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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我起身穿上大衣下楼，等待

列兵李天普一同前往弹药库站岗。扑

面而来的风裹挟着初春的寒意，仿佛

长了眼睛一般，使劲往身体里钻，一下

子赶走了困倦。

睡眼惺忪的李天普一出门就打了

个寒颤，我上前确认他有没有添加好衣

物。到达弹药库，我们登上哨楼二楼。

我仔细检查整理着装，摸到口袋里装着

几片发热贴。

“肯定是王文韬放进来的。”我不禁

心头一暖。王文韬是班里一名上等兵，

刚入伍时自诩“年轻火力旺”，因为站

岗、训练不注意及时增减衣物，没少被

我批评，我还把家中寄来的护膝塞进他

的储物柜。当兵一年多，如今他领悟到

“知冷知热”不仅是穿衣之道，也是战友

间的关爱之举。

“过来，李天普！”我不由分说撕开

发热贴，贴在他的腰腹部。“谢谢班长，

暖和多了！”李天普红扑扑的脸上漾出

笑容。

握紧手中的枪，我挺直腰板，远处

的群山在空旷的夜幕中若隐若现。一

眨眼，我担任班长已经 6 年了。常服胸

前的“荣誉墙”上，镶着两颗“星星”的

“班长管理职务略章”提醒着我，在“温

暖”中一路走来，也要将这份“温暖”传

递下去，在高原边防点亮“星光”。

2016 年，一个阳光灿烂的冬日，从

一所职业学校毕业的我，站在了新疆军

区某团新兵入团仪式的队列里。听接

兵干部说，我们要去的单位叫“勇猛顽

强英雄团”。入伍就能加入一个英雄集

体，我的心里满是期待。

入团仪式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的口号中结束，我和新战友跟随“红七

连”的连旗走进连队。荣誉室里，“勇猛

顽强、决战到底”的连魂映入眼帘，满墙

的英雄画像让我们深受震撼。

一个展柜前，我们的目光被一把砍

刀吸引——刀身已经发黑卷刃，刀尖也

已折断。

“这是当年兰州战役沈家岭战斗

中，咱们连队的战士使用过的砍刀。”班

长告诉我们，战斗打到最后一道防线

时，全连仅剩不到 30 人，官兵们个个表

示“誓与阵地共存亡”。就这样，弹药打

完就上砍刀，没有一个人后退半步。“这

把卷刃的砍刀，就是连魂最好的诠释。”

班长说。

我的心中也高扬起一面旗帜。然

而，身在步兵连队，在训练场看到其

他 连 队 战 友 学 习 操 作 一 些 我 没 见 过

也叫不上名字的装备，还是难免心生

羡慕。

训练场上，班长提议来一场据枪比

赛，调动我们的训练热情。我的枪管上

吊着一块砖，枪口左摇右晃。再看看班

长，枪管上吊着 3 块砖，即使汗珠掉到

睫毛上，枪口也稳稳的。

我打心眼里佩服他，也开始明白

为什么他能成为“优秀射手”。此后，

我 在 训 练 场 上 和 班 里 战 友“ 较 起 了

劲”，一定要比他们练得多、比他们速

度快。渐渐地，我的成绩“走”出了班，

“走”出了连队。

不过，那时的我还不到 20 岁，训练

之余总会想家。“我们是边防军人，要学

会舍得。脱下军装，是眼前的潇洒；穿

上军装，就要看得到家国与边关。”班长

的话，让我若有所思。

“我要走了，要退伍了。”班长的语

气很平静，但我能感受到他言语间的不

舍。他离队时，我郑重地对他说：“班

长，你放心，我一定会成为像你一样的

班长！”班长没说什么，只是朝我比了一

个大拇指。

军事训练成绩优秀的我，顺利留

队。为了把我培养成一专多能的“兵

教头”，连队多次派我参加上级组织的

集训比武。记得第一次参加的是反坦

克火箭筒操作集训，连长反复叮嘱我：

“在外集训就是代表连队，不要丢人！”

我对连长说：“‘红七连’的兵，到哪都

是好样的！”

