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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媒视窗

11月 4日

新兵训练的质量效益，直接关系

部队战斗力生成。各级应高度重视新

兵培养工作，在精细准备、精做示范、

精教方法、精准引导上下功夫，帮助新

战 友 们 尽 快 适 应 新 环 境 、胜 任 新 岗

位。这里推荐两篇科学组织新兵训练

的报道，以期为各单位探寻创新方法

提供借鉴。

规划“成长路线”
■左超超 张石水

陆军某训练基地新兵训练营内，

一场无人装备操作活动有序展开。新

兵徐伟杰操控某型无人装备避开重重

障碍，当代表“成功击中目标”的信号

灯亮起，他露出自豪的笑容。

“培养新兵兴趣、挖掘新兵专长，

为他们提供广阔舞台。”训练基地领导

介绍，他们一方面根据新大纲要求在

规定时间内完成基础训练课目，另一

方面结合实际和部队需要，根据新兵

日常表现、兴趣爱好制订“成长路线

图”。

连队指导员杨楠了解到徐伟杰入

伍前学习过相关技能，鼓励其担任班

长的助手，为新战友开展理论授课和

实操展示。徐伟杰多了“班长助手”的

新身份，训练更加积极刻苦，各课目训

练成绩显著提升。

新兵训练营内，被精准施训激励

的不止徐伟杰一人。新兵陈逸凡在大

学期间学习临床医学专业，成为战场

救护课目中的“小教员”；新兵程文涛

入伍前是一名健身教练，在军事体育

课上从专业角度为大家讲解健身器材

的功能和使用方法……训练基地领导

表示，结合新兵特点精准施训，能充分

发挥新兵特长，帮助他们快速适应训

练，加速能力生成，“希望新兵能扎实

走好军营第一步，努力精武强能，为练

兵备战奉献力量。”

