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①：战术训练场上，陆军炮兵防

空兵学院新学员们为战友呐喊助威。

图②：“战神”文艺情景教育课剧

照。

图③：爬绳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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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训 季

传承—

从红色历史中获得
不竭力量

“老胡，危险！快卧倒！”伴着呼啸

的 炮 弹 声 ，眼 前“ 地 动 山 摇 、火 光 冲

天”。

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礼堂的舞台

上，两名战士为完成进攻前的炮兵作

业英勇牺牲，深深震撼着台下新学员

们的心。

开 学 之 初 ，观 看 情 景 剧《炮 兵 作

业》时 ，看 到 舞 台 上“ 先 辈 ”用 来 观 测

的炮镜，新学员马思奕思绪万千，心潮

难平。

马 思 奕 的 爷 爷 是 一 名 参 战 老 兵 。

儿时，马思奕经常偷偷拿着爷爷破旧的

“望远镜”玩，爷爷发现后，总是慈祥地

将他抱在怀里，向他讲述那战火纷飞的

岁月。后来马思奕知道，那副“望远镜”

就是陪伴爷爷在战场上战斗的高射炮

炮镜，损坏后一直舍不得丢弃，始终带

在身边。

此 时 此 刻 ，爷 爷 的 身 影 仿 佛 与 舞

台上先辈战斗的身影重叠，马思奕心

中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使命感：“我一

定会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接过

前辈的钢枪续写荣光！”

