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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连日志

身边的感动

记者探营

10月中旬，武警湖南总队秋季入伍新兵正式开训。图为一名排长正在为

新兵纠正队列动作。 吴春彤摄

伴着秋日的晚风，北京卫戍区某团

圆满完成今年的驻训任务。返营前夕，

一座座野营帐篷透着灯光，洋溢融融暖

意。该团“巩固部队模范连”专门举办

了一场茶话会，官兵们围坐在一起，畅

谈收获和心得。

此时，一名战士用军线拨通了胡

智森的电话，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问

候开来。

“智森，军校生活感觉咋样？”

“这次驻训比武多亏了你的帮助，

咱们连的成绩名列前茅！”

胡智森是该团今年提干的战士，前

不久已到军校报到。感受着战友们的关

心，话筒另一端的胡智森内心充满感激：

“各位战友，我一切都好。谢谢大家，没

有连队的培养就没有我的今天……”

“今年咱们连来了不少新战友，给

他们讲讲你‘三战军考’的故事吧。”干

部李志贵适时提议。

打开免提，放大音量，只听胡智森

在话筒那头娓娓道来。

“其实，我一直有个军校梦。首次参

加军考，接受体能考核时，我的膝盖前韧

带受伤，忍痛离场；第二次参加军考，因

任务冲突，没有充足的时间复习，我又一

次与梦想擦肩而过。接连 2 次失利，我

对自己的未来感到一片迷茫。不久后，

我转岗到了‘巩固部队模范连’……”

笔者现场旁听得知，胡智森的军校

梦在该连迎来了新的转机。

“个人能力比较强，咋就眼里没有

光呢？”李志贵一开始就对胡智森印象

深刻，总觉得他空有一身本事，却只求

考核过得去、工作推着走。经过摸排了

解，李志贵终于找到了胡智森的心结。

“团结凝聚是我们连一直以来的

传统，胡智森底子不错，还立过 1 次三

等功，我们不妨用集体力量为他托举

起这个梦想。”一次交班会上，李志贵

讲起胡智森的情况，在场干部骨干很

快达成共识。

随后，李志贵利用自己曾在机关人

力资源部门任职的经验，向胡智森解读

政策规定，给他提供了一个新选择——

保送提干。

“我能行吗？”看着胡智森一脸惊讶

的样子，李志贵鼓励道：“你素质好、立过

功，还有 2次备考经验，再加把劲一定没

问题。”一次谈心，李志贵结合胡智森的

实际情况，帮他厘清发展路径，规划更加

精准的成长路线图。自此之后，胡智森

积极发挥个人专长，当上了班长，带队参

加特战集训，迅速成长为连队骨干。

去年，胡智森以指挥员身份参加

上级组织的比武。备战期间，连队骨

干晚上经常聚在一起模拟比武场景，

推演行动方案，提出改进意见。其余

战友有的指导他优化指挥动作，有的

辅助他制作教学课件。在大家的帮助

下，胡智森的指挥素养突飞猛进，夺得

比武第一名。

随后的提干考核关键期，整个连队

更是“一人备考、全员出力”，训练尖子

小潘为他量身制订“训练套餐”，卫生员

小封为他按摩理疗，班排战友为他分担

公差勤务……

战友们的深情厚爱，让胡智森体会

到了连队大家庭的温暖，他决心以自己

的绵薄之力为连队建设发展作出贡献。

那天，该团下发通知，计划举行建

制连比武。几个荣誉连队闻讯后，摩拳

擦掌，暗暗较劲。

“其他荣誉连队实力都很强，咱们连

官兵体能不占优势，这可怎么办？”一天深

夜，连长和指导员讨论制订强训方案，话

语中充满焦虑。就在这时，胡智森推门走

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份体能训练方案。

“我之前担任过军事体育项目教练

员，教出不少体能尖子。让我牵头强化

训练吧，保证一周出效果。”胡智森主动

请缨。

“你马上就要参加提干考试，在这

个节骨眼怎么能分心？”