打破“组训壁垒”
■宋世杰 李 政

3 公里考核后组织实弹射击、徒

步拉练中进行战场防护……在第 71

集团军某新兵团一场训练考核中，笔

者发现 10 多个考核课目多是连贯组

织。

新兵团领导介绍，以往考核课目

分时、分段、分课目，每个课目间都有

休息调整间隙，各考核场地根据考核

内容按需设置。为最大程度激活现有

训练资源潜在效能，今年该新兵团改

变以往组训单一化模式，统筹整合现

有各类教学资源，连贯设置考核课目，

帮助新兵从“兵之初”就强化战斗队思

想。

“由单一环境向复杂情况延伸，由

单课目训练向多课目整合转变，是此次

新训的鲜明特色。”对此，某新兵连连长

金少君感触颇深。过去几年，他担任过

新兵排长、副连长，有丰富的新训经验，

但面对新大纲、新标准、新模式，金连长

还是感到本领恐慌。今年新训骨干集

训期间，他带领班长骨干潜心钻研，同

时借鉴友邻单位经验做法，探索多课目

融合训练新路子，形成 10 余份教案。

在强化新兵训练单课目技能、夯实基本

功的基础上，根据任务实际，将部分课

目技能进行整合，让新兵在实践中掌握

实用、高效的战斗技巧。

如 何 利 用 现 有 资 源 满 足 连 贯 课

目训练的场地需要？新兵团参谋调

研后发现，有的分队训练课目相同、

训 练 时 间 不 重 叠 ，但 分 别 拥 有 两 个

配 置 相 同 的 训 练 场 ；有 的 课 目 对 场

地 要 求 高 ，分 队 设 置 的 标 准 达 不 到

大 纲 要 求 ；有 的 分 队 训 练 资 源 安 排

不 合 理 …… 为 此 ，他 提 议 打 破 营 连

建 制 ，以 团 为 单 位 统 筹 各 方 面 训 练

资源，提升训练质效。

“实践证明，训练方式的转变带来

训练效益的提升。”这位参谋表示，通

过集中优质教学资源、多课目融合施

训、严格规范考核流程等方式，新训的

针对性切实增强。接下来，他们将探

索更加科学合理的新训方式，帮助新

兵打牢训练基础。

创新训练模式

助力新兵成长
——陆军部队科学组织

新兵训练的一组报道

今年 6 月，我在《解放军报》电子版

上 看 到 一 篇 文 章《把 根 深 深 扎 在 梧 桐

沟》，越看越熟悉。文章中提到的新疆

军区某边防团梧桐沟边防连，是我的老

连队。虽然名称从“三岔口边防站”变

成了“梧桐沟边防连 ”，可细细阅读文

章，戈壁滩上的那些人、那些事，在我脑

海中慢慢放大，心中泛起一层又一层涟

漪。

我将文章转发给一位退役后在连

队驻地附近工作的老战友。恰好，她和

该团新闻报道员有联系。于是，我加了

新闻报道员的微信，表明自己是原三岔

口边防站的一名老兵。

在 三 岔 口 边 防 站 服 役 时 ，艰 苦 环

境，业余生活比较单调，我爱上了阅读

和 写 作 ，陆 续 给 军 报 和 其 他 媒 体 投 过

稿 。 退 休 后 ，我 创 办 了 一 个 微 信 公 众

号 ，把 难 忘 的 军 旅 往 事 写 出 来 和 大 家

分享，也摘登一些老战友的投稿。

聊天中，我流露出想回老连队看看

的想法。在新闻报道员的邀请下，前不

久，我再次踏上“回家”之路。

那一天，新闻报道员和我同行，驱

车前往连队。“回家”的边防公路，变得

平坦又宽阔，我看到一辆绿色的邮政快

递车开过，很是惊讶。他告诉我，如今

邮政快递车每周会来连队 3 次，给官兵

们 送 来 报 刊 和 快 递 ，我 不 禁 心 生“ 羡

慕”。

1992 年，我从原总后勤部某基地调

到三岔口边防站。当时，营区被大山包

围着，读军报是大家了解外面世界最便

捷的方式。

那天，我们兴奋地发现，一张连队

官兵的照片，被刊登在军报上。当时，

团宣传干事跟着运给养物资的大卡车

一起来到连队。卡车一进营门就被团

团围住，那是连队官兵最高兴的日子，

战 友 们 知 道 卡 车 途 中 会 经 过 乡 邮 电

局 ，都 想 看 看 有 没 有 自 己 的 家 信 和 包

裹 。 战 友 们 拿 到 家 信 的 快 乐 模 样 ，被

宣 传 干 事 抓 拍 下 来 ，后 来 发 表 在 军 报

上。

这张照片，让连队战友高兴了好几

天，也激发了我的投稿热情。我开始试

着 把 连 队 的 小 故 事 写 下 来 投 给 军 报 。

第一篇稿件是《生死巡逻线》，虽然最后

没有被刊发出来，却令我印象深刻。

那次巡逻前往界碑，要翻过两座大

山。行至半山腰，山路越来越陡，一名

新战友不留神踩到一块风化的石头，摔

了下去。幸好他抓住了一株骆驼刺，用

大半个身子紧贴着岩壁。排长立刻让

大家把外腰带解下来，“一环扣一环”地

把他连拖带拽拉上来。

我把这次惊险的巡逻经历写成稿

件，一个月后等到有物资车来时，才把

稿件寄出去。等啊等，好几个月过去，

我收到一封退稿信，注明因稿件过了时

效无法被采用。

“到了！”不知道车子行驶了多久，

新闻报道员的一句提醒，拉回了我的思

绪。车窗外突然出现的盎然绿意，让我

惊叹不已。在连队官兵的精心“浇灌”

