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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被选择，是极大的信任

野外训练场，战车轰鸣。

火箭军某旅操作训练正在这里紧张

展开。穿梭各个号位之间，工程师刘杉

脚步匆匆。她时而为官兵解答疑难，时

而驻足把关操作。

眼前这位让官兵信任的女工程师，

经历了一次次凤凰涅槃般的蜕变。

那一年，刘杉以专业成绩名列前茅、

科研成果获国家专利的优异表现，从火

箭军工程大学研究生毕业，分配至某旅

通信分队当排长。

凭借过硬的专业素质，刘杉参与编

写专业教材，开发小程序解决训练难题，

很快打开局面。

正当刘杉要大展身手时，旅里面临

换型，新的导弹专业人才存在很大“缺

口”，上级决定从刘杉这批新毕业学员中

挑人主攻新的导弹专业。

负责这项工作的该旅某室主任宋忠

海说：“我们一下子就相中了这个在通信

分队干得不错、爱学习肯上进的小姑娘，

觉得她是可以培养的‘好苗子’。”

领导找到刘杉，征求她本人意见。

“一边是学了多年的本行，一边是部队建

设需要的新专业，孰轻孰重虽然心里很

清楚，但还是有些矛盾。”谈起当时的情

况，刘杉坦言。

服从组织需要，成了刘杉的第一选

择。走进新专业集训队，第一堂课就让

她发生了改变。

那天上课的教员，是先期跟学跟训

新装备的技术尖子。没有讲稿，没有课

件，仅用一支白板笔，教员给大家对国产

新装备“庖丁解牛”，一个系统一个系统

地介绍。

“咱们是新时代的幸运儿。执掌大

国重器，是我们一辈子的荣光。”教员一

步步讲解和演示，刘杉慢慢沉浸其中，也

在心中埋下一颗热爱的种子——“能被

选择，是极大的信任”。

为了尽快适应新专业新岗位，刘杉

迈上知识重构、能力重塑的转型之路。

集训场地上，她常常最早来、最后走。

一次，得知有外学外训的机会，刘杉

第一个报名。那段时间，她每天跟着科

研人员、厂家师傅和技术骨干学习，能现

场消化的知识绝不拖到第二天，能立即

解决的疑问，决不留下尾巴。

很 快 ，大 家 都 对 刘 杉 印 象 深 刻 。

刘 杉 常 常 一 个 问 题 接 一 个 问 题 ，越 问

越深、越问越难，好几次差点把专家问

倒。

有时为了解决一个难题，刘杉常把

自己关在屋里，学原理、对参数，一张导

弹分系统的电路图，能研究整个通宵。

靠着这股劲，刘杉记下 20 余万字心得笔

记。这些笔记后来成了大家的学习指导

手册。

回到单位不久，在全旅组织的专业

理论考核中，刘杉夺得第一名。

刘杉仍不满足，她说：“导弹武器差

之毫厘谬以千里，1 分也是差距，必须追

求百分百。”

为此，刘杉不断自我加压，朝着更高

目标进发。一年后，她入选上级技术尖

子人才库，成长为担纲重任的技术“大

拿”。

“虽然每天触摸的是冰冷的导弹武

器，但使命在肩的我们，心中满是热爱，

身上流淌热血，充满前行力量。”前不久，

在一次基层官兵座谈交流会上，刘杉畅

抒心扉：“我们将热爱融入时代，小岗位

也能有大作为。”她的话赢得大家共鸣，

现场响起热烈掌声。

越是艰难，越要全心坚守

大风扬起的漫天雪花，打在脸上冰

冷生疼。一条碎石小道上，刘杉走在一

列 导 弹 号 手 队 伍 中 ，显 得 有 些 弱 不 禁

风。她顶着风、埋着头、咬着牙，三步一

滑，努力向前。

当刘杉和战友们走进某训练设施时，

人人都成了雪人。看着她一路摔了好几

跤，同行的领导提出明天派车接送她。

刘杉婉拒了领导的关心，笑着说：

“大家都能坚持，我也没有问题。”就这

样，随部队外出参训的几个月，无论是什

么天候，她都风雨无阻，常常是天不亮就

出发，直到深夜才回来。

随着部队转型任务深入推进，刘杉

感到了强烈的本领恐慌：“要想掌握新装

备，必须到一线才能采集到鲜活数据。”

