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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媒视窗

3月 11日

前几天，团里组织了一场军营故事

会。我们连推荐的节目，是以我的巡线

故事为题材创作的情景剧。

舞台上，“我”携带多部装备和各种

作业工具，奔赴一个个作业点。不论身

下是“激流”还是“绝壁”，“我”用高原通

信兵的拿手绝活，架起一条条线路，排除

一个个故障。

“平时就是战时，不能第一时间完成

通联，就是没有完成任务！”看着台上的

“我”穿梭于“高山”“垭口”跋涉作业，坐

在台下的我一时有些恍惚。

入伍 18 年，我 3 次转岗，其间的酸

甜苦辣，一次次不懈的追求，都化作了胸

前的 4排 11枚略章。

我出生在安徽一个小村庄，爷爷曾

在白山黑水间当过汽车兵。小时候，看

到爷爷“手到擒来”修好卡车，听他兴致

勃勃讲起当兵往事，我就梦想着自己有

一天也能穿上军装。

2006 年，我高中毕业后报名参军。

收到入伍通知书时，爷爷比我还高兴。

“去了部队，好好干！”站台上，爷爷不停

地嘱咐我。我学着爷爷的样子，向他敬

了个军礼，登上开往军营的火车。

与爷爷不同的是，他去了祖国的东

北，我前往祖国的西南。下了火车，转乘

飞机，我来到海拔 4000 多米的营区，成

为一名武警战士。

来到部队的第一个晚上，强烈的高

原反应让我上吐下泻。窗外狂风呼啸，

头疼欲裂的我无法入睡，一遍遍问自己：

“这样的日子，我能坚持下去吗？”

下队后，我分到特战中队。摔擒、障

碍、器械……我在班里的同年兵中年纪

最大，训练成绩却排在最后。好在指导

员“不抛弃、不放弃”，手把手教我动作技

巧，耐心地拆解动作给我示范。

我没有掉队，一步步追了上来。第

二 年 5 月 ，中 队 组 织 枪 支 分 解 结 合 比

武。为了快速提高成绩，我向班长请教，

发现他的动作十分简洁。81 式自动步

枪的棱角断面很尖锐，即使十个手指头

全部“挂彩”，我也没退缩，而是缠上创可

贴继续一遍遍练习。

那次比武，我拿到了冠军。站上领

奖台，望着台下欢呼的战友，我品咂着

“付出就有收获”的味道，内心越发笃定，

要与高原的风和雪抗衡。

2008 年初，一纸命令，我从武警特

战队员成为一名高原机动通信兵。

来到新单位，班长带我在营区转了

转。当我看到训练场上老班长们正在电

线杆上“飞檐走壁”进行训练，不禁停下

脚步。

班长见我看得很认真，对我说：“高

原机动通信兵，就像通信兵里的‘特种

兵’，对体能和专业技能的要求都很高。”

