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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在前 使命在肩

武警新兵在战武警新兵在战““ ””中成长中成长

记 者 王晓峰
通讯员 胡佳晓 汪生彬

在全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
战斗中，除了无数位的“白衣天
使”外，他们也勇敢地逆行奔赴

“战场”。在这个特殊的春节里，
他们以“军人”之名，做人民群
众放心的“门神”，同样感动了无
数人。尤其是新老退役军人在这
场疫情防控战中完美传承红色基
因，成为一支防控“硬核力量”。

今年 60 周岁的周时平曾是北
仑公安分局甬保派出所的一名普
通民警。他的不平凡之处就在于
用 自 己 的 实 际 行 动 ， 在 战

“疫”中默默奉献一份力量。尽
管 这 份 力 量 微 不 足 道 ， 但 无 数
像 他 一 样 的 人 在 危 急 时 刻 站 了
出 来 ， 积 小 流 成 江 海 ！ 而 他 们
的名字叫“退役军人”！

周时平也是一位老兵，有着
20 年的军龄，转业后成为一名人
民警察，从警 23 年，于今年 2 月
7 日退休。但就在他退休后的首
日，人们“惊讶”地发现，他居
然又“出警”了，如往常般准点
出现在辖区，和原来的同事们一
起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唯一不同
的是，这次他没有穿警服，往日
别在警服上的党徽也出现在便服
上。

“大家都在，我不能当‘逃
兵’啊，我还要发挥最后的余热
呢，算是给自己一个难忘的落幕
吧⋯⋯”每当有熟人问起自己退
休却还来“上班”的事，周时平
总免不了要解释一番。他说，疫
情仍在，他怎能抛下战友，提前

“撤退”呢？在他这位“老兵”看
来，这就是投降，这是绝对不能
接受的事。

熟悉周时平的人都知道，这
位“老兵”在 2 月 4 日就向所领导
打了继续留所的申请报告。在报
告中，他这样写道：“作为一名
40 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在这特殊
时期内无条件服从组织决定，愿
意为战胜疫情、维护辖区平安作
出应有的一份贡献。”

就 这 样 ， 周 时 平 脱 下 了 警
服，又穿上了“战袍”，第一时间
重返火线。召必回，战必胜，这
就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兵”的
风骨！

同样，在这场战“疫”中，
新生代的退役军人也在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谱写“军人”的豪情，
隔空接过前辈递出的传承接力棒。

在防控最严厉的那些天，高
速交警宁波支队四大队辅警应升
焰 向 上 级 递 交 了 一 份 “ 请 战
书”——前去支援人手紧张的省
级检查点。他在“请战书”中写
道：“从军装穿到警服，变的是衣
服，不变的是责任⋯⋯我家里人
对 （我） 说过‘有国才有家，并
且他们是我坚强的后盾’⋯⋯”

应升焰今年 25 岁，也是一名
退役军人。他在参军期间获得过

“ 优 秀 义 务 兵 ” 称 号 ， 参 加 过
“2015 年丽水山体崩塌抢险”和
“2016 年江西九江抗洪”两大行
动。正是这两次大型救援，让他
对敬畏生命有了更深的理解，也
深深明白作为一名军人必须具备
的品格，因而有了请战之举。

他的“请战书”也带动了单
位所有人，大家纷纷写下书信并
按 上 红 指 印 ⋯⋯1 月 28 日 上 午 ，
应升焰和同事彭伟杰、陈攀、梁
清华、王冰冰等人作为第一批支
援人员，携带装备前往衢州，守
护我省的“西大门”。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召必
回，战必胜’应该是最基本的要
求。我们虽然脱下了军装，但心
中的战袍始终披在身上，部队的
教育不能忘。”回归单位时，应升
焰这样说道。

