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访王康，最打动笔者的是他对

于目标的坚定。入伍前，父亲在他心

中种下了“当个好兵”的目标；入伍后，

他便朝着这个目标不断努力，勤恳学

习 专 业 ，主 动 争 取 成 长 成 才 的 机 会 。

在王康身上，笔者看到了一名“00 后”

战士的奋斗姿态，感受到了年轻一代

官兵追求向上的蓬勃力量。

而在一些人眼中，“00后”战士是另

外一副样子：不适应部队节奏，缺乏奋

斗目标……不可否认，以上情况在一些

单位确实出现过，由此引发了对“00后”

战士的偏见和误解：吃不了苦，不想奋

斗，就像温室的花朵，经不起风雨考验。

笔者曾和一些基层带兵人聊过这

个话题，他们承认自己曾对“00 后”战

士 有 过 偏 见 ，然 而 接 触 了 更 多 的“00

后”，刻板印象就逐渐消失了。究其根

源，是他们在工作训练任务中，见证了

“00 后”战士的成长与蝶变：很多人同

王康一样，面对挑战迎难而上、愈挫愈

勇，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们仍然是值得

托付、勇于担当的一代。

由此可见，要想正确认识“00 后”，

就要真正走近“00后”，亲眼观察他们身

上的闪光点。有时，还需要我们主动调

整观察他们的视角和“焦距”，进而触摸

到他们火热而丰富的内心。只有这样，

才能摆脱对他们“道听途说”的印象，甚

至“以讹传讹”的误判。也只有这样，我

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我国青年一代必

将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这是

‘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历史规律，也是

‘一代更比一代强’的青春责任”。

一代更比一代强
■李映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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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感言

闪耀演兵场

7月中旬，陆军某旅开展夜间防空训练。图为高炮分队进行对空射击。

彭 齐摄

一线直播间·走近军营“00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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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人员也是战斗员，你要认真

抓好他们的训练。”部队驻训前，第 81

集团军某旅领导再三叮嘱巫德韶。

这是巫德韶第一次担任留守连连

长。面对领导的嘱托，他嘴上答应得爽

快，心里却有些担心。因为他早有耳

闻：留守人员思想复杂、凝聚力不强，想

要抓好他们的训练绝非易事。

为了准确掌握留守人员思想，巫德

韶进行了一次广泛谈心。他发现，大多

数留守人员思想积极向上，但也有人认

为留守就是“看家”，工作就是站岗执

勤、打扫卫生、公差勤务。而谈到训练，

有人提议：“以往，留守人员多是走走队

列、练练体能，这样做挺好，反正领导也

没说什么。”

巫德韶确实想过按以前的模式来，

可心里总有几分顾虑：驻训时间长达几

个月，如果这段时间，留守人员的训练

挂了“空挡”，他们的能力素质就会和其

他官兵拉开差距，影响单位战斗力建设

整体水平。

“等大部队回来之后，咱们训练成

绩肯定垫底，年底要与评功评奖无缘

了。”“几个月不练专业，后边再想跟上

就难了。”一天，无意间听到两名战士的

对话，巫德韶下定了决心：一定把留守

人员的专业训练好好抓起来。

翻看花名册，巫德韶发现，留守人

员来自 10 多个专业，兵龄有长有短，既

有专业“小白”，也不乏专业骨干。“能否

将留守人员按专业分别组织训练？”巫

德韶心里有了想法。

然而，在随后进行的试训中，效果

并不理想：训练器材大部分被带走了，

各专业训练很难开展。

就在巫德韶一筹莫展时，一次卫生

大扫除让他发现了转机：各单位的训练

专修室都处于闲置状态。

“ 驻 训 前 争 相 使 用 的 训 练 专 修

室 ，现 在 空 闲 了 。 我 们 为 何 不 好 好

利 用 起 来 呢 ？”隔 天 ，巫 德 韶 召 集 留

守 的 专 业 骨 干 开 会 讨 论 。 会 后 ，他

对 接 机 关 训 练 部 门 ，寻 求 更 加 专 业

的 指 导 ，一 个 新 的 思 路 渐 渐 清 晰 起

来——

根据留守人员专业、兵龄等情况，

经过官兵推荐，他们为每个训练专修室

配备一名骨干，负责相关专业的教学和

人员管理。同时，不同专业训练计划经

各专修室负责人牵头拟制，报旅机关训

练部门批准后，正式展开实施。

一 时 闲 置 的 训 练 专 修 室 又“ 热

闹”起来了。理论学习、模拟训练、实

操 练 习 ，留 守 人 员 每 天 进 进 出 出 ，过

得很充实。

然而，随着留守人员训练展开，一

个新问题摆在巫德韶面前：留守人员

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站岗值勤，但由于

训练计划安排考虑不周，一些官兵操

课半途就要去接岗，导致内容学不全、

练不实。发现问题后，巫德韶及时调

整岗哨安排，尽量安排同一专业的战

士站同一班岗，使大家的训练时间相

对集中、训练进度保持一致。

此外，考虑到留守人员中还有一些

行动不便的“伤病号”，巫德韶一方面鼓

励他们用好军事职业教育平台，精进专

业知识；另一方面安排专业骨干和他们

“结对子”，帮助补习专业训练内容。战

士小姜不慎扭伤脚踝，不得不留在营区

休养。此前，因为错过驻训任务，他整

个人有些沮丧。不过，他现在安心了很

多：“虽然还无法进行实操练习，但有了

扎实的理论基础，等身体康复后，我也

能迎头赶上。”

