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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北京卫戍区某团五连开展战

术训练。

图②：北京卫戍区某团五连战士正

在交流训练心得。

图③：北京卫戍区某团五连图书室

一角。

聂理湘、康海明摄

“五连的兵绝不认输”

站在北京卫戍区某团五连荣誉室展

柜前，二级上士韩鹏磊和下士王家栋的

目光，被展柜里的一本手写连史深深吸

引着。

泛黄的绿色格子纸上，一排排蓝色

的钢笔字颜色已经变浅变淡，工整的字

迹记录着 70 多年前的一场战斗——

“班长奋不顾身地冲向敌人，准备消

灭敌机枪火力，不幸身负重伤，他忍痛继

续冲了上去，用尽最后力气向敌人投出

3 颗手榴弹。战士黄启风见班长负伤，

迅速跑来给班长包扎，被班长拒绝，并指

挥他迅速摧毁敌机枪，班长却因伤势过

重壮烈牺牲……”

穿越时空，站在史馆展柜前，看着这

本连史，当时的战斗情景仿佛浮现在他

们眼前。借助这本连史，年轻的士兵和

连队先辈们的距离更近了。

“你知道五连连魂吗？”站在展柜旁

边，韩鹏磊问王家栋。

“敢啃硬骨、敢攀绝壁、敢打恶仗。”

王家栋几乎脱口而出。

“那你觉得半途而废是我们连的作

风吗？以后我陪着你练习，我相信你一

定能走得更好。”韩鹏磊继续说着。

王家栋郑重地点了点头。

2 年前，北京卫戍区组织比武，还是

上等兵的王家栋跃跃欲试，凭借一股初

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报名参加擎旗正

步课目比武。

只有一股冲劲是不够的。入伍不久

的王家栋底子薄，基本功不牢。练习踢

正步，他走着走着就开始走斜线，迈出的

步子一会大一会小；端着 10 多公斤重的

旗，时间稍长，他就立不住腰杆，抬不起

胳膊……

正步的标准步幅是 75 厘米。考核

要求每名参赛队员擎旗正步向前走 100

步，总计误差距离不能多于 20 厘米。训

练了一段时间以后，王家栋与标准距离

还差 2 米，连参赛的门槛都达不到。

训练没达到预期，王家栋变得萎靡

不振：“班长，我可能不适合这个课目。”

那天，看到他的样子，韩鹏磊便带他

来荣誉室重温连史。

王家栋在荣誉室里重拾了自信。再

次回到训练场，连队骨干们为王家栋制

订了更精准的计划。

在王家栋面前，每隔 10 米设置一个

障碍杆。他蒙着眼睛练习踢正步，如果

10 米的距离踢准了，就再练习 20 米的距

离，10 米踢不准就继续练，一直练到准

确为止。

练 习 时 间 久 了 ，王 家 栋 找 到 了 接

近 标 准 步 幅 的 感 觉 ，“ 只 要 脚 一 落 地 ，

我就能知道自己的步幅比标准大还是

小 ，就 像 是 上 学 时 做 阅 读 题 时 的 语 感

一样”。

比武当天，王家栋凭借“擎旗正步

100 步，误差 3 厘米”的成绩，获得了这个

课目的第一名。

比武场上，拿回第一的不只有王家

栋一个人。

一次比武，下士杨超港代表连队参

赛，却在首次摸底考核中垫了底。“不认

输 ，不 服 输 ！”杨 超 港 白 天 钻 研 训 练 技

巧，晚上整理训练数据，每天奋战十几

个小时，最终获得了狙击课目第一的好

成绩。

“五连的兵绝不认输！”杨超港说，

“敢啃硬骨、敢攀绝壁、敢打恶仗”的精神

体现在连队先辈们身上，也体现在自己

身边的战友身上。

杨超港向笔者分享了一个细节：班

长韩鹏磊练习指挥刀操作课目时，手被

刀刃划得伤痕累累。有时血液凝固，会

粘在手套上。每次摘手套，班长都疼得

皱眉。

“班长，我想留下”

连队一楼最西边的宿舍里，熟悉的

“睡前谈心”又开始了。

“建 生，恭喜你 3 公里跑进了 12 分

半！”去年的一天，中士尹习萌一边给上

等兵王建生捏腿放松身体，一边给他制

订下一阶段的目标：单杠拉到 16 个。

“嗯，班长，我一定继续努力。”王建

生爽快地答应。

那一刻，尹习萌感到很欣慰：眼前的

这个兵，再也不是刚来连队时的样子了。

那时候，高高大大的王建生喜欢独

来独往，和战友的关系也比较疏远。一

次训练结束，王建 生跑步成绩不及格。

其他老兵劝他要努力提高成绩，他不耐

烦地嚷着：“你管不着我。”

一天，王建生干脆对尹习萌说：“班

长，你就放弃我吧，我过完这两年就回

家了。”

