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图：新疆军区某团装甲步兵四连正在进行机动

演练。

王 浩摄

右图：训练间隙，新疆军区某团装甲步兵四连战

士开展小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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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大事有静气。”担任新疆军区

某团装甲步兵四连指导员后，这句话成

了我的座右铭。

我是作训参谋出身，转岗到政工岗

位后，一度迷茫、焦虑。幸运的是，在装

步四连工作两年多时间里，战友们给了

我莫大的精神支持，使我有勇气面对如

山的压力。

连队组建以来，有 3 件事刷新着我

对压力的理解和感受。

第一件事是连队荣誉室建设。荣誉

室是一个连队的精神家园，也是官兵们的

情感寄托之所。我们连队由原来的坦克

连扩编而成，官兵来自 5个不同单位，从事

20多个专业。但由于是分流转隶，他们在

各自老连队的荣誉并没有一同“转隶”跟

来，这让新建成的荣誉室空荡荡的。

那段时间，我常常一个人在荣誉室

里发呆。有一天，下士吴昌湖路过荣誉

室看到我后，当天晚上就把自己在团里

组织的军体运动会中获得的奖牌送到连

部：“指导员，我只有这个‘第二名’的奖

牌，不知道能不能用。”说完，他不好意思

地挠了挠头。

那一刻，我豁然开朗：连队过往的荣

誉只是锦上添花，当下的努力才至关重

要。第二天，我动员大家将自己近两年

受表彰的奖牌和证书都拿到荣誉室。二

级上士卢军臣想起自己有一份参加营里

比武颁发的“鼓励”证书，也立即让家人

从老家寄了过来。

再次走进连队荣誉室，我从一张张

证书中，看到了每名战友的努力。我对

自己说：有这么一群努力的官兵，还有什

么压力不能面对？

第二件事是连队主战装备更新换

代。新装备意味新起点，这是连队置身

改革大潮的发展机遇，也是实现战斗力

跃升的必由之路。

新装备配发后，我跟着大家一同研

学新装备。白天钻到战车里练习操作，

晚上加班学习理论，每个人的训练笔记

本上都写得密密麻麻。不到 3 个月，新

装备的“脾气”就被我们摸得差不多了。

装备换代只是第一步，新装备融入

体系、官兵理念升级、装备操作人才接续

培养……深夜，一想到这些问题，压力便

随之而来。

第三件事是凝聚成了“全面过硬，敢

打头阵”的连队精神。从第一次新装备

实弹射击到第一次参加合成部队演习，

从第一次武器装备换季保养到第一次独

立完成车辆故障修理排除，从第一次征

战高原到第一次负重登山……一个个

“第一次”，考验着我们，也锻炼了我们。

当我们把一个个“第一次”越过时，

也更加认同这样一个目标：“全面过硬，

敢打头阵。”奋进在连队转型建设的征途

上，我们一致决定把这句话当作我们的

连队精神。

压力让我们成长。二级上士万宁

宁 因 为 训 练 任 务 主 动 推 迟 休 假 ，中 士

柴金强备战比武一天挖 10 多个单兵掩

体 …… 他 们 身 上 迸 发 出 的 青 春 活 力 ，

激励着我和战友们不断向前。

我时常对自己和战友讲，要迎难而

上，敢于追梦。新时代提供了大舞台，在

这个舞台上，我们都是追梦人。

压 力 让 我 们 成 长
■新疆军区某团装甲步兵四连指导员 吴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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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样子

营院里，战士们列队成一条“L”型

通道，不时向主干道的方向张望。

“来了，来了。”列兵吴沛阳一路小

跑着将消息传到列队的人群中。不多

时，8 名胸戴大红花的官兵出现在大家

视野里。

今天是第四批转隶官兵归建的日

子，战士们对这个场景已习以为常。

上等兵谢志强学着其他人的样子，

顺手接过转隶官兵手中的一个后留包。

正是这一“顺手”，让他闹出洋相：后留包

直接“砸”到了地上，连带着谢志强也绊

了一跤。

后留包的主人、下士曾杰不好意思

地说：“包里装的都是我平时用的健身器

材，稍微有点重，还是让我自己提吧。”

人群中立即传来一片议论声。连队

刚刚组建，不同单位转隶而来的战士们

的好胜心逐渐露头。这种“开局”，是我

没有料到的。

“要想‘平地起高楼’，把连队带出

‘标兵’‘排头’的样子，我们必须拿出不

一般的勇气。”事后，我和连长王超说。

点燃心中那团火

连队新组建后的第一堂教育课，我

打算讲一讲连史。

讲到其中一段时，中士卢军臣站起来

说：“指导员，这不是我的老连队历史吗？”

按照团史记载，当时两个连队的确

都参加了同一个任务。但这笔“荣誉账”