然而，隔行如隔山。跨专业转岗，我

的转型之路并不顺畅。虽然难免一时沮

丧，可入伍之初的成长经历给了我信心，

即使从零开始，也要在新岗位有一番

作为。

那一次，我随队参加驻训。翻过一

座又一座雪山，跨过一道又一道河流，我

们来到高原驻训场。

海拔 5000多米的雪山之巅，天空很

蓝很蓝，似乎触手可及。可缺氧和严寒，

时刻都在考验着我。

作为一名通信兵，我忘不了第一次

抢修电缆的经历。雪花飞舞中，我跟着

班长周玉贵爬了 1个多小时的山路才到

达故障点。天色昏暗，借着应急灯的光，

我用手钳把电缆线剪开，将线头剥离出

来压接和封焊，一次操作要 20分钟。为

了加快进度，我索性摘掉手套，任由夹杂

着雪粒的寒风像刀一样“割”着手指。

雪越下越大，鹅毛般被风裹着，给无

边无际的高原穿上一件白棉袄。我和战

友们高喊着口号用力拉光缆，口中呼出

的热气瞬间消散。

历时 28小时的接力奋战后，所有断

点全部接通，线路恢复畅通。我们击掌

相庆，像是打赢了一场硬仗。“这是南面，

那边是北面……”周班长指向远方，向我

介绍通信线路的分布方向。“故障点再

远、保障面积再大，我也一定要让通信线

路畅通。”那一刻，难抑内心激动的我，向

自己下了“战书”。

不 管 环 境 如 何 恶 劣 都 要 克 服 ，不

管故障如何复杂都要排除，看似没有

硝烟的“战场”，一场场“战斗”实实在

在发生着。为了赢得一场场“胜利”，

我刻苦钻研，技艺渐长。当一个又一

个故障被精准排除，我也成长为连队

的专业骨干。

一次，团里组织比武，连队选派 3人

参加，我作为后备人选跟训。虽然专业

素质和老班长相比还有差距，但我下定

决心，上了赛场，就不能只当“陪练”。

无数次往返于通信大楼和室外专业

场地的我，为自己准备了两件“法宝”：笔

记本和秒表。苦读理论书籍时遇到难题

就记下来，尽快找教练员答疑解惑；卡着

秒表每天实操训练上百次，一点点提高

速度，积累“实战”经验。

我不仅拿到了比武竞赛的“门票”，

参加的两个课目均获得第一名，其中一

项还打破纪录。我在战友们的簇拥下走

上领奖台，成为他们口中的“郑技师”和

“老班长”。

“师傅是弓，徒弟是箭。弓的责任就

是送箭去远方。”我意识到自己肩上的责

任多了一重。战士何珉宏初学时进步比

较慢，连长和指导员都认为他不太适合

学通信。我找到何珉宏，他却对我说：

“班长，其实我挺喜欢通信专业的，就是

总学不好。”

“只要你想学，我一定带你学精学

好。”我陪着何珉宏，从设备维护的基础

学起，先在一些“小活”上下“细功夫”。

故障点大都在隐蔽处，长时间风化、日晒

导致线路受损。我带着何珉宏一步步

来、一遍遍教，让他慢慢掌握技术要领，

不断收获信心。

2020 年，我再次荣立三等功。从特

战队员到通信尖兵，再到班长、技师“一

肩挑”，我从未退缩，因为我向前走的每

一步，高原的雪知道，高原的风知道，高

原的山也知道。

2020 年，单位改革转隶，我所在连

队从“线路维护连”变为“有线通信连”。

虽然都是通信专业，技能要求却迥然不

同，仅光端传输专业这一项，培养周期就

长达 6个月。

连长给我下任务：“郑涛，你是班长，

不仅自己要全面掌握，还要把班排带起

来，让大家尽快熟悉业务。”

“保证完成任务！”再一次从“老手”

变成“新手”，我下功夫琢磨光缆传输特

性和操作步骤，向兄弟单位学理论学操

作。由于全班快速掌握新专业形成应急

处突能力，我被西藏军区表彰为“践行强

军目标优秀士官标兵”。

渐渐地，军区重要的演训任务中，总

能见到我的身影。这些年，我参与编写

两部通信专业训练教材，先后为单位培

养专业骨干 20余名，为全区部队输送通

信骨干 100余名。

坚守高原，我无怨无悔。在高原一

待就是近 20 年，我的指甲扁平，心脏肥

大，体检指标也出现异常。每年参加完

体检，我常常拿着体检报告跟战友们开

玩笑：“看看这些箭头，你们没我多吧？”

大家一笑而过。我们都知道，在高原待

的时间越长，对身体的影响越大。可我

们 都 在 继 续 坚 持 ，这 就 是 所 谓 的“ 扎

根”吧。

2022 年底，我一级上士服役期满，

家人都劝我退役回四川，和妻女团聚。

然而，当时连队负责军区重要的有线通

信保障任务，营区的网系建设也要更换

新装备，我实在是放心不下，递交了留队

申请书。

去年休假，我回了一趟安徽老家。

去给爷爷扫墓时，我特意穿上常服，胸前

佩戴着不久前刚下发的勋表，4排 11 枚

略章。

“爷爷，我是涛儿，我来看您了。当

年您送我入伍，让我好好干。这些年我

一直努力工作，不怕苦、不怕累，获得 9

次嘉奖和两个三等功。爷爷，我没给您

丢脸。”在爷爷墓前，我和爷爷说了很多

话，直至泪水划过脸颊，打湿衣襟。

“爷爷，您放心，只要单位需要，我会

在高原好好奉献，能干多久就干多久！”

面向爷爷的墓碑，我敬了一个军礼。

（肖群力、本报特约通讯员 达星星

整理）

图①：郑涛（左一）和战友架设线路。

图②：郑涛的勋表。

图③：郑涛近影。

图④：郑涛（中）和战友进行光缆

熔接。

供 图：吴国龙

制 图：王秋爽

坚守，我无怨无悔
■西藏军区某团三级军士长 郑 涛

我和我的勋表

“去年，我在‘目标墙’上写下‘夺得狙

击比武冠军’的目标，之后详细记录每周

的成绩，进步一点信心就增加一点……”