下，荒凉的戈壁滩长出了一片绿色。

走 进 营 区 ，我 看 到 连 队 通 了 长 明

电，官兵们喝上了甘泉水，还能用手机

和 远 方 的 家 人 视 频 通 话 ，戍 边 的 生 活

训练条件真是变化太大了。我跟连队

官 兵 交 流 时 ，特 意 展 示 了 带 来 的 一 沓

老 报 纸 ，有 军 报 ，也 有 当 年 的 连 队 小

报 ，带 着 大 家 了 解 几 十 年 前 的 戍 边 岁

月。

当年，整理连队库房时，我发现了

一台油印机。请示指导员后，我和战友

们创办了一份连队小报《红柳小报》，编

发反映连队官兵生活训练的稿件，每月

一期。每次小报印出来，大家都会饶有

兴致地阅读，看看谁成为当期小报稿件

中的“主人公”。

后来，我提干后被分到新疆军区某

边防团老爷庙边防连。老爷庙边防连

有一个特点，就是风特别大，“一年一场

风，从春刮到冬”。休息时，不少官兵喜

欢下象棋，在营区里的小石桌上刚铺上

棋盘、摆上棋子，一阵风刮来就被吹得

“无影无踪”。无奈之下，战友们在操场

的水泥地上画出一个大“棋盘”，把空罐

头盒子装满水泥做“棋子”，一副“防风”

象 棋 就 做 好 了 ，只 不 过 大 家 要 用 脚 来

“下”棋。

我告诉梧桐沟边防连的官兵：那时

戍边的日子虽苦，但连队里像这样有意

思的故事却有很多。如今回想起来，那

份记忆的味道不是苦，而是甜，因为与

苦相伴，收获的是人生财富，是值得回

味的“甜”。

1999 年 ，我 调 到 原 武 警 边 防 部 队

乌 鲁 木 齐 指 挥 学 校 任 教 ，后 来 调 任 学

校 政 治 处 宣 传 干 事 。 退 休 后 ，我 依 旧

保持着对新闻的热爱。作为一名志愿

者 ，我 在 拥 军 慰 问 活 动 中 结 识 了 不 少

老兵，聆听了那些感人的故事后，把一

份 份 感 动 倾 注 笔 端 。 2019 年 ，我 随 乌

鲁木齐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慰

问 76 岁老兵亚克甫·沙木沙克，聊天中

他讲起当年作为部队政治部副主任上

前 线 慰 问 官 兵 ，克 服 重 重 困 难 护 送 烈

士 骨 灰 回 家 的 故 事 ，在 场 的 人 无 不 动

容 。 我 把 这 个 故 事 整 理 出 来 投 给 军

报 ，没过多久就以《送烈士回家》为题

刊发出来。

如 今 ，头 发 斑 白 的 我 依 旧 非 常 忙

碌，在走近一位位老兵中，希望能留存

他们的烽火记忆，希望能记录优秀退役

军人在新战场续写新荣光的故事。这

是我作为一名老兵的心愿。

带着军报，踏上“回家”的路
■韩广宁

我是原海军“衡阳”号护卫舰机电

长张启信的妻子黄丽华。时隔 50 年，

我终于“再次”登上衡阳舰，来到丈夫生

前最想来的地方，心情非常激动。

2014 年 10 月，《衡阳晚报》刊登了

一篇文章《七旬老兵的“衡阳舰”情缘》，

主人公就是我的丈夫张启信。2012 年

7月，海军衡阳舰命名仪式举行。自此，

登上衡阳舰，就成为我的丈夫、一名“衡

阳”号老兵心心念念的事。2014年，《衡

阳晚报》开通市民热线，经常看晚报的

丈夫，萌生了通过市民热线圆梦的想

法。他拨通热线电话，和记者聊起自己

在“衡阳”号服役的经历，告诉记者“明

年我 70 岁，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上衡阳

舰看一看”。

张 启 信 曾 在“ 衡 阳 ”号 上 工 作 19
年。1966年，他从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

