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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战友们，看着你们年轻的面孔，我

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自己刚入伍时的情

景。27 年前，我踏上军旅之路。我先在

驻东北陆军某部当了 5 年兵，后在原第

二炮兵某部服役。

刚入军营时，我有过对寒冷冬季的

不适，有过对紧张生活的焦虑，也有过对

艰苦训练的抵触。尽管第一步走得挺艰

难，但我从没想过放弃。我始终记得离

开家乡时，自己暗下决心“一定要拼出个

样子来”。为此，我每天提前起床整理内

务，利用休息时间学习条令条例，加班加

点训练提高军事素质。

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我成长为

连队骨干，先后担任过新训班长、发射班

长、炊事班长。无论在哪个岗位，都尽快

适应。刚担任炊事班长时，我发现班里

内部关系紧张，秩序不正规，就主动与大

家谈心交心，并严格按照条令条例加强

管理。一个月后，班里的气氛变得融洽，

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工作也受

到连队表扬。

我一直记得新训班长对我说的话，

“军人，见第一就争，见红旗就扛”。当兵

第一年，正赶上上级组织炮兵专业比武，

班长看我各项素质不错，鼓励我参加。

初出茅庐的我有股不服输的劲儿，班长

怎么教我就怎么练。集训 3 个月，我天

天 扛 着 48 斤 重 的 炮 管 训 练 ，练 密 位 计

算、练实弹射击，共发射 34 枚炮弹，全部

命中目标。太累的时候，我也想过放弃，

但想想自己入伍时的决心，还是坚持下

来。最终，我代表团里参加比武，获得第

二名的成绩。

2019 年，我被选拔参加庆祝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阅兵仪式。训练开始后，我

认准一个“练”字，每天绕着训练场跑道

不停地练驾驶，详细记录气温、水温、油

温和胎压变化，经过 3227公里反复试验，

我摸索出发动机的最佳转速。阅兵那

天，我驾驶战车“零误差”驶过天安门时，

内心十分激动，觉得自己的兵没白当。

有人曾问我：“人生最美的 20多年都

献给了部队，没法陪伴家人，值吗？”我的

回答是：“值！爱国报国从来都不只是一

句口号，总要有人坚守信念、默默付出。”

爱国报国从来都不只是一句口号
■火箭军某旅发射营一级军士长 朱纪华

新战友，欢迎加入奋斗行列
——火箭军某部4名军士讲述个人成长经历

男儿有志挥金戈，戎马青春数风流。2022年春季，军营又迎来一批热血
青年。他们怀揣报国热情，在火热军营开启军旅生涯。

有人说，军营是一所学校，能让懵懂青年变为铮铮铁汉。然而，在蜕变

的过程中，会有迷茫和阵痛。今天，我们选登火箭军某部 4名军士成长成才
的奋斗故事，通过他们的分享，帮助新战友们更多地了解军营、更好地适应
军营，让青春在奋斗中闪光，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遵规守纪的前提是学法知规。常有

