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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某海域风急浪高、暗流

涌动。海军某基地机动救捞中队潜水

员龚标穿戴好潜水装具，一头扎进深

海里。

这是该中队官兵第一次在该海域潜

水。按照他们的传统做法，遇到急难险

重任务，经验丰富的潜水员要勇于“下头

水”。作为中队的骨干，龚标义不容辞。

海 水 的 刺 骨 冰 冷 很 快 透 过 潜 水

服，遍布龚标全身。随着下潜深度的

不断增加，阳光逐渐“退场”，水下变得

漆黑一片。置身其中，让人感到莫名

的恐惧。

龚标没有害怕，他知道水面之上，

一级军士长霍成哲一直在关注着他的

动向，默默守护。

他俩是一对师徒。龚标刚入伍时，

他在岸上看着霍成哲下水执行任务；时

光流转，如今的龚标已能独当一面，代

替师傅担起“下头水”的重任。

“哗——”直到龚标完成任务浮出水

面，霍成哲才彻底放下心来。看着徒弟

憨厚的模样，霍成哲的思绪一下子回到

了 15 年前。当时，新兵龚标刚下连，霍

成哲拍了拍体格健壮的龚标心里乐开了

花：“真是个当潜水员的好苗子。”

第一次接触，龚标对霍成哲也产

生了一种莫名的亲近感。在他眼里，

这位荣誉等身的“潜水前辈”没有任何

架子，处处表现出老大哥一般的亲切

随和。

可走上训练场，霍成哲就像变了

一个人，对龚标要求非常严格。一次

水下作业，潜水员要在水中保持平衡

状态，不能上升也不能下沉。一开始，

龚标怎么也找不到门道，霍成哲一遍

遍示范，一旦发现他动作稍有偏差就

要求重新来过。

“有没有什么高效便捷的办法？”龚

标觉得对不起师傅，试探地问道。

“没有！”霍成哲眼睛一瞪，斩钉截

铁地回答。龚标不敢多言，只好继续埋

头苦练。

严 师 出 高 徒 。 在 霍 成 哲 的 帮 带

下，龚标逐渐掌握了各种潜水技巧，成

长为一名合格的潜水员。战友们说，

龚标执行潜水任务时的一招一式，平

时生活中的举手投足，都颇有霍成哲

的影子。

时间过得真快，如今龚标已入伍

15 年 ，霍 成 哲 即 将 达 到 最 高 服 役 年

限。两人的师徒情深，是中队一茬茬潜

水员接续传承的生动写照。

这个中队官兵不多，“牛人”可不

少：一级军士长霍成哲、周忠河、王立志

被誉为“水下尖刀”，在数十年的军旅生

涯中，为单位建设发展作出了突出贡

献；已经成长为骨干的龚标、张涛、潘瑶

等“中生代”潜水员，多次执行重大任

务，获得上级的表扬和认可；最近几年

入伍的新兵，有好几个开始崭露头角。

今年底，霍成哲就要退出现役。作

为中队资格最老的兵，他心头反而升起

一股紧迫感：在余下的时间里，他要把

自己的全部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

轻的潜水员。

这天，中队潜水员齐聚一堂，围绕

“争做‘水下尖刀’，扛起如山重任”主题

开了一次讨论会。大家畅所欲言，纷纷

提 到 有 关 潜 水 员 培 养 的“ 变 ”与“ 不

变”——

“不畏生死、敢于担当的精神永远

不能变。”一级军士长周忠河说，随着潜

水装备越来越先进、保护措施越来越可

靠 ，有 的 年 轻 同 志 开 始 信 奉“ 唯 装 备

论”。但潜水的风险是始终存在的，必

须让他们明白，没有挑战未知、直面生

死的勇气，是干不好这一行的。

“带兵方法要变，必须与时俱进。”

