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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第 74 集 团 军 某 旅“ 铁 八 连 ”采

访，记者被荣誉室陈列的一封信吸引了

目光。

“ 刘 老 虽 已 离 世 ，但 他 的 精 神 还

在，他的后人还在，他与‘铁八连’的深

厚情谊还在。”见记者好奇，该连一级

上士李月上前解释，“这是今年举办连

庆活动时，刘老的家人写给全连官兵

的一封信。”

李月口中的“刘老”，名叫刘泉深，

解放战争时期曾任该连副指导员，荣立

两次大功。今年 2 月连庆日当天，刘老

的家人来信祝贺，并告知老人不久前去

世的消息，同时感谢这几年连队官兵对

老人的关心和帮助。

睹物思人，李月难掩悲伤。这封信

的背后，是一位老兵与一个连队的纸短

情长。

虽然见面次数不多，李月对刘泉深

的感情却很深。刚下连不久，他就听说

了刘老当年的战斗事迹。2022 年，李

月作为连队官兵代表，参加旅里组织的

寻根溯源活动，第一次见到刘老，就被

他对连队的深情打动。

离开部队后，刘泉深始终记挂着连

队建设发展。不过，连队移防搬迁后，

因年事已高，老人无法再回连队看看。

得知老连队派人前来探望，当时已经

94 岁高龄的刘老，执意和家人一起，到

高铁站迎接李月的到来。

“我现在都记得当时的场景。”李月

回忆说，“刘老就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

亲人，高兴得像个孩子。”

“ 这 是 我 的 小 战 友 啊 ！”一 见 面 ，

看到穿着军装的李月，老人兴奋地向

家人介绍。一路上，他一直握着李月

的手嘘寒问暖，询问连队情况。李月

转达了全连官兵对老人的问候，本想

次日再来拜访，老人却执意留他在家

里过夜，理由就一条：“我想和战友在

一起。”