尹习萌没有放弃，他一直觉得王建

生骨子里是一个踏实认真的人。“我去哪

儿，我就让他跟我去哪儿。”有段时间，尹

习萌和王建生每天形影不离，就连晚上

睡觉的床铺，也是头对头。

尹习萌决心利用一切机会改变王

建生。

一 天 晚 上“ 睡 前 谈 心 ”，尹 习 萌 拿

自 己 举 例 ：“ 我 以 前 比 你‘ 狂 妄 ’多 了 ，

我 是 练 了 6 年 体 育 才 来 当 的 兵 。 刚 来

时，不听班长说的话，后来发现无知的

其实是自己。”

王 建 生 没 有 打 断 ，默 默 听 着 尹 习

萌 说 话 。“ 虽 然 他 还 不 愿 意 跟 我 交 流 ，

但我知道他心里其实是认同我的。”尹

习萌说。

兵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带好的。这样

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王建生慢慢开

始敞开心扉。

一天晚上训练结束，尹习萌跟王建

生复盘白天的训练。王建生突然插话：

“班长我踢正步时，步伐跟别人合不上，

到底该怎么办？”“你踢腿的时候不压脚

尖，站军姿时头不正。”尹习萌指出他的

问题，又接着向他重复动作要点和技巧。

王建生迅速吸收，开始改变。过了

一段时间，尹习萌感觉到，王建生整个人

的状态都不一样了。临近退伍时，王建

生甚至开始聊起关于选取军士的事情。

“班长，我想留下。”王建生递交了自

己选取军士的申请书。虽然最后综合各

方面原因，王建生遗憾没能留在连队。

但尹习萌觉得，他有这种想法已经非常

可贵了。

3 月初，退伍的日子来临。眼前的

一幕，让连队官兵不舍：拿起拖把，王建

生从楼道最里边开始擦地，一直擦到了

楼梯门口。等地面全部擦干净了，他走

出连队大门，转身面向连队敬了一个军

礼，然后离开。

“从前的我们，或许有很多的缺点。

但来到五连，我们遇到了更好的自己。”

一名士兵在日记本上这样写道。

那天，连队老兵们回来看望。拿起

礼兵枪，一名退伍老兵演示枪法。他的

动作标准流畅，仍能窥见当年扎实的训

练基本功；走进连队荣誉室，老兵们久久

凝视着展板上再熟悉不过的连史；走进

连队宿舍，老兵们激动地寻找自己当年

睡过的床铺……

如 今 ，王 建 生 曾 经 住 的 那 张 床 铺

上，又迎来了一位新兵。这名新兵也和

曾经的王建 生一样，在大家的帮带下，

一点点成长。

看着新兵的成长，尹习萌知道，有

“魔力”的不是床铺，也不是床铺上的某

个人，而是这个叫五连的地方。

“心齐了，大家的节
奏自然会同频共振”

那年 4 月，我们和另一个连队合编，

组建成了一支新的连队。调整改革前，

两个连队负责的外事训练专业课目分别

为仪仗队阅兵式分列式和军乐演奏。

不同的专业，不同的理念。组建之

初，连队迟迟达不到融合的效果。

记得一次组织迎外表演任务合练，

仪仗队员的步伐怎么也跟不上军乐演奏

的节奏，大家配合混乱。

“音乐指挥就不能放慢节奏吗？为

什么不能配合我们一下？”队列中传来仪

仗队员们的抱怨。

听到抱怨，负责音乐指挥的二级上

士王刚感到很委屈：“这首曲子我练习了

很多年，一直都是这么演奏的，从来没人

说过我的节奏有问题。”

为什么分开练习时大家都练得好好

的，一起合练时却频频出错？

看 来 ，摆 在 连 队 官 兵 面 前 的 第 一

件事，是要打破各自的习惯，学会彼此

配合。

那天，会议室里，连队党支部研究决

定，从融合前的两个连队各自抽取一部

分专业能力强的人，重新组建三班，做合

编合心合力的示范。“如果一个班能融合

得很好，那一个连队就没问题。”连长尹

畅说。

那天，新组建的三班迎来了一场“专

业换位”活动：组织平常练习仪仗队列的

同志们演奏乐器，平常演奏乐器的同志

们练习踢正步。

活动开始，平常练习仪仗队列的队

员们紧握小号，铆足了劲，憋红了脸也吹

不出声；平常负责军乐演奏的人，踢正步

时左右摇晃。“以前我觉得仪仗队训练很

辛苦，乐队整天吹吹打打地虚张声势，真

没想到小号这么难吹。”一名战士感慨。

活动结束，大家专业和思想上的隔

阂消除了，团结互助意识更强了，彼此之

间的距离更近了。

那天合练，拿起指挥棒，王刚听着仪

仗队员的脚步声，有意识地克服自己的

演奏习惯，努力让音乐节奏合上队员们

的脚步。同时，仪仗队员们也在慢慢适

应新的节奏。

如今，连队官兵不仅在迎外表演任

务中配合越来越默契，在工作生活上的

节奏也越来越“合拍”。平常，大家团结

互助，奋勇争先，早已不分你我……“心

齐了，大家的节奏自然会同频共振。”连

长尹畅说。

前不久，连队组织“我的连队、我的

青春”主题演讲。演讲中，上等兵张江涛

动情地说：“我很庆幸，我的青春能与这

支英雄连队相遇。与战友们一起乘风破

浪，让我对未来充满希望。”