集训生活“三点一线”，每天累到沾

床板就能睡着。我将连魂写在纸上，贴

在上铺床板下方，每天一睁眼看到那 8
个字，就感觉又充满力量。结业那天，

当火箭筒尾焰喷薄而出，我以五发全中

的成绩受到上级表扬。后来，那张写着

连魂的纸被我带回连队，贴在床板上，

继续陪伴我冲锋。

那年冬天，全师组织射击比武。靶

场设在山谷之间，是典型的“风口袋”。

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我环顾四周，

参赛的战友们神情凝重，眼神中都透露

出对胜利的渴望。当然，我也是其中一

个。

我眯上眼睛，把食指塞进嘴里“预

热”。随着一声口令，我拉动枪栓，瞄

准靶牌……枪声过后，我站上了最高

领奖台，荣立三等功。

当然，一帆风顺从来不是生活的主

基调。也是在那一年，我遇到军旅生涯

最大的遗憾。参加一次国际军事比武

集训时，我在高强度的负重训练中因重

心不稳摔倒在地。脊椎错位的诊断结

果，让我与国际军事比武无缘。

回到宿舍，战友们安慰的话语，让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一位战友递给我

热腾腾的毛巾，让我敷在脸上，说这样

晚上会睡得香一些。毛巾盖在脸上的

瞬间，感觉热气顺着毛孔让全身都暖烘

烘的。

抹 掉 泪 水 ，生 活 还 要 跑 步 前 进 。

第 二 年 ，我 当 上 了 班 长 。 很 快 ，随 着

团队转型，新装备陆续列装。出于信

任，连队将新装备课目示范的任务交

给我。

面对高科技装备，我还是有些本领

恐慌。白天在场地实际操作，夜晚抱着

说明书钻研，遇到不懂的难题就打电话

求助厂家……渐渐地，我和战友们研究

出一套组训方法，得到验收组一致肯

定，连队被评为“试点先进单位”。

2024 年，是我当班长第 5 年，我们

再次来到高原。上级下达的演训任务

提前，意味着高原习服时间缩短，训练

计划要进行调整。

“晚上组织小练兵！”熄灯号刚响，

我 一 把 将 躺 在 床 上 的 王 文 韬 拽 了 起

来。当时，入伍不久的王文韬，体能成

绩在及格线徘徊。

我将氧气瓶打开放氧，确保他们加

练时不会出现缺氧头晕的情况，接着拿

起训练器材加入他们。多次上高原的

我很清楚，上高原是“骨头”硬一分，危

险困难就少一分。体能搞好了，患病的

几率就会少一些。

随着演训任务临近，连队弥漫着紧

张的气息。夜晚，我发现列兵黄荣军躲

在角落偷偷抹眼泪。白天的模拟训练，

他作为连队通信兵，因操作失误导致连

队没有及时到达指定位置。

第二天，我们在沙暴中展开训练，

黄荣军一遍遍在嘈杂环境中“屏气凝

神”。只有在训练中模拟最真实的战

场 环 境 ，才 能 在 实 战 中 发 挥 应 有 作

用。黄荣军的心理承受能力还有所欠

缺，我希望通过针对性训练提高他的

抗压能力。

动员会上，对于哪个班受领演训中

的主攻任务，一时没有结论。我站起来

喊了一声：“交给我们班！”连长一眼扫

过手上贴着膏药的王文韬，王文韬见状

立马站起来：“连长，我肯定行！”