“请连长、指导员放心，我会处理

好的！”

眼看胡智森一再坚持，两位连主官

只好答应了他的请求。那段时间，胡智

森白天牵头组织训练，晚上复盘总结，

经常到了深夜才有时间复习提干考试

内容。7 天后，连队组织体能测试，全

连整体成绩果然提升不少。最终，在建

制连比武中，“巩固部队模范连”取得优

异成绩。不久后，胡智森以总评第 2 名

的成绩顺利提干。

“一滴水只有融入大海才不会干涸。”

说到此处，电话里的胡智森有些激动，“连

队培养了我，也成就了我。我一定在军校

好好学习，努力提高本领，将来回到连队

报答组织和战友们的关心关爱。最后，我

想对新战友说，能在这样一个团结友爱的

集体里工作生活，是一种莫大的幸运，希

望大家倍加珍惜，尽快成长成才！”

话音刚落，茶话会现场响起热烈掌

声，几名新兵更是不住地点头。

茶话会结束，笔者走出帐篷，明亮

的灯光下，“团结凝聚就是战斗力”“人

人搭台，好戏连台”“群力所举无不胜，

众智所为无不成”等标语清晰可见。是

啊，“三战军考”一朝梦圆，一场个人与

连队的“双向奔赴”，不就是这些标语的

生动诠释和明证吗？

北京卫戍区某团一名战士为战友讲述“三战军考”终于成功背后的故事——

一场士兵与连队的“双向奔赴”
■秦政纬 许韶玉

战士胡智森圆梦军校，除了个人的

主观努力，离不开组织的倾心培养和战

友的无私帮助。他的成长经历说明，深

扎基层沃土团结奋斗，每个人的军旅都

有无限可能。

团结奋斗，关键在团结。一个单

位、一个部门抑或一个班组，如果不团

结，就很难凝聚成一个整体，迸发出奋

斗的磅礴力量。就拿个别基层连队来

说，有的内部关系疏远，官兵之间清而

不亲、近而不暖；有的带兵人不注意团

结官兵，只在乎工作任务完成情况，而

对战士成长成才漠不关心，这些都给干

事创业带来诸多不利影响。

欲谋胜算，先致人和。胡智森的

经历之所以让人感动，就在于其所在

连队尊重他的梦想，并想方设法帮他

实现梦想，彰显出团结的力量。希望

各级在对待官兵的个人成长和发展前

途上，都能葆有这种玉成之心、扶持之

爱，奋力开创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力

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

生动局面，为强军事业不断注入强大

正能量。

感 受 团 结 的 力 量
■李铁厂

野战炊具呼呼作响，大锅内热气升

腾，海军某部“火力铁拳营”炊事员汤嵘

湘轻舀一勺热汤抿在嘴里，露出满意的

笑容。装桶、封盖、前送，不一会儿，驻

训场休息区内传来阵阵好评。

汤桶见底，大家纷纷向汤嵘湘投来

赞许的目光。别看汤嵘湘个儿不高，却练

得一手好厨艺，军事素质也是“硬邦邦”。

如今已是中士的他，深受战友喜爱。

其实，汤嵘湘一开始并不想干这行。

“当兵就要当能打仗的兵！”入伍

后，因为怕被分到炊事班，汤嵘湘对自

己当过厨师的经历缄口不提。

一次夜间实弹射击训练，靶场的气

温跌至零度左右。不少战友被冻得直

打哆嗦，直接影响了据枪瞄准的稳定

性。第一轮射击，全连成绩普遍不高。

汤嵘湘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想起自

己在北方过冬时，老人常用白萝卜和生

姜煲汤御寒。向连长请示后，他来到野

战炊事区，给大伙现熬了一锅热菜汤。

“一碗热汤下肚，一点都不冷了。”

