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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班长，这个故障该怎么排除？”

“老班长，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老

班长……”

在某信通旅一营一连，经常能听到

这样的询问。战士们口中的“老班长”，

正是该连三级军士长于建成。

于建成并不老，但作为一连目前唯

一一名高级军士，在战友们中间享有盛

誉。入伍 20 多年来，从一名普通战士成

长为业务能手，再到管理骨干，无论动手

实操，还是理论素养，他都以“一口清”“一

摸准”“懂得多”“问不倒”远近闻名。

一 次 拉 动 训 练 前 夕 ，该 连 负 责 的

一 条 通 信 线 路 因 故 障 迟 迟 没 有 开 通 。

时 间 一 分 一 秒 过 去 ，训 练 马 上 就 要 开

始 ，大 家 急 得 像 热 锅 上 的 蚂 蚁 。 参 与

开 通 的 几 名 同 志 一 齐 上 阵 ，但 机 器 设

备就是没有动静。

紧急关头，于建成赶了过来。他定

睛一看显示屏，发现一个参数有误。一

名老兵一拍大腿，原来他把某个关键数

据弄错了。

线路开通，皆大欢喜，可于建成怎么

也高兴不起来。“为什么这么简单的故障

都发现不了？为什么大家有时会犯这么

低级的错误……”在复盘检讨会上，于建

成一连抛出几个问题，问得一些战友低

下了头。“不是大家能力不足，而是一味

求快，把很多重要的细节忽略了！”点出

问题症结，于建成这下动了真格的，从业

务处置流程到人员任务分工，一个环节

一个环节地过，带领大家查漏补缺。

“老班长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我们

对他都很服气！”在大家眼里，于建成什么

都会、无所不能，简直就是专业“万事通”。

“ 万 事 通 ”并 非 一 朝 一 夕 炼 成 的 。

这是于建成 20 多年如一日努力学习、刻

苦钻研的结果。即使成了全连资格最

老的兵，他仍会加班加点学到很晚。“随

着技术装备不断迭代更新，很多新专业

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一天不学习就

会落伍。”“万事通”也有危机感。在于

建成的影响带动下，连队“比学赶帮超”

氛围日渐浓厚，一批专业技术骨干茁壮

成长。

一句话颁奖辞：所谓“家有一老，如

有一宝”，任何一个连队拥有于建成这样

的老班长，都是一种幸福。他们像种子、

似酵母，厚植基层沃土，长成参天大树。

一连有个“老班长”
■张一帆

小 咖 秀

“积极的人选择把平凡的工作变得

有意义……”刚刚过去的一个周末，对

武警后勤学院军事理论教研室教授杨

丽红来说，是忙碌并快乐的。她利用休

息时间给学员王明阳回信，对他在理论

学习和基层工作中遇到的困惑认真解

答，并鼓励他继续刻苦钻研。

“运用书信答疑解惑，是我近几年

开展理论教学探索出的新做法。”杨丽

红 介 绍 ，武 警 后 勤 学 院 调 整 为 初 级 任

职 教 育 院 校 后 ，她 发 现 一 些 参 加 培 训

的 学 员 理 论 知 识 不 够 系 统 ，对 实 际 工

作 中 遇 到 的 难 题 束 手 无 策 。 为 此 ，她

组织学员建立“纸上朋友圈”，约定以

写信的方式相互交流，作为课堂教学、

当面答疑的重要补充。

“在网络信息时代写信交流，确实

有些另类。”杨丽红坦言，在最开始时，

一些学员显得很不适应。但她有更深

的考量：“一个人铺纸写信时，会沉下心

来思考，写什么、怎么写，提出什么问

题、怎么提出问题，这个过程本身就是

在 总 结 、梳 理 和 提 炼 ，对 学 习 帮 助 很

大。当然，写信不一定非得用纸和笔，

发电子邮件也可以。”