一户农家入伍。20 岁出头的他原本是

一名木匠。当时，公社武装部长找到

他，鼓励他去当兵。他放弃了自己的木

工行当，光荣入伍。经过 10 个月的理

论知识学习和实务操作，他被分到“衡

阳”号，从此与它结下不解之缘。

在“衡阳”号上，张启信从一名舱段

兵干起，逐渐成长为舱段班长、舱段军

士长、机电长，为军舰的动力系统保驾

护航。从我和他相识起，他就告诉我，

“衡阳”号是他和战友的第二个家，他们

在舰上守护祖国海疆，守护万家灯火。

“衡阳”号于我而言，也是第二个

“家”。1973年，我和张启信经人介绍相

识，那时我是湖南岳阳的一名小学教

师，初识时就被他身上的军人气质吸

引。在相知、相恋的日子里，通过书信

往来，他给我描述在舰上爬管道、钻机

舱的生活，讲述和战友们一起训练、一

起执行任务的故事，我对“衡阳”号也越

来越熟悉。

1974 年 1 月，我不远千里来到他的

驻地，受到舰领导和战友们的热情接

待。舰长得知我喜欢吃鱼，特地让炊事

员用岳阳没有的黄花鱼给我做了一道

菜。那种家一般的温暖，让一路舟车劳

顿带给我的疲惫烟消云散。

第二天，舰领导邀请我参观“衡阳”

号。令我没想到的是，眼前是一艘排水

量不到 2000 吨的“小船”。带着疑惑，

我跟着张启信参观他的工作岗位，看到

机电部门的战士在高温的机舱中进行

装备保养，在黑暗角落里从事电力维

修，在充满污垢的舱底仔仔细细清洁。

当看到他们在甲板上吃着炒白菜和土

豆丝时，我的鼻子一下子就酸了。舰长

在一旁对我说：“机电部门保障全舰的

动力、电力，是舰上环境最苦、工作最累

的部门，但正是有了他们的存在，我们

才能走出去，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别看

我们的舰现在不大，生活条件也不容

易，但是我们都相信，不远的将来我们

的舰艇会越来越大，武器装备会越来越

先进，会航行得越来越远。到时候，叫

张启信给你拍几张真正的远海大洋看

看！”我扭头望向张启信，他只是傻傻地

笑着，我的心里却酸酸的，又甜甜的。

我刚住下两天，“衡阳”号就接到

命令要去执行任务。我明白，保卫祖

国是军人的使命。我对张启信说：“不

影响你工作了，安心去执行任务吧，我

等你！”