前不久，在武警天津总队某大队学习室

里，下士张战登台与战友们分享自己一

步步实现目标的历程。

和张战一样，去年年初以来，该大队

许多战士通过“打卡目标墙”不断成长。

“打卡目标墙”活动最初是在八中队

推行。去年 2 月，大队教导员田赛虎前

往八中队调研，发现每个班都挂着一面

红色的目标规划墙。中队长杜浩介绍，

每年年初八中队都会一对一指导战士制

订适合自己的年度目标，之后根据每个

人的实际情况，将年度大目标细分为每

周小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去实现。

回到大队，田赛虎组织骨干进行讨

论，一致认为这项活动有助于激发官兵

的成长动力，决定在各中队推广，活动形

式可以“因队而异”进行创新，吸引战士

们积极参与——

九中队根据战士目标达成情况，每月

评选一位“目标之星”上榜中队“荣誉墙”。

十中队创作一幅幅充满寓意的图画

作为“目标墙”背景，战士们将目标卡片

贴在图上，根据目标完成情况对卡片进

行更新。

十一中队利用纸箱、木板等材料制

作了一棵“目标树”，每名战士将目标写

在纸条挂在树上。

一面面“目标墙”，记录着战士们的点

滴进步，见证着他们的拔节成长。随着

“打卡目标墙”活动持续推进，战士们成长

进步的喜讯不断传来：刘鹤冲、崔炳军等 8

人考取军校。大队官兵在支队比武竞赛

中，齐心协力将 7个项目的冠亚军收入囊

中。去年年底支队开展“考帮建”活动，八

中队荣获“四铁”先进中队……

新年伊始，大队新年度的“打卡目标

墙”活动启动，鼓励大家把目标写下来，

还让“超额”完成目标的官兵上台分享经

验。田赛虎也写下自己的目标：“带领全

大队获评本年度‘四铁’先进大队”。

去 年 年 初 ，中 队 开 展“ 打 卡 目 标

墙”活动。当时，我的军体五项成绩达

到 优 秀 ，于 是 写 下“ 备 战‘ 特 三 级 ’考

核”的目标。

我针对目标制订了相应的训练计

划：前 4 个月，突破短板课目 3000 米和仰

卧起坐，接下来巩固优势课目引体向上

和蛇形跑，冲刺阶段进行合练，找到参加

考核的节奏。

每周三晚点名时，大队会对上一周

表现优异的个人进行表扬，中队每个月

也会在大厅公示栏对目标完成度较好的

战士予以展示。月底班务会上，大家会

一起总结、复盘，针对每个人的目标实现

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意见建议。

去年 7 月，我的训练进入瓶颈期，成

绩进步不明显，有些垂头丧气。中队长

找到我说：“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

一步走，欲速则不达，对自己要求过高反

而会适得其反。”

我意识到自己有些急躁，“拔苗助

长”反而忽视了规律。我沉下心继续按

计划开展训练，注重劳逸结合。去年 10

月，我如愿站上考核赛场，以 454 分的成

绩获得体能“特三级”证书。

回忆那段备战的日子，我遇到训练

伤病、成绩瓶颈、状态不稳等各种各样的

困难，但我坚信只有经历过风雨才能见

到彩虹。那些打不倒我的“挫折”，终将

使我变得更强，成为我前进的动力。

—— 武 警 天 津 总 队 某 中 队 下 士

何金龙

“目标墙”见证点滴成长
—武警天津总队某大队引导官兵不断进步的一段经历

■杨青松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伟建

心 语

蹲苗不当带来“成长瓶颈”

