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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就是要干一些有意义的

事情，我要做的有意义的事，就是卫国戍

边……”前不久，我的感言在网上“火”

了，引起很多人的关注。教导员告诉我，

质朴无华的话语更能触动人心，激发每

个人对卫国戍边情怀的深切共鸣。

这些话，也是我的心里话。寒假回

到家，妈妈看到我变瘦了，身上有好多

疤，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但是听到

我说“以后还要写戍边申请书”后，妈妈

一把抹去眼泪看着我说：“不管你选择

什么我都支持你。”那一刻，我更加坚定

了内心的向往。

今年毕业季，看到学长学姐写的戍

边申请书，我在激动和感动之余，也写

下了自己的戍边申请书。那段时间，网

上有一些“怕吃苦、不愿奉献”“只想待

在大城市，不愿到艰苦地区”的声音。

有人问我：你一个女孩子为什么选择去

那么艰苦的地方？

在我看来，这份承诺与选择，并非

一时兴起，也绝非坐而论道。当前有人

对“00 后”有些偏见，作为一名年轻人

特别是新时代军校学员，我深深觉得，

只有把个人目标和祖国需要紧密结合

起来，才能更好地实现个人价值。

几年前，我还在读高中，了解到新

时代卫国戍边英雄群体的先进事迹后，

我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有的和我

年纪差不多大，却用身体做界碑，捍卫

祖国大好河山，我也要像他们一样！”从

那时起，我的心底埋下了一颗向往卫国

戍边的种子。

2022 年，我考入陆军边海防学院，

迈出实现理想的第一步。初入军校，快

节奏的部队生活和高强度的军事训练

让我一时难以适应。记得新训时一次

徒步行军，看到自己的一个脚趾甲被磨

掉，眼泪瞬间就不争气地涌了出来。

新训结束后，训练更加辛苦，军事

课目也更具挑战。面对难以突破的课

目，我一时有些泄气，只能将标准先设

定在及格线上。

转变，发生在一次教育课上。那

次，我们观看了边防一线斗争的珍贵影

像。视频中，戍边官兵英勇斗争的身影

让我深受震撼，胸中一下子涌起一股克

服万难的精气神。

“校园不比边疆，不能做温室里的

花朵。”课后讨论，我叩问自己，未来自

己也将行进在祖国边海防线上，作为一

名新排长，自己的能力素质能不能适应

岗位需要？能不能完成党和人民交给

的使命任务？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油然而生。

淬炼，首先从体能开始。只有把

体能基础练扎实，身体机能保持好，才

能更好地适应边防艰苦环境。在学院

“永不生锈、永不退缩、永不偏移、永不

松动”的“钢钉”精神引领感召下，我更

加严格要求自己，在宿舍的时间少了，

在训练场和体训馆的时间多了，跑步

训 练 从 3000 米 逐 步 增 加 到 8000 米 、

10000 米……不断摸爬滚打，身体增添

了伤疤，也让我褪去骄娇二气，更添几

分英气和勇气。

星光不负赶路人。在大一学期体

能考核中，我实现了全课目优秀，被评

为“四有”优秀学员并荣获嘉奖，还担

任了班长。在队干部的帮带下，我不

断拓展强化自己的能力素质。去年，

我通过层层选拔，代表陆军参加解放

军和武警部队科普讲解大赛，并荣获

三等奖。

“去边防一线，你有过担心吗？”“不

担心！边防再苦，总要有人去守，我甘

愿成为那个人！”前不久，在学院组织的

“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中，我走上台与

大家分享感悟体会，身边战友都产生共

鸣，表达了同样的理想抱负。未来有一

天，当我们巡逻在祖国的边海防线上，

不论山路多崎岖、海风多刺骨，我们的

每一步，都必定铿锵有力、决不退缩。

（牛耘、本报记者刘敏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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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阑人静，忙完一天的工作，我来

到学习室，找到一本专业相关书籍认真

研读起来。

这 样 的 学 习 习 惯 ，我 已 经 坚 持 多

年。经常有战友问我：“班长，你都是一

级军士长了，经验技能都很过硬，还这么

拼干啥？多指导年轻人干就行了。”

