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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姿挺拔、钢枪紧握、眼神坚定……

夏夜，第 82 集团军某旅警卫勤务连战士

周文杰开始执勤。

大地一片静寂，独自站在小小的哨

位上，守着进入梦乡的军营和远处的城

市，周文杰不仅没有感到孤独，心中反而

升起一股自豪之情。

这种身在台上的感觉，周文杰在入

伍之前就很熟悉。只是，当初的场景与

现在完全不同。

那年，作为一名影视学院学生，周文

杰走上了国内某知名时装品牌发布会的

舞台。1米90的个头、酷酷的神情、健硕的

身材……T台之上，他迈着自信的步伐，尽

情地展示自我，一时成为全场的焦点。

临近毕业，面对传媒公司、模特机构

的签约，周文杰没有动心，却对着一份征

兵宣传册看了又看。思考一夜之后，他

作出令很多人意外的决定：参军去！

新兵下连时，由于身体素质和军姿

仪态突出，周文杰被选入警卫连，担负站

岗执勤任务。从此，他脚下站立的舞台

只有一米见方。

“不就是站岗吗，有什么难的？”想起

自己当模特时经受的各种训练，周文杰

起初信心满满。后来才发现，成为一名

合格的哨兵，绝非想象中那么简单。

首先要练好“站”的功夫。立定站好、

两肩外张、胸膛前挺……这对于周文杰来

说不是难事。但是，要保持这个姿势，背

负沉重的装具，持续站 2 个小时，并且目

光炯炯有神，对谁来说都是不小的考验。

周文杰拿出仪仗兵训练的标准，在

衣领别大头针，背上绑木架练军姿，盯着

灯光练眼神……功夫不负有心人，下连

1个月后，他终于获得了独立站哨的资格。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独立站哨的

兴奋感慢慢被枯燥、孤单和寂寞取代。告

别璀璨夺目的T台，走上不问四季的哨位，

周文杰有时心生困惑：“这样的选择值吗？”

有一次，周文杰前去换岗，快到哨位

时，突然天降大雨。他本能地躲在一处屋

檐下，望向营门口。只见雨幕之下，一名

老兵就像钉子一样钉在哨位上，岿然挺

立、一动不动。

“这就是军人的样子，我也要成为这

样的兵！”那一刻，周文杰怦然心动。接

下来的日子，与老兵们聊得越多，他的感

悟越深刻：选择在哪里奋斗，青春就在哪

里扎根。

铆定目标后，周文杰开始全心投入警

卫专业学习训练。擒拿格斗技能比拼，他

在连队“龙虎榜”连续“霸榜”好几周；突发

情况应急处置，他牢记流程预案，处变不

惊，灵活应对……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周文杰成长为一名警卫尖兵。去年 9月，

他晋升军士，继续坚守在哨位。

一名新兵了解周文杰的经历后，好

奇地问他：“这站哨可不如你以前走 T 台

风光，你咋想的？”

已是老兵的周文杰，全无当初的纠

结：“走上 T 台，我听到的是观众的掌声，

而 站 上 哨 位 ，我 感 受 到 的 是 祖 国 的 心

跳。在这一米见方的舞台，我收获了不

一样的精彩！”

一句话颁奖辞：懂得坚守和努力的

人，站在哪里，哪里就是舞台。从时尚前

沿的流光溢彩，走向一米见方的枯燥单

调，只要选择了前行，就一定能拥有出彩

人生。

第82集团军某旅警卫勤务连战士周文杰—

挺立在一米见方的“舞台”
■本报特约记者 陶 磊

初夏的天山腹地，空气中透着阵

阵凉意。一大早，走进新疆军区某综

合训练基地新兵营食堂，顿感暖意融

融 ：种 类 多 样 、营 养 丰 富 的 饭 菜 热 气

腾 腾 ，新 兵 们 排 队 打 饭 ，露 出 满 意 的

神情。

“别看我是南方人，但很喜欢吃咱

们食堂做的葱油花卷和蛋炒饭”“以前

早餐习惯吃茶点，现在一碗热汤面下

肚，同样感觉能量满满”……就餐期间，

该营司务长唐盼随机询问了几名新兵，

大家的回答让他颇感欣慰。

今 年 3 月 ，唐 盼 担 任 新 兵 营 司 务

长。为了让新兵们吃得既健康又可口，

他花了不少心思：根据不同地域新兵的

饮食习惯，学做了几道地方特色菜；每

周征求新兵意见制订菜谱，合理调剂伙

食……然而，开训不到一个月，还是出

现了让他始料未及的情况——

新兵小李从小吃惯了甜食，而食堂

的饭菜，咸、淡、甜、辣口味并不固定，如

果哪天的饭菜不合他口味，他就随便对

付两口，然后再去军营超市购买零食。

新兵小赵喜欢吃面食，一看到炒面

和拉面，心里就美滋滋的，甚至对炊事

班的同志说：“要是顿顿都能吃到面，那

该多好。”

