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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再 回 军 营 时 ，闫 寒 已 穿 上“ 孔 雀

蓝”。

11 月 8 日，黑龙江省军区综合训练

队组织队列会操。偌大的操场，新招录

文职人员和下半年入伍新兵各占一半。

“同志们，转体要干脆，不要拖泥带

水。抬头挺胸，口号要响，要在气势上

先压倒对方。”

闫寒曾在驻港部队服役。作为文

职集训队班长，队列考核前他做了周密

安排，下决心要在文职、新兵大比拼中

“扛红旗、拿第一”。

两张“新面孔”，两支“生力军”。今

年，黑龙江省军区将他们安排在同一时

段、同一地点，一起“加钢淬火”。

“既然来到集训队，首先
要当好一名‘战士’”

“我们赢了！”激烈比拼后，闫寒所

在的班果然被评为“队列标兵班”。

“要的就是这股精气神。”文职集

训队队员，有 16 人当过兵，全部拥有学

士 及 以 上 学 历 ，多 人 获 得 各 类 奖 项 。

尽管身有所长、“光环”加身，但在队长

代晓东看来，“无论他们过去如何，既

然 来 到 集 训 队 ，首 先 要 当 好 一 名‘ 战

士’。”

近年来，省军区系统文职人员占比

越来越重。对他们的培养，该省军区从

上到下都有一种认识：“必须浸上‘军

味’。”

“ 正 步 走 ，摆 臂 练 习 ，1，2—— 敬

礼！”对着镜子，文职人员陈修琪一口气

练习了好几个队列动作。板寸、迷彩、

紧致的脸颊肌，看着镜中的自己，他嘴

角含笑。

陈修琪说，经过两个多月的集训，

大家黑了瘦了，也都变得健壮了。刚开

始，还有人在意肤色、体重的变化，到了

后来，大家更加在意的是“内在”变化。

综合训练队有个龙虎榜。多次带

新兵的新兵连连长张宇轩，往年很少为

更新榜上排名而操心，可是今年他必须

安排专人盯着这件事。

“‘条令标兵’‘内务标兵’，你争我

夺，屡易其主。训练成绩，接连有人创

破纪录，这都催促着我们去及时更新。”

李炎桀毕业于理工类大学，做事很

有条理。没承想，集训队的一日生活制

度和周表月计划刷新了他对“规矩和秩

序”的认识，“这里的工作安排就像解析

数学方程一样，步步条分缕析，环环紧

密相扣。”

“每天晚上观看《新闻联播》，文职

人员和新兵轮流登台，谈感受、讲认识，

掌声不断；每逢周末集体活动必有拉

歌，你一首我一曲，满是欢声笑语；抗联

精神、北大荒精神、铁人精神……国防

教育课，精彩纷呈，贯穿全程。”

当记者问起他的变化时，李炎桀

说：“总觉得自己之前太懒散、好拖延，

现在已有战士印记，令行禁止、立说立

行。”

“一群人，一条心，还有
什么干不成”

“部队是一个让我魂牵梦萦的地

方，所以在退役 15 年后我选择报考文

职。瞧我这么一个‘老兵’都不怕，你有

什么克服不了的……”

一个 20 岁，一个 35 岁。新兵吴勇

君竟与文职人员王晓增成为好友。

“严格的管理、艰苦的训练，难免

会让年轻的心产生波动。”王晓增说，

15 年 前 ，他 初 到 部 队 时 也 曾“ 水 土 不

服”，是班长的开导让他转变心态，迅

速融入。没想到的是，他的心路历程

在 15 年 后 ，也 成 了 打 开 别 人 心 门 的

“钥匙”。

“一群人，一条心，还有什么干不

成？”集训队，有你追我赶，也有互帮互

助。许多文职人员和新兵结成帮扶对

子，相约一起拼搏，共同进步，携手迈好

军营“第一步”。

谈起体能训练，3 公里跑曾被文职

人员刘子轩视为“不可逾越的高山”。

“起初，我的 3 公里跑成绩是 22 分

30 秒 ，在 所 有 文 职 人 员 和 新 兵 中 垫

底。每次发榜，我都不好意思去看成

绩。”

