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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年 伊 始 ，经 过 数 次 修 改 ，第

81 集 团 军 某 旅 一 连 上 等 兵 宁 允 昌

递交的新年度成长成才目标，获得

通过——

1 月 ：单 杠 一 练 习 数 量 增 加 2

个 ，3000 米 跑 成 绩 提 升 5 秒 ；2 月 ：

某 装 备 操 作 速 度 提 升 2 秒 ，达 到 良

好 标 准 ；3 月 ：5 公 里 武 装 越 野 成 绩

提升 15 秒，手榴弹投远达到优秀标

准……

翻开宁允昌的新年度成长成才

目标，内容十分具体，每个月要取得

什么样的小进步、实现什么小目标，

写得清清楚楚。宁允昌对实现这些

目标也颇有信心：“跑步每个月进步

三五秒，一年就可以进步一分钟。只

要积小胜为大胜，就一定能在比武竞

赛中实现心愿。”

“ 他 最 初 递 交 的 方 案 并 非 如

此。”一连连长说，“宁允昌最初提出

的目标是‘在比武竞赛中摘金夺银，

年底获评练兵备战先进个人’。至

于如何实现这些目标，他没有明晰

的计划。”

“这是不少官兵的通病——制定

计划时过于宏观，缺少具体的实施步

骤，容易半途而废。”该连连长介绍，

为避免出现此类情况，他们要求官兵

将新年度成长成才的大目标分解为

一个个明晰的小进步，如爬梯登山

般，在依次实现小进步的同时，逐步

接近大目标。

闫 锋 去 年 年 初 为 自 己 制 定 了

“成为一名军士”的成长成才目标，

并将其细化为“第一季度军事体能

训练成绩达到优秀”“第二季度通过

职业资格证书认证”“力争担任军事

体 能 教 练 员 ”等 10 余 个 阶 段 性 目

标。按照既定计划，闫锋稳扎稳打，

最终以总评优秀的成绩顺利通过选

晋考核。他深有感触地说：“小目标

既有挑战性又有操作性，跳一跳就

能够达到，每一跳也都能取得新进

步。”

如今，佩戴新军衔的闫锋重新为

自己制定了新年度成长成才目标：在

基础训练阶段熟练掌握军士必训课

目并达到良好标准，在重大演训活动

中担任专业骨干，力争在年底当上副

班长……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

则必成。”闫锋谈道，“相信按照这份

计划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一定能达

成目标。”

大目标分解成“小进步”
■徐云峰 王云飞

1月 8日，陆军某团举行欢迎新战友入营仪式。 崔俊浩摄

这是一封儿子写给父亲的信，也是
一场三代军人矢志报国的接力见证。

前不久，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旅参
谋张博韬奉命到西部战区空军某基地
见学锻炼。这个基地的前身，是他的父
亲张永华曾工作多年的老单位，也是张
博韬儿时生活的地方。回到熟悉又陌
生的“家”，张博韬想起自己在这里萌生
的从军梦想，想起家中三代人传承的报
国志向，感慨之余提笔给父亲写了一封
信。征得本人同意，我们将这封信推荐
给读者。

