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历者说

特别推荐

“文霖，生日快乐！得知你选晋军

士后，表现十分出色，相信自己，加油干

吧……”一天晚上，临近上交手机时，第

82 集团军某旅某连下士张文霖突然收

到指导员王松柏发来的信息。

“指导员在外面参加培训，还不忘

我的生日。”读着指导员的信息，张文霖

既欣喜又感动。

此 前 ，因 为 不 自 信 ，张 文 霖 一 度

为 自 己 是 否 留 队 犹 豫 彷 徨 。 在 王 松

柏 教 育 引 导 下 ，他 决 定 留 下 来 。 这

天 ，王 松 柏 的 鼓 励 与 期 许 ，让 他 浑 身

充满了力量。

今年 3 月，王松柏外出参加培训。

为了能及时给连队官兵发送祝福信息，

离队时，他带上了那张“重要日期记录

表”。这张表中，记录了连队官兵的生

日和重要纪念日，还备注了大家即将参

加的任务、近期的思想动态和面临的困

难挑战等内容。早在临行前几日，王松

柏就将近半年来的重要日期在手机日

历上设置好了提醒闹铃。

培训期间，无论忙到多晚，王松柏

都会根据日期提醒，认真为连队官兵编

写祝福信息，并对其进行叮嘱和鼓励。

这一习惯，他已坚持了 3 年。

3 年 前 的 一 天 ，王 松 柏 组 织 官 兵

过 集 体 生 日 。 唱 生 日 歌 、许 愿 望 、吃

蛋 糕 ……几项活动过后，王松柏发现

几位“寿星”兴致并不高。

随后，他找到这几名同志谈心。“连

队组织大家过集体生日，我很感动，但

今天不是我的生日，我也不是第一次过

集体生日，没感觉有多新鲜。”一位上等

兵说出了心里话，其余几人也应和着点

了点头。

大家的反馈让王松柏陷入深思：年

轻战士个性鲜明，他们渴望在重要的日

子里受到关注。随即，王松柏找来连队

花名册，在台历上逐一标注出每个人的

生日。

此后，他养成了每天翻看台历的习

惯，每当看到生日提醒，他都会在当天

发出祝福信息。使用手机时间，官兵们

看到信息后，都会感到非常兴奋。

一次，王松柏发现上等兵卢瑞恒在

爬绳训练中遇到挫折。于是，他借助给

卢瑞恒写生日祝福的机会，分享了自己

克服困难的故事。“困难是山头，山高人

为峰！”王松柏的这句话，给了卢瑞恒很

大鼓舞。

经过一番努力，卢瑞恒终于攻克难

关 。 他 在 信 息 中 回 复 王 松 柏 ：“ 谢 谢

您！未来我会更勇敢地走下去……”

那一刻，王松柏悟出了一个道理：

日常训练中的问题，也可以在生活中解

决。带兵育人不只在训练场、课堂上，

也在日常生活的一点一滴中。

从那以后，王松柏都会借助给官兵

送祝福的时机，结合个人情况、近期表

现、心理状况等内容，对他们作出教育

引导。

今年 2 月，二级上士张毛京参加完

集体活动回到宿舍，发现床头放着一封

折成“爱心”形状的信，红色的信纸格外

耀眼。那天，正是张毛京的生日。他迫

不及待拆开信，不禁眼前一亮：鲜明的

军旅元素、大大的连徽、“生日快乐”的

祝福图片、工整有力的字迹。当他看到

落款署名“松柏”两个字时，一股暖流涌

上心头。

“ 指 导 员 时 刻 把 我 们 装 在 心

里 ……”读 信 的 时 候 ，张 毛 京 非 常 开

心 。 那 天 刚 好 是 他 腿 部 受 伤 康 复 出

院 满 一 年 ，他 根 本 没 有 想 到 ，指 导 员

居然还记得。信中，王松柏肯定了张

毛京努力做康复训练、积极发挥骨干

作用的表现，并为他下一步的发展提

出建议。

“我一定好好训练，当好骨干，作

好表率，不辜负指导员对我的期望。”