当天晚上，老人意犹未尽，向李月

绘声绘色地讲述当年和战友并肩作战

的经历。

在解放鞍山战斗中，该连担任突击

队，负责攻打外围敌人的重要据点。面

对密集的火力，连队党员干部身先士

卒、前仆后继，很多官兵壮烈牺牲，刘泉

深身负重伤。战斗结束后，连队被授予

“铁八连”荣誉称号。

“那时候，我和战友们就像现在这

样躺在一铺炕上，可惜他们很多人不在

了……”刘老满是怀念地说，战火纷飞

的年代，大家吃住在一起，甘苦与共、生

死相依。

这一刻，李月忽然明白了老人执

意 留 他 住 宿 的 原 因 。 虽 然 此 前 在 连

史 中 了 解 过 这 段 往 事 ，亲 耳 听 到 亲

历 者 讲 述 ，李 月 还 是 被 先 辈 们 的 英

雄 壮 举 和 战 友 情 深 震 撼 ，久 久 难 以

入眠。

第二天，刘老带着李月前往鞍山

烈士纪念馆，那里珍藏着“铁八连”的

连旗。就在准备介绍时，刘老发现连

旗 没 在 原 来 的 展 陈 处 ，情 绪 一 度 失

落。得知连旗正在被保养后，他才慢

慢平复下来。站在一旁的李月，被深

深感动了：原来，一名老兵对连队的感

情这么深。

这次拜访过后，李月和刘老成了

“忘年交”。去年连庆日，李月与两名战

友代表连队前来看望老人，在参观鞍山

烈士纪念馆时，他们发现，烈士名录墙

上少了当年牺牲的 3 名干部的名字。

刘 老 说 ，他 一 直 在 为 此 事 奔 走 。

收到李月的报告后，该连立即向旅里

反 映 ，积 极 联 系 当 地 相 关 部 门 ，寻 求

解决。

2023 年清明节，一场烈士补录仪

式在鞍山烈士纪念馆进行。“老郑、老

平、老金啊，终于把你们接回家了！”抚

摸着烈士名录墙，刘泉深失声痛哭，嘴

里不停念叨着战友的名字，在场所有人

无不动容。刘老的女儿告诉李月，这是

父亲一直以来的心愿。

心 愿 已 了 ，老 人 的 身 体 大 不 如

前。去年 12 月，刘老病重住院，需要大

量输血，然而当地血库告急。得知消

息后，连队官兵纷纷要求献血。但连

队 驻 地 与 刘 老 所 在 城 市 相 距 数 千 公

里，大家心急如焚，却又无能为力。旅

里 立 即 联 系 当 地 驻 军 部 队 为 老 人 献

血，帮他渡过难关。

但无情的病魔还是带走了刘老。

消息传来，连队官兵悲伤不已。李月和

连长一同前往参加追悼会，并带回了老

人留给连队的遗物——一枚嵌在刘老

身体里的弹片。

在住院治疗期间，刘老告诉前来探

望的李月，希望自己死后能把骨灰撒在

连队经常训练的那片海，“这样就可以

永远跟战友们在一起并肩战斗了。”

“我想和战友在一起。”这是刘老生

前的愿望。如今，老人离开了，但他留

下的精神财富永远被连队珍存，并将一

直赓续传承下去。

图①：2023 年清明节，刘泉深老人

看到烈士名录墙上昔日战友的名字，

失声痛哭。

图②：刘泉深去世后，李月眼含热

泪地回忆自己与老人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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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室里的一封信，见证了一位老兵和一个连队的深厚情谊。请看来自第 74集团军
某旅“铁八连”的报道——

“我想和战友在一起”
■杨明宜 本报记者 陈典宏

记者探营

近日，在武警广西总队来

宾支队组织开展的对抗训练

中，中士黄昌派（右二）现场示

范擒敌动作，让战友们直观感

受技术要领。

果志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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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内部关系 深化革命情谊

前 不 久 ，第 73 集 团 军 某 旅 某 营 举

办强军故事会，某连排长孔德志的精彩

讲述受到一致好评。孔德志说，自己能

有如此表现，要感谢排里战士毛驰荏的

帮助。

那段时间，孔德志一边承担较重的

工作，一边要准备强军故事会，常常忙到

夜深。见状，毛驰荏主动提出帮他制作

课件。

这一次，孔德志没有拒绝，欣然接受

了毛驰荏的好意。

“要是以前，我可能有所顾虑，担心

被误会。”毛驰荏说，他的想法转变源于

今年初的一次经历。

当时，孔德志经过选拔入选尖子集

训队，将参加旅比武竞赛。那段时间，由

于连队事务繁忙，孔德志常常刚跟着集

训队加练完，就立即转入值班或执勤，很

少有空进行拉伸放松，时间一长身体出

现不适。

这一切，被毛驰荏看在眼里。入伍

前，毛驰荏对运动康复有所研究，一直想

找机会帮助孔德志，这也是回馈孔德志

对他的关心。

刚 入 军 营 时 ，毛 驰 荏 性 格 内 向 敏

感 ，因 体 能 较 差 而 感 到 自 卑 。 孔 德 志

敏 锐 觉 察 到 他 的 思 想 波 动 ，主 动 靠 上

来 做 工 作 。 一 次 长 途 拉 练 中 ，孔 德 志

主 动 帮 他 背 枪 ，鼓 励 他 咬 牙 坚 持 ，毛

驰 荏 很 受 感 动 。 在 孔 德 志 的 帮 带 下 ，

毛 驰 荏 渐 渐 融 入 集 体 ，身 体 素 质 、训

练 成 绩 、人 际 交 往 等 都 有 了 喜 人 改

变 。 排 长 对 他 的 好 ，毛 驰 荏 一 直 记 在

心里。

这天晚上，毛驰荏下哨回来，正好

碰 到 孔 德 志 在 楼 道 里 做 拉 伸 ，于 是 主

动 提 出 要 帮 他 放 松 。 不 承 想 ，孔 德 志

一 口 回 绝 ：“ 你 的 好 意 我 心 领 了 ，这 事

传 出 去 ，会 引 起 不 必 要 的 误 解 和 麻

烦。”

