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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脚下，寒风瑟瑟。阳光透过

窗 子 ，洒 在 第 81 集 团 军 某 旅 某 连 一

面 鲜 红 旗 帜 上 ，印 在 其 上 的 燕 山 猛

虎“徐国栋班”8 个大字熠熠生辉。

走近这面旗，笔者看到，上面布满

不同笔迹的签名。

“大家都习惯称这面旗为‘班旗’，

每当战士在大项任务中表现突出或在

比武中取得名次，我们都会组织他们

在旗上签名。”“徐国栋班”班长袁青山

告诉笔者，“这面旗，激励我们成长奋

进。”

前不久，在战友们见证下，上等兵

黄 强 龙 在 班 旗 上 郑 重 签 下 自 己 的 名

字。入伍以来，这是他第 3 次获此殊

荣。再次站在“班旗”前，黄强龙想起

自己刚下连时，时任班长郑喜讲的关

于“徐国栋班”的故事——

1964 年，在全军大比武中，班长徐

国栋带领全班战士，以过硬的技术、高

超的战术获得高度评价，全班被中央军

委授予“徐国栋班”荣誉称号。自此，这

个班有了另一个美名：燕山猛虎。

60 多年来，徐国栋老班长“敢创敢

超”的精神始终激励着一茬茬战士奋

勇前行。黄强龙也在这种精神力量的

感召下，不断成长进步。去年冬天，该

旅举办军事体育运动会，黄强龙一举

打破两个课目纪录，并在年底荣立个

人三等功。

战士们常说，在“班旗”下听过故

事的人，都会不经意间成为新故事的

主角。“班旗”就像一团火，点燃大家的

奋斗激情。

那一年，该旅组织创破纪录比武，

原“徐国栋班”班长、现任排长邹大健

获得全旅军官全能第 3 名。谁能想到，

这名优秀军官也曾经表现欠佳。

10 年前，邹大健入伍来到“徐国栋

班”。在第一次建制班五公里武装越野

中，他因没能跟上队伍，拖了班里后腿。

这让一向争强好胜的邹大健深受打击。

“ 遇 到 一 点 困 难 就 退 缩 ，永 远 不

会成功。”一天，有着“枪王”之称的老

兵王闯将邹大健带到“班旗”前，为他

讲 述 了 自 己 当 年 参 加 步 枪 专 业 比 武

的 经 历 。 那 时 ，王 闯 一 没 基 础 、二 没

参 赛 经 验 ，但 是 为 了 取 得 参 赛 资 格 ，

他每天负重据枪，经常一练就是几个

小时……最终，王闯不仅入围决赛，还

夺得集团军第一名。

听着王闯的故事，凝望“班旗”，邹

大健深受触动。

从那以后，邹大健开始自我加压：

体能不达标，背着沙袋跑 8 公里；上肢

力量差，一天举弹药箱数百次……功

夫不负有心人，邹大健一一补齐短板

弱项，最终成长为旅里的训练尖子。

近年来，随着现代战场环境日趋

复杂，战争制胜方式也发生着重大变

化。面对越来越高的技战术要求，“徐

国栋班”战士们意识到：要想成为一名

出色的现代化步兵，不仅要有过硬的

体能素质，更要有聪明的头脑。

去年驻训期间，“徐国栋班”接到

通 知 ，参 加 旅 队 组 织 的 班 战 术 抽 考 。

面对全新作战背景和复杂战场环境，

很多战士感到信心不足。

“要发扬‘敢创敢超’精神，不能被

困难吓倒。”受领任务后，班长袁青山

将大家带到“班旗”前，开展教育动员。

受到“班旗”的感召，全班战士开

启了“加速模式”——不懂理论，他们

搜集查阅大量资料，学习专业知识；不

熟悉操作，他们虚心请教专业人士，反

复实践探索，直到彻底掌握……

抽考当天，经过昼夜连贯作业，“徐

国栋班”出色完成既定任务。载誉归

来，袁青山带领全班战士，在“班旗”上

依次签名。在他看来，以这种方式记录

每一次进步，是对战士们最好的激励。

“老班长们用‘敢创敢超’精神铸

就了‘徐国栋班’的闪亮名片，年轻同

志要赓续发扬优良传统，接力奋进。”

该连干部杨延茗告诉笔者，近年来，新

兵来到“徐国栋班”的第一件事，就是

向“班旗”报到；每次参加比武、执行重

大任务归来，大家都要到“班旗”前分

享收获和体会……一茬茬战士用顽强

拼搏、团结进取的战斗精神和出色成

绩，为“班旗”增光添彩。“班旗”也激励

一批批“徐国栋班”战士成长成才，并

记录下这个过硬集体的强军足迹。

“新时代的‘燕山猛虎’，高歌向明

天……”又是一个艳阳天，“徐国栋班”