战友告诉我，他知道什么事情能干、什么

事情不能干，不用再专门学条令法规。

事实并非如此，单凭感觉远远不够。

入伍前，我当过厨师、干过汽修，不

是太喜欢学习。入伍第一年，因训练成

绩突出，我多次被连队评为训练标兵，

但学习一直不积极。直到有一天，连队

组 织 战 备 基 础 课 目 训 练 ，白 天 理 论 授

课，晚上刚熄灯就拉紧急集合。由于没

带齐携行物品受到批评，我一连好几天

无精打采。

连 长 看 出 我 的 心 事 ，找 我 谈 心 。

他 拿 出 我 的 理 论 试 卷 ，上 面 写 着 红 红

的 数 字“52”。 他 说 ：“ 不 学 怎 么 能 做

好 ？”正 是 这 句 话 ，让 争 强 好 胜 的 我 下

定 决 心 ，要 下 一 番 功 夫 好 好 学 习 条 令

法 规 。 从 那 以 后 ，我 认 真 学 习 各 项 规

定 ，严 格 要 求 自 己 。 因 为 在 第 一 年 综

合 表 现 突 出 ，我 被 破 格 任 命 为 纠 察 队

副班长。

回想兵之初，我一开始也不理解班

长为什么时刻要求我们行正坐直，被子

为什么每天要叠得方方正正，一日生活

制度为什么要分秒不差，为什么去趟卫

生间都要请假销假。后来，通过参加连

队组织的警示教育、条令学习以及理论

学习，我才渐渐明白，军队必须要靠法规

制度严格日常管理，军人必须养成服从

命令、听从指挥、令行禁止的作风。

入伍 11 年，我有 9 年是在基地纠察

队工作。我最大的感受是连队建设离不

开每一名同志的努力，你什么样子，连队

就是什么样子。正如《严守纪律歌》中唱

的那样：“人民军队有铁的纪律……令必

行禁必止，自觉凝聚成战斗集体。”军队

是一个战斗集体，未来战争中我们将直

面生与死、胜与负的考验。只有在点滴

养成中强化纪律观念，才能确保在执行

任务时，做到令行禁止，决战决胜。

图①：颜飞在检查维护武器装备。

图②：朱延忠在进行训练。

图③：郭浩在进行实装操作训练。

图④：朱纪华仔细检测发射车故障。

整理人：马 奔、孙建新

制 图：扈 硕

供 图：李 扬、郑 众、胥瀚林、

郭 阳

你什么样子，连队就是什么样子
■火箭军某团警卫防护营二级上士 朱延忠

刚到部队，老班长站成一排欢迎我

们，他们挺拔的身姿、整齐划一的动作，

让我深受震撼。我暗自告诉自己，也要

变得像他们一样威武帅气。

入 伍 不 久 ，就 有 件 事 令 我 非 常 头

疼——叠被子。看着被子在班长手里很

快变成一个标准的“豆腐块”，而我只能叠

成一个软绵绵的“发糕”。一个星期后，连

队组织内务评比，我成了“反面教材”。

晚点名时，排长说：“当兵前，你是什

么样的人别人不知道，当兵后，你想成为

什么样的人你自己知道。”这句话对我触

动很深。我坚信自己一定可以克服困难，

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从那以后，我每天

早上提前起床压被子，用尺子量距离掐

线。一个月后，我成为连队内务标兵。

新兵训练结束，等待我们的是枯燥

的 导 弹 理 论 学 习 ，真 正 的 考 验 这 才 开

始。看着厚厚的教材中全是没有接触过

的符号，我给自己打气鼓劲：“别人行的，

我一定行。”没想到，第一次考试，我就

“榜上有名”。战友们都在进步，我却原

地踏步。认真分析原因后，我给自己制

订了详细的学习计划。有时候一个问题

搞不明白，我就不厌其烦地请教战友，弄

不懂，不罢休。

付出多少，就会得到多少回报。几

个月后，我终于通过严格的理论考试。

同年，我被任命为班长。入伍第三年，我

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2019 年，我有幸选调到基地的新建

单位。第一次等级晋升考核时，我只考

了 800 分，对于导弹操作号手来说，不仅

没有保级还降了一级。这又是一次沉重

的打击。一如既往，我主动请教身边战

友，努力学习新知识。2020 年 6 月，我作

为首名导弹操作号手，成功发射单位第

一枚新型号导弹。

部 队 是 个 大 熔 炉 ，千 锤 百 炼 方 成

钢。我始终相信一句话，军营是我们实

现抱负和价值的舞台，也许努力之后成

功不会很快到来，但它绝对不会缺席。

努力之后，成功绝对不会缺席
■火箭军某旅发射营一级上士 颜 飞

2018 年，我参军入伍，来到陌生又

神秘的火箭军部队。枯燥的生活和高强

度的训练，给我带来巨大的心理落差，让

我一度怀疑自己的决定。

直到有一天，新兵连安排我们参观

导弹发射车，连长介绍：“这就是导弹发

射车，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大国长剑’，是

导弹兵用一生守护的宝贝！”那一刻，我

深深感到，导弹兵的使命是如此神圣而

光荣。

新兵连时，我和战友们比学习、比

训练、比作风。体能有弱项，我就拜体