坐 在 马 思 奕 身 边 的 学 员 申 凯 ，也

被 舞 台 上 的 故 事 深 深 吸 引 。 入 学 之

初 ，他 对 军 校 的 管 理 感 到 难 以 适 应 。

然而这堂文艺情景课，打开了他内心

的一道“开关”。

一 幕 幕 生 动 的 历 史 场 景 ，将 学 院

的 光 辉 历 史 和 英 雄 的 感 人 事 迹 展 现

在学员们面前。80 年前，学院的先驱

者们前往延安艰苦创业，组建我军第

一 所 兵 种 院 校 —— 延 安 炮 兵 学 校 。

当 时 ，先 辈 们 没 有 粉 笔 就 用 白 土 代

替 ，没 有 教 室 就 在 露 天 场 地 ，他 们 甚

至 连 一 张 边 区 土 造 纸 都 不 舍 得 轻 易

使用……

学院历史上，涌现了一个又一个令

人敬佩的英雄。老校长朱瑞为炮兵事

业献出毕生心血，却倒在了新中国成立

的前一年；老学长苏宁在生死关头推开

战友，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老教员周启

国在左臂和右眼球被炸掉的情况下，仍

坚持重返阵地继续战斗……品读一个

个故事、回顾一段段历史，申凯感到深

深的震撼。

“我明白该怎么做了！”申凯的心

里 一 下 子 亮 堂 了 。 作 为 一 名 军 校 学

员，他肩上承载的不仅有个人的荣誉

和梦想，更有继承先辈光荣传统的责

任和使命。

自 那 以 后 ，申 凯 充 满 干 劲 。 齐 步

停顿、正步定型、跑步定位……他认真

对待队列训练，站军姿时，汗水从脊背

渗 出 ，被 打 湿 的 作 训 服 颜 色 逐 渐 加

深。每当想要放松，他总是在心里默

默给自己鼓劲加油。申凯的改变和努

力，队干部和战友们都看在眼里。新

生队列会操中，他凭借出色表现被评

为“队列标兵”。

如 今 ，申 凯 为 自 己 能 够 成 为 延 安

炮兵学校的传人而自豪。当听说学院

组织情景教育课创演选拔时，他毫不

犹豫地报了名。申凯希望通过自己的

演绎鼓舞更多战友，让更多人了解学

院的历史。

翻开剧本，英雄的名字熠熠生辉。

这光芒，映射过去，点亮未来。“我要在

军校的 4 年里努力学习、刻苦训练，做

到不负前辈、不负时代。”申凯坚定地

说。

向往—

在榜样身上看到奋
斗光芒

在军事训练“龙虎榜”上看到自己

名字的那一刻, 学员张皓喆露出了开

心的笑容。

高中时代，品学兼优、多才多艺的

张皓喆是身边人夸赞的对象。然而就

读军校后的第一次基础体能考核，他竟

然排在了全营倒数第三。这让一向骄

傲的张皓喆深受打击。

渐渐地，张皓喆对训练产生了消极

情绪，总是以各种理由逃避训练。“训练

不行不如休息，捱过新训这几个月，等

到课堂上我再和你们一比高低……”他

试图通过这种“自我安慰”来掩盖内心

的无力和挫败。

张皓喆的状态，班长阳恩黔看在眼

里，急在心上。阳恩黔知道，如果张皓

喆继续这样下去，不仅会耽误成长，还

会影响到整个班的斗志。于是，阳恩黔

经常找张皓喆谈心，试图打开他的心

结。但张皓喆对班长的好意并不领情，

总是以“受伤就得治，伤好了才能更好

训练”为由搪塞。

一 次 偶 然 的 机 会 ，阳 恩 黔 在 班 里

换衣服时，张皓喆发现他胸前有一道

长长的伤疤。细问之下才知道，阳恩

黔曾参加过特战队员比武。当时，他

为追赶对手，匍匐在山地上时不慎被

石块划伤。但他没有丝毫犹豫，只是

简单包扎了一下伤口，就强忍着疼痛，

和战友们翻过山地继续行进。最后，

阳恩黔所在的队伍夺得了冠军，他也

因此荣立二等功。

“为什么要这么拼？第一名这么重

要吗？”张皓喆问。

阳恩黔认真地说：“受伤之后我也

曾有过动摇，但身边还在拼搏的战友让

我重新振奋起精神。他们没有放弃我，

我更不能放弃自己——就像我现在没

有放弃你一样。”

看着班长认真的表情，张皓喆只觉

得脸上发烫。想到班长身上的那道伤

疤，以及他说起取得荣誉时闪闪发亮的

眼睛，张皓喆扪心自问：“难道自己就这

样一直得过且过下去吗？”

答案越来越清晰：当兵就应该有股

拼劲。

这之后，张皓喆主动跟班长一起训

练。阳恩黔手把手教他从基础练起，大

家常常能在操场上看到他们一起努力

的身影。张皓喆手上因单杠训练磨起

了厚厚的茧、曾经灌了铅似的脚步也越

来越轻快。

一 个 多 月 过 去 ，张 皓 喆 的 各 项 成

绩 渐 渐 从 连 里 的“ 吊 车 尾 ”冲 到 了 前

列 …… 在 新 训 旅 举 办 的“ 龙 虎 榜 ”颁

奖 仪 式 上 ，张 皓 喆 凭 借 自 己 的 努 力 ，

被评为“新训之星”。

当 阳 恩 黔 将 大 红 花 戴 在 他 的 胸

前时，张皓喆向班长敬了一个军礼。

蜕变—

肩上的“一道杠”像
是一条长长的路

“现代战争，导弹最远能打上万公

里，我们在地上爬来爬去有什么意义？”

“我们是来当指挥员的，会指挥打

仗不就行了？”

“天天叠被子、练队列，到底有啥用？”

……

调研座谈会上，新学员齐孖睿发出

“连环三问”，引起了政治理论教员王骏

的注意。

齐 孖 睿 是 一 名 资 深 军 迷 ，中 学 时

就利用课余时间研究军事装备，对一

些高精尖武器装备如数家珍。得知陆

军两大兵种主战装备都在陆军炮兵防

空兵学院时，他没有丝毫犹豫填报了

志愿。

然而，军校生活与他想象中大相径

庭。被子要叠成“豆腐块”，军姿一站就

是半小时，每天在铁丝网下爬得灰头土

脸。听高中同学分享地方大学生活的

多姿多彩，齐孖睿深感失落，整天闷闷

不乐。

王 骏 在 调 研 中 发 现 ，像 齐 孖 睿 这

样的新学员并非个例，他们虽然对军

事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对于军校的培

养方式和军营生活的理解存在偏差。

不久后的一次野外拉练，让王骏看到

了教育契机。

拉练中，当接到“前方有‘敌’电磁

干扰”的导调特情时，齐孖睿作为通信

员因操作不当，导致电台被判定损坏无

法使用，令大部队失去先机。

看 着 满 脸 失 落 的 齐 孖 睿 ，王 骏 没

有责备，而是借此机会开展了一次现

地教育：“过去，我们钢少气多，现在钢

多 了 ，气 更 要 多 ，骨 头 更 要 硬 。 战 场

上，即便我们缺少了武器装备，也要亮

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

让敌人未战先胆寒，这才是军人该有

的血性。”

王 骏 的 话 敲 醒 了 齐 孖 睿 迷 茫 的

心。拉练结束后，王骏为大家播放了一

段实战视频。

真实的视频震撼着齐孖睿，他在体

会中感慨道：“不论战争形态怎样变化，

本质上还是人与人的对抗，这对我们战

斗精神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

了。只有始终保持过硬的战斗精神、战

斗作风，才能在战场上处变不惊、临危

不惧、战胜敌人！”