大家的反馈，让唐盼犯了难：新兵

来自全国各地，饮食习惯各不相同，虽

然军营伙食标准比以往提高了不少，众

口不再难调，但要照顾到所有人的口

味，并不现实。

无奈之下，唐盼找到营领导反映情

况。营党委高度重视，随即组织大家研

究解决办法。

“如今，大家不再满足于吃饱。新

兵远离家乡来到部队，想吃自己喜欢的

饭菜，也是人之常情。”

“在部队这个特殊群体，备战打仗

是第一位的。如果平时总是挖空心思

让战士吃出‘家’的味道，打起仗来怎

么办？”

“上了战场，不可能顿顿都有可口

的热菜热饭。战争年代，革命前辈有时

靠炒面、冻土豆、树皮草根来果腹，如今

我们有了各式各样的单兵野战食品，不

应该再挑挑拣拣！”

……

会上，大家形成一致意见：陆军部

队讲求的是全域作战，官兵应该适应各

种各样的饮食。有些新兵对饭菜过于

挑剔，表面看是个人口味和饮食习惯

问题，实则关系到部队战斗力。为此，

他 们 结 合 开 展“ 新 时 代 奋 斗 观 ”大 讨

论，教育引导新兵强化“‘吃得惯’才能

上战场”的思维观念，帮助他们顺利度

过“饮食关”。

课堂上，该营干部李洪伟向新兵们

讲起自己在高原驻训的一段经历。一

次实弹射击，到了饭点，他和战友刚对

随身携带的单兵野战食品进行加热，就

接到“立即转场”的指令。再返回时，饭

菜已经凉透，上面还附着很多尘土。即

便这样，大家只能吃下去，否则就会饿

肚子，影响接下来的任务。

“执行重大演训任务如同上战场，

不可能有大把的时间用来吃饭，更不

可能按照自己的口味选择吃什么、不

吃什么。”见大家似有所悟，李洪伟继

续引导，“军人生来为打仗，必须把吃

饭当做一种训练。如果连吃饭这一关

都过不了，还怎么在战场上保存自己、

消灭敌人？”

听了这番话，新兵们深受触动，纷

纷表达自己的看法。

“我以前太娇气了，在家吃饭专挑

自己爱吃的，现在必须抓紧改掉这个毛

病”“要从解决吃饭这个问题入手，转变

思想观念，尽快成为一名合格军人”“看

来练就一个‘能吃四方’的胃，也是军人

的必备技能”……

认识到自身问题，小李主动站起来

反思：“既然选择了军营，就要适应军

营。这个适应的过程，就是砥砺自我、

锤炼血性的过程。我今后再也不挑食

了，请战友们监督。”语毕，现场响起热

烈的掌声。

“今天我要吃一碗酸辣米粉”“我也

要试试馒头蘸豆腐乳的味道”……此

后，唐盼在食堂发现，很多新兵开始尝

试吃一些自己以前很少吃或不爱吃的

饭菜。

“新兵初入军营，吃不惯、住不惯很

正常，除了尊重少数民族战士的特殊饮

食习惯，带兵人不能一味迁就，更不能

哄着、惯着。”该基地领导说，培养新兵

的战斗精神和打仗意识，必须从改变生

活习惯做起、从强化作风养成严起。“吃

出健康、吃出战斗力，固然要在改善伙

食上用劲，也须在提高战士适应能力上

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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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战友相处依赖从网上学到的