（胡勇华推荐）

爸 爸：

最 近 我 回 基 地 了 ，上 级 通 知 我 到

基地机关见学锻炼。离开这座营区十

几年，再次走进这个曾经的“家”，路过

您 工 作 过 的 办 公 楼 ，特 意 去 咱 们 住 过

的 那 栋 老 宿 舍 楼 看 了 看 ，我 想 起 很 多

往事，心里有些感触，就想提笔写封信

给您。

这是我第一次穿着军装“回家”。小

时候，我和弟弟总是盼着穿军装的您下

班回家，两个人争抢着拿走您的军帽，戴

在自己的小脑袋上，手握玩具枪趴在地

上模仿电影里的场景“冲锋陷阵”。这是

我和弟弟最喜欢的游戏。

我和弟弟在这座营区出生、成长。

在部队营区长大的男孩子，很少有不想

去 当 兵 的 ，我 和 弟 弟 也 不 例 外 。 更 何

况，咱们家算得上军人世家，爷爷奶奶

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入伍的老兵，您也总

说自己从小就把参军报国当成人生的

目标，后来军装一穿就是 40 多年。在这

样的家风家教中，我和弟弟自然也一心

想参军入伍。

弟弟学习成绩好，高中毕业考上了

空军工程大学，毕业后分到新疆，在那

里扎下了根。我遗憾地与军校失之交

臂，幸好 2016 年大学毕业时终于如愿以

偿，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军装。

新训结束下连分配，原本有机会去

条件较好的连队，可当我看到名单中有

您曾经战斗过的马衔山雷达站时，当即

就申请去那里。后来我和您提起这件

事，您还劝我要不要再考虑一下，因为

那里环境真的很艰苦。

马衔山雷达站的艰苦，其实我从小

就知道，因为您常给我和弟弟讲“马衔

山往事”。1981 年您经过高考进入原空

军雷达学院，毕业后就分到海拔 3600 多

米的马衔山雷达站。报到时正值盛夏，

您穿着短袖，坐在站里买菜的卡车车厢

里就上了山。谁知车开到半山腰，一片

黑云飘过，立刻下起冰雹。您冻得瑟瑟

发抖，大喊了几声，驾驶室里一直没应

声。您只好捡起菜筐里的一根萝卜，敲

了敲车顶才引起司机的注意，找了一件

大衣给您穿上。

您 在 大 学 里 学 的 是 计 算 机 专 业 。

到 了 雷 达 站 ，您 从 站 长 手 中 接 过 一 摞

雷 达 专 业 书 籍 ，从 头 学 起 。 山 上 环 境

差 、条 件 苦 ，七 八 月 份 室 内 还 要 生 火

炉 、穿 棉 衣 ，书 信 往 来 要 超 过 1 个 月 。

可 您 告 诉 我 和 弟 弟 ，军 人 就 是 要 不 怕

吃 苦 ，还 要 敢 于 和“ 苦 ”战 斗 。 点 着 煤

油 灯 ，您 在 业 余 时 间 学 习 研 究 计 算 机

程 序 ，几 年 后 被 调 往 空 军 某 部 机 关 工

作。当时您参与编写的指挥信息系统

法 规 标 准 文 件 ，至 今 仍 是 相 关 部 队 执

行的专业标准。

您 离 开 马 衔 山 雷 达 站 32 年 后 ，我

上了马衔山。那时，山上已经接通了长

明电，有了手机信号，宿舍里铺设了地

暖，各种娱乐健身器材一应俱全。可自

然环境还是“一如既往”，紫外线强，空

气中含氧量低。经常因此头疼的我，心

里难免有过后悔。您打电话开导我，指

导员也常常找我谈心，给我讲“扎根高

山、不辱使命、恪尽职守、建功立业”的

