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通讯员 欧阳治民 洪 涛

【主人公小传】 马德正，解放军驻
滇某部战士，1978年 4月生，2001年 12
月入伍，湖北巴东人，二级士官军衔，中
共党员。历任战士、班长，2005年荣立
二等功。

2005 年 底 ，未 能 提 干 的 马 德 正
服 满 一 期 士 官 期 限 ，走 留 抉 择 摆
在 面 前 ：年 迈 的 父 母 催 着 回 去 相
亲 成 家 ，部 队 领 导 三 番 五 次 谈 心
挽留……

连队党支部上报晋级人员的头晚，
不吸烟的马德正一晚抽完了一包烟。
走还是留？留还是走？这个简单的“选
择题”，在他心里反复权衡，难以决断，
却必须回答。

翌日一早，马德正睁着布满血丝的
眼睛，向连队党支部上交了晋级申请
书：“组织要我留下，那我就在部队继续
干！”随后，他给爸妈打了个电话。回到
班里，眼睛依然红通通。

随后两年，马德正再立新功，却又

两度与提干失之交臂。当走留难题轮
回般地摆到他面前时，马德正一脸豁
达：“当一天兵，就干好一天事，想那么
多干嘛？”

5 年前是班长，5 年后依然是班
长。在连队，除了连长和指导员，其他
干部的年龄都比马德正要小。看到年
轻排长雄赳赳地带队指挥时，马德正
想：“自己提了干，也应该是这样吧！”事
实上，不是军官的马德正，经常干着军
官的事：连队干部调整、送学或缺编时，
马德正经常要当代理排长。“新排长下
来了，他就得让位。我有时叫他排长，
有时叫他班长。”文书姚毕高这样介绍
自己的新兵班长。

“就是个名分而已，没必要想那么
多！”久了后，马德正看淡了很多：“过
去，提干是我最大的心愿。现在，我就
想给连队带一批好兵。”

部队的精武标兵灯箱上，马德正的
照片一挂数年。今年，灯箱上新添了一
个人——马德正带的瞄准手、二等功臣
高代柳。上灯箱前，19岁的高代柳又激

动又着急，摇着班长的胳膊问：“他们让
我想句有意义的话写在灯箱上，班长快
帮我想想！”

马德正挠头想了半天，没想出啥
“有意义的话”，只好对这个可能接替
自己当班长的战士说：“就写‘把兵当
好’吧！”

图片说明：某型火炮列装后，马德
正给战士们讲授操作要领。

［欧阳治民 摄］

把 兵 当 好
——解放军驻滇某部士官马德正的心灵突围

□ 通讯员 欧阳治民 李玉现

【主人公小传】赵怀宇，吉林白城人，
1989年6月1日出生，自幼学艺，获钢琴
六级证书，2007年湖南卫视“超级男生”
参赛选手，现为解放军驻滇某部战士。

新兵赵怀宇很有“明星味”：新兵
才艺展示时，他演唱的《不再回头》不
仅声情并茂，且善于用动作、表情与观
众交流。间或，他还穿插几个大伙只
能在电视里看到的明星“Pose”，引得
全场欢呼。

“我的理想，就是当一个明星！”下场
后，赵怀宇兴致勃勃地聊起他的“明星
梦”。他11岁开始练钢琴，参加过很多比
赛和演出，荣誉证书拿了一大摞。去年5
月，一心想当明星的赵怀宇不远千里赶
到长沙，参加湖南卫视“超级男生”海选
大赛。经过几轮残酷的“PK”竞赛，赵怀
宇被淘汰出局，“明星梦”被无情击碎。

当时适逢《士兵突击》热播，他一集
不落地看完后突发奇想：当不了“超男”
明星，就去部队当个“士兵明星”吧！到
了部队，赵怀宇向班长伍坚粮反复打
听：部队哪个单位要文艺兵？伍坚粮哭

笑不得：“基层部队没有文工团！”
赵怀宇不信，伍坚粮被他缠得没

辙，带他去看团队的荣誉灯箱，指着上
面一张照片说：“你看，这个高代柳比你
早当两年兵，参加军区比武拿了冠军荣
立二等功，他就是我们全团、全师的大
明星啊！”看赵怀宇站着发愣，伍坚粮拍
拍他肩膀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
好士兵。谁不想当明星啊，但你首先要
当个好兵才行！”

赵怀宇若有所悟，不再打听文艺兵
的事。现在，他已能像模像样地把被子
叠成“豆腐块”，也能在高原烈日下站半
小时的军姿，还能一口气跑完 5 公里。
训练之余，他还给战友们带来很多欢
乐。没有话筒，他顺手拿个教练手榴弹
替代；没有伴奏，他能和着战友鼓掌的
节拍蹦起舞，他的歌声和东北“二人转”
总能让大伙喜笑颜开。一年前还在参

加“超男”PK 的赵怀宇依然帅气，只是
脸上已留下一些高原紫外线的痕迹，举
手投足间也有了点“兵味”。

虽然因为才艺特长频频亮相，但赵
怀宇并不认为自己是“明星”，他对笔者
说：“我只是个普通的兵哦！”