应该算到哪个连队头上，却是“公说公有

理、婆说婆有理”。

“咱们连连个能拿出手的历史都没

有，连史课都搞不起来”“以前我们连好

歹也受过上级表彰”……听着台下的议

论声，我心里顿时生出一股无力感。

这堂连史教育课“砸”了。

更棘手的是，不同单位转隶过来的

官兵就像五颜六色的橡皮泥，刚聚到一

起时，颜色分明、个性独立，若是强行揉

捏，只能变成一堆灰溜溜的泥块。

仔细想想，官兵的这些表现只是表

象，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对这个新组建的

连队没有情感上的认同，缺少历史积淀

的“根”。

在连队新组建后的第一次党支部会

议上，一班人达成共识：连队目前的近况

虽 然“ 寒 酸 ”，但“ 一 张 白 纸 ”正 好 可 以

描绘新蓝图。我们定下了“全面过硬，敢

打头阵”的建设目标。

又是一堂教育课，我经过深思熟虑，

把教育主题定为“夸夸我的好战友”。

上等兵张兴志平时训练被班长刘绍

康“批”得最多。此刻，张兴志主动站起

来发言：“我要夸一夸刘绍康班长。虽然

刘班长的脾气让人很难接受，但经过这

段时间的训练，我的驾驶技能确实在提

高。我明白严管就是厚爱的道理，但请

刘班长以后‘下手’轻点，我的‘小心脏’

快承受不住了。”没想到，台下自发响起

热烈的掌声。

二级上士刘绍康性格要强、脾气火

爆，是原来坦克连留下的一名技术精湛

的驾驶骨干。由于外单位转隶来的战友

专业技能都要从头学起，在组织训练时

他较为急躁，许多人对他敬而远之。

张兴志的进步大家有目共睹。转隶

之初，各专业骨干人才缺口较大，张兴志

在刘绍康的指导下很快成为驾驶专业骨

干。不少战友调侃张兴志“邋里邋遢”，

但在刘绍康眼里，张兴志是好样的。在

连队专业人才队伍“紧巴巴”时，踏踏实

实干事创业的精神显得尤为重要。

组训方式被战友误解，刘绍康是有

心理准备的，但被自己带的兵当众表扬，

却 在 意 料 之 外 ，顿 时 一 股 暖 流 涌 上 心

头。“就像心里有团火被大家一同点燃

了。”刘绍康说。

张兴志的发言像一块石头投入平静

的湖面，溅起的涟漪让更多官兵产生了

情感共振。

随着越来越多的官兵走上讲台，我

明显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坚冰正在融化。

敢走别人没走过的路

盛夏的高原，凌晨温度只有 10℃左

右。中士王瑞强翻来覆去睡不着，索性

穿上大衣，来到室外点了一支烟。凌晨

的曦光里，烟头忽明忽暗。

几 天 后 ，连 队 要 进 行 步 战 车 车 载

导弹射击。该型导弹实射在团里尚属

首次，作为首发射手，王瑞强相信事在

人 为 ：“ 探 索 未 知 虽 然 危 险 ，但 也 令 人

着迷。”

车载导弹射击时需要通过操纵台不

断修正射击方向，才能有效命中目标。

射击时，射手的操控十分重要。有段时

间，王瑞强的副手李双鹏也经历着和他

一样的焦虑与迷茫。

下士李双鹏由原来的榴炮连转隶过

来，在老连队是数一数二的炮长，操作某

型自行榴弹炮打出过“十发十中”的优异

成绩。

正当连队准备把李双鹏作为专业

骨 干 重 点 培 养 时 ，他 却 在 一 场 实 弹 射

击中失误脱靶，遭遇了军旅生涯的“滑

铁卢”。

射 击 结 束 后 ，李 双 鹏 的 失 落 全 写

在 脸 上 。 当 晚 ，他 在 连 部 汇 报 思 想 时

说：“入伍 4 年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不如

明 年 到 期 走 人 ，继 续 留 在 连 队 也 是 丢

人现眼。”

有李双鹏类似想法的不止一人。在

合成营体制下，装甲步兵连的作战方式

和任务已经发生深刻变化。这些变化逼

着官兵必须尽快转变思维，适应新的战

位。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战斗，不能输，

也输不起。

离实弹射击的日子越来越近。作为

主射手，王瑞强从早到晚“泡”在战车上，

从操作火控、参数设置开始练起，训练笔

记记得密密麻麻。

与此同时，李双鹏也在紧张的训练

中不断成长。还是义务兵时，李双鹏为

了掌握自行榴弹炮的弹道学原理，晚上

下哨后经常独自在俱乐部加班计算射击

修正量。“那个不服输的少年，如今好像

又回来了。”找回初心，让李双鹏对未来

充满期待。

射击当天，晴空万里。营长王玉磊

满怀信心地给全连射手加油鼓劲：“别人

没有走过的路，我们为什么不能走？团

里认可我们前期的训练工作，才把任务

交给装步四连，创造历史的机会就在眼

前，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有”“有”“有”……响亮的回答，回

荡在训练场。

受领射击命令后，王瑞强和李双鹏

迅速钻进发射位置，检查射击电路，选择

火炮工况，设置弹道参数……按下“发

射”按钮，导弹冲向目标区。

“命中”“命中”“命中”……观察所在

电台里报告：五发五中！

指挥所内，厂家的技术人员连连称

赞：“第一次打车载导弹能有这样的成

绩，这几个战士真不赖。”