“马衔山精神”，让我安下了心。

担任雷达操纵员的同时，我还兼任

站里的油料保管员和文书。那年冬天，

由于来回奔忙，常常在深及小腿的积雪

里行走，我的脚掌有些冻伤。我拍了张

照片发给您，您回复了一句话：“注意身

体，坚守岗位。”说实话，看到那 8 个字

时，我内心有些惭愧，觉得自己不够坚

强，还需要更多的磨砺。

后来，我苦活累活抢着干，和战友们

一起努力，坚守岗位。2017年，雷达站被

空军授予“马衔山模范雷达站”荣誉称

号。激动的我用画笔记录下全体官兵受

领荣誉称号的光荣时刻，那幅水彩画后

来就摆放在雷达站的阅览室里。

2018 年，我考上战略支援部队信息

工程大学，离开了马衔山。1 年多的时

间不长，但足以为我的军旅人生打好底

色。那座大山也告诉我，军人，要用山

一般的信仰、山一般的坚实，扛起如山

的使命和责任。

毕业后，我被分到基地所属的某雷

达旅。虽然那时您早已退休，但“子承

父业”的传承还是让我欣喜不已。这一

次 ，我 来 到 基 地 ，更 像 是 回 到 了“ 家 ”。

看 到 营 区 里 熟 悉 的 每 一 条 路 、每 一 栋

楼、每一棵大树，我不禁思绪万千。在

这个“家”，我看到了军人的样子，种下

了从军的梦想。如今，我和弟弟接过您

和爷爷奶奶的接力棒，用一身“天空蓝”

传承家风、报效祖国。

我的手机图库里有一个相册，里面

保存着几张照片，有爷爷奶奶年轻时的

合影，有您的军装照，还有去年春节咱

们 一 家 四 口 难 得 团 聚 时 拍 摄 的 全 家

福。几十年过去，时代在变，照片中的

军装在变，不变的是咱们家三代人从军

报国的信念。

去年除夕夜，您分别取了我和弟弟

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创作了一副对联，

上联是“韬展宏图创佳绩”，下联是“略

舞蓝天立新功”。弟弟挥毫泼墨后，我

们三人一起把对联贴在家门口。您站

在门口，左看看右看看，开心的模样我

至今难忘。我和弟弟一定会朝着您期

望的方向，努力前行。

儿子：博 韬

题图：张博韬用水彩画记录马衔山

雷达站全体官兵受领荣誉称号的光荣

时刻。

家，是梦开始的地方
—推荐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旅参谋张博韬写给父亲的信

军媒视窗

1月 13日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做好新年

度工作筹划，有助于单位和个人理清

思路、确定目标，对于推动各项工作和

个人成长站上新起点、再上新台阶、开

创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在 2024 年

工作谋篇起步之际，撷取陆军部分基

层单位筹划新年度工作的有益经验做

法，以期提供借鉴、带来启发。

1 月 初 ，第 76 集 团 军 某 旅 某 营

《新年度工作要点（征求意见稿）》下

发。看到这份文件，某连连长感到有

些“似曾相识”——其中“推进训练场

地改造”“实施分组分类组训”等内

容，都是他在去年向营党委提出的意

见建议。

“原本担心我的这些建议会成为

‘半截子工程’。”这位连长坦言，他之

所以有这样的顾虑，是因为刚刚结束

的干部调整中，营党委班子成员变

动，“不知道新官上任，还会不会再理

旧账？”