“你不想当明星了吗？”笔者问。
“想啊！”赵怀宇高兴地说，指导员

跟他谈过话，还给他设计好了“星光大
道”：刻苦训练，多当几回连队的“每周
一星”；发挥特长，成为团队的“舞台新
星”；多学本领，争当团队“成才之星”；
当个好兵，年底戴上优秀士兵奖章……

“其实，赵怀宇已经在‘星光大道’上前
进了一小步。”指导员洪文波说，因为训
练成绩突出，赵怀宇已 3次评上了连队

“每周一星”，名字荣登连队“龙虎榜”。
图片说明：入伍后，赵怀宇时常给

战友们“来一首”。［欧阳治民 摄］

“超男新兵”的军营“明星梦”

□ 通讯员 欧阳治民 吉 庆

【主人公小传】 安忠文，男，彝族，
1963年 9月生，四川省盐边县人。1982
年入伍，1984年 3月入党。原系解放军
驻滇某部班长，在边境作战中英勇战斗，
危急时刻用身体成功为战友开辟雷场通

道，被原昆明军区授予“战斗英雄”荣誉
称号。2005年9月退休后定居攀枝花。

军列在攀枝花暂停后缓缓启动，
忽然有战士发现，远处有位中校军官
正庄重地向他们敬礼。尽管中校的军
姿略显倾斜，可敬礼动作十分标准；尽
管中校戴着墨镜，却分明可以感受到

他的注视。
“是安副团长！”一名老兵惊喜的叫

声成了口令，官兵们齐刷刷起立，肃然
向中校敬礼。嘈杂的车站恍若无声电
影，列车奔驰，站台飞逝，车上肃立的军
人，车下孤独的敬礼，定格成一幅静默
的送行图。人们好奇地观望、猜测着这
个惟有军人才懂的仪式。

“咣当、咣当……”铁轨撞击声一次
次地震颤着安忠文的心。军列通过良
久，他才放下举得发酸的手，在女儿的
搀扶下蹒跚离开。

安忠文如今并不常回部队。他婉
辞了部队的多次邀请，他认为自己回去
只会给部队添麻烦。这年秋天，部队演
习时途经攀枝花，他却不请自到，以自
己特殊的方式向老部队致意。

在边境作战中受伤后，安忠文被送
到成都盲人学校学盲文，可他却请求校
方让他兼学按摩。他倔强地说：我是军
人，不是靠别人养着的废人，有生之年
定要学个一技之长，为部队、为社会服
务。学校为他的诚心所感，最终同意了

他的请求。1996年，他开办了“安忠文
按摩中心”，一边自食其力，一边到工
厂、单位、学校作报告，义务当学校的校
外辅导员。

女儿安笛虽年幼，却很懂事。妈妈
在外忙时，她常独自在家做家务，陪爸
爸聊天散步。安笛记得早些年，爸爸常
弹吉它。安笛觉得，爸爸弹吉它的样子
真好看，唱的歌儿真好听。

如今，挂在墙上的吉它却蒙上了灰
尘。安笛问爸爸为什么不弹吉它了，安
忠文对她说，弹吉它手指会磨出老茧，
按摩时会让别人不舒服，所以不弹了。

但是，安笛仍常常听到爸爸的歌
声，唱来唱去，总是那几首军旅歌曲。
有一首，安忠文唱得最多，安笛知道那
首歌的名字叫《血染的风采》。每当唱
起这首歌时，安忠文的声音显得低沉、
沙哑，唱完了，还呆呆地出神。安笛知
道，爸爸又在想念部队和战友了。

图片说明：2009年2月5日，安忠文
（左一）“回家”探望老部队，受到官兵热
烈欢迎。 ［郝 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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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擎 军 旗 唱 大 风
——解放军驻滇某部官兵践行当代军人核心价值观人物风采录

编者按 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在滇西这

块热土上，人民子弟兵用行动诠释着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以赤胆忠诚谱

写了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祖国的功勋。我们在解放军驻滇某部采撷

了一组反映部队官兵践行当代军人核心价值观的事例和片断，以此向驻守在

滇西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预备役官兵致敬！

□ 通讯员 欧阳治民

【主人公小传】 杨猛，驻滇某团团
长。任现职3年来，带领部队完成4次重
大军事演习、6次多样化军事任务，执行
30余次急难险重任务。2008年被表彰为

“全军爱军精武标兵”，荣立二等功一次。
人说书生儒雅，可无论观外貌，还是

看作风，科班出身的驻滇某团团长杨猛
都硬邦邦，并无多少“书生气”。

初到团队，杨猛 1米 87的身板铁塔
般地往队伍前一站：“训练，大家学我！
我做不到，大伙回家睡觉。我做得到，大
家要做到。”全场肃然。

杨猛说到做到。8 公里越野，他全
副武装和战士一起跑，一圈不落。射击
比武，杨猛首轮上阵，枪枪精准，无人可
及。“团长参赛，我们只能争第二。”官兵
无不服气。

杨猛的“硬气”远近闻名，还缘于他
的较真劲。一次演练中，助攻分队势如
破竹，连下数道防线，而主攻分队却进展
缓慢。杨猛前往察看，原来是主攻连进
攻正面的炸点显示密集，连长担心冲击
时发生意外，下令绕道前进，导致进攻迟