受领任务后，黄荣军连夜把设备擦

了好几遍，裤兜里露出半截皱巴巴的信

封。刚上高原时，连队组织寄家书活

动，黄荣军写完后，还没有寄出去。后

来他告诉我，想等着自己有了好成绩，

再写信告诉父母。

考核当天，一番胶着之后，我们成

功完成上级安排的主攻任务。演训任

务结束，大家脸上都添了一抹高原红。

回到驻地，连队开展高原驻训纪念品进

荣誉室活动。在全连官兵注视下，王文

韬捧着一双穿烂的作战靴，把它放入展

柜中。

作战靴静静地躺在那里，无声地讲

述着连队新的奋斗故事。我的身旁，一

张张年轻的面孔上，坚毅的眼神中闪烁

着如高原晴空透亮的光芒。

（许立超、本报特约通讯员高群整理）

图①：新疆军区某团高原驻训期间

组织登山训练。 杨骁光摄

图②：杨鑫飞（右三）讲解据枪要领。

图③：杨鑫飞（右）讲解车辆维护保

养常识。

图④：杨鑫飞（左三）在训练间隙和

战友谈心。 舒 凡摄

图⑤：杨鑫飞的勋表。 李会翔摄

制图：扈 硕

在高原边防点亮“星光”
■新疆军区某团二级上士 杨鑫飞

谢顾问：

我是一名下士，原来的目标是在单

位踏踏实实干工作，争取带新兵、当班

长。最近，连队组织新年度学兵选送摸

底，希望把我培养成业务骨干，推荐我去

学习无人机操作技能。由于外出培训时

间较长，可能会错过演习演训等大项任

务，学成回来还要从“零”起步。我比较

纠结，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下士 小 李

小李：

你好！我很理解当你的个人目标

“撞”上连队规划时的困惑。我担任指

导 员 时 ，连 队 里 的 战 士 也 有 类 似 的 经

历。

那一年，连队配发了新装备，上级

要组织较长时间的新装备培训。战士

小 王 原 本 申 请 了 带 新 兵 任 务 ，想 积 累

带 兵 经 验 。 可 连 队 安 排 他 参 加 培 训

时，他欣然接受。在他看来，新装备培

训机会难得，一旦错过了，在业务上就

掉了队，“个人的目标可以先放一放，

以后还会有带新兵的机会”。后来，小

王 凭 借 出 色 的 业 务 能 力 当 上 班 长 ，第

二年带上新兵。

个人的追求和目标可以称之为“小

我”，集体的建设发展可以称之为“大

我”。马克思说过：“集体主义不会遮蔽

个人价值，而会为个人成长搭建更广阔

舞台”。“小我”和“大我”是辩证统一的，

“小我”服从“大我”、融入“大我”，“大

我”保障“小我”、升华“小我”。从战士

小王的经历可以看到，把个人“小算盘”

融入连队“大棋盘”，同样能实现军旅梦

想和人生价值。

人 生 ，由 一 个 又 一 个 选 择 组 成 。

步 入 军 营 ，小 到 学 习 训 练 ，大 到 成 长

进 步 ，总 会 遇 到 这 样 那 样 的 选 择 。 选

择 的 结 果 ，往 往 基 于 站 位 的 高 度 和 眼

界的广度。在部队改革转型的历史进

程中，很多部队千里移防、结构重组，

广 大 官 兵 从“ 大 我 ”的 高 度 摆 脱“ 小

我 ”的 局 限 ，实 现 了 部 队 战 斗 力 的 大

幅提升。

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在单位建

设 的“ 大 棋 盘 ”上 ，人 人 都 是“ 车 马

炮”。只要立足本职、各展其长，就是

在 为 战 斗 力 提 升 添 薪 助 力 。 其 实 ，摆

在你面前的并不算一道选择难题。你

的个人规划是带新兵、当班长，说明你

是 有 上 进 心 的 战 士 ；连 队 想 培 养 你 成

为 业 务 骨 干 ，应 该 是 看 中 了 你 身 上 的

成长潜力和积极进取的工作态度。两

个目标，在本质上并不冲突，都有利于

个 人 成 长 ，也 有 利 于 连 队 建 设 。 你 可

以 将 自 己 的 想 法 如 实 向 连 队 反 映 ，同

时进一步了解连队对你的评价和培养

方向，帮你看清身上的潜能和优势，进

而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一 滴 水 放 进 大 海 才 不 会 干 涸 ，一

个人把自己和集体融合在一起才最有

力 量 。 那 一 年 ，连 队 参 加 实 兵 对 抗 训

练 。 在 陌 生 地 域 ，一 个 临 时 战 斗 班 组

奉 命 前 出 执 行 侦 察 任 务 ：气 象 员 实 时

测 量 风 速 风 向 ，机 务 手 操 控 设 备 吊 装

无 人 机 ，飞 控 手 操 作 摇 杆 不 断 调 整 起

飞方向……每个人都在各自战位上协

同 作 战 ，让 无 人 机 在 复 杂 环 境 下 顺 利

完成任务。整个战斗班组因此立功受

奖 ，每 名 组 员 因 业 务 精 湛 都 受 到 表

扬。在实现“大我”的过程中，“小我”

的价值也得到了彰显。

强军路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强

军事业，为每名官兵提供了施展才华的

舞台。当个人理想抱负融入强军实践

的广阔天地，在融入“大我”中成就“小

我”，就一定能书写精彩的军旅华章。

（第80集团军某旅组织科干事 慕

佩洲）

当个人目标“撞”上连队规划

“遭敌电磁干扰”“迅速采取反干

扰措施”……近日，陆军某旅防空兵模

拟训练专修室内，随着指挥员一声令

下，列兵杨晋博快速锁定，成功命中目

标。走出模拟舱，训练评估报告随即

生成，教练员根据数据结果给出训练

指导意见。

这 是 该 旅 利 用 模 拟 训 练 提 升 新

兵能力素质的一幕。“杨晋博下连仅

几个月，便具备了独立完成实弹射击

任务的能力。”该旅领导介绍，新兵下

连后，专业训练全面展开，险难课目

接踵而至，一些新兵难以适应。为帮

助新兵顺利度过“第二适应期”，该旅

在调研论证基础上，决定把模拟训练

作为深化新兵专业训练的重要手段，

按照“先模拟后实装、先技术后战术”