“只要你不放弃自己，这个世界就

不会辜负你。”体育专业毕业、曾在地方

当过篮球教练的新兵曹瀚，给了刘子轩

奋起直追的勇气。

做好体能储备，让体能极限点向后

移；跑姿要规范，呼吸要有节奏……结

成帮教对子后，曹瀚为刘子轩量身打造

了一整套科学训练计划，还陪他一起加

班训练。

如今，刘子轩的 3 公里跑成绩已进

入 14 分钟以内。训练成绩再发榜，也

有了他站在前列、昂首围观的身影。

旌旗猎猎，口号阵阵。训练场上，

文职人员和新兵沟通交流、互帮互促。

代晓东说，这场景就像一种无声的

宣告：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起从“新”出

发！

“不管处在哪个岗位，都
得把自己打造成一块钢”

“我的丈夫在海军服役。虽与他相

隔数千里远，可每当听到营区里的军号

声，又觉得我俩近在咫尺。”

庞小涵是集训队中唯一的女文职

人员，也是一名军嫂。对于军人的牺牲

和奉献，她有着更深的体会。

“以前，我会抱怨丈夫回电话晚，或

者不懂浪漫。有了新兵连的经历，我更

了解了军营生活，也更明白了自己该如

何才能更好地成为丈夫的战友。”

“文职人员到底肩负什么使命，又

该如何履职？其实，一开始答案并不清

晰。”文职人员刘俊肖说，当初，他报考

文职就抱着一个朴素的想法——穿上

迷彩，像军人一样荣光。

直到一次，身为退伍老兵的父亲在

电话中问道：“你们文职人员也要摸枪

吧 ？ 你 要 好 好 练 ，要 紧 时 ，得 冲 得 上

去。”这番话给了他触动。

“父亲都退役好多年了，却依然保

持着军人的作风，尤其是军人生而为战

的思想深深扎根他的脑海。”

“能战”“止战”“胜战”“备训”，几乎

是集训队教官每天都会讲到的话题，这

也在不停地叩打着刘俊肖的内心：“既

入军营，如何才能不负这身‘孔雀蓝’？”

11 月中旬，集训队首次组织实弹

射击。那个周末，刘俊肖把成绩告诉家

人。尽管他的打靶成绩并非全队最好，

但在视频通话中，父亲欣慰的笑容给了

他莫大的鼓舞。

“刘俊肖，到！”“张逵平，到！”……

晚点名，集训队操场上，新兵和文职人

员的答“到”声此起彼伏。

刘俊肖说，从父亲、教官，还有一起

训练的战友身上，他看到了部队的变和

不变，更明白了时代大潮中“孔雀蓝”应

该肩负的使命任务。在军营这座火热

的“大熔炉”中，不管处在哪个岗位，都

得把自己打造成一块钢。唯有如此，才

能更有底气和战友们一同答“到”。

上图：文职人员和新兵“对子”获得

比武名次后双双佩戴红花。

吕衍海摄

同答一声“到”
—黑龙江省军区组织新招录文职人员与入伍新兵同步集训记事

■田国庆 本报特约记者 乔振友 记者 吕衍海

本报讯 陈可欣、特约记者龙礼

彬报道：“一九二七年，来了救星毛委

员，带来工农革命军，三湾改编换新

颜……”近日，三湾改编纪念广场，一

首《三湾来了毛委员》拉开江西省永

新县 2024 年冬季“村晚”节目初选帷

幕。嘹亮的歌声、欢快的鼓点，让游

客饱享当地乡土文化大餐的同时，也

接受了一场入心入脑的红色教育。

年初，吉安市有 4 地入选 2024 年

全国“四季村晚”示范展示点：井冈山

市茅坪镇神山村、永丰县龙冈畲族乡

龙冈社区入选全国春季“村晚”示范

展示点，安福县洋门乡嘉溪村入选秋

季“村晚”示范展示点，永新县三湾改

编景区入选冬季“村晚”示范展示点。

“编排节目中，我们就地就近取

材取景，融入大量红色元素。”该市领

导介绍，吉安是一片红色沃土，素有

爱党拥军传统。在对唱山歌、民俗巡

游、非遗展示等环节，巧妙安排革命

传统故事、红色旅游介绍，已成为当

地“村晚”亮点。

唱 山 歌 、跳 畲 舞 、打 糍 粑 ……4

月 11 日，永丰县龙冈畲族乡龙冈社

区 春 季“ 村 晚 ”在 该 乡 红 色 广 场 举

行。畲族群众载歌载舞，展示民俗文

化，让游客目不暇接。广场上的红军

雕塑和英烈墙，吸引人们驻足拍照。

游客们表示：“这里的‘村晚’又红又

火，真是不虚此行！”