“作为新排长，第一件大事就是

获得战备值班资格。”新排长邱超逸

刚到某雷达站任职时，老排长这样叮

嘱他。

不料，从下连伊始，邱超逸就被

各种事务性工作弄得有些手忙脚乱，

到指挥室、雷达阵地跟班见习的机会

并不多。第一次值班资格认证考核，

他没有通过。“主官对我很器重，各项

工作都会想到我。可我还是希望能

有些自己的时间，多学点更贴近主责

主业的本领。”邱超逸说。

相似的经历，也发生在排长张晴

天身上。2021 年，张晴天被分到某

海岛雷达站。他兢兢业业、勤勤恳

恳，较好地完成站里安排的各项工

作。可两年多的忙碌，并没有让这位

排长收获预期的成长。

去年夏天，张晴天所在中心雷达

站组建机动分队执行驻训任务，需要

4 名指挥军官。张晴天主动报名，结

果申请没有通过。

“上级考虑还是选派一些经验更

丰 富 的 干 部 ……”听 着 指 导 员 的 解

释，张晴天难掩失落，自己虽辛辛苦

苦干了两年，但没有特别出彩的地

方，履历缺乏“含金量”。

“不经风雨、不见世面，再好的

‘苗子’也难有大的进步。”该旅人力

资源科科长在基层调研后了解到，一

些基层军官因为缺乏大项任务历练，

能力上不去，导致接下来的大项任务

又被排除在外。近几年，旅里组织的

演训任务、比武竞赛中，指挥军官以

“老面孔”居多，年轻军官崭露头角的

机会较少。长此以往，对人才队伍建

设不利。

蹲 苗 不 当 可 能 带 来“ 成 长 瓶

颈”。如今，年轻军官有更多的时间

扎在基层，如何帮助他们在基层的沃

土中把苗蹲实、增长才干，是个值得

认真研究的问题。

基层主官要当好“园丁”

“排长作为基层单位大多数年轻

军官的第一任职岗位，营连主官要对

他们的成长有全面的认识。”去年下

半年，在该旅组织的基层党组织书记

集训中，该旅政治工作部主任着重强

调了基层主官的带教责任。在他看

来，想让年轻军官在蹲苗期真正把苗

蹲实，基层主官要当好“园丁”，做到

常浇灌、细修剪，帮助年轻军官充分

吸收基层沃土的养分。

新排长张星宇就是受益者之一。

去年10月，张星宇被分配至某雷达站，

站长专门为他制订了跟班见习计划，

并安排副站长和优秀教练员为他传授

管理技巧和组训方法。两个月后，张

星宇不仅快速成长为站里的“战训之

星”，在日常管理上也得到认可。

今年年初，张星宇在主官的悉心

指导下，参与完成了站里的新年度训

练计划制订。其间，他对单位全年的

训练工作有了充分了解，也开始对组

训施训有了自己的心得体会。他感

慨：“干一件事，学一项本领，强一方面

能力，让我对未来充满干劲和信心。”

无独有偶。张冬所在中队没有

排长编制，以往大多数日常工作都由

他这个副中队长负责。基层党组织

书记集训结束后，中队主官从军士骨

干中择优培养了两名“准排长”，让张

冬从繁杂的日常工作中解脱出来，有

更多的精力用于补短强能。

如今，张冬给自己制订了新年度

“攻坚”计划：每周至少过两遍主战专

业训练课目要点，每天坚持到指挥所

跟班学习，分板块熟记各类空中目标

参数……看着实实在在的计划表，他

为自己打气：“今年一定要在大项任

务中突破自己。”

党委机关要善于“滴灌”

“参加任务机会少”“路径规划

不 清 晰 ”“ 在 基 层 的 表 现 机 关 看 不

到”……去年秋天，该旅领导结合下

基层调研的时机，广泛听取年轻军

官的心声，寻找影响蹲苗效果的因

素。不少人反映，苗要蹲得实，除了

基层单位的日常培育，还需要党委

机关在关键阶段、重要环节的精准

滴灌。

调 研 结 束 后 ，该 旅 领 导 带 着 机

关认真研究，为年轻军官精心准备

了不少专属“福利”。以试行的《新

毕业军官集训计划》为例：以往的新

毕业军官集训，重点是抓训练成绩、

练作风养成、背条例法规；现在，不

仅要学组训施训、日常管理，还要进

行装备实操、模拟作战指挥、教育授

课、模拟参加党支部会议等方面的

强训……这些变化，瞄准的正是少

数基层单位对年轻军官“重使用、轻

培养”的问题靶标，旨在通过集训预

先告知新排长们，到了基层具体应

该干什么、怎么干。

除了任职前的培训，如今该旅机

关在各项任务中都会专门为年轻军

官留出机会，鼓励大家大胆尝试。

去年 11 月，某雷达站排长李纪

航报名担任新兵专业训练骨干，没想

到机关根据他的综合素质，直接让他

担任新兵连指导员。他直言，自己

“跳级”过了一把“主官瘾”，更重要的

是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管理

经验，打开了工作思路。

据 了 解 ，该 旅 在 召 开 战 斗 力 建

设研讨会、教育准备会时，积极鼓励

年轻军官参加，听取他们的意见建

议；在机动驻训、演习演练等重大任

务时，遴选优秀排长担任后备指挥

员。一次战备答疑会上，某雷达站

排长梁康博提出的 3 条建议均被旅

机关采纳。

“不论是主官的帮带，还是机关

的关注，都体现了组织对我们年轻军

官成长的重视。”3 月，临近第二次指

挥员值班资格认证考核，这一回，邱

超逸备考充分、信心满满。

（漫画：朱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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