一 次 课 后 ，学 员 陈 真 怀 着 半 信 半

疑的心态，给杨丽红写了一封信，没想

到 第 二 天 就 收 到 了 回 信 ，这 让 他 激 动

不已。

“教员回复得很认真。有时简单的

一句点拨，便让人茅塞顿开。”从那以

后，许多学员渐渐喜欢上了这种交流方

式。不少学员毕业后，仍保持着给杨丽

红写信的习惯。

笔者采访时，杨丽红手里正拿着一

封信，那是学员高英寄来的。高英毕业

后，成为一名基层指导员，他在信中写

道：“我按照您上次来信提到的方法，带

领战士们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大家都听

得很认真……”

捧 出 一 颗 心 ，点 亮 一 团 火 。 一 封

封回信不仅像火把一样点亮了学员的

心 灵 ，更 间 接 影 响 着 许 多 基 层 官 兵 。

“哪怕只有一个人受益，我做的事就有

意义。”杨丽红更加笃定，教学育人需

要真心付出。

学员郝立君是杨丽红的“粉丝”，一

直以杨丽红为学习榜样。毕业后，郝立

君走上政治教员岗位，她坚持用党的创

新理论铸魂育人，取得良好效果。这几

年，郝立君先后被武警部队表彰为“十

佳”政治教员、“四有”优秀文职人员，并

当选党的二十大代表。

“ 学 员 们 通 过‘ 信 来 信 往 ’收 获 成

长，我也从中掌握了他们的思想动态。”

杨丽红说，经由笔端和指尖，她和学员

们之间架起了一座“连心桥”，不但能够

系统回应学员们的疑问，还能有针对性

地做好一人一事工作，帮助大家以饱满

的精神状态投入学习和工作中。

笔端指尖架起“连心桥”
■孙成林 李 栋 张寒萧

日前，火箭军某部为一级军士

长戈仁军、尹良春举行退休仪式。

图①：从 军 30 年 ，这 是 尹 良

春（左）、戈仁军（右）最后一次整

理戎装。

图②：上一秒，尽管泪已满眶，

但尹良春还在努力笑着。

图③：下一秒，笑容消散，满

眼不舍。

特约摄影：某部干部陈世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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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推荐

2024 年 1 月 9 日，本版刊发关于

这两支连队的第一篇报道。

2024年 1月 16日，本版刊发关于

这两支连队的第二篇报道。

泪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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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渠玄玄，就是提议