这是龚标的切身体会。他说，如今的年

轻战士个性鲜明、头脑灵活、见多识广，

一些传统的带兵方法对他们已不适用，

需要因人施策，扬其长、避其短，充分发

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在创新革新上多下

功夫。

龚标话出有因。他平时组训发现，

在为年轻战士传授潜水技能时，他们总

爱问几个“为什么”。一次整理打捞设

备时，一名新兵直言不讳点出了整个流

程的不合理之处，并提出改进建议。龚

标据此进行了调整，工作效率果然提升

了不少。

轮到年轻的潜水员发言，他们的观

点反而有些“传统”。比如战士王军杰

认为，无论形势任务如何变化，带兵人

的“身教”永远重于“言教”。

他说，自己刚到中队时，每次经过

宿舍走廊，看见宣传栏上身边典型的

丰 富 履 历 和 先 进 事 迹 ，都 会 心 生 向

往。有段时间，因为家人生病，他工作

训练变得心不在焉。“渴望军营建功”

和“打算退役回家”两种念头的纠结，

让这个年轻士兵陷入了两难境地。

龚标看出王军杰的异样，没有多说

什么大道理，而是经常陪在他的身边，

一起训练和散步。“在我最无助的时候，

班长就像一束光，为我照亮前方的路。”

王军杰话里透着感激。最终，经过与家

人沟通，他决定继续留在部队好好干，

立志成为像龚班长那样的人。

上等兵王世川忘不了自己第一次

深潜的情景。“尽管平时训练，征服过这

个深度，但真正一个人在公开水域下

潜，还是会感到紧张。”王世川的这种感

受，几乎每一名潜水员都曾有过。为确

保安全，一级军士长王立志临时决定，

与他一起下水。

有了老兵陪伴，王世川悬着的心

终于放了下来。他一边仔细回想平时

的训练流程，一边跟着王立志操作，直

到王立志转身向他伸出大拇指——代

表“任务成功”的手势。

“在咱们中队，老兵们对年轻同志

的影响，体现在方方面面。”讨论中，王

世川接着讲起龚标参加潜水专业技能

比赛的故事。

“打绳结”是潜水员的必备技能，说

简单也不简单。为了备战这一课目，龚

标除了正常训练，中午也不休息，抓紧

加练，一次次模拟各种应用场景。那段

时间，他的手被磨得伤痕累累。

“一想到龚班长的手，我就明白，没

有谁能随随便便取得成功，必须付出异

于常人的努力。”王世川说，相信在不久

的将来，类似“下头水”这样的任务，不

再是骨干们的“专属”。

采访进行到这里，记者不禁向霍成

哲提出一个问题：“年底退出现役，你能

放心地离开吗？”

霍成哲爽朗一笑：“有什么不放心

的？传承接续有来人，战友们一定会比

我做得更好。”

深夜，与记者结束聊天后，龚标伏

案写下一句话：“以前只要师傅在，大家

就有了主心骨；现在师傅就要退役了，

我和其他骨干一定跑好属于自己的这

一棒，培养帮带出更多出色的潜水员。”

这场深海的接力，浪花会记得所有

的誓言。

左上图：该中队潜水战位长张涛

（左一）为潜水员讲解装备使用技巧。

曹宏洋摄

近日，记者走进海军某基地机动救捞中队，感悟潜水员的内心世界——

深海接力：浪花记得所有誓言
■本报记者 毕笑天

记者探营

“全部命中，通过‘神枪手’评定！”

监考人员宣布成绩后，我下意识地望向

场外，看到班长李世诚正冲我竖起大拇

指。这一刻，我知道，我与班长的约定

终于实现。

记得下连之初，当得知自己所在连

队素以培养“神枪手”闻名时，我便在心

里立下一个目标——早日成为一名“神

枪手”。

说来也巧。不久后，在一次射击考

核中，我用 5 发子弹打出了 50 环的成

绩。看着靶纸，我暗中窃喜，觉得自己

很有射击天赋，能来到这样一个“神枪

手”辈出的连队，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一天，得知上级即将组织精度射击

课目群众性比武，我跃跃欲试。鉴于平

日训练成绩优异，班长专门为我向连队

争取了一个参赛名额。

然而，第一次参加比武的我，顿时

感到赛场氛围与平时训练截然不同。

一想到与自己同台竞技的都是其他连

队的训练尖子，我不免压力倍增、心跳

加速，导致每次扣下扳机都很慌乱。结

果可想而知，我的第一次比武就这样草

草收场了。

回到连队，我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觉得自己对不起连队、有负班长的期

望。自我怀疑中，成为“神枪手”的决心

也开始动摇。

一次训练间隙，班长来到我的身边

鼓励道：“男子汉大丈夫，不能被一次挫

折打倒。既然明确了目标，就要勇敢地

去实现。成为一名‘神枪手’，不仅要瞄

准射击场上的靶子，更要瞄准军旅人生

的靶子，努力争取一击命中！”