的思路，推开“理论+实操”“模拟+实

装”“考核+复盘”的组训模式。他们

区分步兵、炮兵、防空兵等不同专业，

建成多个模拟训练专修室，训练内容

几乎涵盖旅现有装备，并利用声光、

虚拟现实等技术手段构设逼真的战

场环境，让新兵在近似实战环境中加

速能力生成。

“以往，新兵学完专业理论便直

接进行实装训练，不仅装备操作不熟

悉影响训练质效，协同训练更是难上

加难。”该旅作训科科长介绍，除了构

设逼真的实战环境，他们还利用模拟

训练设备，把指挥、情报、打击等要素

纳入其中，构建一网联训的“模拟演

训场”，将单一装备独立训拓展为多

种装备协同训，并采取以老带新、结

对帮教的方式，助力新兵快速提升打

仗能力。

模 拟 训 练 缩 短 新 兵 成 长 周 期 。

据 了 解 ，该 旅 新 兵 专 业 训 练 成 绩 较

往年同期明显提升。该旅还计划将

荒 漠 、高 原 等 多 个 场 景 应 用 到 模 拟

训 练 中 ，为 提 升 新 兵 综 合 作 战 能 力

打下基础。

“模拟训练”缩短新兵成长周期
■严子昌 蒋雨铖

3月 14日，新疆霍尔果斯市人武部举办欢送新兵仪式。图为预定新兵体验

边防巡逻。 狄 凯摄

3月 14日

军媒视窗

“ 手 榴 弹 使 用 课 目 短 板 实 现 突

破。”陆军某旅“钢铁电话连”新兵刘泽

威在班长郭帅带领下，对照自己上个

阶段的短板弱项进行补差训练。经过

两周针对性强化训练，刘泽威的手榴

弹使用课目成绩从原先的不及格达到

了良好。

“新兵在不同训练周期暴露的短

板同样是宝贵的训练数据，及时记录

可以做到‘对症下药’。”该旅领导介

绍，为帮助新兵下连后顺利度过“第二

适应期”，他们在建立新兵训练数据库

的基础上，把每个人存在的短板课目

与差距原因转化为“短板数据”详细记

录，提高训练针对性。

笔者了解到，“短板数据”是一种

浅表记录向深度分析的转化，有助于

动态分析每名新兵的训练弱项，帮助

教练员更加准确地制定个性化补差

计划，优化组训方式，提升新兵训练

质效。

笔 者 在“ 短 板 数 据 库 ”看 到 ，每

名 新 兵 的 训 练 档 案 清 晰 详 细 ：体

能 、战 术 、射 击 等 课 目 成 绩 实 时 更

新 。 某 营 文 书 介 绍 ，每 次 训 练 结

束 ，他 们 将 课 目 阶 段 测 试 的 成 绩 同

步 上 传 ，其 中 薄 弱 环 节 用 红 色 重 点

标 记 ，绿 色 代 表 已 经 达 到 优 秀 的 课

目 ，蓝 色 则 是 对 出 现 下 滑 的 课 目 做

出 预 警 ，形 成“ 训 练 — 评 估 — 优 化 ”

闭环。

新兵韦小夏的“短板数据”显示，

他在战术基础动作训练中，因蹬地不

实，低姿匍匐阶段耗时较长。班长化

身“专属教练”，通过视频回放对韦小

夏的动作进行逐帧分析，为其量身定

制分解动作练习、增强上肢力量及核

心训练、模拟考核心理抗压的“三步强

化法”。一个月后，韦小夏的成绩达到

优秀。

此 外 ，该 旅 还 对“ 短 板 数 据 库 ”

进 行“ 可 视 化 ”升 级 ：“ 训 练 雷 达 图 ”

可 以 直 观 展 现 新 兵 在“ 力 量 、耐 力 、

速度、敏捷、协调性、柔韧性”等 6 个

身 体 维 度 的 素 质 强 弱 ，“ 训 练 折 线

图 ”及 时 分 析 每 个 周 期 的 短 板 补 差

状 况 。 郭 帅 介 绍 ：“ 通 过 直 观 的‘ 短

板数据’反馈，新兵们自我加练的热

情 更 高 了 ，骨 干 们 组 训 的 思 路 也 随

着细化调整。”

“ 杨 洋 的 专 业 成 绩 拉 低 了 总 成

绩。”副班长卢炳华发现新兵杨洋近

期训练热情不高，通过分析他的“训

练折线图”，发现杨洋在体能成绩上

持续走高，但一到专业成绩，曲线呈

“V”形波动。调查后他得知，一直是

新兵班体能尖子的杨洋在专业训练

时屡屡碰壁，对自身的能力水平产生

怀疑，心理上出现落差。卢炳华调整

训 练 重 心 ，对 杨 洋 的 短 板 课 目 进 行

“补课”，同时发挥其体能优势，让他

担任体能“小教员”，实现特长与补差

“双驱动”。

自“短板数据”评估模式引入以

来，该旅新兵训练质效有效提升：基础

课目优良率较往年同期提高 15%，补

差周期缩短 10 天，90%的新兵在“第二

适应期”考核中达到良好以上。

“短板数据”找准新兵训练难点
■刘益涵 宋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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