从 那 以 后 ，齐 孖 睿 苦 练 硬 功 ，基

础 不 行 就 加 练 ，技 能 不 会 就 苦 学 ，不

仅 走 队 列 姿 势 最 正 ，喊 呼 号 声 音 最

响，连最不愿意叠的被子也开始棱角

分明。参加考核时，他的训练成绩全

部达优。

时间是最好的见证者。经过几十

天的磨砺摔打，这批新学员们正悄然发

生着转变。他们褪去青涩破茧成蝶，在

成长路上逐渐有了军人模样。

“ 我 是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军 人 ，我

宣 誓 ……”授 衔 仪 式 上 ，学 员 们 紧 握

右 拳 ，面 向 鲜 红 的 军 旗 喊 出 铿 锵

誓言。

军装的绿色，是青春的颜色。肩上

的“一道杠”像是一条长长的路。学员

们脚踏实地、不懈奋斗，在逐梦强军的

道路上坚定前行。

从“心”开始：新学员的成长之路
■李荣鹏 汪 韵 本报特约通讯员 周士钰

走进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的校门，学员徐智超实现了他
和学长一年前的约定。

2023年秋季开学之际，安徽潜山野寨中学 20名新考取军
校的学生收到了习主席回信，王奕哲就是其中一员。彼时，刚
刚升入高三的徐智超激动地向学长王奕哲表示祝贺，并约定
来年在同一所军校相聚。

如今，徐智超终于如愿以偿。“想要成为一名合格军人，除

了强化体能和作风养成，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转变。”新训开
始后，徐智超逐渐理解了王奕哲对他说的话。

新训，从“心”开始。一台情景剧带领学员穿越时空，感悟
先辈精神；从身边榜样身上汲取力量，与战友一同携手成长；
在实践中升华认识，铸造军人的忠诚和血性……

几十天过去，在汗水浇灌下，新学员们迎来自己的蜕变。
让我们走进军校，见证他们的成长之路。

烈日下，战车在高原上疾驰而过，朝

着目标地域快速挺进。

“迅速勘察测量、车轴定位……”抵

达现场后，我连续下达多道口令。车组

成员科学分工、密切配合，很快一座冲击

桥便稳稳地横跨于壕沟之上。

2021 年 6 月，我从陆军工程大学毕

业，来到新疆军区某团某连担任排长。我

在学校学习的专业是道路桥梁与渡河工

程，还曾在某舟桥旅实习过。坐在前往高

原驻训场的飞机上，我信心满满，想象着

自己在练兵场“指点江山”的画面。

然而，第一次参加专业训练，我就遭

遇了“滑铁卢”——那段时间，连队装备迭

代更新，数辆新型装备列装。钻进驾驶

室，看着控制面板上密密麻麻的按钮，我

有些头晕眼花。自诩“科班出身”的我，对

新装备的了解程度还不如排里的义务兵。

挫败感伴随着高原反应猛烈袭来，

我变得无精打采。一场专业抽考中，我

的频频失误导致连队成绩不佳。就像陷

入了沼泽地，我被悲观和失望紧紧包裹，

无法自拔。

连长很快注意到了我的异常。一次

周末休息时，他拿着一摞厚厚的笔记本

专门找到我，问我最近是否有什么思想

压 力 ，是 否 遇 到 了 什 么 难 以 解 决 的 问

题。平时看起来有些“距离感”的连长，

竟对我的个人情况十分关心，想起近期

自己的表现，我一下子红了眼眶。更让

我感动的是，他还专门安排班长骨干帮

我量身定制训练方案。

“只要肯坚持，一定能成功！”连长鼓

励我在笔记本上写下自己在工作和生活

中的感悟、问题和收获。从院校课堂到

一线阵地，尽管隔着理论与实践的重重

关山，但只要找到努力的方向，困难总会

有解决的办法。于是，我开始学着连长

进行记录，通过每天的点滴进步带来的

正向反馈激励自己。

为了熟练掌握新装备原理，我对着

装备说明书反复背诵触控按钮的用途，

遇到技术难题就追着老班长请教；晚上，

我在学习室里加班加点整理训练笔记，

消化白天得来的组训技巧；为了提高默

契度，我跟战友们天天“铆”在桥车上练

磨合，用摄像机记录架设的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动作，通过反复分析研究不断优

化架设流程，一秒一秒地缩短架桥时间。

随着训练次数越来越多，笔记本上

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架桥前必须

做好勘察测量”“架桥不是单纯的技术

活，而是带着战术背景搞训练，要做好随

时应对特情的准备”……

渐渐地，在一页页写下训练心得体

会的过程中，我的专业短板补齐了，排里

的战友们也开始主动跟着我完成工作。

大家纷纷夸奖我：“排长不愧是科班出

身，不仅脑子灵光，还真有几把刷子！”