我听懂了班长话里蕴含的哲理，当

即立下“军令状”：一定要在下次比武中

证明自己。为了帮我提高射击成绩，班

长与我结成对子，还为我量身制订了强

训计划。

对梦想的渴望越强烈，前进的脚步

越坚定。训练场上，我不断自我加压：

不仅据枪训练时间加倍，还在每个周末

进行长跑训练，提升肺活量，解决运动

射击呼吸急促的问题。每次实弹射击

训练后，我主动找班长一起分析弹着

点，查缺补漏，总结提高……

经过一段时间的锤炼，我变得越发

沉稳了，射击成绩一直保持在“高位”。

由于表现突出，我被连队推荐参加上级

组织的“神枪手”评定。

考核前夜，班长递给我一个笔记

本。展开捧读，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我

拼搏奋进的点点滴滴。我边看边流泪，

翻到笔记本最后一页，只见上面赫然写

着一句话：“心中有目标，子弹有方向。”

此时无声胜有声。无需太多言语，

那一刻，我知道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做。

第二天，我内心平静地走上射击

场，全然没有之前的紧张。俯卧、装弹、

瞄准、击发，随着一声声枪响，靶标全部

命中。最终，我以满环的成绩顺利通过

“神枪手”评定。

“心中有目标，子弹有方向。”班长

在笔记本上留下的那句话，一直激励着

我。如今，新修订的《军事体育训练大

纲》施行，连队掀起新的训练热潮，我和

班长再次约定：比一比，看谁先通过军

事体育特级评定。班长愉快地接受了

挑战。这一次，他将和我一样，向自己

的体能极限发起冲击。

星光不负赶路人。我想，只要心中

有目标有方向，始终保持奋发的状态、

冲锋的姿态、拼搏的心态，就一定能不

断突破自我，遇见更好的自己。

（张育源、单雷捷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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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营故事

“ 核 验 通 过 ，请 合 理 安 排 外 出 行

程，按时归队！”“是！”一个周末，信息

支援部队某部下士小李迎着朝阳，独

自 走 出 营 门 。 他 满 脸 笑 意 地 告 诉 笔

者：“以前周末请假外出，还得提前约

战友同行，现在可以独自外出，方便了

许多！”