战友们状态回勇，发挥出真实水平，第

二轮射击成绩明显提升。自此，汤嵘湘

意识到，好的伙食保障也是战斗力建设

的重要一环。

真正让汤嵘湘想要当“火头军”的，

是他在炊事班帮厨的一次经历。他注

意到，炊事班虽然精心制作食谱，但忽

视了烹饪手法不当造成的营养流失。

汤嵘湘将问题上报给司务长，经过

数天的研究，一份份《菜品烹饪手册》被

分发到煎、煮、蒸、炒各工位，炊事员照

此烹制的菜肴既美味又营养。

“或许，大家更需要我在这里。”不

久后，汤嵘湘自愿申请转岗炊事班，争

当一名“保障尖兵”。

真正到了炊事班，汤嵘湘发现，这里

并不比战斗班轻松。尤其随着演训任务

到来，野战给养单元携行与展开撤收、热

食制作、前送分发等多个课目连贯展开，

初来乍到的汤嵘湘应接不暇。有一次营

队紧急转移，因他未及时将烟扑灭，险些

暴露大部队行踪。这让他认识到，在部

队当炊事员和在地方当厨师大不一样。

“炊事员首先是战斗员，做饭也是

打仗的一环。”端正了思想，汤嵘湘开始

自我加压：苦练战术动作，做到热食前

送快速而隐蔽；细化野战给养单元工作

流程，把展开撤收时间压缩到最短；强

化敌情观念，完善行进途中突发情况处

置预案……

不久后的一次对抗演习，汤嵘湘所

在营的观察所好不容易设到“蓝军”阵

地附近。不料连续降雨，山路泥泞，一

时断了口粮。

“谁能把给养悄悄送上去？”司务

长问。

“让我来！”汤嵘湘主动请缨，决定

另辟一条小道。

凭借过硬的军事素质，汤嵘湘克服

了山地、陡坡、峭壁等不利地形因素，中

途躲过了“敌”无人机侦察，成功将给养

送到了观察所。

从此，汤嵘湘对炊事员有了新的认

识：“当能打仗的兵”就是扎根本职岗

位，把打仗需要的专业技能练到极致。

一句话颁奖辞：三百六十行，行行

出状元。发挥专长，扎根岗位，只为成

为一名“保障尖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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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途中，排长深夜开了一个小

组会，我因此深切感受到了连队大家庭

的温暖……”

近日，记者来到第 81 集团军某旅，

恰逢某连正在举行每月一次的官兵互

赞会，听到上等兵卓学智的发言，记者

的好奇心被勾了起来：这是一个怎样的

会议？

排长罗开怀随即讲起了当时的经过。

前不久，该连作为配属力量参加攻

防演练。连续的高强度连贯作业后，考

核组持续“发难”：集结地域遭“敌”火力

打击，需快速疏散。

“各车组迅速按照预定路线分散撤

离！”指挥部传来指令。

时间紧迫，罗开怀指挥车组成员迅

速登车。面对一路特情，他们灵活应

对。数小时机动后，罗开怀决定组织宿

营休息。

这时，罗开怀意识到，遭“敌”打击

时，他们正在组织装备保养，未能把足

够的物资转移到车上，所以其所在车组

只携带了一顶 3 人帐篷。

可车组有 7 个人，怎么住？

“张明吉、殷海洋和卓学智 3 名义

务兵在帐篷里睡，其余的人在车上睡。”

罗开怀作出决策。

“排长，明天的任务很重，还是你们

睡 帐 篷 好 好 休 息 吧 。”新 兵 张 明 吉 说

道。其实大家都知道，车内空间狭小，

睡一晚上腰酸背痛，肯定休息不好。

一时间，大家你推我让，都希望对方

到帐篷里睡。眼看已近凌晨 3 点，罗开

怀计上心来：“你们先去帐篷里睡，我带

老兵们开个小组会，研究一下明天的作

战行动，然后我们再过来和你们轮换。”