召
必
回

战
必
胜
：

以以
﹃﹃
军
人
军
人
﹄﹄
之
名
之
名
，，勇
敢
勇
敢
﹃﹃
逆
行
逆
行
﹄﹄

操着不同的乡音，怀揣着懵懂与激情，或是为了实现儿时的理想，或是为
了体验生活，他们走进了军营，成为一名武警新战士，坚守在甬城大地上。转
眼间，新兵们迎来了他们军旅生涯中的第一个春节，也和所有人一样遭遇了凶
猛来袭的新冠肺炎疫情。

身在异乡，有时难免彷徨，可这也是每个人成长的必经之路。在这个春节
里，身着“橄榄绿”的新兵们既体味到了想家的酸楚，也感受到了“以队为
家”带来的温暖，更体验到了众志成城的震撼，在战“疫”中走向成熟！

新 兵 在 军 营 中 度 过 第 一 个 春
节，可以看作是一种考验，同样也是
一种成长，尤其是这个春节非常特
殊，疫情紧随而至。没有了以往欢庆
的气氛，有的只是默默无言奔赴“战
场”。在这场全民战“疫”中，武警新
兵在坚守中不断成长，在磨炼中走
向成熟。红色基因也在老兵的言传
身教中得到传承。

疫情暴发后，武警宁波支队也
迅速成立了防控专班。平日里紧张
的生活节奏与现在的“安逸”反差太
大，不少新兵表示心里“空落落的”。
很快，书籍和简易训练器材就被送
到了他们手中，随之而来的还有一
份倡议书，倡导大家安心做好学习
生活规划。从那以后，军营朗读者、
视频俯卧撑比赛、网络读书笔记展
评⋯⋯一项项“硬核”活动在军营里

展开，躁动的心也静了下来。
与此同时，来自组织上的关怀

也让他们少了后顾之忧。“我们中队
长沈立峰被隔离了，他老婆在家待
产，家里都快无米下锅了。上级知道
后，立即派遣专车上门服务，解决官
兵的现实难题。”执勤一中队的新兵
吕京阳说，将心比心，部队的做法让
他们这群“萌新”心里踏实。

军营里战“疫”的故事很多，也
让新兵们学到了很多。

2 月 18 日傍晚，受疫情影响的
甬城比往日安静了许多。快递小哥
将最后一个“件儿”——一封感谢
信，投进武警宁波支队机关的收发
箱。他不知道的是，看上去薄薄的
信件里却传递着深深的敬与爱。

每月攒下 1000 元，是执勤一中
队上等兵谢靖钧给自己的“规定动

作”。一年下来，他的银行卡余额已
破万元。疫情肆虐时，谢靖钧的家乡
——杭州彭埠街道，也成了疫情阻
击战的第一线。训练间隙，他一直通
过网络、电视关注着家乡的疫情。

“ 你 爷 爷 也 加 入 了 志 愿 者 队
伍。”2 月 9 日，谢靖钧接到了身在一
线的父亲打来的电话。结束通话后，
爷爷和爸爸的身影在他的脑海里挥
之不去，“我是不是也应该力所能及
地出把力？”

捐 ！ 钱 不 多 ， 一 万 元 ； 钱 不
少，几乎是谢靖钧入伍以来的全部
收入。通过网络，谢靖钧找到了家
乡防疫工作小组接收捐款的账号。
在把自己账户上省吃俭用留下的一
万元津贴全数汇过去之前，谢靖钧
附上了这样一句话：“这是我入伍
一年的津贴，但愿能尽一份绵薄之
力。”

谢靖钧的事很快就在军营里传
开了，战友们纷纷为他点赞，尤其是
新兵感受更为强烈。因为谢靖钧就
比他们早了一年入军营，也是这样
过来的，是他们身边的“自家人”，很
有参照感。“一直以来，大家都说，军
营是一个大熔炉，是一所大学校。以
前没有直观感受，现在从他的身上
看 到 了 ，尤 其 是 这 个 榜 样 触 手 可
及。”新兵郭数数说，疫情当前，武警
战士就应该彰显担当。这一课，他学
到了！

在练好战“疫”内功的同时，如
何忠实履行任务，维护社会稳定呢？
有人说，诚以一份坚守，换来一片安
宁！因而，街头武装巡逻、物资押运、
处置突发事件⋯⋯在这份坚守中，