笔者了解到，上一版共同条令明确

规定：战士在休息日和节假日外出时，

通常 2 人以上同行。于是，“找同伴”成

了战士们周末请假外出前的必经环节。

新条令施行后情况有了改变。一

天下午，该部机关宣讲团走进基层连

队 ，为 官 兵 作“ 新 条 令 、新 亮 点 ”宣 讲

解读，当听到将“士兵外出通常 2 人以

上同行”调整为“义务兵外出通常 2 人

以上同行”，军士外出不再要求 2 人同

行 时 ，战 士 们 鼓 起 了 掌 。 这 意 味 着 ，

军 士 周 末 请 假 外 出 再 也 不 用 为 找 同

伴发愁了。

“ 新 修 订 的 共 同 条 令 ，对 涉 及 官

兵切身利益的问题进行了调整优化，

我 们 必 须 用 好 政 策 ，把 好 事 办 好 ，提

升官兵的幸福感、获得感。”该部领导

介 绍 ，近 段 时 间 以 来 ，他 们 积 极 部 署

开展“条令法规学习月”活动，将条令

修 订 的 新 内 容 、体 现 的 新 思 想 、提 出

的新要求逐一梳理出来，通过组织政

策 宣 讲 、讨 论 交 流 等 方 式 ，围 绕 重 要

改 点 深 化 学 习 理 解 。 随 着 各 项 利 好

规定得到严格贯彻落实，官兵们感受

到实实在在的便利。

“放宽了约束，并不代表想干什么

就能干什么。”该部机关一名参谋说，

军士周末请假外出无需结伴同行是基

于信任，越是这样，大家越应该严格自

律、慎独慎微，坚决防止违规违纪问题

发生。

外出无需结伴 个人更应自律
■邢云龙 盛家豪

营连日志

新闻前哨

连日来，第 72 集团军某旅组织应用爆破训练考核。图为官兵利用就便

器材制作爆破装置。 覃星凤摄

近 日 ，陆 军

某旅组织新兵入

连 仪 式 ，大 家 对

今后的军营生活

充满期待。

赖 坤摄

海军某部某连的官兵都知道，炊事

班班长刘增裕是个有心人，平时靠着一

支“烂笔头”，把连队官兵的个人情况牢

牢记下。

前不久，一次夜间训练结束后，下

士 李 珈 企 拖 着 疲 惫 的 身 体 刚 回 到 帐

篷 ，便 收 到 刘 增 裕 送 来 的 一 碗 面 条 。

惊 讶 之 余 ，他 突 然 想 起 这 天 是 他 的 生

日 。 听 着 战 友 们 的 祝 福 ，李 珈 企 深 受

感 动 。 第 二 天 走 上 训 练 场 ，他 浑 身 充

满了干劲。

后来大家才知道，刘增裕把连队每

个人的生日都记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

上，一有空就拿出来翻翻。

经过允许，笔者打开笔记本，发现里

面记的内容五花八门：战友的个人喜好、

各大菜系的烹饪要领、官兵反馈的意见

建议……

谈起记笔记的初衷，刘增裕的回答

让人感动：“服务好每一名战友。”

那年，刘增裕来到炊事班。为了让战

友们吃好吃出健康，他主动征求大家的意

见。结果，众口难调，得到的反馈莫衷一是。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刘增裕

把每个人喜欢的口味、爱吃的菜品都记

了下来，按照科学膳食搭配原则制订菜

谱。从那以后，食堂的饭菜广受欢迎，大

家对炊事班的评价越来越高。

一次，该连来到海边驻训。随着训

练强度增大，加之天气炎热，官兵们食欲

不振。刘增裕为此很是苦恼，他拿着笔

记本到处取经。经过一番调研学习，他

研究出一份新菜谱，烹饪的饭菜既营养

又清火，让战友胃口大开。

“好伙食能顶半个指导员。”刘增裕

深谙其道，他开动脑筋，结合官兵在不同

训练场景的用餐情况，总结出一套饮食

保障方法。除此之外，谁想念“家乡的味

道”，谁生病需要调整饮食等等，他都想

办法给予满足。

炊事班工作压力大，作息不规律，经

常从早忙到晚。但刘增裕始终牢记自己

是一名战斗员，饭菜做得好，训练也不能

落下——备餐间里，他在大勺前面挂上

水壶模拟据枪；在食材仓库，经常见他扛

着米袋练习力量……刘增裕在笔记本里

记下每天的训练情况，督促自己必须完

成预定计划。这就不难理解，为何他每

次参加军事体育考核，成绩都能排在连

队前列。

当上炊事班班长后，刘增裕笔记本

里记的内容更多了：小张性格比较内向，

要 像 兄 长 一 样 关 注 他 、关 心 他 ；小 赵

3000 米跑进步了 10 秒，要及时鼓励，帮

他坚定信心；小李容易冲动但内心要强，

与他相处要注意方式方法……

有感于刘增裕的细心周到，指导员

给他的笔记本取了一个名字：“爱连日

志”，称赞他爱连如爱家、视战友如家人。

置身三尺灶台，每天与锅碗瓢盆、柴

米油盐打交道，刘增裕乐此不疲。在连

队不久前举办的“士兵讲堂”上，刘增裕

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随着纸张的翻动，

一个个爱兵故事娓娓道来。

炊事班长的“爱连日志”
■黄 煜 本报特约通讯员 夏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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