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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2010年入读清华大学外文系。2012

年12月，正在读大三的我应征入伍，成

为导弹方阵里的光荣一员。两年后退出现

役，返回学校继续读书。严格意义上讲，

今年并不是我本科毕业10周年，而是退伍

10周年。

从大学到军营，从学生到士兵，在军

营这座“清华园”里，我汲取着课堂上不

曾学到的知识，更加理解了责任与使命，

读懂了忠诚与奉献，学会了守护与担当，

培养了坚毅与果敢。2014年，我没有如期

拿到“学士”学位，却收获了一个“战

士”学位。

报名参军
——“去哪儿都行，干啥都行！”

参军的过程，一波三折、充满艰辛，

最终的结果，“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日语专业赵蓉老师在一门课上偶然提

到，人文学院曾有两名师兄于2010年入

伍。那时我刚刚从日本交换归来，第一次

得知原来在校大学生也可以参军！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参军的念头

一经点燃，就再也无法熄灭。我火速从校

园里张贴的征兵海报上找到了武装部吕冀

蜀老师的联系方式，第一时间填表报名。

然而，2012年是实行网络报名的第一年，

对年龄有严格的限制，超龄几个月的我怎

么也报不上名。那时我几乎每天都跑一趟

武装部，请吕老师帮忙想办法。至今我还

记得自己对吕老师立下的保证——“让我

在另一个“清华园”里，收获“战士”学位
○刘  婷（2010 级外文）

去哪儿都行，干啥都行！只要能让我当兵”。

可能正是这种坚定与执着感动了老师

们。在学院、武装部的积极协调下，我总

算取得了体检资格。后来又经过漫长而令

人煎熬的等待，终于在新兵起运前几天收

到来自武装部的好消息。

时至今日，每每回忆起当初的场景，

我都十分激动。我去当兵的决定让日0班

的同学很震惊，当时他们大部分都还在日

本交换学习。临行前，我收到了一份特殊

的“礼物”。我的辅导员王斌范师兄，亲

手将我大一刚入学时手写的入党申请书的

复印件交给了我。带着老师同学的祝福和

期待，我踏上了从军之路。

初入军营
——“凡事只能往前冲，决不能往后退！”

正因为报名的过程充满波折，入伍

后我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初入军

营，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我并没有觉得落

差很大，也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2014年 9月，刘婷（左1）带领女兵进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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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都在整内务、搞卫生，不停地走

队列、背规程，时间被规划到分秒，甚至

言行都受到限制……然而这些旁人觉得异

常枯燥的事情，我都乐在其中。既然选

择，就要脚踏实地，不能轻易放弃。

还记得刚入伍半年，旅宣传科科长找

我约稿，想让我谈谈到部队后有什么不适

应的地方，然后又是怎样通过努力克服

的，达到先抑后扬的宣传效果。没想到我

的回答是“没有不适应，非常喜欢”，就

这样约稿失败了。

和所有名校士兵一样，最初，大学生

的身份、“清华”的光环总让我们在军营

里显得另类。记得入伍前，社科学院的

万一师兄曾叮嘱我：“清华的学生凡事只

能往前冲，决不能往后退”，当时我还不

太理解这句话的深意。每年有十来个清华

学生入伍，分散到几百万人的部队里，我

们就是基层官兵认识清华的窗口，常常会

觉得“压力山大”。我们同一年入伍的战

友绝大多数都是大学生，都不喜欢别人拿

“大学生”身份说事儿，反倒是抓住一切

机会申请参加各项训练、演习任务。

新兵第一年，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挑

战。在外人看来，这些本不该是这个年

龄学生所会经历与承受的，我们却乐在其

中，并在其中有所收获，“部队的一切自

己都能接受，只因为热爱。”

收获成长
——“不怕苦、不怕累，只怕闲”