留下感谢信的那名战士，今天终于跟

大家见面了……”在第 72 集团军某旅

“抗洪救灾模范连”俱乐部内，指挥班

班长渠玄玄站在镜头前，代表连队向

远在千里之外的“突击先锋连”官兵打

着招呼。

这两支连队隶属于不同旅队，此

时正在举办“经验共享、难题共商、能

力共进、联学共建”云端见面交流会。

久闻其名，今日终于见到本人，“突击

先锋连”官兵感到十分亲切。

去年底，“抗洪救灾模范连”参加

集团军英模连队比武，借住在“突击先

锋连”的营房。离开之际，“抗洪救灾

模范连”官兵不仅将宿舍打扫得干干

净净，还留下了两封感谢信。

一个举动，让两个连队的官兵产

生了独特的情感链接，在彼此心中埋

下了一颗友谊的种子。两个连队的官

兵经过商议，决定建立联学共建机制，

在强军征途上携手共进。

何不定期举办云端见面交流会，

主题就定为“经验共享、难题共商、能

力共进、联学共建”？

这个想法一经提出，就得到了两

个旅领导和机关的肯定和大力支持，

也让他们从中体会到两个连队的良苦

用心——

作为常年处于先进行列的荣誉连

队，“抗洪救灾模范连”遇到了发展瓶

颈，希望“走出去”与其他先进连队携

手共建，突破自我，更上一层楼；作为

近年发展势头迅猛的先进连队，“突击

先锋连”有时感到后劲不足，渴望向经

验丰富的连队请教学习，掌握更多自

主抓建的管用招法。

云端见面交流会如期举办。在短

暂的寒暄过后，两支连队的官兵跟着

对方的镜头参观荣誉室，感受对方的

历史底蕴和建设成果。

进入互动交流环节，活动刚开始

时有些放不开的官兵一下子活跃起

来。“这位是班长王得志。一次演练

中，面对极端海况，他沉着冷静，成功

排除战车故障，圆满完成泛水编波任

务，积累了宝贵经验……”“突击先锋

连”的战士踊跃出镜，介绍身边典型、

讲述连队故事。

云端这头，“抗洪救灾模范连”官

兵认真倾听，不时插话询问细节，现场

气氛热烈。

两 个 连 队 的 指 导 员 见 状 趁 热 打

铁，一个用“3 个数字”，一个用“3 个故

事”，围绕各自连队使命任务、建设转

型、连魂精神、抓建经验等内容进行了

分享，引导官兵加深彼此了解。

“与‘抗洪救灾模范连’的战友互

动，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他们身上保持

着一股昂扬向上的战斗精神。”“突击

先锋连”指导员告诉笔者，连队即将展

开野外驻训，而“抗洪救灾模范连”执

行大项任务次数多、备战练兵经验丰

富。通过此次交流，他们对于完成好

驻训演练任务更有信心了。

对“抗洪救灾模范连”指导员来

说，这次交流也让他见识到“突击先锋

连”官兵过硬的军事素质和困难面前

永不低头的血性。而这，正是他们连

需要进一步加强的地方。

交流仍在继续，双方的话题开始

向战斗力建设聚焦。这边的专业骨干

提 出 自 己 在 训 练 中 遇 到 的“ 挠 头 问

题”，那头的训练尖子马上接过话茬，

提出自己的解决思路和措施建议。一

旁的战友也纷纷加入进来，各抒己见。

“只有不断扩大自己的‘朋友圈’，

才能收获更多破解建设难题的金点

子，学到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的好

办法。”两个连队的干部骨干达成共

识。笔者了解到，为确保联学共建机

制常态化落实，避免出现“一阵风”，两

个连队签订了《联学共建协议书》，对

定期交流互动、经验实时分享、难题随

时共商、资源互通有无等作了明确。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交流互鉴共

同提高。“抗洪救灾模范连”指导员介

绍，接下来，他们将继续拓展联学共建

“朋友圈”，将更多拥有光荣历史、过硬

典型、先进做法的连队添加进来，大家

共画“同心圆”，不断寻找提升基层建

设质效新的增长点，推动连队建设全

面过硬、长期过硬。

据了解，这两个连队此前在报端

的隔空互动，引起了广泛关注。第 72

集团军领导高度认可他们的做法，并

要求把两个连队打造成联学共建样

板，为其他单位提供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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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抗洪救灾模范连”和“突击先锋连”吗？因为一
次借住对方宿舍、留下两封感谢信，两个连队结下不解之
缘。如今，他们探索建立了联学共建机制——

①①

几乎每一茬退伍老兵都会约

定，告别军营时不哭。不仅不哭，

还要保持微笑。

但许多退伍老兵却会在卸掉

军 衔 的 那 一 刻 ，情 难 自 抑 ，热 泪

横流。

退休仪式开始前，戈仁军和尹

良春相约坚决不哭。30 年军旅生

涯，他们有足够的理由笑着离开。

可是，卸掉军衔时，他们前一

秒还在咬牙笑着，后一秒却已泪湿

眼眶……

事 后 回 访 ，电 话 打 到 两 位 老

兵家里，他们告诉我：“那天哪里

是 脱 军 装 啊 ，分 明 是 在 揭 掉 一 层

皮，所以才会那么痛，才会忍不住

流泪……”

一朝穿军装，一生军旅情。

（张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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