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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耀演兵场

记者探营

特别关注 潜 望 镜

带兵人手记

“张宇昕，出列！从此刻起，你的

名字与前辈同在！”前段时间，北部战

区空军某旅“红旗汽车连”组织了一场

特殊的入连仪式。在挂满锦旗的荣誉

室，刚下连的战士被正式列入连队人

员名录。

2023 年，卢宣宇、胡俊……

2022 年，尹明辰、姜博还……

看着电子屏上逐年滚动的人员名

单，该连干部陈霄威一脸的欣慰：“人人

建档备案，再也不怕有人漏掉了！”

缘何有此感叹？

原来，2020 年 9 月，该连举行建连

70 周年庆祝活动，应邀归队的老兵刘

更臣盯着连队官兵名录一遍遍确认，他

发现 1960 年入伍的战士里，唯独少了

周建民。

“周建民是在战场上立过功的，怎

么能把他漏了呢？”看到老兵失落的目

光，陈霄威既羞愧又懊恼。连荣誉室建

成已有 10 年，这份名录一直留存在这

里。那些年代久远的官兵的名字，很少

有人留意，那些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故

事，更是鲜为人知。

“周建民现在在哪里？”同样的问题

问了一圈，在场所有人都摇了摇头。

老兵无惧牺牲，只是怕被遗忘。“一

定把周建民找到！”庆祝活动结束时，陈

霄威向刘更臣郑重承诺，“就算有一天

我离开了连队，也会接着找下去。”

一场寻人之旅就这样开始了。陈

霄 威 查 阅 历 史 档 案 惊 讶 地 发 现 ，从

1950 年建连至今，连队共有 1952 名官

兵，由于年代久远，还有 302 名官兵的

姓名和身份尚未得到确认。

不是一个周建民，而是 302 个“周

建民”！

怎么找到他们？

陈霄威想到了第 12 任连长欧阳启

金。1978 年，连党支部提出“爱车、守

纪、安全、节约”8 字诀，后被确定为汽

车兵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在全军范围内

推广。在老兵群体中，欧阳启金拥有很

高威望，在他的帮助下，一张巨大的寻

人网络迅速搭建起来。

最先被找到的，是老兵宗爱勤。

“我清晰记得与宗爱勤初次见面时

的场景。”连队文书盛鑫回忆道，“老人

就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高兴得像

个孩子。”

盛鑫说，虽然连史里有一些关于

宗 爱 勤 的 记 载 ，但 听 到 亲 历 者 的 讲

述，还是格外震撼：1953 年，宗爱勤与

战友入朝参战。一次执行任务途中，

他所在的“尖刀排”遭遇敌人炮击，飞

溅 的 玻 璃 碎 片 将 他 的 脸 划 出 一 道 道

伤口。宗爱勤没有丝毫畏惧，驾车全

力冲锋……

随着寻访的深入，不断有老兵被找

到，一段段惊天动地的战斗经历由此被

还原、一个个感人肺腑的奋斗故事浮出

水面。然而，令人心焦的是，始终没有

周建民的消息。

有一次，听说周建民可能在山东潍

坊某地生活，陈霄威委托休假的官兵前

去查找。几经周折，最终找到的却是一

位与周建民同名同姓、年龄相仿的转业

干部。

“ 老 兵 ，是 联 结 过 去 与 现 在 的 纽

带。”那段时间，陈霄威多次在日记本

上写下这句话。在大项任务压茬推进

的重压之下，不少人劝他先把寻人的

事放一放。可是，每到夜深人静之时，

想到还有那么多战友杳无踪迹，他就

难以入睡。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老兵

加入寻人之旅。经过多方打听，终于在

一年多后得到一条好消息——周建民

依旧健在，居住在江苏徐州。

再次听到“红旗汽车连”，周建民眼

睛湿润了。原来，来到连队刚满一年，

周建民就外出执行任务。归队后，他把

总结好的驾驶经验分享给战友，便因家

中变故匆匆退伍。

重回老连队，周建民动情地讲起

那 一 代 汽 车 兵“ 珍 惜 荣 誉 、英 勇 战

斗 ”的 故 事 ，官 兵 们 无 不 为 革 命 前 辈

的 英 雄 事 迹 深 深 感 动 。 临 走 时 ，老

人 依 依 不 舍 ，特 意 把 自 己 的 军 功 章

留给了连队。

寻找周建民画上了句号，但寻找其

他老兵的脚步没有停止。如今，一个个

“周建民”早已演变成一种精神符号，对

连队官兵产生深远影响。

曾有一段时间，该连长途机动途

中 ，物 资 装 卸 效 率 始 终 较 低 。 受 革

命 前 辈 战 斗 故 事 激 励 ，他 们 成 立 了

攻 关 小 组 ，历 时 3 个 月 ，经 过 4 次 改

进 ，终 于 成 功 研 制 出 一 款 新 型 托 盘

车 ，使 装 卸 载 实 现 了 无 依 托 、集 装

化 。 后 来 ，这 项 成 果 被 战 区 空 军 推

广应用。

近年来，该连官兵持续苦练精研，

至今连队已安全行车 74 年，官兵人均

掌握 3 到 5 种车型驾驶技能，90%的同

志参加过重大演训任务。

记者了解到，经过 4 年多的努力，

截至目前，连队名录里缺失的 302 名官

兵，已找到 267 名。

“一个都不能少，我们还会接着找

下去。”采访结束时，聊起还未找到的

35 名 老 兵 ，该 连 一 名 战 士 脱 口 而 出 ，

“过去，前辈们敢立潮头扛红旗，创造了

属于自己的荣誉；今天，我们接过红旗，

奋力续写新的篇章。”