后来，在一场合成营实兵对抗训练

中，我带领桥车车组作为支援要素参加。

考核现场，面对导调组临机设置的特情，

我和战友们沉着应对、见招拆招。最终，

我们以接近满分的成绩圆满完成考核。

走下训练场，全连官兵早已在营区

门口列队欢迎。在热烈的欢呼声中，大

家的喜悦被定格在镜头里。照片上，我

站在队伍中间，笑容中透着自豪。去年

底，我因工作成绩突出被评为“四有”优

秀军官，排里的 1 名战士荣立三等功，2

名战士获评“四有”优秀士兵。

号角连营声声催，如今的每一天，

我和战友们都过得非常充实。“现实是

此岸，理想是彼岸，中间隔着湍急的河

流，行动则是架在川上的桥梁。”我想将

自己的座右铭分享给怀揣梦想的军校

学子们，愿我们都能在广阔的强军舞台

勇敢追梦、努力拼搏，创造属于自己的

光辉未来。

（杨鑫、巴万龙整理）

行
动
是
理
想
和
现
实
间
的
桥
梁

■
王
晰
元

成长顾问团

“突破了！”武警工程大学器械场发

出 一 阵 惊 呼 。“331，332，333……336！”

当单杠卷身上数目最终定格时，教导员

当场宣布：本周的“冠勇”是 1 班的学员

陈帅。

“教导员，上周我们 3 班可是全员

‘文魁’！”一名学员不服气地说。话音

刚落，另一名学员马上回应：“全员‘文

魁’不算啥，我们 8 班是连续三周的‘龙

武营’，我们骄傲了吗？”你来我往间，引

起笑声一片。

每 个 周 日 晚 上 ，是 武 警 工 程 大 学

学员三队“虎贲榜”揭榜的时刻，也是

学员队最热闹的时候。学员们口中的

“冠勇”“文魁”“龙武营”等称号，是该

队为激发学员日常学习训练热情的创

新举措。

“虎贲榜”的灵感源于教导员的一

次龙门之行。在龙门石窟的景区内，

他看到许多年轻人围在一张摆满了印

章的石桌旁，在随身携带的卡片和本

子上印下图章。他想到既然现在的青

年喜欢通过盖章记录旅行轨迹，那是

不 是 也 能 设 计“ 成 长 徽 章 ”来 激 励 学

员？于是，返回工作岗位后，教导员立

即召集骨干参加“诸葛亮会”，尝试以

每周周测成绩为依据，对达到良好以

上 的 个 人 和 班 级 给 予 鼓 励 性 质 的 徽

章，并在全队展示。

“如果能有文化特色，更能吸引大

家参与。大学地处西安，我建议考虑采

用秦唐文武古称制作徽章进行记录。”

一名学员队干部说。

经过讨论并充分吸纳学员想法后，

“虎贲榜”初见雏形——

个人评价方面，设“文魁”“宣义”

“登仕”三级徽章体现文化成绩，“冠勇”

“昭武”“振威”体现军事训练成绩；集体

评价方面，以“凤翔营”“龙武营”等徽章

体现文化和训练成绩。同时，学员通过

数次测试中取得的评价数量获得相应

等级称号，以晋级的方式来记录成长轨

迹，例如“文林郎”“登仕郎”等反映文化

成绩进步，“伍长”“国尉”等反映训练水

平提升。对于进步显著和成绩突出的

学员或集体，给予“鲤跃”“的卢”“鹿鸣”

等称号。

自“虎贲榜”设立以来，学员们你追

我赶，学习训练热情高涨。

学员陈帅是“虎贲榜”上的常客。

他曾在武校习武，对于器械训练，经常

通过探索不同动作，发现更高效的提升

方法。挑战单杠卷身上项目的过程并

不轻松。为了拿到“冠勇”，尽管手掌磨

破、腹部擦伤，他也没有丝毫退缩，用自

己的汗水赢得了荣誉。

陈帅的表现，也极大激励了队里的

其他战友。在大家的帮助下，体能较弱

的学员毕振凯也迎来改变。从吊在杠

上进行离心练习，到借助弹力带辅助练

习；从完成 0 到 1 的突破，到见证数字不

断增长，他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进步。

“由于体重大，再加上前期伤病耽

误，军事训练成为我最头疼的事，每次

站在器械前我总是愁苦难耐。但‘虎

贲榜’激励着我不懈挑战，一有时间就

扎在健身房，终于在训练成绩上有了

飞 跃 ，不 再 是 那 个 只 会 惆 怅 的‘ 吊 杠

哥’了……”获得象征着个人进步显著

的“鲤跃”徽章，毕振凯开心地分享着

自己的蜕变经历。

加速奔跑，全力争胜。学员们刻苦

学习训练，矢志将自己铸成最坚固的

盾，为祖国的国防事业贡献青春力量。

“成长徽章”见证“比学赶帮超”
■李国华 赵俊凯

我们的学员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