职场经验，说到底是对自己不自信、对

战友不相信。军营不是职场，要用真

诚换真心，才能让集体更加团结，士气

不断凝聚。”前不久，某部工作讲评大

会上，一位领导结合自身调研所见所

思，对工作生活中个别官兵滥用职场

套路、热衷职场话术的现象进行了剖

析，教育引导大家纠正思想认识偏差，

巩固和发展清爽纯洁的内部关系。

相信大家深有体会，有些人明明内

心向往真诚、反感套路，但在与他人交

往时，又会不自觉地借鉴运用社会上的

庸俗做法。笔者调研发现，这种现象在

基层部队官兵、院校学员、文职人员身

上均有不同程度体现。

现在一些年轻官兵，表现出矛盾的

两面：一方面，行为越来越“宅”，没事的

时候喜欢独处，希望拥有更多的隐私空

间；另一方面，在工作实践中，内心极其

渴望被战友认同、被领导赏识，却不愿

与别人打交道。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

会套用短视频、微信公众号等推送的所

谓职场经验、沟通技巧，解决日常人际

交往中遇到的问题。

于是，有人学会了圆滑世故，说话

滴水不漏，处事八面玲珑；有人心机很

重，善于察言观色、权衡利弊，经常将简

单问题复杂化；有人变得虚情假意，即

使有时对身边战友表现出关心在乎，也

往往不是动真情……

不可否认，这些职场经验、沟通技

巧有其合理有效之处，但其中的套路

和 话 术 ，大 多 是 经 过 层 层 矫 饰 包 装

的 ，难 言 出 于 真 心 、发 自 内 心 。 经 常

用 之 ，就 会 与 纯 正 的 部 队 风 气 、纯 真

的战友情感格格不入，甚至造成不良

影响。

年轻同志初入军营、年轻干部换岗

履新，不可避免地要适应新环境、新角

色。这个时候，与其挖空心思求助于职

场，不如以真诚真心请教于战友。须

知，我们与战友交往相处，其最终指向

是培养建立甘苦与共、生死与共的革命

情谊，这是靠那些套路和话术无法实现

的。当然，与领导和战友交往时，也要

注意分寸、场合和时机，但这跟那些套

路和话术完全不是一回事。

身在军营，真诚和真心永远不会过

时，始终是必须坚守的正道。无论机关

还是基层，无论领导干部还是普通一

兵，无论新同志还是老同志，都应该把

这一条牢牢记在心上。

当前，刚入伍的新兵正在接受军政

训练。新训干部骨干要加强思想教育引

导，少些套路话术，多些真诚真心，帮助

新兵扣好“第一粒扣子”，走好“兵之初”

的每一步。

真诚真心与战友相处
■曾 亮

潜 望 镜

军营里流行一句话：“好伙食能顶

半个指导员。”可见，让官兵们吃得饱、

吃得好、吃出健康，有多么重要。

近年来，部队伙食保障标准不断

提 高 ，基 层 餐 桌 上 的 饭 菜 更 加 丰 富 ，

使众口不再难调，官兵们越来越多地

感 受 到“ 舌 尖 上 的 幸 福 ”。 在 此 过 程

中 ，各 基 层 单 位 推 出 了 不 少 举 措 ：有

的 组 织 炊 事 员 学 习 烹 饪 不 同 风 味 的

菜肴，定期推出拿手菜、特色菜；有的

通过二维码征集官兵意见，选出大家

喜 欢 的 菜 品 ，加 入 食 谱 调 剂 口 味 ；有

的根据季节变化和任务特点，针对性

制 订 保 障 方 案 ，科 学 搭 配 营 养 膳 食 ，

赢得一致好评。

但有的一线带兵人对此表现出些

许担忧，因为他们发现，在这种“无限满

足”中，个别战士的胃口被吊得越来越

高，对伙食的要求也越来越多，动不动

思 念“ 外 婆 的 厨 房 ”，想 吃“ 家 乡 的 味

道”，如果不能如愿，就会情绪波动甚至

引发一些思想问题。其结果是，炊事班

有时为了改善伙食搞得疲惫不堪，而这

些战士也变得越发娇气。

官 兵 们 的 胃 口 究 竟 该 如 何 满

足 ？ 笔 者 认 为 ，应 该 坚 持 战 斗 力 标

准 。 我 们 常 说 ，要 让 官 兵 吃 出 健 康 、

吃出战斗力。在工作实践中，一些带

兵人往往从伙食上做文章，注重荤素

搭配、科学营养、品种多样，却忽略了

对官兵自身的锻炼，让他们能够适应

不 同 口 味 ，吃 下 各 种 饭 菜 ，这 是 遂 行

多样化作战任务的需要，也是军人能

力素质的体现。

一位军事专家说：“士兵是靠肚子

行军打仗的。”可喜的是，“吃饭”已成

为我军共同训练课目，野战食品训练

正式列入军事训练大纲，野战饮食保

障开始由生活型向打仗型转变、由分

餐制向快餐化转变。从这个角度看，

提升官兵“胃动力”就是提升部队战斗

力，就像上文说的那样，“吃得惯”才能

上战场。

回到新兵训练问题。相信每一名

选择从军的青年，都是怀着一腔热血到

绿色军营摔打磨炼自己的，而不是来享

受生活的。既然穿上了军装，就要有军

人的样子，乐于吃苦耐劳、甘于牺牲奉

献、勇于挑战自我，不能再做父母身边

那个任性的“小孩子”，而要做愈挫愈

强、能扛重任的“男子汉”。

最后，对正在接受军政训练的新兵

说一句话：“饮食关”实在算不了什么，

未来还有很多更难的“关口”要过。希

望大家尽快成长成熟起来，成为制胜未

来战场的钢铁战士。

太关注“口味”就没了“战味”
■邹 菲

基层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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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5 月上旬，陆军某旅侦察分队开展战术训练。图为官兵交替掩护，

搜索前进。 季 鹏摄

下图：5月下旬，陆军某部组织开展教练员集训。图为参训官兵进行搏击

对抗训练。 段 洁摄

茅文宽茅文宽绘绘

我习惯吃甜的，咸的

辣的都不喜欢。

我是南方人，但现在

也慢慢习惯了北方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