得知一个分队要去某地驻训，刘杉主动

请缨参加。

“这次训练任务重、要求高，条件差、

节奏快，你能受得了吗？”面对领导的顾

虑和提醒，刘杉表示没问题。

“风吹石头跑，地上树木少，两山夹

一沟，一望群山绕。”这句官兵口中的顺

口溜，鲜活形象地勾勒出训练场的荒凉

与孤寂。

凛冽的山风从早上吹到晚上，裹着

两件大衣，站到外面不多会儿，就会感到

“透心凉”。

“越是难，越要坚守。”为了能够做

好技术把关工作，刘杉总是比官兵早起

半小时提前走上号位，又是最晚一批才

撤场。

一次测试操作，几个流程下来已经

是深夜，终于到了最后一项测试环节。

快要结束时，刘杉敏锐地发现，测出的数

据比正常参数高出一点点。

现场操作号手没有发现异常，正要

按照规程接续展开动作。“会不会哪里出

现了差错？”虽然只是细小的相差，刘杉

却警觉起来，没有忽视这个问题。

“等一下！”刘杉当即叫停，要求操作

号手重新进行测试。第一遍，数据却正

常了。她不放心，又让重测一次，结果还

是 正 常 。 刘 杉 依 旧 不 罢 休 ，让 再 来 一

次。这时，一名年轻的操作号手说：“刘

工，会不会是你看错了，或者是装备的偶

发信号？”

刘杉依旧坚持，让大家继续重测。

就这样反复进行了好几次，终于“逮”到

了问题。

问题得到解决后，大家走出测试大

厅，已是东方露白。听着战车轰鸣的声

音，刘杉一下子又觉得精神百倍。

3 个多月的驻训任务期间，刘杉经

历着雨雪风霜的打磨，也收获了宝贵的

一手测试数据。

有了这些数据支撑，刘杉“如虎添

翼”。她马不停蹄地踏上攻坚之路，参与

某型装备专业规程的修订编写工作，绘

制指挥员把关要点图……

当选为中国妇女第十三次全国代表

大会代表，被评为“四有”优秀军官，荣立

二等功……细数刘杉这几年获得的荣

誉，一位同事说：“每一次努力都不会被

辜负，每一份付出都会有回报，所有的坚

守，都会迎来百花盛放的繁华……”

向上攀登，必须超越自我

“登山不仅需要具备良好的体能、技

巧，更需要勇气和血性。”登山，是刘杉最

喜欢的一种运动，她常说：“我尤其享受

冲顶的那一刻，仿佛是颁给勇敢者的勋

章。”

“向上攀登，必须超越自我。”作为一

名基层技术骨干，刘杉在创新攻关的道

路上同样如此。

所在部队换型之初，由于缺少实装

训练条件，操作训练效果大打折扣。某

发射营专业骨干梅龙飞说，没有装备检

验操作，官兵们只能“纸上谈兵”，训练的

积极性、主动性更难以发挥。

“必须及时研制模拟训练器材！”有

计算机编程基础的刘杉，负责最难的软

件编译安装和综合调试工作。

刘杉向从未接触过的某计算机应用

技术发起冲锋。把界面模块与操作指令

对接、建立界面与控件的交互关系……

一个个问题像是“拦路虎”，横在她登攀

的路上。

“那段时间像是又读了一次研究生，

有时辛苦写完一段程序代码，运行时却

总是出现错误指示，没办法只能重来，有

时做梦都是在改程序。”回忆起那段经

历，刘杉感触颇深。

在模拟训练器材研制过程中，刘杉

先后改进优化几十个操作界面，最终带

领大家顺利完成研发任务。

某型模拟训练器材诞生，让官兵提

前进入“战位”，训练效益大幅提升。新

型装备列装后，大家直接上装操作，大大

缩短了战斗力形成周期。他们的科研成

果，由于实用性好，在部队和院校得到推

广应用。

随着科研攻关不断深入，刘杉逐渐

意识到，必须立足基层实际，努力与广大

官兵的备战需求深度融合。

经过反复调研论证后，刘杉决定从

最基础的教材体系入手。“我要用官兵自

己的语言，把需要搞懂弄通的专业知识

阐述清楚。”她说。

说干就干，刘杉开始收集参考资料，

按 照 不 同 层 次 岗 位 需 求 梳 理“ 能 力 清

单”，重新构建官兵的“知识框架”。

30 余本研究笔记、13 张被勾画到破

损的电路图……最终，刘杉主导编写两

本训练教材，参与编修 26 册导弹专业规

程，还梳理形成 4 类 32 项误操作清单，编

修 3 部操作运用指南，都成为官兵学习

训练的“宝典”。

跟随实战化的脚步，刘杉一次次发

起新的冲锋——研制电缆导通测试仪、

制作弹体剖面模型，还探索建立主保专

业联训联建机制……

“山挺立在那里，如果不勇敢向上，

就永远领略不了顶峰的风景。未来战场

就是那座高山，我们的每一步，就是为了

向山顶冲锋。”刘杉在自己宿舍的床头，

写下这样一句话。

开拓前进，要靠群体奋斗

走 进 该 旅 ，不 少 熟 悉 刘 杉 的 战 友

说，遇到难题找刘杉，总能找到满意的

解答。

面对大家的肯定和表扬，刘杉谦虚

地说：“开拓前进，要靠群体奋斗。”