读完信，张毛京感觉干劲更足了，他小

心翼翼地将信折好，夹在笔记本中珍

藏起来。

“不求一封信能够影响或者改变战

士的一生，但至少可以作为他们军旅人

生的一种纪念。”今年 2 月初，王松柏打

算休假，为不耽误给连队官兵准时送上

生日祝福，他决定换种表达方式：提前

写信。

此时，临近春节，王松柏便考虑制

作 一 款 既 喜 庆 又 具 有 连 队 特 色 的 信

纸。为此，他找到连队有设计基础的中

士孙雷，两人一起找素材、定样式、选纸

张，经过几天的反复修改，样式精美、设

计别致的信纸终于“出炉”。

随后，王松柏加班加点打好草稿再

逐字誊抄到信纸上，还将每一封信折成

了“爱心”形状。终于在离队的前一天

晚上，他将写好的 7 封信转交连队文书

代为送出。这才有了张毛京收到信的

一幕。

纸薄情重，纸短情长。从单纯祝福

到教育引导，再到重要日子的关心，从

指尖到笔端，变化的是形式，丰富的是

内容，不变的是真挚的知兵爱兵深情。

前不久，已经退伍的战士卢瑞恒给

王松柏打来电话。卢瑞恒说，每当他遇

到困难，都会想到那句“困难是山头，山

高人为峰”。几年来，这句话一直激励

着他勇往直前。

挂掉电话，王松柏陷入沉思：他没

想到，自己的一句鼓励，竟成为年轻战

友的座右铭。那一刻，他更加坚定了自

己在祝福中引导、在关心中教育的信

念，只要在岗一天，就把这件事一直做

下去。

在连队官兵每一个值得纪念或庆祝的日子，第 82集团军某旅某连指导员王松柏都会以不
同形式表达自己的关注、鼓励和期盼。请看—

准 时 送 达 的 祝 福
■刘 凡 本报记者 邹 菲

前不久，武警上海总队执勤三支队

罗助理在各中队蹲点时发现：支队“暖心

惠兵办实事”活动中广受好评的“深夜食

堂”，前来就餐的哨兵越来越少，浪费现

象也越来越严重。

“深夜食堂”一度成为战士们下哨后

的“打卡”地，如今怎么变得冷冷清清？

带着疑问，罗助理展开调研。

“夜餐过于油腻，容易给肠胃造成负

担，不仅影响睡眠，体重也长了不少”“很

多饭菜虽然做得不错，但吃的时候还要

二次加热，倒不如现煮些馄饨面条吃了

舒服”……调研中，不光执勤官兵向罗助

理吐槽，炊事员也出现了抱怨之音：隔三

岔五就让我们把夜餐换个“花样”，实在

是力不从心……

原来，“深夜食堂”开设之初，各中

队官兵在课余时间经常交流自己吃到

的 夜 餐 ，有 时 还 会 把 其 他 中 队 制 作 的

美 食 反 馈 给 炊 事 员 。 久 而 久 之 ，中 队

间 出 现 了 攀 比 现 象 ，不 仅 增 加 了 食 材

种 类 ，还 推 出 了 很 多 地 方 特 色 小 吃 和