“村晚”火遍沃野乡村。半个月

前，吉安县的“大地欢歌迎盛世·四

季村晚话国防”主题晚会落下帷幕。

谈及观演，许多群众意犹未尽。“吉安

渔鼓道情”《送郎当红军》、小品《咱当

兵的人》等节目更是给人们留下深

刻印象。

吉安县人武部领导介绍，他们协

调县委宣传部、县文化广电旅游局和

县采茶剧团设计“村晚”红色元素，在

歌舞剧、诗朗诵中加入革命诗词，还

将我国先进武器装备描绘在“村晚”

鲤鱼灯上，让群众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的同时了解国防知识。

吉安军分区领导表示：“群众在

哪里，我们的工作就要跟进到哪里。

‘四季村晚’舞台已成为开展红色文

化宣传、全民国防教育的生动课堂。”

上图：游客参观永丰县龙冈畲族

乡“村晚”举办地。 汤继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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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没有水源，无法采用接力水

带灭火，请立刻做好预案调整……”近

日，山西省长治市 12 个县（区）人武部

组织防火推演训练，目的是检验民兵专

业分队建设成效。

有一次，盘秀山区一处林木因雷击

引发山火。火借风势，迅速蔓延。接到

险情报告后，长治军分区迅速启动应急

预案，命令附近县区人武部收拢民兵应

急分队，向火场机动。

到达现场后，参与灭火的指挥员犯

了难。“火场位于深山，地形复杂，道路

不通，灭火装备拉不上去。并且，风向

变幻不定，火苗四处乱窜，让救援人员

无法找准主攻方向。”

一边是火势持续蔓延；另一边是大

量人员装备集结，却无法靠近作业。怎

么办？他们也只能等到风力减弱后，才

展开行动。

最终，山火被扑灭了，可每一个救

援人员心里都窝着火。

这一次，还是那片火场，他们再次

出击。

“一线由直升机取水压制火头；二

线由民兵和地方救援力量对过火山林

进行清理；三线组织工程车辆开辟隔离

带。”根据现地气象数据和地理信息，屯

留区人武部研究火情，敲定救火方案。

有了之前的救援经验，各单位对现

地情况自然熟悉不少。可是，为什么在

上次救援时，没有动用直升机、气象水

文等力量？

“不是不想动，是没得动。”长治军

分区领导说。之前，有关人武部对辖区

动员潜力调查不深不细，没能立足新兴

产业编强民兵专业队伍，缺乏与之配套

的预征预储机制，导致关键时刻手段不

够、力量不强。

“在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那次

山火之后，军分区紧盯短板弱项，持续

跟进指导有关县区深挖潜力，下大力气

编好直升机、无人机、道桥抢通等民兵

专业分队，并及时调整训练计划，加快

任务能力形成。

“直升机和无人机可能会相互干

扰。如此多的军地力量，若配合出问

题，会造成混乱……”救援行动展开时，

一些人道出担忧。

“搞训练也是为了查找问题。如

果 瞻 前 顾 后 ，到 了 关 键 时 刻 ，问 题 可

能会更多、形势会更被动！”现场指挥

员带头做好风险评估，进一步细化救

援方案。

决心确定后，指挥员部署任务：上

党区人武部协调指挥直升机等第一梯

队救援力量，从附近水库取水压制火

头；襄垣县人武部出动无人机，配合地

方应急力量组成第二梯队，采取扑打压

盖、无人机投放灭火弹等方式扑灭余

火；屯留区人武部指挥工程机械等第三

梯队力量，现地开辟隔离带。

没多久，直升机吊来“天上之水”，

无人机“指引”灭火弹轰炸火源，轰鸣的

工程车辆推出隔离带……救援人员表

示：“如此救援才给力！”

复盘总结时，军分区领导说：“练兵

备战没有捷径，编建练每一步都得走扎

实。”

“练兵备战没有捷径”
——山西省长治市加强民兵专业分队建设的一段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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