的战士唱响班歌。此刻，暖阳照耀下，

“班旗”显得格外鲜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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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庆新，第二名！”前不久，武警广

东总队广州支队一场刺杀对抗比武落下

帷幕，听到自己的成绩，某中队中士杨庆

新颇感失落。

此 刻 ，他 脑 海 中 浮 现 出 上 次 参 加

刺杀对抗比武的场景——凭借过硬技

能，自己一路过关斩将，夺得冠军。这

次比武，战友们都对他充满信心，认为

冠 军 非 他 莫 属 ，可 结 果 让 大 家 大 失 所

望 。 坐 在 返 营 的 车 上 ，杨 庆 新 感 觉 脸

上火辣辣的。

车子停在营区门口，杨庆新低着头

走下来，直奔中队长吴立都的房间：“中

队长，我在上次比武倚仗的两大‘秘笈’，

这次都被对手破解了……”

看到杨庆新情绪低落，吴立都拍了

拍他的肩膀，带他一起分析丢冠原因。

决 赛 对 手 名 叫 张 运 鑫 。 这 个 名

字，杨庆新并不陌生。上次比武，张运

鑫 在 前 几 轮 就 被 淘 汰 。 此 次 赛 场 相

遇 ，杨 庆 新 暗 自 庆 幸 ：“ 战 胜 他 岂 不 是

‘小菜一碟’？”

较量开始，木枪的碰撞声与两位选

手的厮杀声相互交织。杨庆新满怀自

信，熟练运用早已烂熟于心的招法。然

而，几招过后，杨庆新发现，无论他如何

出招，对方不仅能一一化解，还能在防守

中发起反攻。几轮对抗过后，杨庆新逐

渐陷入劣势。最终，张运鑫凭借全新招

法将他击败。

杨庆新到底输在哪儿？吴立都带

着杨庆新和中队几名教练员来到张运

鑫 所 在 中 队 请 教 ，发 现 这 个 中 队 对 上

次比武的每一场比赛都进行了高清录

像，而后逐个对手、逐幅画面分析其技

战 术 ，寻 找 破 解 招 法 。 作 为 去 年 比 武

冠 军 的 杨 庆 新 ，更 是 他 们 的 重 点 研 究

对象。

揭开谜底，杨庆新等人恍然大悟，吴

立都却并不满足：“我们输给了刻苦钻

研、持续进步的对手，更输给了沉醉过

往、止步不前的自己。”为此，他专门组织

中队官兵围绕“日常训练如何克服自满

心态”展开讨论。

“赛场上没有常胜将军，一定要紧盯

对手之变。”找到失利原因的杨庆新首先

上台发言。事后，他借鉴张运鑫所在中

队的做法，将录像分析引入日常刺杀训

练，并组织官兵开展分组对抗，在对抗中

查找短板不足，研究创新招法。

一 时 间 ，该 中 队 兴 起 钻 训 研 训 之

风。各课目教练员纷纷展开新训法探

索，大家的训练日记越写越厚，中队训练

水平也水涨船高。

杨庆新的争冠之路还在延续。他在

训练笔记本扉页上，写下这样的话自勉：

“战场无亚军，一切为打赢。向着冠军目

标前进，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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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立春，西南边陲的阳光变得有

些炽烈。防空阵地上，面对前来偷袭的

“敌特”分队，我奋力制伏一名“敌人”，

直到耳边传来班长的喝彩：“黄鑫龙，好

样的！”

那一刻，我感到无比欣慰——防空

警报终于不再是我心头的“痛”。

两个多月前，我作为刚选入防空班

的新兵，通过体能、战术等课目训练考

核后，正准备在自己的第一场实战化训

练中大展身手。突然，防空警报响起，

我们快速占领阵地、操作防空装备，一

切进展顺利。然而，当“小股敌人袭扰”

特情突如其来时，面对直冲而来的“敌

人”，我竟慌了神，对班长的抗击指令毫

无反应。

更糟的是，没过多久，上级组织营

队综合演练时，我又一次表现得畏首畏

尾，最终错失战机。从此，“黄鑫龙胆

小”的评价在战友间传开。

大家闲谈时，我总感觉有人对我指

指点点，似乎背上贴了张“胆小”的标

签，压得我这个孔武有力的北方汉子有

些抬不起头来。

这 一 切 ，被 连 队 叶 指 导 员 看 在 眼

里，他主动找我谈心。“小黄，你不是天

生的胆小，那只是面对突发情况时的应

激行为，是正常的心理反应。”叶指导员

说，“知道老兵们是怎么克服的吗？把

恐惧心理掰碎了，揉进每一次训练中。

一名合格的防空兵不仅要专业技能过

硬，心理素质更要过硬！”

心病还得心药医。从第二天开始，

指导员便安排人有意识地对我进行心

理行为训练，防空班训练场上的“画风”