毛驰荏有些错愕，心中充满疑惑：各

级总是强调要尊干爱兵，为什么干部关

心战士理所当然，战士关心干部却担心

节外生枝呢？

一 天 训 练 间 隙 ，战 士 们 坐 在 一 起

闲聊，毛驰荏谈及心中疑问，不少战友

深有同感——“生活中，我们很少在意

连 队 干 部 的 喜 怒 哀 乐 ”“ 其 实 ，有 时 候

不 是 不 想 关 心 ，而 是 怕 造 成 误 会 ”“ 我

理 解 的 官 兵 关 系 应 该 是 共 挑 一 担 、双

向 奔 赴 ，但 现 在 更 多 是 干 部 单 方 面 的

付出”……

刚 好 路 过 的 连 队 指 导 员 听 到 议

论 ，便 加 入 进 来 ：“ 干 部 、战 士 都 是 一

家人。战友之间不越界不逾矩的关心

关 爱 ，应 该 被 提 倡 。”他 肯 定 了 大 家 的

看法。

这件事引起指导员的反思：这些年，

基层风气不断向上向好，官兵身边的“微

腐败”和不正之风得到有效纠治，但有的

干部为了“避嫌”一味拒绝战士的好心好

意，似乎要拒人于千里之外，而一些战士

受此影响，也使战友之间的正常相处变

了味。

为 从 根 本 上 廓 清 思 想 认 识 ，进 一

步 巩 固 和 发 展 团 结 、友 爱 、和 谐 、纯 洁

的 内 部 关 系 ，指 导 员 专 门 组 织 了 一 场

集体讨论，让大家围绕“战士可不可以

关心干部、该怎么关心干部”话题各抒

己见。

“请不要拒绝我们的关心！”毛驰荏

的发言得到一致认同，“尊干爱兵应该是

相互的，连队干部与普通战士一样，同样

需要被关心、被爱护。如果不是出于一

己私利和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仅仅是

为对方着想，只要不违规违纪，战士关心

干部有何不可呢？”

经过讨论，连队官兵统一认识，放下

了思想顾虑。前段时间，排长许洋因家

庭琐事闷闷不乐，某班班长汪于皓主动

找他谈心劝导，终于解开心结。许洋说：

“当我不再拒绝战士的关心和帮助，来找

我聊天的战士变多了，班长骨干越来越

接纳我，我工作开展反而比以前更加顺

畅了。”

