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这不是邓贵生么？ ”“就是他啊，第
5

列的排头，

真帅
!

”“我还看见尹朝阳和邹红刚了
!

”“在哪？ ”

9

月
3

日，当刘老庄连英模部队方队的官兵肩挂钢枪，迈着整
齐的步子，经过天安门时，驻信某部的学习室沸腾了。 原
来， 在参加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大阅兵的
300

余人
中，有

3

名战士来自这支部队。

9

月
8

日下午，尹朝阳、邹红刚和邓贵生在安阳参加
完上级的阅兵总结会后，返回了信阳。 日前，记者有幸走
进军营，走近这

3

名高大帅气的小伙儿，倾听了他们的阅
兵故事，与他们一起分享光荣与喜悦。

首席记者周涛韩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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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天的艰辛 66 秒的荣光

———驻信某部3名战士参加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经历

奖牌背后是数以吨计的汗水

见到
3

名战士所在营
10

连连长王俊岭， 记者首先注
意到他手中的一块“阅兵优秀队员”的奖牌。 “这奖牌可不
是每个人都有的， 刘老庄连英模部队方队

300

多人中，有
40

多名战士得到这种嘉奖， 不过他们仨每人都得了一
块。”王俊岭说，“这看似普通的奖牌背后，他们付出的辛酸
恐怕只有他们自己清楚。 ”

阅兵方队对身高要求介于
178cm～185cm

之间， 在今
年

2

月
5

日报名后的第一轮训练结束后， 尹朝阳身高
177.5cm

、 邹红刚身高
187cm

， 二人在筛选时均没有被选
上。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训练，他们以良好的精神面貌感染
了部队领导，为此获得破格选拔。

“那段时间的训练是我们军旅生涯中最苦的。”今年
20

岁的邓贵生说，

2

月份三人正式参加训练后，高强度训练曾
让他们打起退堂鼓。 “训练采用的是‘白

+

黑’

(

白天加黑夜
)

、

5+2(5

天工作日加平时两天休息时间
)

的模式，每周训练
6

天半，还有半天上教育课，听领导讲部队的英模事迹。 ”

记者了解到，参加阅兵的徒步方队主要训练是队列训
练，队列中最累的是站军姿和踢正步。练军姿时，为了达到
最高标准，战士们衣领的颚下两边和脖颈后，都被安放着
细尖的小针，头稍微偏一点就会扎到；正步走，抬脚高度需
要做到无误差，所有队员统一整齐。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

3

名战士晒得黑黝的脸庞上，都
有两条明显的头盔带子印儿， 战士尹朝阳的脸上最为明
显。说起这帽带印，尹朝阳憨厚一笑：“这算什么，最难受的
是夏天训练，衣服从内到外、一天到晚，都没干过。 ”

尹朝阳告诉记者，阅兵方队每天
11

个小时的训练，令
所有战士都不同程度出现脚起泡、尿血等症状，而方队中
只有两名轮换值班的军医，每天晚上都有很多战友排队去
挑水泡，最晚的时候要排队到

12

点多。

200多天的艰辛只为那 1分多钟的绽放

训练过程中， 每名战士都
有个好习惯，那就是写日记。在
邓贵生的阅兵日记中， 记者看
到这样一段话： “

211

天的艰
辛， 只为了用

1

分
06

秒时间，

踢过天安门广场那
96

米，

128

步……”

“其实我写得不准，可真不
只是为了这， 还为了让全世界
看到我们中国军人的风采。 ”说
到这， 邓贵生嘿嘿一笑，“也为
了让我爹妈看到我的成长。 ”邓
贵生告诉记者， 在阅兵前半个
月的一个周末， 他告诉了母亲
自己在阅兵方队中所站列的位
置。 阅兵那天，母亲便紧盯着电
视屏幕看。 “后来我妈妈说在电
视上看到我了，虽然镜头不足

1

秒就闪过去了， 但她还是激动
地哭了。 ”

说起阅兵那天的事情，邓
贵生至今记忆犹新。 “当天是凌
晨两点钟起床，

5

时
50

分，整个
方队整理好着装， 到达天安门
广场进行适应性训练；

9

时
36

分，开始等待主席检阅部队；

10

时
36

分阅兵分列式开始”，邓
贵生说，“阅兵当天， 方队通过
天安门广场时就直接沿着国家
大剧院旁边的胡同离开了。 在
通过胡同的那千余米路程中，

我们依然迈着整齐的步伐，不
少群众看到后，高呼着“英雄”

“你们好样的”“偶像”， 有的北
京市民还站在楼上的窗户旁边
挥舞着国旗向他们招手欢呼。 ”

“最遗憾的事情就是没有见
到阅兵宏大的场面，也没看到战
斗机群在天上飞翔。 ”邓贵生向
记者介绍说，为了能让阅兵实现
无缝对接，每一个队列分组都要
做到毫厘不差，时间分秒不差。

于是“直升机悬挂中国国旗”“

20

架直升机呈现‘

70

’字样”“

7

架
飞机拉出

7

道彩带” 等精彩场
面，他们都没法在现场看到。

在邓贵生回营后的另一篇
日记中，记者看到这样一段话：

“当眼角的余光无意间瞟到北京
市民热泪盈眶的时候，当听到楼
上群众高喊着‘英雄’的时候，当
听到母亲与我通电话时那激动
话语的时候，我知道，这一切的
一切，都是值得的

!

”

将光荣阅历转化为建设第二故乡信阳的动力

“军歌《十八岁十八岁》中
有句歌词是生命里有了当兵的
历史，一辈子都不会感到懊悔，

我要说， 生命里有了参加阅兵
的历史， 一辈子都会感到光
荣。 ”在被问及参加阅兵归来的
感想时， 邹红刚告诉记者，“我
会将参加过阅兵这一光荣阅历
转化为保卫祖国、 建设第二故
乡信阳的动力。 ”

据尹朝阳介绍， 在信阳的
这几年里， 他们参加过抗冰雪
灾害，去敬老院、希望小学慰问
过留守老人、儿童，参与过抢险

救援行动。 植树造林活动中，他
们干得风风火火； 军民共建演
出时， 他们精心为市民带来精
彩节目……

“几年来，我已经爱上了信
阳这片土地， 今年就要面临选
改士官了，我希望能够留队，还
能够再为这个第二故乡做些什
么。 ”邹红刚微笑着告诉记者，

想留队必须要先有“政治思想
强、军事技术精、作风纪律严、

完成任务好” 这些基本条件。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在接下来
的日子里，我会更加努力，怎么

也得对得起‘阅兵优秀队员’的
名号啊

!

”

“其实年初我没准备留队，

总觉得部队挺苦。 可参加完阅
兵后，见识了我们国家的富强、

军队的繁荣，现在完全没有这想
法了。 ”同样今年面临选改士官
的邓贵生告诉记者，“今年，我真
的很想继续留在部队、 留在信
阳。 清晨，在鸟语花香的营区里
跑着步；下午，伴着落日的余晖
挥汗在练兵场上；夜晚执勤，赏
着月光思念着故乡。 还有什么
比这更惬意呢？ ”

三人参加阅兵获得的奖牌与奖章

尹朝阳（左）、邓贵生（中）和邹红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