甜 点 。 然 而 ，这 种 改 变 不 但 增 加 了 炊

事 班 的 负 担 ，也 不 符 合 夜 间 执 勤 官 兵

的夜餐需要。

支队交班会上，罗助理如实汇报了

调研情况。支队领导分析认为，夜餐不

是正餐，不需要那么多讲究和花样，“暖

心工程”不是“形象工程”，开设“深夜食

堂”的本意是让夜间执勤官兵吃上热腾

腾的可口饭菜，既要搞好饮食保障，也要

实事求是。

为此，他们在广泛征求官兵意见建

议的基础上，结合炊事保障能力现状，区

分基层中队勤务类型，对菜品选择、膳食

搭配和烹饪调制等进行合理改进，将以

前一些甜度高、热量大、重口味的菜品换

成了口味清淡、容易消化的饭菜，确保官

兵们在执勤下哨后能够吃得舒心、健康。

新措施催生新变化。这天凌晨，罗

助理再次走进某中队，只见恒温保鲜箱

里摆放的是杂粮糕点、皮蛋瘦肉粥等清

淡食品，几名刚下哨的战士吃得有滋有

味。“这样的夜餐真是既暖胃又暖心。”一

名战士说。

让“深夜食堂”吃得舒心健康
■王新桐

新闻前哨

“孙雷，能帮我一个忙吗？”记得春

节前的一天，指导员王松柏找到我，想

让我帮他设计一款给战友们用的生日

信纸。

我学过平面设计，能为连队出一分

力，自然义不容辞，但出于不解，我又多

问了一句：“指导员，网上有那么多设计

精美、种类多样的信纸，直接下单就好

啦，何必要自己做呢？”

“就快过年了，我马上休假，连队有

7 名同志刚好在这期间过生日，我想制

作一款独一无二的信纸，再写封信，作

为礼物送给他们。”指导员微笑着解释

道。明白了他的心意，我欣然答应。

当晚，我按约定时间提前 5 分钟赶

到学习室，没想到指导员已经坐在电脑

前，开始整理提前找好的素材包。

艺术字、连徽、剪影、插画……点开

素材包，大大小小数十个设计元素让人

应接不暇。“这些素材都和咱连队有关。”

指着其中几个元素，指导员说，“你看这

几个剪影，是我在几名同志朋友圈转发

的文章里看到的；上次有几名战士做展

板设计时说见惯了迷彩绿，所以信纸我

想用红色，你看底图颜色合适不……”

“没想到，指导员会如此用心！”感

动佩服之余，我暗下决心：一定要为战

友们设计好这款信纸。

那天晚上，我按照指导员的设计意

图和思路，加班加点制图。为了让信纸

显得更加时尚灵动，我还添加了气泡、

花瓣、柳条、和平鸽等新元素。

第二天，我自信满满地拿给指导员

审阅，只见他盯着屏幕思考了好一会儿，

认真地对我说：“设计得不错！不过洪宇

个性比较直爽，可能不喜欢太文艺的元

素，还是把花瓣去掉。另外，连徽的位置

可以再醒目些，我记得连徽刚设计好时，

彭伟说他非常喜欢……”