“把闲置的训练资源充分利用起

来，把留守人员的训练管理认真抓起

来，做法值得推广。”巫德韶的表现得到

了旅领导的肯定。另一个营区留守人

员负责人王波，在视频交班会上得知情

况后，专门打来电话取经，巫德韶毫无

保留，倾囊相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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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亮温暖的“阳光房”，一应俱全的

训练器材，列兵杨志成来到吐尔尕特边

防连第一天，就收获了惊喜：“原来，在高

原也能畅快健身。”之前，得知被分配到

高原边防连队，他还担心坚持多年的健

身习惯可能要荒废了。

“现在的官兵赶上了好时候。”该连

干部王浩告诉笔者，在上级的关心支持

下，历时近两年，“阳光房”于去年建设完

工并投入使用，解决了曾经困扰他们的

训练难题。

吐尔尕特边防连，隶属新疆克孜勒

苏军分区，地处群山褶皱之中。连队驻

地海拔高、气候多变，大雪封山期长，含

氧量不足平原的 65%。

“阳光房”建成前，该连由于营区小，

缺乏训练场地，仅有单杠、双杠等简单器

械，开展训练基本只能依托营区附近一

条石子路。

“风吹石头跑，四季穿棉袄，是这里

真实的写照。”一级上士绪宗华说，过去，

想要像在平原那样，痛痛快快搞一次体

能训练很不容易，尤其在漫长而寒冷的

冬季更是难上加难，有官兵这样形容：

“操课一天，冻伤一片。”

连 队 卫 生 员 杜 明 松 对 此 感 触 最

深。任职不久，他就注意到前来申领防

冻药物的官兵较多。经过了解，他才知

道由于天气寒冷，很多战士在训练时很

容易冻伤。“就比如说做俯卧撑，即便戴

着手套，手撑在地上一会儿，就会被冻

得钻心疼。”

受限于现实条件，操作技能训练开

展难、体能训练成绩提高慢等问题一度

困扰着该连官兵。

“虽然高原自然环境恶劣，我们还是

要想办法改善营区条件，保障官兵正常

训练。”基于这样的工作思路，该军分区

从提高边防连队全面建设水平的角度出

发，充分考虑各单位实际，因地制宜建起

了“阳光房”。

“训练场地更大了，训练器械更丰富

了。”王浩介绍，“阳光房”采用先进的太

阳能技术、保温材料以及智能温度调节

系统，保证室内温度相对恒定。即使在

严寒天气，该连官兵也能在比较温暖的

环境中开展训练。

“阳光房”投入使用后，受到一致好

评，该连官兵训练热情明显高涨，大家每

天都来这里“打卡”。一天，战士王权在

跑步机上进行长跑训练时突然晕倒，一

个此前被忽视的问题由此浮出水面。

“王权是因缺氧晕倒的。”连队训练

形势分析会上，军医梁斌认为，“阳光房”