有 一 次 ，一 个 分 队 在 训 练 中 遇 到

技 术 问 题 ，几 名 骨 干 忙 活 了 大 半 天 也

没 找 到 解 决 办 法 ，只 好 向 刘 杉 求 助 。

她赶到后，经过一番检查，很快解决了

问题。

问题是解决了，却带来了隐忧。这

一来二去耗费了时间，官兵的训练进度

也因此耽误了。刘杉离开时，营长感叹

了一句：“我们营里要是能有几个像你这

样的技能尖子，就啥都不愁了。”

一 人 难 挑 千 斤 担 ，众 人 能 移 万 座

山。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从那时起，刘

杉便把为基层帮带培养技术骨干，当作

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有一次，二级上士王哲在操作训练

中遇到一个难题，多方求解无果后找到

刘杉。正在攻研某项目关键节点的刘

杉，记下问题，说尽快给他答复。

王哲以为这是刘杉的客套推辞。没

想到，第二天自己刚到训练场，看到刘杉

已经带着答案等在那里了。原来，干完

手中的工作后，刘杉连夜查资料、找数

据，直到解决王哲提出的问题。

对王哲帮助更大的，是刘杉的“资料

库”和“方法库”。这几年，刘杉把资料图

表、思维导图、动画模拟等学习方法，毫

无保留地与大家分享，让官兵们如获至

宝，王哲也受益匪浅。

如今，在刘杉的帮助鼓励下，王哲拔

节成长，成了优秀操作号手。该旅领导

介绍，这些年，刘杉培养出 70 多名关键

岗位操作号手，都成了练兵备战一线的

骨干力量。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去年，刘杉和

所在科室的同事，在火箭军某型导弹专

业技术比武中，荣获团队优胜奖；在上级

组织的导弹专业技术比武中，获得团体

第一名。

去年，在刘杉的牵头建议下，该旅挂

牌成立“数据分析室”，受到广大官兵青

睐。刘杉只要一有空，总是在那里带领

“兵创客”攻研解决各类问题。

在刘杉的带动下，从这个“数据分析

室”已经走出 26 名“兵创客”，成为该旅

各专业领域科研攻关的中坚骨干。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在刘杉看来，奋进青春，皆得所愿，

只要同为一个目标铆劲蓄力，就会在不

久的将来，繁华簇锦，事业功成。

“号手就位！”演训场上，一声令下，

刘杉英姿飒爽，又一次凝眸目送一名名

号手，奔向高高的发射架，托举大国长剑

昂首问天……

一名 90 后女工程师的“奋斗观”
■本报特约记者 李兵峰 通讯员 郭 阳 吴 晓

夕阳西下，霞光满天，刘杉登上训练

场的高处极目眺望。她的脸上看似平

静，其实心中波澜起伏。身为火箭军某

旅工程师，她刚刚和战友们经受了一次

考验——

空 旷 的 导 弹 测 试 大 厅 内 ，上 级 组

织 的 一 次 考 核 正 在 紧 张 进 行 。 号 手

穿 梭 ，口 令 回 响 ，如 同 平 时 训 练 一 样 ，

刘 杉 聚 精 会 神 地 紧 盯 数 名 号 手 的 操

作流程。

眼看到了最后关头，考核组突然下

达一道特情。“接收指令异常，数据验证

失败……”操作号手王哲的报告声，让现

场气氛骤然紧张，整个操作流程也不得

不停下来。

紧要关头，刘杉几步上前，迅速做

出 反 应 —— 标 记 疑 点 、输 入 代 码 ……

没 过 多 久 ，只 见 出 现 的“ 故 障 ”一 下 子

消失了。

大家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投入后续

操作流程中，最后圆满完成上级考核任

务。现场参加考核的官兵，不少人都对

这位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女军官竖起大

拇指。一名领导由衷地称赞说：“这个

‘小丫’有几把刷子！”

这名 90 后“小丫”，扎根基层一线，

整日与电路图相伴、与参数代码为伍，奋

战在练兵备战一线，刻苦钻研导弹专业，

被大家誉为“为导弹把脉的人”。

“她像是一枚出膛的子弹，始终保持

冲锋的姿态。”该旅领导介绍，这些年，刘

杉凭借过硬的专业素质和优异表现，圆

满完成装备接收、实弹发射等数十项任

务。

巾 帼 之 花 绽 放 新 的 荣 光 。 如 今 ，

刘 杉 活 跃 在 演 训 一 线 ，成 为 所 在 旅 第

一 个 入 选 上 级 技 术 尖 子 人 才 库 的 女

军 官 ，被 表 彰 为“ 全 国 巾 帼 建 功 标

兵 ”。

去年底，火箭军表彰“十大砺剑尖

兵”，刘杉脱颖而出，又迎来属于自己的

荣耀时刻。从发射架下到聚光灯下，身

披绶带的她，迈步走上前台，一脸微笑、

从容自信。

“有几把刷子”背后的故事
■本报特约记者 李兵峰 通讯员 郭 阳

图①：刘杉（前排左二）

执行任务归来，战友们向她

祝贺。

图②：刘杉（中）和战友

讨论分析技术难题。

图③：刘杉在实装操作

训练前对装备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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