在部队里，我所在的连队是男女混编

连，但男兵女兵的待遇却大不相同。曾

经，百公里徒步拉练，女兵要留守；野外

驻训，女兵也无缘。对我们这些中断两年

学业来到部队的大学生士兵来说，“养尊

处优”“轻松过关”绝不是我们的期待。

机会是自己争取来的。在征求了战友

们的意见之后，我们主动向连长、营长、

参谋长请示。三番五次的请求下，部队首

长终于答应了我们全程参与，而这一走就

是四个“百公里”。因为那次任务的出色

完成，再加上全年保障工作成绩突出，女

兵排收获了历史上第一个集体三等功。这

样的“请缨出战”后来还发生了许多次，

写过“请战书”，“围追堵截”过各级领

导……

对火箭军来说，实兵实装训练机会难

得。为了能进场训练，我和战友们将各类

设备操作的规程教范烂熟于心，我们重新

编写、完善了六套装备的操作规程。旅队

女兵第一次走进野外训练场，第一次拥有

了属于自己的战车和战位，我也成为旅队

历史上首位参与实装训练的女兵指挥员。

由于驻训地环境差、任务险，开始的

时候，紧急出动、转进训练等科目不要求

女兵参加。然而，我们的决心与勇气再一

次打动了部队首长，后续的任务中，女兵

全员全科目全训，与男兵无任何差别。

无论野外生存条件多么恶劣、训练多

么艰苦，我的战友和我带的兵，这些年轻

的姑娘们，没有一人因生理原因或伤病缺

席过一次训练、打过一次报告。半夜里在

几座孤坟旁，守着电台和装备执勤，帐篷

里常有蛇虫出没，没有人说过怕；十几个

女兵20分钟搭起一座容纳整个营的餐厅帐

篷，没有人喊过累；穿着笨重闷热的防护

服训练几个小时，衣服拧得出汗水来，训

练间隙倒在黄土坡上就睡着，没有人叫过

苦…… 

我在部队的另一个重要身份是政工网

的特约撰稿人。白天带新兵，晚上加班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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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子，经常因为思考某篇稿件而彻夜难

眠，也曾因为一次次加班错过和战友们的

聚会、休息。

过勇老师到部队看望我的时候说，清

华学生“不怕苦、不怕累，只怕闲”。这

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告别军旅
——把这身军装穿出了“兵味儿”

军营里有常常出现的新挑战，也有现

实与想象的落差。但当兵两年，这份“喜

欢”越积越厚，越积越重。

八一军徽，丛林迷彩，导弹兵臂章、

领花、肩章加一双作战靴，这在我眼中是

“军人最美的装扮”。记得初入军营，营

长对着还是新兵的我说：“这衣服穿在你

们身上怎么这么奇怪呢？”我们用两年时

间把这身军装穿出了“兵味儿”。

那两年，我扎根在军队的土壤里。基

层部队条件极其艰苦，但我内心却无比充

盈，非常有获得感、荣誉感。从我下决心

去到现在没有一刻后悔，因为这完全是听

从自己内心做出的选择。自己选的路，哪

怕荆棘丛生，一路走来都会异常坚定。

那两年，我成长在军营里。列兵军衔

的时候就开始当班长带兵，当教练员、指

挥员，两次荣立集体三等功、一次荣立个

人三等功、被评为“优秀士兵”……这些

都比不过老班长们的一个评价——“这个

清华的女兵不错，这个班长不错。”相比

于那些有形的收获，忠诚、勇敢、担当、

战友情……部队赋予我的这些精神上的力

量，更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让我永远

珍视。

临近退伍，连队的一次聚餐上，一个

军龄十几年的老班长突然和我说他非常后

悔：原来新兵刚下连的时候，营里要把我

分到他所在的专业，让他当师傅来带我，

但是被他拒绝了，因为他觉得自己hold不

住一个清华的学生，不想收，但是后来他

后悔了。我第一次听说还有这样一段故

事，当时就热泪盈眶。

退伍返校后，我到国防教育与人才培

养办公室担任辅导员，带着清华园里的国

防生们组织活动、开展训练。先后两次带

领清华国防生远赴大洋彼岸的西点军校交

流，继续和清华国防人并肩战斗。在部队

从军两年，我收获着人生最宝贵的磨砺和

成长，享受着奋斗的快乐和吃苦的幸福。

致敬我人生中的两个“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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