“光靠吃老本可不行，年纪也不小

了，学习新专业理论还真比不过年轻人，

所以要笨鸟先飞……”我这样的回答并

非全是谦虚，去年底晋升一级军士长后

的一段经历，让我的本领恐慌愈发强烈。

那一次，某新型装备正式在旅队列

装，作为本专业军衔最高的操作号手，

我担任指挥员，带领班组参与到试装任

务中。

“设备已上电”“面板显示良好”“开

始操作”……按照以往的工作模式，班组

迅速熟练展开作业，可突然，一个分系统

开始“滴滴”作响警示异常。我的心一下

提到了嗓子眼儿，这是我执行任务以来

很少遇到的情况。经过快速排查，原来

是新装备系统设置与当前设备型号存在

偏差，导致数据不准。

虽 然 故 障 最 终 被 及 时 排 除 ，但 这

让 我 深 深 意 识 到 ：随 着 新 装 备 加 速 列

装，一些老经验老办法不管用了，必须

抓紧学习新技能。

“过去只要操作好手里的‘家伙’就

能‘一招鲜吃遍天’，现在已经行不通”

“新装备各式各样，感觉一天不学就要落

后”……一次聊天，身边的一些高级军士

也道出了同感。

“作为‘兵头将尾’，我们岗位和职能

重要，不能因为过去取得一些成绩就滋

生‘躺平’懈怠的思想，要及时转变、调整

心态，把自己当‘新兵’，努力学好新知

识、掌握新技能。”训练之余，我常结合自

己的成长经历给大家加油鼓劲。

那一年，因编制体制调整，我所在的

单位缩编，新组建单位急需专业技术人

才。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只有两

个：转型，或者告别军营。

改革大潮面前，转型迫在眉睫，紧迫

感和焦虑感一度充满了我的内心。迷茫

之际，电视剧《士兵突击》中有句质朴的

台词在脑海响起：“好好活就是做有意义

的事……”这深深触动了我。

“参军报国，就是我人生最有意义的

事。”豁然开朗后，我立即向教导员表明

意愿，“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下决心

在部队继续干！”

