他自己编写的顺口溜，让

战士们听了深受触动。

“补课不能走过场！”该支队机关宣

传科干事严港介绍，前段时间，他在一次

检查中发现，有的战士不知道授课时间、

授课内容和授课人，却在本子上写得清

清楚楚。

问题出在哪里？在严港一再追问

下，战士小朱说出了实情：他因执勤没有

按时上课，组织补课时，直接照抄战友的

学习笔记。

“教育重在入脑入心，如此补课不可

取！”严港将这一情况上报后，支队领导

高度重视。为防止补课流于形式，他们

采取“大课集中组织、小课结对辅导”的

方式，在规定时间内指定教员和干部骨

干进行补课。同时，倡导官兵记体悟式

笔记，要求一线带兵人定期对官兵的学

习笔记进行批阅，通过字里行间的互动

交流，深化教育效果、密切内部关系。

采访中，炊事员符德平向记者展示

了他的补课成果，只见学习笔记本上，不

仅写着他的心得体会，还贴着一张剪报，

画了一个思维导图。“思维导图是在班长

启发下完成的，这次补课，我感觉收获特

别大。”符德平说。

补课不走过场，教育取得实效。如

今，在该支队，官兵积极参与教育、主动

接受教育蔚然成风。从教育课堂走向训

练场，大家练兵热情高涨，纷纷瞄着更高

的目标努力突破自我。

补课不能走过场
—武警湖北总队机动支队抓好教育落实的一段经历

■徐梓涵 胡 翔 本报记者 安普忠

该旅营区环境已今非昔比，各种

设施日益完善，官兵及其家人在军营

团聚，脸上满是幸福。

上图：王俊杰夫妇陪同孩子在生

活服务中心玩耍。

右图：该旅官兵带着家人体验

VR 模拟设备。

彭融瑞、张子钦摄

近日，第 71 集团军某旅开展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部队遂行

任务能力。

李敬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