指导员再次打动了我：平时自己与

这些战友朝夕相处，他们的个人喜好，

很多我都没有注意到，指导员竟然都记

在了心里。

信纸做好后，距离指导员休假不到

一周时间。一天深夜，我下夜哨返回宿

舍时，看到指导员房间的灯还亮着。敲

门进入，只见他披着大衣，正伏在台灯

前誊写书信。当时，我内心瞬间涌起一

股暖流。

后来，听连队文书说，为了让信件

看起来不那么死板，指导员还特意跟着

短视频学习了折纸，将 7 封信分别折成

了不同的“爱心”形状。

“象征胜利的剪影、咱连的连徽，这

也太精致了吧！”收到信的那天，战友洪

宇惊讶地叫出声来。如此别致的信纸，

吸引了很多战士的目光，大家纷纷围拢

过来一看究竟。

我见缝插针，与大家分享了这封信

的“诞生”过程。

“指导员的手真巧”“指导员这么了

解我们，可见我们在他心中的分量有多

重要”“指导员如此用心，我们更应该扎

根岗位、勤学苦练，为连队增光添彩，不

辜负他的真情付出”……感受到指导员

的良苦用心，大家纷纷回忆起指导员关

爱连队官兵们的点滴瞬间。

此刻，我想对指导员说：您的每一

条祝福信息、每一句鼓励话语、每一封

信件，大家都会好好收藏，因为，那是我

们军旅人生中珍贵的礼物。

（刘 凡整理）

没想到，指导员会如此用心
■第 82 集团军某旅某连中士 孙 雷

营连日志

“嘟！嘟嘟——”夏日傍晚，饭后课

余时间，陆军某旅某连传出军号声：起

床号、熄灯号、冲锋号……各种号声，声

声不断。

对这一现象，连队官兵早已司空见

惯。“那是郝一鸣又在练习司号呢！”说

起连队这个新上任的司号员，战友们你

一言我一语，讲了不少故事。

话 说 3 个 月 前 ，旅 里 计 划 组 织 司

号员集训，该连正好有一名司号员岗

位空缺。征集预备人选时，上等兵郝

一鸣兴冲冲地报了名。

入伍前，郝一鸣对影视剧中司号

员吹冲锋号的样子印象深刻，加上懂

点乐理知识，他对成为一名司号员向

往不已。

不过，报名的人还有不少，有工作

出色的班长，也有连队文艺骨干，候选

名单中，上等兵郝一鸣显得有些格格不

入。连队的老 司 号 员 也认为，郝一鸣

是个“00 后”，可能只是三分钟热度，还

是培养骨干稳妥。

郝 一 鸣 不 愿 放 弃 。 他 拿 着 自 己

买 好 的 曲 谱 和 号 嘴 找 到 指 导 员 恳 求

道 ：“ 指 导 员 ，司 号 非 常 光 荣 ，我 想 当

个 司 号 员 ，让 战 友 每 天 听 着 我 吹 的

号 ，斗 志 昂 扬 地 操 课 训 练 ，请 给 我 一

次机会。”

指导员被他的真诚打动。最终，

郝一鸣和两名战友入选连队的“预备

司号员”。显而易见，谁吹得好，谁就

能“转正”。

得 偿 所 愿 后 ，郝 一 鸣 埋 头 苦 练 ，

然而连续鼓捣了好几天，吹出的旋律

仍 引 来 战 友 们 调 侃 ：“ 原 来 军 号 也 会

跑调啊！”

郝一鸣一下子羞红了脸，收起军号

回到宿舍，闷闷不乐。

“ 其 实 ，我 根 本 就 不 适 合 当 司 号

员！”眼见郝一鸣受挫后有些自暴自弃，

班长带着他走进了连队荣誉室。

荣誉室里陈列着一把长着锈迹的

军 号 。 站 在 经 历 了 战 火 硝 烟 的 军 号

面前，班长说：“战场上，每当冲锋号

吹 响 ，战 士 们 就 会 奋 不 顾 身 、奋 勇 杀

敌 ，敌 人 更 是 闻 之 胆 寒 …… 现 在 ，你

有机会传承这份荣光，受了点挫折就

要放弃吗？”

听了班长一番话，郝一鸣内心久

久不能平静。“我一定要当上司号员！”

从那以后，郝一鸣练习吹号更加刻苦，

虽然还是时不时跑调，可他再也没放

弃过。

司号要响亮，首先要有大的肺活

量 ，体 格 瘦 小 的 郝 一 鸣 先 天 不 占 优

势 ，他 便 练 习 憋 气 跑 。 司 号 音 要 准 ，

“嘴上功夫”很关键，别人每天练一小

时，他练两小时。他还经常缠着老司

号 员 请 教 ，认 真 把 握 每 一 个 音 的 长

度、力度。

日拱一卒，功不唐捐。随着号嘴

被磨得锃亮，郝一鸣从刚开始时的一

窍不通，逐渐成长为一名能熟练掌握

10 多 种 作 息 号 、20 多 种 行 动 号 的 准

司号员。

集训期满，连队“金号手”评选活

动如期而至。郝一鸣吹罢，赢得台下

阵 阵 掌 声 。 连 队 的 老 司 号 员 竖 起 大

拇指：“郝一鸣人如其名，一鸣惊人！”

成功“转正”，郝一鸣如愿成为连

队 的 第 一 个 义 务 兵 司 号 员 。 面 对 大

家 的 祝 贺 ，他 在 兴 奋 之 余 ，信 心 更 加

坚 定 ：“ 能 当 司 号 员 是 一 件 非 常 光 荣

的 事 ，我 一 定 练 就 过 硬 司 号 技 能 ，在

未来征程上吹响‘强军号角’！”

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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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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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武警新疆总队某支队围绕多课目开展针对性训练，锤炼官兵综合

作战能力。图为战士迅速前出。

陈力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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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王松柏正在整理带兵笔记。

图②：王松柏写给官兵的信。

图③：折成“爱心”形状的 7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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