至此，大家也就不再多说。进了帐

篷，卸下一身疲惫的3名义务兵很快进入

了梦乡。确认他们已经熟睡后，罗开怀

便与3名老兵回到车上“对付”了一夜。

清晨，3 名新兵从帐篷中醒来，他

们看着彼此，顿时明白排长所说的“小

组会”原来是个善意的谎言。

“到了早上，我发现他们的双眼红

肿、一脸憔悴，明显没有休息好。”殷海

洋说，这一幕深深印刻在他的脑海里，

永远激励他干好工作、精武强能，为连

队争光。

“平时亲如兄弟，战时生死相依。

这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

事。”罗开怀说，信任不会凭空产生，而

是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为进一步密

切新时代官兵关系，一线带兵人必须身

先士卒，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把战士们

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这样一个集

体才能有凝聚力、战斗力。

凌晨三点的“小组会”
■贾豪天 本报记者 刘 敏

“廖平业务能力和责任心比较强，前

期参与营房改建表现不错，但体能不突

出，还需强化……”

这是发生在两个月前的一件事。那

天，第 76 集团军某旅某步兵连上等兵廖

平到某综合训练基地参加轻武器修理专

业培训，让他没想到的是，在自己报到

前，连队何指导员就已经与基地学兵队

戴队长先联系上了。

“以前学兵报到后，需要逐个了解个

人情况，费时又费力，导致选任学兵队骨

干时，经常无从下手。”戴队长说，何指导

员打来的电话真是“及时雨”，为他做好

后续工作省去不少麻烦。

随后的两个月里，廖平不仅很快融入

了学兵队，还被戴队长指定负责俱乐部氛

围营造，充分发挥了自身特长。前不久，

他以优异的成绩顺利通过了结业考核。

“将官兵介绍给新单位，是为了让他

们尽快融入新的环境，更快适应工作节

奏，努力实现无缝衔接。”何指导员告诉

笔者，他之所以这样做，缘于自己履新当

天受到的启发。

当时，前任指导员与他进行工作交

接时，主动将连队每一名官兵的性格特

点、专长爱好都作了详细介绍。这样一

来，何指导员刚刚上任，就对连队官兵有

了一定了解，布置任务能做到心里有数，

开展工作更加得心应手。

“担任连队‘五小工’，业务精湛”“性

格要强，需要及时关注成绩波动”……何

指导员给笔者展示前任指导员留给他的

连队花名册，只见上面除了官兵的基本

信息，还有不少醒目的标注。

“感觉新指导员对连队很熟悉，咋看

都不像刚来的。”战士们的评价，让何指

导员尝到了甜头，他开始思考能为官兵

做点什么。

近年来，该连官兵经常外出学习培

训，但很多同志反映，到了新单位新环

境，人生地不熟，难免有些紧张，想要尽

快融入却不知该怎么办。

“何不效仿老指导员的做法，做好人

员情况交接？”何指导员说干就干。听说

上等兵廖平要到某综合训练基地参加轻

武器修理专业培训，他多方打探，很快与

学兵队戴队长取得了联系，这才有了本

文开头的一幕。

前不久，下士朱永昊从司训大队学习

归来，得知自己已被交流到榴炮连，一直忧

心忡忡，生怕换了单位发展受限。但报到

后，朱永昊的顾虑一扫而光，新连队不仅将

他定岗为驾驶员，连队干部还与他谈心，鼓

励他担任值班员，培养指挥管理能力。朱

永昊这才知道，早在归队之前，何指导员就

向榴炮连指导员详细介绍了自己的情况，

并对安排工作岗位提出了建议。

扶上马，还须送一程。一段时间过

后，朱永昊逐渐适应了新环境，多次出色

完成出车任务，还担任了连队值班员，能

力素质明显提升。这天，他拨通了何指导

员的电话，汇报了近期个人情况，并表达

了谢意。通完电话，何指导员十分欣慰，

他翻开连队花名册，在“朱永昊”名字后面

的备注栏写下了 4个字：“交接完毕”。

做好人员情况交接，促进工作无缝衔接
■章林峰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石水

近日，空军航空兵某团开展飞行训练，锤炼飞行员技战术水平。图为飞机着陆。 林高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