五连的兵，勇敢的兵
■赵羽飞

3 年前，我来到北京卫戍区某团五

连。一进连队，迎面看到“敢啃硬骨 敢

攀绝壁 敢打恶仗”12 个红色醒目的大

字。我很快知道，那是五连的连魂。

连魂是一个连队形象和气质的体

现。站在荣誉室，翻看一位位主官接力

记录的连史，一种厚重感迎面而来——

83 年前，高庄守备战中，连队先辈

立下军令状，誓与阵地共存亡，最终为

主力部队反攻赢得主动；76 年前，马头

崮战斗中，连队先辈李普山面对敌人猛

烈炮火，带领战斗小组，冒险搭设人梯

攀登绝壁，突破敌密集火力网；70 年前，

夜袭南山战役中，五连三班连队先辈与

敌人展开殊死搏斗，最终创造了以少胜

多的经典战例……

接过历史的接力棒，与厚重的荣誉

相伴而来的，是压在肩上沉重的担子。

“我能胜任这样一个英雄连队的指导员

吗？我能把这份荣誉延续下去吗？”我

在心里画起了一个个问号。

转眼 3 年过去。曾经的那些问号，

在我与战友们日复一日的战斗生活中，

被一一拉直。

3 年来，我与战友们一起度过了青

春时光，也看到了一个英雄连队的崭新

样子。

一次上级组织比武，排长席奇轩代

表 连 队 参 赛 。 比 武 中 ，席 奇 轩 腰 伤 复

发，疼痛难忍。靠着坚定的信念，席奇

轩获得了战伤救护比武第一名。“五连

的兵要冲锋在前，绝不认输！”他说。

一次训练结束，大家都很疲惫。突

然接到清理库房的通知，时间紧，要求

高。“谁去？”我问。“我去！”连队官兵纷

纷举手。

那天，连队党支部收到了退伍老兵

耿浩博的来信。信中，耿浩博向连队汇

报了自己离开部队后的经历。回望自

己的军旅生活，他永远忘不了和战友们

一起在训练场上挥汗如雨的时光，一起

在连队门口一遍遍高喊“三敢”精神的

日子……信的最后，耿浩博写道：“希望

连队战友永记‘三敢’精神，保持荣誉，

刻苦训练，再立新功！”

那一刻，我知道，“三敢”精神已烙

印在了每一位五连官兵的身上。

对英雄最好的告慰是铭记，对精神

最好的铭记是传承。我们将继续发扬

“三敢”精神，向着新的胜利继续奋进。

“三敢”精神激励我们成长
■北京卫戍区某团五连指导员 赵羽飞

“多加衣服！”前不久，天气突然降

温，我们的耳边又传来了指导员熟悉的

唠叨声。

指导员一遍遍提醒我们注意保暖，

出早操的时候讲一遍，从训练场带回连

队的时候讲一遍，就连点名的时候也不

忘重复一遍。

我左耳进右耳出，没放在心上。刚

搞完体能，我就把棉衣脱了。没想到，

当天晚上我就“中招”了。第二天训练，

我感觉浑身发冷打颤。指导员发现后，

不但没有批评我，还担心我是不是最近

训练太累了，急忙带我去卫生队看病。

从卫生队回到连部，我以为指导员

要批评我，谁料他从小柜里拿出嫂子做

的馅饼，又开始唠叨：“我记得你肠胃不

好，这个药伤胃，服用后一定要吃点东

西。”说着便递了一块馅饼给我。

谢谢指导员的唠叨，谢谢指导员的

关爱！

谢谢指导员的唠叨
■上等兵 吴柯炎

除了日常训练外，我们还担负着

迎外表演任务。

新兵下连，我被分入了负责军乐

演奏的长笛声部。

“长笛，用嘴吹不就行了吗？”我心

想。可现实给了我当头一棒，我连最

简单的笛头都吹不响，更别说把音调

吹稳了。

那天，在乐器室里，班长冯正超把

他的笛子递给我说：“想怎么吹就怎么

吹。”我接过笛子吹起来，一时间，乐器

室充满了难听又尖锐的笛声。

我红着脸把笛子还给班长。只见

班长拿起笛子，轻柔地吹奏了一曲《天

空之城》。

婉转的笛声让我如痴如醉，原来

长笛也能发出这样优美的声音。班长

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没有学不会的本

事，只有不肯努力的人。”

从那以后，我每天刻苦练习。如

今，在班长的鼓励和帮带下，我已经能

吹奏出一首首优美的曲子。

（张 斌、孙成业、蒋 雄整理）

谢谢班长的鼓励
■列兵 朴靖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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