新兵感受到了另一种力量！
警报拉响，无人机腾空而起，跟

踪锁定目标；电子屏上，现场画面不
断切换，滚动播放；指挥车内，指挥
员准确研判情况，迅速部署决策；不
到一分钟，巡逻车到达目标地域，车
内执勤官兵时刻待命，随时准备展
开行动⋯⋯这是近日武警天一广场
巡逻分队突发事件处置演练中的一
个情景。

越是危急时刻，“橄榄绿”的身
影就越活跃。他们积极参与社会面
战“疫”行动，全方位护卫甬城平安。

“我感触最深的是‘奉献’，以我的努
力护卫大家的平安，这不就是参军
的初衷嘛！”参与了任务的新兵陶拥
顺回营后这样和战友们分享他的感
受。

类似的一幕在铁路宁波站也出
现了。“请大家不要拥挤，配合工作
人员测量体温后有序出站⋯⋯”出
站口前人流涌动，特战排班长贾召
手持扩音器，引导返甬旅客有序前
行，从口罩里透出的热气瞬间凝成
了白雾。

匆匆吃完午饭后，新兵张俊杰
带上对讲机跟随领班员贾召在出站
口巡视。新冠肺炎疫情之下春运执
勤不同往年，第一次参加春运执勤
的张俊杰格外小心，不时翻看列车
车次表，手持对讲机不错过班长的
任何一个指令。每当新一班列车到
达，他便与战友们立即投入疏导旅
客任务中，肩上沉甸甸的责任使他
丝毫不敢懈怠。

“跟着老兵出任务，为宁波守好
防疫的第一道关口，再苦再累也无
怨无悔。”张俊杰说，春运执勤哨兵
原来每两小时轮换一班，但随着返
程客流增多，他们早就顾不上休息
了。“抗击疫情的关键节点，决不能
有任何疏忽和懈怠，这是对所有人
负责。我感觉过了这个春节，自己瞬
间长大了！”

老兵在前，战“疫”中走向成熟

少年不思乡，思乡情起，已不再
是少年。

“爸、妈，从小到大，我未曾写过
一封家书，可近来对你们的思念与
日俱深，时常梦到你们的模样⋯⋯”
年前，得知第一年必须坚守在军营，
无法回家过年时，新兵安家旗给老家
的父母写了一封家书，写完后他几度
哽咽。因为过年，不仅是一个文化符
号，更是一种努力理想化的生活，承
载着人们朴素的心愿和平凡的希冀。

安家旗，一个带着满腔热情来
到部队的河南小伙，在入伍之初就
立誓要像参加过抗美援朝的爷爷那
样，在火热的军营建功立业。所以，
大专一毕业，他立刻报名参军，算起
来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填写报名表
了。安家旗是家中的独子，前两次报
名参军都因父母反对而不了了之，
理由是不想让他去部队“遭罪”，更
何况还是远赴他乡。奈何雏鹰终究

有一天要独自翱翔，安家旗还是背
着父母踏上了运兵的专列。

可是，队列场上的阵阵热浪、战
术场上的滚滚尘埃、成绩单上屈指
可数的“合格”，甚至连宿舍里富有
节奏感的呼噜声似乎都在告诉他：

“这里并非你想的那么浪漫！”每当
电话响起，那头传来父母关心的声
音时，躲在角落的安家旗捂住了嘴
却又不敢哭出声。脑海中，尽是父母
期待的眼神，思念的话语也在不断
徘徊。

“身在军营的这些时日，孩儿已
经明白，唯有体会困苦，方可明白甘
甜来之不易⋯⋯”安家旗将切身感悟
都写在了家书中，也与战友们分享了
自己的思乡之情。虽然还只是一名刚
下连的“新同志”，可老兵都说：“这小
子，知耻而后勇，肯吃苦，是个好兵！”