寻找“周建民”，还在继续……

寻找“周建民”：一个都不能少
■康佳伟 本报记者 宋子洵 特约记者 刘汉宝

前不久的一个深夜，我在查铺查哨

时发现中队值班室还亮着灯，文书小王

正在加班。只见他熟练运用图片编辑软

件，将证件照上的警衔由中士改成了二

级上士。

“证件照怎么能这么处理？”我立即

上前制止。

“时间太紧了，来不及现拍……”小

王一脸无奈地道出实情。

原 来 ，证 件 照 上 的 战 士 是 前 段 时

间 确 认 留 队 的 班 长 王 凯 。 他 晋 升 警

衔 后 便 直 接 前 往 院 校 培 训 ，没 来 得 及

拍 摄 新 的 证 件 照 ，而 机 关 要 求 基 层 官

兵 马 上 提 交 证 件 照 ，小 王 只 好 出 此 下

策 ：“ 虽 然 每 次 晋 升 警 衔 后 ，中 队 都 会

组 织 统 一 拍 摄 证 件 照 ，但 少 数 同 志 因

为 在 外 执 行 任 务 等 情 况 没 有 拍 成 ，一

时 又 不 方 便 外 出 补 拍 ，只 能 先 这 样 将

就一下。”

小王的解释听起来好像有一定道

理，我却觉得这样做并不妥，不仅违反了

有关规定，而且对战士本人也是一种不

尊重——在晋升警衔的高光时刻，竟然

没有留下一张照片。

大家都说，人生最美是军旅。但出

于保密原因，火热的军营生活并不能被

时时记录下来。此前为退役士兵制作纪

念相册时，不少战士找不到一张合适的

单人照，徒留很多遗憾。

想到这里，我心里打定了主意。第

二天午休时间，我取出相机，设置好灯光

和背景，叫来之前错过统一拍照的战士，

为他们补拍证件照。晚上，我又召集中

队的摄影爱好者和宣传骨干，讨论如何

在遵守保密规定的前提下，尽量给中队

每一名官兵多拍些照片。

看 着 大 家 兴 高 采 烈 的 样 子 ，我 心

生 感 慨 ：虽 然 表 面 上 看 是 几 张 照 片 的

事 ，但 背 后 隐 藏 着 做 好 经 常 性 思 想 工

作 的 大 课 题 。 对 官 兵 的 合 理 诉 求 ，一

定 要 积 极 回 应 和 努 力 解 决 ，切 不 可 简

单 粗 暴 地 拒 绝 。 就 像 拍 照 ，其 实 在 规

定 范 围 内 仍 可 以 尽 量 满 足 官 兵 期 待 ，

就看我们愿不愿做了。

由补拍证件照想到的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工兵中队干部 戴柏权

“工兵排的优秀率提高了 13%，工兵

连的优秀率提高了 10%……”看着手中

的成绩单，第 81 集团军某旅作战保障科

李参谋高兴地告诉记者，最近一段时间

以来，通过旅里探索的集约化组训模式，

合成营与兵种营实现了优势互补，小特

专业成绩进步明显。

这一改变，要从几个月前说起。

在一次任务中，该旅合成营工兵排

整体表现不佳，只有下士许欢带领的破

障 二 组 发 挥 正 常 。 事 后 复 盘 ，许 欢 坦

言，自己曾在兵种营工兵连学习锻炼，

得到了其专业骨干的倾心帮带。合成

营党委一班人闻之深受启发，立即与各

兵种营协商，选派更多专业骨干前去跟

训，同时邀请兵种营的技术能手到营里

辅导授课。

这一做法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在训

练中，合成营小特专业组训更加系统，官

兵的专业水平也有明显提升。不仅如

此，在不久后的一次对抗训练中，合成营

的工兵排与兵种营的工兵连互为对手，

前者的表现明显强于后者。

这一结果引发官兵热议，有人直呼

“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有人认为兵种营

工兵连帮教兄弟单位花费了过多时间

精力，反而耽误了自己。对此，工兵连

韩连长不以为然。深入分析对抗过程，

他发现，连队官兵在处置特情方面扣分

较多，面对“敌情”时工程作业效率大幅

降 低 。 因 此 ，在 他 看 来 ，工 兵 连 的“ 落

败”另有原因：平时训练过于追求书本

上的制式流程、规范动作，忽略了实战

应用与协同。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该旅领导陷

入沉思：在合成营，小特专业受到编制岗

位少、教练员短缺等因素制约，在专攻精

练上有所欠缺，但更注重与其他兵种力

量协同行动，因此遭遇特情时，往往能正

确应对处置；而在兵种营，小特专业骨干

力量强、装备器材多，对本专业钻研很

深，但平时训练大多“单打独斗”，所以在

兵种协同上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只有打破小特专业之间的建制壁

垒，才能真正促进实战水平提升。”为此，

该旅将合成营小特专业整建制纳入兵种

营进行集中合训，利用兵种营的优质资