需要保持密闭以维持室温恒定，但也导

致了空气流通不畅。高海拔地区本来就

氧气稀薄，人员集中训练还会加剧氧气

消耗，进一步降低室内含氧量。

“我们有了灌装储存的‘救命氧’、延

伸至床头的‘健康氧’，还需要有保证训

练安全的‘训练氧’。”随后，该连向上级

党委汇报了相关情况，并建议在“阳光

房”内加装弥散式供氧设备。

基层有所求，机关有所应。上级党

委迅速研究制订解决方案，指定机关干

部到该连指导工作。不到一个月时间，

弥散式供氧系统成功落户连队，“阳光

房”比以前人气更旺了。即便如此，该连

也会定期组织缺氧训练，提升官兵在高

原条件下的遂行任务能力。

又是一个训练日。杨志成与战友们

来到“阳光房”，展开体能训练。“身处高

原，也能实现‘训练自由’。”杨志成说，如

今连队的保障条件这么好，他一定会努

力训练，不断提高能力素质，争取早日成

长为一名优秀的边防战士。

“阳光房”里练体能
■陈 斌 赵晓清

7 月中旬的一天，火箭军某旅某营

干部张岩接到一个电话。

“贵单位战士王康全力协助本地政

府部门防汛救灾，我们希望将他的事迹

进行宣传报道……”电话那头是一名地

方媒体的记者。

7 月初，王康家乡连降暴雨，当地

政府部门发出紧急倡议，号召党员干部

组成“党员突击队”，带头做好防汛救灾

工作。

闻此，在家休假的王康按捺不住，立

即向连队报告相关情况，并得到了批准。

排查出 20 余个点位渗水险情、开

挖数百米引水渠、每日上堤巡逻、定时

观测水位上涨情况……王康的表现引

起了当地媒体的关注。

“请不要宣传我，我只是做了一名

军人该做的事。”电话里，这名地方媒体

记者转述王康当时的原话。

听到这里，张岩会心一笑：王康平时

就是这样，做事很“高调”、做人很“低调”。

王康是一名 20 岁出头的“00 后”，

身上有股不服输的拼劲儿。一级军士

长向东洋说，王康改变了他对“00 后”

战士的一些印象。

2020 年初春，旅里水泵房用电线

路老化，需要改线。旅机关通知王康所

在连队，要求电工班出一名公差负责此

项工作。由于白天水泵还要运转，改线

只能在晚上进行，出公差人员休息时间

无法保证。

就在向东洋犯愁将任务派给谁时，

王康主动请缨：“班长，我想去试试。”

电路改线不难，对一个初学者而

言，却是几乎不可能独立完成的任务。

彼时，王康学习电工专业时间不长。“他

能胜任这项工作吗？”虽然向东洋同意

了王康的请求，但心里打了一个问号。

出乎他的意料，王康比规定时间提

前两天完成了改线，并顺利通过验收。

“ 下 连 才 5 个 月 ，王 康 的 成 长 让 人 惊

喜。”向东洋感慨地说。

“说实话，班里老同志很多，专业都

很强，我心里挺着急的。”然而在王康心

里，做这件事另有一番考量，“我把改线

的活儿揽下来，希望以此提高自己的实

操水平。”

为了圆满完成改线任务，王康一有

时间就学原理、练操作，逮到机会就拉

着老兵请教。他随身揣着一个本子，一

边工作，一边记录知识要点。就这样，

水泵房改线完工了，本子也记满了，俨

然一本电工专业知识手册。

此后一年，只要有锻炼的机会，王

康都会主动争取：“三防”骨干集训、卫

生员考核、电工专业比武考核……“我

就想努力多学点东西。”他说。

某营战士阴伟和王康相识于一次

专业比武。当时，两个人被分在同一

组。“哪怕不是自己的比武场次，王康也

会去现场观战。”阴伟说，“他是我们当

中最努力、最刻苦的。”直到加上微信好

友，阴伟才理解王康为什么这么拼。

“行而不辍，未来可期。”这是王康

的微信个性签名。寥寥 8 个字，饱含他

父亲的嘱托。

王康的父亲曾在陆军某边防团服

役。听着父辈的军旅故事长大，王康自

小就对火热军营心生向往。读大学时，

为了圆梦，他选择了参军入伍。临行

前，一向严肃寡言的父亲，拍了拍王康

的肩膀，郑重地说：“进了部队，一定要

当个好兵！”

“当个好兵！”父亲的叮嘱，在王康

心里扎了根。下连后，领教过更多优秀

战友的风采，他更加坚定了这个目标。

2022 年秋天，王康迎来了入伍后

的最大挑战。经过组织推荐、上级批

准，王康转岗为一名操作号手。

转岗意味着从头开始，全新的专

业、陌生的操作，让王康一度不太适应。

“不适应很正常，当初学电工专业，

我还不是从零起步？”短暂的自我调整

过后，王康选择以“新兵”的姿态重新冲

锋。整理知识要点，细化操作流程图，

有时就连走路也在比划操作动作……

他心里就一个念头：尽快学好新专业，

争取早日执行任务。

去年 6 月，王康等来了梦寐以求的

机会。但要登上执行任务人员名单，必

须通过考核，从预备号手中脱颖而出。

“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操作号手，

第 一 步 就 是 熟 练 掌 握 几 百 个 操 作 口

令。”二级军士长王辉说，他被这个转岗

来的“00 后”战士深深打动，“经常看到

王康拿着本子涂写背记，排队打饭、整

理内务时，他的嘴里也是念念有词”。

最 终 的 结 果 没 有 辜 负 王 康 的 努

力。得知自己成为执行任务人员的那

一刻，他难掩内心激动：离实现自己的

目标更近一步了。

在很多战友眼中，王康身上有很

多“光环”——义务兵期间入党、成功

转岗操作号手、成为修理能手……别

看他兵龄不长，但综合实力已经超过

了有的老兵。

然而，面对大家的称赞，王康却很

冷静：“我只是尽了一名军人应尽的职

责，做了一名军人该做的事。”

上图：王康（右一）在旅接力跑比赛

中，作为擎旗手，和战友一起跑向终点。

闫孟卓摄

一名“00后”战士的脱颖而出
■本报特约通讯员 李映虹

潜 望 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