随之一变。据筒瞄准时，耳旁突然响起

“轰炸”和“冲锋”的声音，现场气氛顿时

有了“硝烟味”；战术协同时，树丛里冷

不丁钻出前来袭扰的“敌军”，向我直扑

过来……战友们一边设置“敌情”让我适

应战场环境，一边鼓励我坚定信心、锤炼

胆量。连续几周时间，大家换着法儿帮

助我，我的内心逐渐变得强大起来。

又一次考验很快到来。恰逢休息

日，一阵急促尖锐的警报骤然响起。“防

空警报！”我和班里战友立即从马扎上

弹起，迅速穿戴装具、请领武器装备，奔

向防空阵地。班长带领射手进入战位

后，我钻进草丛中负责警戒掩护，警惕

地观察着周围的风吹草动。

“ 沙 沙 沙 ……”眼 看 灌 木 丛 闪 出 6

个“敌人”，我一边发出警报，一边“开

火”阻击。最终，在指挥员带领下，我们

成功抗“敌”袭扰，于是有了文章开头的

一幕。

“这次防空训练，黄鑫龙的进步很

明显！”复盘会上，指导员当众对我提出

表扬，夸我拥有一颗“勇敢的心”。因为

有了自信，我在后来的军事训练中勇往

直前，被连队评为“训练之星”。跨入新

年度，我立下新的目标：参加实弹抗击

训练，争取一击命中！

（董浩浩整理）

我有了一颗“勇敢的心”
■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列兵 黄鑫龙

1 月下旬，新疆军区某陆

航旅派出运输直升机，赴红山

嘴边防连执行任务。图为连队

官兵向机组人员挥手告别。

肖国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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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些 天 ，笔 者 熟 悉 的 一 名 连 队 主

官 愁 眉 不 展 。 前 不 久 ，他 所 在 连 队 的

一名战士，因违规被机关通报，并在全

连 军 人 大 会 上 作 了 检 查 。 可 没 过 几

天，这名战士又在同一问题上“冒泡”。

这名连主官对此有些不解，明明刚

栽了跟头，怎么就是不长记性？其实，

很多带兵人都有类似困惑：昨天刚敲了

警钟，今天又故态复萌。这种“讲了犯、

犯了讲”的怪圈背后，折射出一个发人

深省的问题——是否只顾着纠正错误，

而没有去深究错误为何会发生，从而进

行有效的整改和规避？

发现错误，开展批评无可厚非。然

而，部分带兵人在落实法规制度过程中

缺乏应有的“温度”，片面推崇“慈不掌

兵”带兵理念，对犯了错的官兵只是处

理问责了之，而不去深究错因。比如，

某连责令违规使用电子产品阅读的战

士检讨反思，却未曾了解这背后是否还

承载着该战士对阅读的热爱？当一个

爱搞发明的战士因不慎损坏公物而受

到指责时，又有多少人注意到他身上勇

于探索的精神？简单地将犯错之人推

上“批判席”、将所犯之错写进检讨书，

看似立竿见影，实则压得住表象，断不

了根源。

古 人 有 言 ：“ 闻 过 而 终 礼 。”纠 错 ，

还须“究错”，才能让人明理知义。某

连 指 导 员 处 理 战 士 违 规 使 用 手 机 时 ，

没 有 止 步 于 批 评 教 育 。 他 了 解 到 ，真

实 情 况 是 这 名 战 士 的 母 亲 患 病 住 院 ，

需 要 每 天 打 电 话 了 解 治 疗 进 展 。 为

此 ，该 指 导 员 特 批 午 休 时 段 允 许 其 使

用 手 机 ，同 时 提 醒 他 严 守 保 密 纪 律 。

当 官 兵 意 识 到 规 则 不 是 冰 冷 的 禁 令 ，

而 是 守 护 集 体 与 个 人 的 护 栏 时 ，自 律

便 从 心 底 生 根 发 芽 。 反 之 ，如 果 一 味

盯着错误不放，不仅不利于纠错，还可

能使当事人产生“破罐子破摔”心理，

造成更多负面影响。

这就要求各级带兵人在纠正官兵

错 误 时 ，必 须 客 观 看 待 其 动 因 、深 入

探 究 其 成 因 ，善 于 发 掘 和 调 动 积 极 因

素 ，使 纠 错 超 越 惩 戒 的 层 面 ，升 华 为

对 灵 魂 的 触 动 。 带 兵 如 育 苗 ，既 要 修

枝 剪 杈 ，更 要 滋 养 根 本 。 如 果 我 们 能

在官兵犯错时多问几个“为什么”，在

执纪过程中多想几次“怎么办”，如何

确保今后“不再犯”，那些常犯的错误

就 会 越 来 越 少 ，官 兵 也 会 知 错 必 改 ，

改则彻底。

纠错，还须“究错”
■郑志明

基层之声

“徐国栋班”战士合影（第二排左二为袁青山、前排左一为黄强龙）。

刘 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