有 了 这 次 成 功 的 经 验 ，连 队 官 兵

转型的脚步更加坚定。连队结合训练

教 材 ，摸 索 装 甲 步 兵 连 高 寒 山 地 进 攻

战 斗 的 特 点 规 律 ，圆 满 完 成 合 成 营 高

寒山地战斗演习，多种新训法、新战法

得到检验。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下士张玄是第一批转隶分流过来的

战士，在连队工作了一年多。

临近退伍，张玄掰着手指头盘点这

一年多的收获：“我们去野外训练，一袋

自热干粮几个人传着吃；实弹射击第二

天一大早要校炮，为了弹药安全，我和另

外 3 名战友守着弹药车一夜没合眼；零

下十几摄氏度睡帐篷，半夜火炉灭了跟

战友挤到一个被窝取暖……”

数着数着，张玄突然沉默了。吃了

这么多苦，自己却选择当了“逃兵”。直

到此刻，张玄才真正意识到：这些苦，成

就了自己，也成就了新连队。

有人选择离开，有人选择留下。

下士黄鑫明在转隶分流时，因为没

能如愿留在老连队，曾有一段时间干任

何事都打不起精神。

驻训后，团里举办“高原军体运动

会”，其中一项是“负重登山”。要求参赛

连 队 组 成 30 人 的 登 山 队 ，按 照 指 定 路

线、携带规定装具登山，用时短者胜。

黄鑫明个头接近 2 米，不具备攀爬

优势，被连队安排到救护搬运组，负责在

登山队出发后全程跟随保障。这一路的

登山爬坡，让他感受到了“战友”二字的

分量。

上等兵何其峰在登山训练中突然感

觉眼前模糊发黑，随后一头栽倒在半山

腰。黄鑫明听到战友呼喊，赶忙冲到队

伍中间，待卫生员紧急处理后，背上何其

峰就往山脚跑。一路上，他顾不得硌脚

的碎石路和随时可能摔倒的危险，脑海

中只有一个念头——以最快速度把战友

送下山。

“把战友背在肩上的那一刻，我理解

了什么叫生命之托。”黄鑫明说，“跟战友

们一起摸爬滚打一年多，我已经把连队

当成第二个家，我打算继续留在连队，跟

家人一起奋斗。”

“脱下军装是出发，继续留队也是出

发。”那天，欢送老兵茶话会上，连长王超

动情地说。

在一次次出发中，连队的每个人都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定位，也成就了属于

自己的精彩——

上等兵吴鹏在团里组织的“精武杯”

比武中夺得“快速精确瞄准击发”第一

名，那是他用几百个小时把自己“锁”在

炮位硬生生磨出来的；上等兵卢灿雄入

伍前只有中专学历，通过努力考取了士

官学校；下士徐晨辉酷爱计算机专业，被

选拔为兵棋手，参加第二届“先知·兵圣”

人机对抗挑战赛海战兵棋系统测试赛，

所在队伍获编队赛季军……

“全面过硬，敢打头阵。”若不是连队

组建之初的那个目标，装甲步兵四连的

官兵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身上蕴藏着

如此大的能量。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我们用奋斗推

动连队不断向前，也是在书写属于每一

个人的历史。

转 型 ：一 场 没 有 退 路 的 战 斗
■吴 波

一片兵心

我们的奋斗

班长休假后，由我担任一班代理

班长职务。我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锻

炼机会，始终记着班长临走前教给我

的工作诀窍——每天熄灯前，反复回

忆当天工作的亮点和不足，并在笔记

本上一一记录。

年终工作总结开始了，连队要求

每名骨干都要做

“ 今 年 怎 么 看 ，

明年怎么干”总

结发言，我就对

照自己的笔记进

行整理。没想到开会当天，我的发言

受到连长和指导员表扬。自己的工作

想法得到连队认可，对我来说是莫大

的激励。

我写在笔记本上的几条建议被纳

入连队新年度工作规划。连长还说

在新年度工作中要充分发挥年轻军

士 的 积 极 性 和 创 造 性 ， 为 我 们 量

身 打造专属舞台，更好地实现个人

目标。

畅想未来，我充满信心。

（胡 杰、王 皓整理）

我 的 笔 记
■下士 李双鹏

战友们在高原驻训，我作为优秀

士兵保送提干对象，要备战提干考

试，从 2022 年过完年开始就在营区

留守。

4 个多月时间里，我努力补习文

化课知识，指导员还自费为我准备各

种复习资料。“放榜”时，看到自己的

名字，我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

了指导员。

手机视频里，指导员的面庞被晒

得黝黑，听到这个好消息后开怀大

笑：“你可是咱们连第一个提干的战

士，要珍惜在军校深造的机会，好好

学习知识。你那些不方便带走的个人

物品，放心留在连队，等你学成归

来，我保证一样东西不少。”

听着指导员的话，一股暖流涌上

我的心头。无论我的军旅路走得多

远，连队始终牵挂我的成长，也始终是

我牵挂的“家”。

我的行囊就放在

连队库房，我知

道，那里始终是

我的家。

我 的 行 囊
■学员 吴昌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