对此，新任营主官态度鲜明：抓

建基层工作就像燕子垒窝，必须持之

以恒。对于前任留下的未完成工作、

经验做法和遗留问题，照单全收，做

到“一锤接着一锤敲”。基于这样的

想法，新年度工作要点中，“继续推

进”“持续深化”等表述成了高频词。

与之相反，战士小王倒是希望自

己的“旧账”被“忽略”。原来，去年年

终考核时，小王有几个课目未能合

格。由于工作需要，年初他调岗来到

另一个连队。本以为随着岗位变化，

自己在去年留下的“小尾巴”会不了

了之，没想到新年度首个训练日，他

就被分入补差训练组。

“新年度意味着开局启新，但过

去存在的问题不能被忽视。”该营政

治教导员介绍，在筹划新年度工作

时，他们着重对过去的工作进行复

盘检讨，查找梳理出营队建设中存

在的矛盾问题，组织相关单位和人

员逐一明确责任主体和相应解决措

施。“把老问题带进新年度，有利于

防 止 成 为 痼 疾 。”该 营 政 治 教 导 员

说。

被带入新年度的不只有问题，还

有经验做法。去年以来，该营针对所

属连队均为荣誉连队的特点，大力开

展“学光荣战史、做时代新人”活动，

取得良好效果。今年的工作筹划中，

营党委决定延续这一做法，并对具体

操作步骤进行细化，使之更加贴近单

位实际。

“对于行之有效的工作经验，应

当一以贯之，无需另搞一套。”该营营

长谈道，筹划新年度工作不应图彩

头、求热闹，而应实事求是，坚持从单

位实际出发，确保各项举措扎实有

效。按照既定计划，该营一场专业骨

干集训近日如期举行，在新年伊始兴

起练兵备战热潮。

“理旧账”让工作不断线
■李佳豪 袁 笑

2023年 1月 1日起，《军人勋表管理规定》施行，全军
官兵陆续佩戴军人勋表。方寸之间，无上荣光。作为由
略章排列组成的标识性证章，勋表承载着使命，闪耀着
荣誉，见证着军人军旅生涯的一次次光荣时刻。

荣誉在胸前，责任在肩上。从今天起，本版开设“我
和我的勋表”栏目，让我们一起聚焦基层官兵胸前的一
面面“荣誉墙”，了解一枚枚略章背后蕴含的军旅荣光、
浓缩的强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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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立功人员个个实绩突出，有

老班长赖春华，还有……”前不久，连

队指导员宣读完 2023 年度奖励表彰

对象名单后，将 1枚金色的个人嘉奖 9

次略章发给我。我把它替换在勋表第

一排第三枚略章的位置，那里之前是

1枚个人嘉奖 8次略章。

身着常服时，我胸前的勋表略章有

3排，共 9枚。这 9枚略章，记录着我入

伍以来的功勋荣誉表彰、服役经历、岗

位职务层级和服役年限，见证着我多年

来在强军路上的拼搏姿态和奋斗足迹。

如果没有参军，我可能

会成为一名教师，那是小时

候父母对我的期望。直到小学时遇到

曾在海岛服役的体育老师，他口中火热

多彩的军营生活，他用舞动的手指演示

通信兵“银线连接雄师”的气势，在我的

面前打开了一扇“窗”，在我的心中种下

一颗绿色的种子。

2005 年，高中毕业后我第一时间

去家乡人武部报名应征。新兵下连，

我被分到新疆军区某团通信一连，成

为一名像体育老师那样的通信兵。

然而，虽然连长告诉我们，“你们就

是团里的生命线”，但没参加过巡线的

我，还是很难将日复一日地接线与通信

兵“千里眼、顺风耳”的形象连起来。

当兵第二年初春的一个深夜，我

从睡梦中被叫醒，跟着班长坐上抢修

车。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戈壁滩上，我

小心翼翼地和狂风来回“撕扯”着施工

灯，为班长照明。

经过班长熟练的维修操作，转眼

间只剩下最后一根需要熔接的纤芯，

班长示意我来。“不要怕，有我在，像平

时训练那样操作就行。”在班长的鼓励

下，我操作第二遍时，显示器上出现

“熔接成功”的字样，电话那头也传来

连长兴奋的声音。

坐在返回的车上，班长对我说：

“如果哪天打仗了，线路不畅，我们就

无法联系上级部队。”从那一刻起，我

领悟到通信专业的重要性，更加刻苦

训练，成为班长口中“钳子都被你磨平

了好几个”的兵。

3 个月后，团里全面开展铺设光

缆任务，标志着磁石式电话机时代将

告一段落。我主动报名，和老兵们挥

起铁锹在戈壁滩开挖线路。想到任务

完成后能让团里各个连队的通信方式

“更新换代”，即使盐碱地的硬壳让我

的虎口被铁锹震得生疼，我身上还是

有使不完的劲。

光缆接通后，我接到另一个连队

一位同年兵的电话：“猜猜我是谁？”

“哈哈哈，现在的电话好用吗？”我问

他。“太好用了，终于不用手摇了，休息

时还能用军网看电影呢。”他的笑声，

回荡在我的耳畔。

当年年底，我收获了军旅生涯第一

份荣誉，被评为“优秀士兵”，并获得嘉

奖。得知消息后，父母嘱咐我：“在部队

好好干！”