惊喜往往在不经意间绽放！就
在安家旗念完自己的家书时，他背

后的投影亮了起来，出现在屏幕中
的那抹身影就是他的母亲。原来，身
边的战友早就知道他一直挂念着身
体不好的母亲，便准备了这样一个

“节目”。
从一脸愕然，到喜极而泣，安家

旗终于释放了内心的柔情。“妈，我
给 你 唱 一 首 歌 吧 ，歌 名 叫《 兵
心》⋯⋯”

军旅之路，是一条必须直面孤
独、保持热情、怀揣理想的路，更是
一条只有“壮着胆子”“甩开膀子”才
能走好的路。事实上，像安家旗这样
的新战士比比皆是。入伍第一年，他
们在军营中度过军旅生涯第一个春
节，思乡之情、远离家人的彷徨之
情，还有疫情突然来袭带来的担忧
之情，但这些都没有打倒他们，反而
令他们更坚强。因为军营中有着无
数的榜样，带来无穷的力量，指引着
他们开启追梦之旅。

“哥哥每次打电话回家总是说
部队有多么的好，让我向往并因此
踏上了军旅路。”新兵张玉堂怎么也
想不到，自己居然与哥哥张玉华成
了一个中队的战友。但更出乎他意料
的是，刚下连没多久，作为中队值班
员的哥哥就让他在全中队面前“出了
丑”。原因是张玉堂在那天晚上熄灯
前没有打扫好自己的卫生区。一个是
管理者，一个是被管理者，而这两人
又是亲兄弟。张玉堂的心里生了疙
瘩，一连好几天见到哥哥都是低头不
语或转身就走，背地里还向爸妈打
电话告了哥哥一状。

“部队里面，卫生是重要一块，
尤 其 现 在 是 特 殊 时 期 ，更 马 虎 不
得！”已在部队历练了两年多的张玉

华心里也是五味杂陈，想想自己之
所以能够在同批兵中脱颖而出，实
现第一个入党、第一个当班长、连续
两年获得“优秀义务兵”称号，就是
因为班长的严格管理再加上自己的
努力。

张玉华决定向中队党支部申请
把张玉堂调到自己的班。“哥哥是弟
弟的班长”一时间成了中队茶余饭后
的“热点话题”。从这以后，“哥哥牌特
训”来了：别人十分钟搞完的事情，哥
哥会要求他五分钟之内做完；别人做
50 个俯卧撑，哥哥却要求他做 60 个
⋯⋯慢慢地，张玉堂发现，自己比同
批下连的战友体能更好、做事效率更
高，大家也对他越来越肯定，更获得
了一月份的“红星战士”称号。这时，
张玉堂才明白哥哥的良苦用心。

只有经历过彷徨，才更明白“目
标”的可贵，新兵张佳斌对此也深有
感触。春节期间，他站上了哨台，这
是他下连后的第一次夜哨，虽然是
和老兵一起站岗，可还是压制不了
内心的紧张与忐忑。突然，野猫“喵”
的一声吓得他打了个激灵。一旁的
老兵阮效禹笑着说：“别紧张，没准
一会还有刺猬来做伴呢。”

张佳斌深吸一口气，左右摇了
摇脑袋，便继续目视前方。忽然，他
注意到不远处的一座写字楼外墙上
正闪烁着“新春快乐”的霓虹字样，
便转头问道：“老兵，你说那楼里还
有没有人了？”

“肯定没了，都回家过年去了。”
过了一会，阮效禹又补充了一句：

“像咱们这样一年到头都‘热闹’的
地方可不多啦！”张佳斌把视线从阮
效禹身上转到了头顶的月亮：“老兵，
你几年没回家过年了？”“四年了！当兵
嘛，习惯就好！”说罢，阮效禹便对着月
亮敬了个礼，张佳斌也跟着举起了
右手，一切尽在不言中⋯⋯

日夜轮换的哨兵，就像麦田里
的守望者，为国执勤。

营中首个春节，彷徨与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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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战士正在站岗执勤

去年12月，武警宁波支队为新兵授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