源展开专长化任教。与此同时，遴选带

教骨干，将合成营小特专业官兵扎实的

战术素养、丰富的临机处置经验分享给

兵种营，探索走开互学互教、共同提高的

方法路子。

记者在该旅最近组织的实战化训练

中看到，对相同背景下的破障行动，兵种

营与合成营工兵专业的战士都有自己的

独到见解。他们相互取长补短，集智攻

关，时而合力通过防步坦混合雷场，时而

分散突破不同进攻路线上的障碍，大大

加快了大部队的行进速度。

第 81 集团军某旅探索小特专业集约化组训模式—

打破建制集中训 互学互教共提高
■杨鹏飞 本报记者 韩 成

一个周末，第 71 集团军某旅某营

赵 排 长 心 烦 意 乱 地 在 宿 舍 里 来 回 踱

步 。 桌 上 放 着 一 周 的 检 查 情 况 和 即

将上报的问题清单，他几次拿起笔又

放下：哪些问题该写？哪些问题可以

略过？

“如实报告不行吗？”列兵小王看排

长如此纠结，索性建议道。赵排长还

是举棋不定，皱着眉头说起自己的为难

之处。

今年初，为进一步提升正规化建

设 水 平 ，该 营 党 委 围 绕 规 范 战 备 、训

练、工作、生活秩序拟制《日常检查实

施 细 则》，并 每 周 安 排 一 名 排 长 组 织

对照检查。

值班第一天，赵排长就在坦克连

宿舍发现，战士小张的内务柜里存放

一份内部资料，属于违规行为。按惯

例，这一情况要上报到营党委，并在管

理工作讲评时进行通报。坦克连连长

得知情况后，便和赵排长打起了“感情

牌”：“教导员上周刚强调保密工作，这

周我们连就出问题，影响太坏了，能不

能通融一下……”

赵排长左右为难：如果同意连长的

请求，那么检查走了过场，失去了意义；

如果不同意，显得不近人情，况且下一

周轮到坦克连负责检查，不如“做人留

一线，日后好相见”。思忖再三，赵排长

选择了妥协。

没想到，“口子”一开，后面的事情

就变得不可控了，赵排长一检查出问

题，总会有人找上门来说情，最后登记

本上只剩下一些无关痛痒的小毛病。

结果，有一天，上级机关到该营检查，指

出多个安全隐患，他自然难辞其咎。

“抓得松了，挨领导批；盯得紧了，

得罪战友。这个活儿，难干啊！”赵排长

无奈地摇摇头，叹息道。

向来性格直爽的小王有一说一：

“排长，您平时经常教育我们要坚持实

事求是，怎么轮到自己就动摇了呢？检

查通报是为了把问题隐患消灭在萌芽

状态，这也是为单位建设和大家着想。

我相信，只要坚持原则、不遮不掩，肯定

会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望着小王

清澈的眼神，赵排长羞愧地低下了头，

向营里作出如实汇报。

营干部会上，此事引发了大家的讨

论。有人觉得，既然是内部检查，发现

问题私下提醒一下就够了，没必要通报

批评；有人则持不同意见，认为在问题

苗头面前，眼里不能揉沙子，更不能“板

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否则养痈遗

患，就会“小洞不补，大洞吃苦”。

双方各执一词，教导员最终“一锤

定音”：“检查督导的目的是解决问题、

推动工作，既不能将发现问题视为检查

人员的成绩，也不能把通报批评当作连

队的负担，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搞

变通’！”

会上，该营进一步细化有关规定，

明确可以立即整改的小问题以批评教

育为主，而与备战打仗紧密相关、带有

普遍性倾向性的重要问题，必须予以

通报批评。同时，对检查人员履职尽

责情况进行定期讲评，对开展工作不

认真、作用发挥不明显的，进行严肃追

责问责。

新规一出，变化立显。如今，在该

营，担负检查任务的干部骨干严格按照

规定开展工作，帮助大家提前发现问

题、整改问题，推动营队各项秩序逐渐

正规起来。前不久，上级组织紧急拉

动，该营因反应快、用时短、人员物资齐

整受到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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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近日，陆军某

部组织官兵赴某地域开

展红蓝实兵对抗训练。

图为隐蔽埋伏。

余世杰摄

下图：11 月 12 日，

新疆军区某团组织迫击

炮分队开展实弹射击训

练。图为发射瞬间。

杨 龙摄

该连官兵在荣誉室参观老兵们捐献的物品。 徐浩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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