如今，该连内部关系日益融洽，官兵

们互敬互爱、互帮互助，连队的凝聚力、

向心力明显增强。

“请不要拒绝我们的关心”
■陈游峰 冯 杨 本报特约记者 喻润东

班长是“兵头将尾”，在基层建设和

备 战 打 仗 方 面 发 挥 着 不 可 替 代 的 作

用。为此，要聚焦班长成长成才路径，

在提升认知、强化能力、实战检验等环

节上下功夫，不断激发班长队伍干事创

业的内生动力。

然而实践中，班长队伍不同程度存

在自身定位不准、岗位认同弱化等问

题 ，甚 至 有 人 认 为“ 当 班 长 不 如 当 老

兵”，导致工作主动性、积极性不高。种

树者必培其根。班长的培养要从思想

抓起，突出理想信念教育、使命任务教

育和爱岗敬业教育等内容，通过持续深

化理论武装，廓清思想迷雾，匡正价值

取向，坚信“小岗位也有大作为”。基层

主官要充分尊重班长作为管理团队的

主人翁地位，在工作开展时，多让班长

谈想法、提建议、参与决策，充分发挥他

们的聪明才智，切实增强班长的身份认

同感和岗位责任感。

随着改革的推进，班长队伍结构不

断优化，其主体基本是中士以上。但近

年来，基层建设标准和练兵备战要求的

提升，以及大学生士兵教育管理带来的

新挑战，让一些班长感到难以胜任本职

岗位。这个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

想方设法加以解决。笔者感到，基层可

建立“1+1”人才梯次帮带机制，指定一

名班长培养一名有发展潜力的“骨干苗

子”，将班长后备人才培养融入经常；每

年分批组织预任班长培训，考核认证合

格后，入选后备人才库；工作表现突出

的战士可选送院校培训，进一步精进专

业能力素质。此外，还要注重帮思想、

传经验、教方法，定期组织经验交流会，

大家摆难题、共同找答案，切实提升班

长实际工作能力。

当前，各部队转型发展加快，遂行

任务多样，仅靠传统的传帮带方式培养

班长队伍，已很难满足快节奏、高水平

的练兵备战需求。因此，要在重大演训

活动、比武竞赛集训、执行专项任务等

过程中，给班长铺路子、压担子，让班长

站前台、唱主角，接受磨炼、增长才干，

快速成长为专业尖子和全能战士。同

时，建立健全班长队伍考评体系，结合

阶段性评比和年度综合考核，坚持奖罚

分明、有奖有惩，对表现突出的优秀班

长大力宣扬表彰，对工作消极、渎职失

职的班长依规追责问责，营造做有标

准、学有榜样、干有目标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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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武警河北总队邯郸支队组织

年终考核。看到手榴弹使用课目成绩，

某中队干部胡玉松了一口气：经过半年

的努力，官兵们有了长足的进步。

“这要感谢支队首席教练员团队的

指导帮带！”胡玉说。

第二季度考核中，该中队手榴弹使用

课目总评不及格。拿到成绩单那一刻，胡

玉脸上火辣辣的。随即，他召集班长骨干

召开复盘分析会。讨论中，大家认为，考

核失利主要是教练员缺位造成的。

此前，该中队手榴弹使用课目教练

员罗柏军在外参加集训，在营中队干部

虽说同样认真组织训练，但从考核结果

来看，效果并不理想。

“仅仅因为一个教练员不在位，就影

响了中队整体训练成绩，说到底还是组

训人才缺乏。”找到问题症结后，胡玉及

时将情况上报支队作训股，并寻求帮助。

作训股参谋王洪祥深入调研后发

现，组训人才缺乏特别是教练员队伍

不强问题在各中队不同程度存在。由

于教练员大多是自主培养使用，能力

水平参差不齐，一旦主教练员因故缺

位，副教练员难以独立完成教学组训

任务，这在一些重难点课目上体现得

尤为明显。另外，如果遇到老兵退伍、

人员更替等情况，个别单位还会出现

教练员断层。

另一个中队的干部吕亚坤，对此感

同身受。一直以来，这个中队刺杀课目

都由教练员王继新负责。去年，王继新

被抽调到新兵团担负新训任务后，刺杀

课目教练员只能由吕亚坤兼任，训练效

果差强人意。

基层教练员能力素质直接影响部

队训练质效。如果不想办法解决教练

员不足的问题，必然阻滞基层中队战斗

力建设。支队领导决定组织基层主官

召开恳谈会，研究解决对策。

“各单位使命任务相近、专业相通，

统合各单位、各专业教练员资源，推开

专长化任教，走活支队教学组训‘一盘

棋’。”经过讨论，他们找到了解决问题

的突破口——打破建制界限，从各中队

精选技术尖子、组训能手等，区分共同

课目与专业技能两大类，组成首席教练

员团队。支队作训股负责汇总梳理各

单位组训需求，按需选派教练员送教到

一线，并借机组织小规模的集训，做好

基层教练员人才储备。

某中队中士陈宝顺，因手榴弹使用

课目成绩优异，被选入首席教练员团

队，后随队前往胡玉所在大队开展教

学，并对其所属中队 9 名教练员后备人

才，展开为期一周的专业辅导。

“不仅有组训示教，还有观课纠错、

难题会诊等配套活动，首席教练员团队

讲授的内容紧贴官兵实际和任务需要，

直观易懂、实用性很强……”某中队教

练员王超收获颇丰，方法技巧记满了一

个笔记本，他说，“这次集训增强了我的

组训本领，如果再遇到主教练员不在位

的情况，我肯定不会‘心慌’了。”

同样受益于首席教练员团队的送

教活动，吕亚坤所在中队刺杀课目成绩

有了显著提升，教练员短缺问题也得到

了有效缓解。接受培训后，该中队下士

陆洋以优秀成绩通过了刺杀课目教练

员资格考核。

说起这件事，吕亚坤满脸欣慰：“从

单打独斗到形成合力，专长化任教不仅

帮助我们提高训练成绩，还协助培养了

教练员人才，可谓一举多得！”

武警河北总队邯郸支队盘活教学组训人才资源—

跨建制统筹使用“首席教练员”
■赵梓淇 耿向阳

新闻前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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