能 好 的 班 长 为 师 ，单 独 给 自 己“ 开 小

灶”。手上的茧磨掉了一层又一层，胳

膊 肿 得 拿 不 起 筷 子 ，但 我 咬 牙 坚 持 了

下 来 。 我 坚 信 ，付 出 就 有 回 报 。 新 训

考 核 时 ，我 的 名 字 终 于 出 现 在 连 队 龙

虎榜上。

新兵下连后，我主动请缨，学最难的

专业，啃最硬的骨头。我明白，越是困难

越能锻炼人，越是艰险越要向前。

初学专业时，正值深冬季节，部队

在外驻训。为尽快啃下这块“硬骨头”，

我 每 天 晚 上 穿 着 大 衣 ，加 班 加 点 学 原

理、背参数、研电路，每天把不懂不会的

问题记在本子上，第二天再去请教专业

过硬的班长，直到学懂弄通。入伍刚满

3 年，我就成为连队专业训练骨干。现

在回过头来看，当初学专业最难的，是

那些听都没听说过的专业名词。但是，

只要肯下功夫，就没有翻不了的山、过

不去的坎。

2020 年年底，在一次执行任务中，

我有幸被抽选为主操作号手。经验不

足成为我面临的最大挑战。连长看出

我 有 压 力 ，鼓 励 我 要 相 信 自 己 。 他 带

着 我 们 白 天 铆 在 训 练 场 练 操 作 ，晚 上

铆 在 学 习 室 学 理 论 。 经 过 不 懈 努 力 ，

我 的 专 业 技 能 有 了 长 足 进 步 ，圆 满 完

成实弹发射任务，实现了“亲手送导弹

上天”的梦想。

年轻时，选择吃苦就选择了收获。

回首过往，我很庆幸自己选择了奋斗而

不是安逸。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既然

选择了军营，就要奋力前行，收获精彩的

军旅人生。

选择吃苦就选择了收获
■火箭军某旅发射营中士 郭 浩

军媒视窗

解兵忧 笑开颜

“ 军 械 专 业 人 员 集 训 通 知 到

了 ，请 做 好 参 训 准 备 ……”初 春 的

一天下午，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海

岛岸勤处军械员朱君鹏、曹彪接到

通知后，喜忧参半。下岛参加专业

知识集训本是件好事，为何令两人

犯 了 愁 ？ 这 还 要 从 几 年 前 的“ 囧

途”说起。

海岛远离机关，被称为“黄海前

哨”，上下岛交通十分不便。有一年

冬天，两人前往支队机关参加专业

培训，为了赶早班船，凌晨 4 时便起

床，顶风冒雪地坐着隔天才有一班

的 客 船 ，历 经 5 个 多 小 时 才 到 达 港

口客运港。由于港口没有直达机关

的公共交通工具，且又突降大雪，出

租 车 较 少 ，两 人 在 雪 里 站 了 1 个 多

小时……

又到一年军械员培训季。这天

清晨，曹彪和朱君鹏又登上早班船，

熟悉的场景让曹彪开始担忧，自己和

朱君鹏是否会又一次遭遇“囧途”？

客船即将靠港，当他们在商量怎样最

快前往机关时，曹彪的手机突然响

起，电话那头传来教导员董云峰的声

音：“出港找支队 1 号车，那是机关专

门派去接你们的！”

原 来 ，支 队 党 委 考 虑 海 岛 官 兵

下岛办公难的实际，集体研究讨论

并明确：“为海岛部队专门安排‘摆

渡 车 ’，一 站 式 接 送 官 兵 往 返 客 运

港与支队，做好全程服务保障。”登

车 后 ，带 车 干 部 、保 卫 科 干 事 白 宗

正 热 情 地 嘘 寒 问 暖 。 汽 车 行 驶 在

高速路上，两人感叹道：“支队党委

为我们海岛兵开通的‘摆渡车’，感

觉真好！”

下图：该支队组织科干事蔡星宇

准备乘坐“摆渡车”登岛。

王 洋摄

海岛通了“幸福班车”
■王 洋 吴继璠

4月 7日

写在
前面

“自从中队有了‘深夜食堂’，执

勤官兵都能吃上热乎的夜宵，暖胃又

暖心。”不久前的一天，武警湖北总队

十堰支队某中队下士杨柯凡深夜下

哨后，径直走向饭堂，温热的牛奶、松

软的面包等暖心餐食一应俱全，让他

心里格外温暖。

部队竟然还有“深夜食堂”？原

来，4 月上旬，该支队领导在夜间查

勤时发现，有的哨兵下哨后在宿舍

吃泡面。夜间下哨距离吃完晚饭已

有五六个小时，不少哨兵早已腹中

空空。

“官兵的急难愁盼问题就是党委

的心头大事。”随即，该支队党委机关

在充分征求基层意见建议的基础上，

为各单位购置配备电饼铛、电烤箱、

榨汁机等炊事用具，各中队结合官兵

需求，打造花样繁多、健康美味的夜

宵套餐。很快，“深夜食堂”便在支队

“火”了起来。

一碗热汤食，最是暖兵心。1 个

多月来，“深夜食堂”深受官兵欢迎。

下士张鑫满心欢喜地告诉笔者：“上

哨前吃好执勤，下哨后吃好睡觉，从

此再也不用吃泡面了！”

下图：4 月 25 日，该支队某中队

下士张鑫（左）、杨涛下哨后，在“深夜

食堂”取餐。

严时雨摄

中队有了“深夜食堂”
■柳 絮 严时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