滞。
杨猛察看炸点区域后，知道并无危

险，叫来连长斥道：“演习如战场。安全
区域外的炸药都怕，还怎么打仗？”言毕，
率先冲进硝烟中。官兵见状，个个奋勇
冲锋，无人退缩。

2007 年初，团队配发某新型导弹，
却因无人会用沦为“库存品”。杨猛一
上任便发话：“新装备发下来就要用，
坐等别人来教，‘杀手锏’也成‘黄花菜
’了！”他成立攻关组，亲自组织研究试
训，仅一月即掌握了导弹操作使用和维
修保养方法。

杨猛不光在训练上“斗硬”，在执行
任务时也从不“服软”。2008 年 4 月 6
日，杨猛带领部队到香格里拉洛吉乡扑
救森林大火。火灾发生地山高坡陡林
密,无路可行。当地老百姓说：“猴子都
上不去，你们怎么行？”杨猛斩钉截铁：

“再硬的骨头，也要把它嚼碎了！”他带着
先遣组，一马当先开出一条通向火场的

“天路”。6天6夜里，杨猛未走出火场一
步。下山时，他的迷彩服沾满炭灰。前
来接应的地方救火指挥部领导动容道：

“有这样的团长，部队怎能不打胜仗！”
去年底，团队全员参加实兵实装演

习。上级急令团队8小时内夜行50公里
进至预定地域。作战会上，这一行动受
到质疑：山路崎岖，路程遥远，为确保安
全，最好请示上级改为白天行军。杨猛
道：“对上级命令，怎能讨价还价？就是
要利用这个机会锤炼部队！”是夜，杨猛
带着部队急进，提前30分钟抵达指定地
域。观摩演习的首长道：“‘铁脚板’又回
来了，杨猛不愧是‘猛将’！”

图片说明：杨猛（中）身先士卒，带领
部队武装奔袭。 ［韦家骏 摄］

研究生团长的“硬汉”精神
——记“全军爱军精武标兵”、驻滇某团团长杨猛

□ 通讯员 李爱国 欧阳治民

【主人公小传】 陈胜，1978 年 4 月
生，1996年 12月入伍，贵州铜仁市滑石
乡滑石村人，三级士官军衔，中共党员。
历任战士、班长、文书，1998 年、2004 年
两次荣立三等功，6次被评为优秀士兵，
多次获嘉奖。

2008 年 3 月 7 日，陈胜受连队派遣
到机关办理公务。16时30分许，陈胜在
下关美登大桥站下车时，见桥上不少群
众对着桥下指指点点，议论纷纷，还有人
急切呼喊“救人”。他挤进人群，发现距
大桥40余米的西洱河上浮着一个人！

那人是死是活？是男是女？是老是
少？陈胜几乎没有思考，以最快的速度
脱下外套，选择距溺水者较近，且河水较
深的一侧一跃而下。从发现到入水，陈
胜仅用了约10秒钟。

在场的市民杨菊仙回忆说，当时现
场人虽多，也有热心群众想救人，但要么
不会水，要么不敢跳，还有人说溺水者已
死，等警察来捞就行了。“只有那个当兵

的小伙子，啥都不说就跳了下去。”
为确保入水位置的水深足以保证

自己跳下时不会摔进河底，陈胜在极
短时间内做出了正确判断：他选择大
桥东侧河弯处跳下，并注意身体平衡
让双脚先入水。“如果头朝下入水，入
水深度比脚朝下要多一倍，很可能摔
到河底石礁上；如果身体横着摔下，那
就更危险了。所以一定要平衡身体。”
陈胜事后说。

入水后，陈胜奋力游近溺水者，30
余米的水面距离仅用了约 2.5分钟。抓
住溺水女子后，陈胜发现她眼睛翻白、脸
色黑紫，已停止呼吸。陈胜没有放弃，他
一边踩水，一边抠出女子咽喉杂物，又一
鼓作气托着女子游回河岸。

上了岸，女子仍然没有呼吸，陈胜还
是不肯放弃。他立即对女子实施人工呼
吸，约 3分钟后，该女子有了动静，脸上
慢慢有了血色，呼吸也逐渐正常起来。
约 5 分钟后，地方警车、急救车赶到现
场，迅速将女子送到了医院。

2008 年 4 月 3 日，部队给陈胜记二

等功一次，表彰其为“学雷锋先进个人”，
并开展了向陈胜同志学习活动。当地政
法委和见义勇为基金会等机构也对陈胜
救人一事展开了全面调查。陈胜见义勇
为营救溺水者的事迹被军内外媒体报道
后，在驻地引起强烈反响，被群众誉为

“孟祥斌式的救人英雄”。
图片说明：2008 年 3 月 15 日，被救

妇女亲属到驻关部队赠送锦旗和感谢
信，右一为陈胜。 ［韦家骏 摄］

壮士无畏 英雄无憾
——解放军驻滇某部士官陈胜勇救溺水群众

“滚雷英雄”安忠文的现在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