一句“我等你”，是我对他的承诺。

1974 年 11 月，我再次来到“衡阳”号。

这一次，在全舰官兵的见证下，我们结

婚了。

婚后的日子，依然聚少离多。1977
年夏天，我怀孕即将临盆，丈夫好不容

易归家陪伴，接到加急电报后又离家归

队。 1979 年春节，他坐了近 30 个小时

的火车刚回到家，又因一封紧急电报匆

匆离去。我还记得，他刚踏进家门，我

就把手中的电报递给他，上面写着：“令

速归，宋。”他没有丝毫犹豫，当天就启

程返回部队。

丈夫常说，舰上是“一个萝卜一个

坑”，每个人都要守好自己的战位。我

理解他，也支持他，因为我不仅是他的

妻子，也是他信任的“战友”。他在守护

祖国这个“大家”，我要为他守好我们的

小家，让他在舰上安心工作。

在“衡阳”号服役期间，丈夫始终

兢兢业业，把舰上的每一个阀门、每一

个设备都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呵

护。家里留着一箱工作笔记本，上面

的笔记写得工工整整，他常会翻出来

看一看。

1984 年，丈夫服从组织安排转业。

那时，他已经在“衡阳”号上服役了 18
年，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留在“衡

阳”号上。然而，即使转业证已经下发，

直到 1985 年新的机电长上了舰，他才

依依不舍地告别深爱的“衡阳”号。

转业后，丈夫依然保持着军人作

风，工作一丝不苟。我们家卧室里有台

电视机，盖着一块红布。这不是一块普

通的红布，是他在“衡阳”号上用过的遮

阳窗帘。还有一把淘汰下来的铁皮卷

尺，他也留作纪念。在我看来，这把卷

尺就像他的为人一样，严谨又内敛。

退休后，丈夫对人民海军的发展一

直非常关注。一次，一档电视节目对衡

阳 舰 执 行 亚 丁 湾 护 航 任 务 进 行 了 报

道。丈夫看完后，高兴地念叨了好几

次，愈发流露出想登上衡阳舰看一看的

愿望。

2021 年 10 月，丈夫因病离世。临

终前，他念念不忘的还是“想回新的衡

阳舰看一看”。这一次，我带着丈夫的

遗愿，登上了战舰，希望大海能捎去我

对他的无尽思念。

有幸登上衡阳舰，我看到了蓝色的

大海，看到了雄伟的“大船”，也看到年

轻的战士像老一辈“衡阳”号舰员那样

钻机舱、摸管道，爱护我们的军舰，心里

非常欣慰。我想，能够替丈夫来看看威

武的衡阳舰，是对他在天之灵的告慰。

希望年轻的水兵们能传承一代代海军

老兵的精神，带着他们的心愿，驶向更

远的深蓝。

（严斌、周浪整理）

原海军“衡阳”号护卫舰机电长张启信去世3年后，他的遗孀黄丽华受邀

登上海军衡阳舰，完成丈夫的遗愿，并为官兵讲述他们与“衡阳”号的故事—

蓝色大海上的深深眷恋

今年 3 月，因为要制作一期庆祝新

中国成立 75 周年的节目，衡阳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和我们取得联系。节目脚

本中，原海军“衡阳”号老兵张启信的故

事让我们非常感动，产生了邀请老人上

舰和官兵交流的想法。

查阅脚本相关史料时，我们在网络

上看到“衡阳”号舰长撰写的一篇回忆

文章，发现评论区第一条就是“张启信”

写于 2018 年 6 月的留言：“军舰陪伴近

20 年，见证了我热血沸腾的青春岁月，

也注定我不能给予爱人更多的关怀和

陪伴，但她一直给我理解，为支持我的

工作默默奉献。”继续往下翻看评论，又

看到一条今年 1 月的留言：“看到我家

老兵张启信的留言，我不禁热泪盈眶，

深深怀念我们夫妻为了海军事业相互

支持、克服困难的日子。”

这时我们才遗憾地发现，原来张启

信已经离世。我们报告舰领导后，联系

了衡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找到张启信

的妻子黄丽华的联系方式，邀请她上舰

和官兵交流。后来黄阿姨说，接到电话

后，她激动得几天没睡好觉，因为终于

能为丈夫完成夙愿了。

今年国庆节期间，黄阿姨得知衡阳

舰返港，特意退掉去海南旅游的机票，

坐火车来到我们的驻地。为了这次交

流，年过七旬的她还在火车上准备了发

言稿。交流现场，黄阿姨讲得很细致、

很生动，大家都被这对老夫妻对海军、

对“衡阳”号的深情所感动。黄阿姨说，

能成为一名军嫂，她一直都觉得很光

荣、很幸福。因为没有军人在前方的守

护，哪有百姓在后方的安宁。

中午在舰上餐厅就餐时，炊事班特

意加了一盘炒土豆丝。为什么要加这

盘菜？黄阿姨在交流中提到，丈夫转业

后，家中都是他做饭。黄阿姨吃得清

淡，喜欢吃土豆、白菜，可丈夫却常笑呵

呵地跟她开玩笑：“哎哟，对不起，做不

了！”

“他在舰上近 20 年，当年出海时吃

得最多的就是容易保存的土豆和白菜，

以至于‘吃到不想再吃了’。”说到此处，

黄阿姨虽然是一脸笑意，但眼角的一抹

晶莹，我们都看得见。

这次上舰，黄阿姨特意带来丈夫的

“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在“衡阳”号服

役的纪念章，以及他曾在舰上用过、一直

珍藏的“英雄”牌钢笔，都捐给了衡阳舰

荣誉室。老兵和家人对军舰的眷恋和牵

挂、对海军发展的期冀和祝福，让我们深

深感动，更激励着我们要赓续老一代舰

员的血脉，践行“忠诚、精武、卓越、勇毅”

的舰训，向着深蓝奋勇前行。

老兵的期冀 永恒的守望
■海军衡阳舰某分队分队长 王凯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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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黄丽华（中）与海军衡阳舰战士合影。

图②：张启信服役期间留影。

图③：海军衡阳舰开展训练。

图④：海军衡阳舰赴远海执行任务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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