转型那段时间，我一边担任大项任

务的主操作号手，一边加班加点学习专

业理论知识，并摸索总结出一套“主操+

备份”专业型操作班组工作方法。挥洒

汗水艰辛奋斗后，我成功迈过转型关。

如今，我陆续带出的 12 名专业能手，均

成为各自岗位上的中坚力量。

回首往昔，奋斗的航向更加清晰，前

行的脚步也更加坚实。

“高级军士的‘高’，究竟应该体现

在哪里？”前不久，旅队组织“新时代奋

斗观”大讨论，我作为军士代表登台分

享 心 得 感 悟 。 结 合 一 路 转 型 升 级 经

历，我感到，这个“高”绝不仅仅是军衔

级别上的“高”、经验阅历上的“高”，更

需 要 我 们 不 断 拼 搏 进 取 ，在 练 兵 备 战

各项工作上具备更高觉悟、更深思考、

更 强 能 力 ，带 动 战 友 向 着 能 打 胜 仗 齐

心奋斗。

目标明确了，行动更坚定。“要想提

高未来战场快反能力，就得向训练的各

个环节要战斗力。”那段时间，我对表实

战化任务需求，聚焦提升转场速度展开

新的攻关。赴科研院所请教专业知识、

与兄弟单位交流战法训法、向工厂专家

探讨实践落点……在旅队支持下，我同

本专业高级工程师和多名技术骨干一

起集智攻关。经过 3 个多月反复实践，

我们成功探索出一种快速转场和自动

化物资前运新方式，有效缩短了战场快

反时间。

现在，营队的老兵都在加速奔跑，用

能力素质的“高”诠释高级军士的形象作

风——“首席技师”张永钢带领班组成员

日夜鏖战在任务一线；“守山老兵”安军

伟在战术场上勇夺金牌；“龙宫卫士”曾

红鹏多次接受大项任务考验……大家都

在各自战位以身作则，不懈奋斗。

时针渐渐指向零点，我翻看日历，又

到一年“八一”。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

标正处在吃劲奋斗的攻坚期、加油加压

的冲刺期，作为一名高级军士，我必须拿

出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劲头，用“越老

越先进”的实际行动继续奋勇冲锋，干出

老兵的好样子。

（本报特约通讯员李映虹整理）

“只争朝夕，干出老兵好样子”
■火箭军某旅某营一级军士长 毛 伟

“选择军营，成长就有了丰饶的沃

土。”二次入伍、兵龄 6 年的我，对此有着

更深的感触。

数年前，由于单位编制体制调整改

革，选改军士的名额缩减，我没能如愿

留队。从空军航空兵某场站警卫连退

役后，我心中始终觉得有些遗憾，感到

空落落的。

有一次，一则有关老部队的新闻报

道登上屏幕，我看得入了神，脑海中不断

浮现营区的一草一木、空中振翅的战机、

并肩作战的战友……那一刻，想再穿一

次军装的念头发了芽。

后来，我在社区担任征兵志愿者，一

次将“趁青春风华正茂，穿军装无上光

荣”的宣传横幅贴在宣传栏上时，我心中

又泛起涟漪。忙完回到家，我翻出退役

时的合影，脑海里不断浮现卸下领花和

肩章时的场景。

离开军营，体能明显滑坡，生活不够

规律，工作使命感荣誉感有所下降……

“军营是我向往的地方，我要再穿一次军

装。”想到这里，我下定决心，要重返军

营，续写这份真挚的爱。

“你姥姥身体不好，家里正是缺人

的时候，你在家还能帮帮忙”“当初入伍

时我们支持你，现在你也在部队锻炼过

了，没必要再去一次”……当时，父母都

不太支持我二次入伍，但姥姥鼓励我：

“你长大了，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不要

留遗憾。”这坚定了我的选择。

再次穿上迷彩服，胸前戴上大红花，

我心里既有久违的激动，也有对未来的

忐忑。

下连之后，我被分配到了海军航空

大学某场站场务连。从“天空蓝”换成

“浪花白”，从警卫连到场务连，面对身

份和岗位转变，我告诉自己：“只有平凡

的岗位，没有平凡的使命。”

下连伊始，我觉得自己有老兵的底

子，就算岗位业务没有接触过，应该也能

很 快 胜 任 。 连 队 战 友 也 对 我“ 高 看 一

眼”，认为二次入伍战士基础更扎实、进

入状态更快。

可没承想，新岗位需要掌握抢救、驾

驶、消防等多项专业技能，工作和训练节

奏加快，很多新课目都是边学习、边训

练。我一时难以适应，但又有些放不下

“老兵”的架子，遇到问题不愿主动向战

友请教。

一 次 阶 段 性 训 练 考 核 ，需 要 在 最

短时间内穿戴好装具、安装好设施，并

前 出 救 援 。 我 当 时 一 心 求 快 ，装 具 穿

戴不符合要求，最终成绩被判为“不合

格”。

这让我很是难堪。为了证明“老兵”

实力，我在训练中不断给自己加压，可是

一段时间下来成效并不明显。

“ 新 老 岗 位 差 别 大 ，不 能 急 于 求

成，要摆正心态从零开始，扎实学习新

本 领 。”眼 见 我 不 得 章 法 ，班 长 董 鑫 找

我 谈 心 ，“ 过 去 的 经 历 不 代 表 现 在 ，要

放下思想包袱，重新站在起跑线上。”

“因为是二次入伍，大家都对我期待

甚高，可我能不能担得起这种期待呢？

都说一代更比一代强，我又能不能比前

辈更强？”走在营区，我思绪万千。此后，

我开始端正心态，虚心听取干部骨干建

议，认真审视分析自己的短板弱项，制订

补差训练计划。

在 训 练 中 我 逐 渐 认 识 到 ，只 有 平

时多练一手，本领过硬，危急时刻才能

底 气 更 足 。 那 段 时 间 ，我 的 作 训 服 几

乎 没 干 过 ，一 道 道 汗 渍 勾 勒 出 奋 斗 的

痕迹。

一次，某车间突发火情。接到通报，

我和值班室战友迅速前出至指定地点展

开操作，很快消除险情。“假如当时风向

突变，我们有没有更好的处置办法……”

事后，我和战友一起开展复盘，“要从每

一次任务中汲取经验教训，紧盯未来战

场练就过硬本领。”

如今，经过任务历练，我已逐渐成长

为一名业务骨干。二次入伍后的这几

年，我见证了一批批舰载战斗机飞行员

从这里走向远海大洋，身上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也愈发强烈。

前不久，老单位一名战友打电话问

我：“二次入伍后不后悔？”

“只有感恩，何来后悔！”我对他说，

“以前总觉得军营很小，现在觉得军营很

辽阔，每一个平凡的战位，都是我们成长

成才的舞台。”

（温馨、本报记者刘宝瑞整理）

“重返军营，续写真挚的爱”
■海军航空大学某场站场务连中士 陈浩然

毛伟仔细检查设备。 向修红摄

陈浩然进行驾驶训练。 温 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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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人民军队迎来建军 97周年。回望来路，一代代革命军人筚路蓝缕、艰苦奋斗，创造了无数辉煌业绩，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

岁序更替，华章日新，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新时代官兵手中。新征程上，广大官兵更应以冲锋姿态奋斗强军。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走进部队一线和军队院校，了解基层官兵在各自战位上的成长经历。他们有的不怕吃苦牺牲、矢志建功边防，有的立足

本职岗位、坚持拼搏奋进，虽身处不同岗位战位，却展现出同样的奋斗进取姿态。本期，我们请几名官兵结合各自的奋斗经历，讲述他们对于军人使命职

责的感悟。

我们正青春 奋斗正当时

““八一八一””特别策划特别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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