2007 年底，经过考核我

顺 利 留 队 ，并 再 次 被 评 为

“优秀士兵”。这份荣誉，坚定了我的

目标和追求，要在军营建功立业，实现

人生价值。遇到困难，我也会告诉自

己，要当好榜样，更加努力。

慢慢地，带我的班长一个个退伍

了，我带的兵也一个个离队了。我依

然拎着沉甸甸的器材箱，披星戴月、顶

风冒雪，维护着 400多公里长的光缆线

路。我性子急，吃饭喝水都很快，尤其

是接到任务时常顾不上吃饭。如今，

我经常胃疼，膝盖、脚踝也因受寒落下

病根，阴天下雨就隐隐作痛。然而，巡

线 路 上 那 些 光 缆、线 杆 就 像 我 的 战

友。守护它们，总要有付出。

走在巡线路上十几年，我无愧于

通信兵的岗位，无愧于军人的使命，唯

独对不起我的家庭。2015 年 1 月，我

刚结婚不久，父亲因病住院，妻子急忙

打电话给我。可我接通电话没多久，

抢修任务就来了。

我匆忙挂断电话，驱车赶到故障

现场。抢修过程中，我的手指冻僵了，

就揣在怀里暖一会；腿脚冻麻了，就站

起来活动一下。第二天凌晨 3 时左

右，通信终于恢复。赶回连队，我立刻

给妻子打电话问情况，满心愧疚。

这些年，我亏欠妻子太多。可那

些光缆是我参与铺设的，我的军龄就

是光缆的年龄，我对它们最熟悉，找光

缆断点也是最快的，我还不能离开。

那一年，我荣立三等功。我将军

功章寄给妻子。不久后，我收到妻子

的信和寄来的家乡特产。妻子告诉

我，喜报送回家那天，村里敲锣打鼓很

热闹，很多乡亲都赶来祝贺，她特别激

动。“你安心守边防，我守着家。”妻子

在信的结尾写道。

2017年上半年，我参加

上级岗位练兵比武竞赛，荣

获两项冠军、一项亚军，年底被评为

“四有”优秀士兵，再次获得嘉奖。我

又一次递交了留队申请书。我不是不

想家，只是觉得岗位还需要我，我得继

续坚守。

唯一的遗憾是，那时两岁的儿子

已经能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却唯

独叫不出“爸爸”。

2020年，团里评选“忠诚戍边十大

典型”，我有幸入选，精心准备了发言

稿，还对着镜子练习了很多遍。然而，

颁奖前一晚，我接到抢修任务，第二天

风尘仆仆回来时，颁奖仪式已经结束，

我心里难免有些失落。可转念一想，

我能入选，只是因为自己的努力吗？

是岗位成就了我。作为一名老兵，更

应该做的，就是始终保持努力工作的

状态。

没想到，2023年 12月 31 日下午，

完成为期半个月巡线保障任务的我，

刚从抢修车下来，就接到通知，第二天

作为颁奖嘉宾参加 2023 年度“忠诚戍

边十大典型”颁奖仪式。

那一晚，我将常服熨烫平整，将

标志服饰又检查了一遍，目光落在胸

前的勋表上。那一枚枚略章，如同军

旅生涯中的一个个“刻度 ”，标注着

我的成长。入伍 19 年，我的世界很

小，围着一米接一米的光缆“转”；我

的 世 界 也 很 大 ，在 巡 线 路 上 行程近

两万公里。一步一个脚印中，我获得

近 20 次表彰，都展现在胸前的“荣誉

墙”上，激励着我保持冲锋的姿态，用

不懈的奋斗创造新的荣誉，书写新的

荣光。

（赵瑞强、王梦缘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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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赖春华近照。

下图：赖春华（右一）和战友在巡

线途中。 供图：牛 涵、代昌平

制图：王秋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