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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年近半百的老兵，还有如此

闯劲？在采访王延龙时，此稿的作者

葛斌就问过他这个问题。一开始，王

延 龙 不 知 怎 么 回 答 ，但 葛 斌 一 再 追

问 ，最 后 有 些 情 急 的 他 竟 不 解 地 反

问 ：“ 难 道 不 应 该 这 样 吗 ？”听 到“ 应

该”两个字，葛斌愣了一下，随即恍然

大悟：对啊，这样的闯劲，军人本来就

该有！

一身闯劲的王延龙，打破了包括编

者在内很多人的“刻板印象”：拥有如此

兵龄、资历、能力的老兵，有的早就躺在

功劳簿上吃老本了，而他却一如当年，

在工作训练中屡屡寻求突破——挑战

自身能力极限，破解专业训练难题，迎

接未知风险考验……

编 者 感 叹 于 这 位 入 伍 27 年 的 老

兵，依旧保持着敢为人先的闯劲，同时

也对基层的个别现象心存担忧——有

的官兵年纪轻轻，不思奋斗进取，抱着

“躺平思想”干工作；有的取得一点成

绩就沾沾自喜，满足于一时进步便不

再努力；有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求

“过得去”不求“过得硬”，随大流、混日

子……在最需要激情和拼搏的年纪，

他们身上却滋生了不少暮气。

而一些老兵与之类似，年轻时激

情四射、闯劲十足，但随着时间推移，

在取得一些成绩、达到一定位置后，努

力的劲头变弱了、奋进的步伐放慢了，

甚至有人认为仅凭过去的经验就能应

付日常工作训练，因此止步不前。可

以不客气地说，这些同志都缺少一名

军人应有的那种闯劲。

眼下，我们正处于如期实现建军

一 百 年 奋 斗 目 标 的 攻 坚 期 。 新 征 程

上 ，还 有 许 多“ 雪 山 ”“ 草 地 ”需 要 跨

越 ，还 有 一 个 个“ 娄 山 关 ”“ 腊 子 口 ”

需要征服。具体到每一名官兵身上，

就应该像老兵王延龙那样，始终保持

昂 扬 的 斗 志 ，忠 诚 履 职 、担 当 尽 责 ，

始 终 拿 出 十 足 的 闯 劲 ，攻 坚 克 难 、勇

毅前行，书写新时代革命军人的风采

与荣光。

这样的闯劲，本来就该有
■胡 璞

天色还未大亮，当一个矫健的身

影出现在营区开始跑步时，等候多时

的笔者松了一口气：终于逮到他了！

他是谁？东部战区陆军某旅一级

军士长王延龙，该旅潜水专业的带头

人、首席教练员。

说是“逮”，一点儿也不夸张。笔

者早就听说王延龙的名气，一直对他

很好奇，多次沟通采访事宜，却总是被

拒绝——“我在外接装，没时间”“我要

参加培训，没时间”“正在组织潜水训

练，没时间”……

笔者粗算了一下：连续 17天，45岁

的王延龙没有正儿八经休息过。后来，

还是听一级军士长陈孝生说，“只要在

营区，王延龙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地绕着

营区长跑”，笔者才终于等到了他。

“他的闯劲一如当年！”陈孝生和

王延龙是同年兵。在陈孝生眼中，王

延龙入伍 27 年，一直是个“拼命三郎”，

执行任务总是冲在最前面。

这 一 点 ，一 级 上 士 赵 凯 深 有 体

会。去年，他和王延龙参与某装备极

限性能测试。当时，测试水域突起大

风，准备工作被迫暂停。不少战士打

起了“退堂鼓”，带队领导也心生迟疑：

“谁能下水？”

“我来！”一个洪亮的声音从队列

中传来。年纪最大、兵龄最长、资历最

深的王延龙第一个出列。赵凯至今清

晰记得，王延龙的那一声“我来”，令人

闻之震撼。

不过，震撼过后却是深深的担心：

“一旦遇到险情需要处置，王班长身体

不一定吃得消。”赵凯从事潜水专业多

年，他深知，水文条件越复杂，越消耗

体力。

事情的发展果然如赵凯所想。随

着 下 潜 深 度 的 增 加 ，危 险 悄 然 而 至 。

手握引导绳的王延龙，被突然袭来的

暗流冲得失去了平衡。

“整个人就像随风飘摇的树叶一

样。”回想当时的情景，王延龙一阵后

怕。但当时，他来不及多想，凭借多年

经验，冷静地恢复了对自身的控制，使

测试得以按计划继续进行。

上 岸 后 ，王 延 龙 累 得 瘫 坐 在 地 。

不过，看到自己带回的测试数据，他觉

得此次潜水“不虚此行”。

在大家看来，以王延龙的资历和

经验，他完全可以“退居二线”当指挥、

把方向了，为啥还经常带头冲锋？

对这个问题，某连干部郭泽楠很

有发言权。新军事训练大纲施行后，

不少潜水员感到不适应。一次，郭泽

楠 和 几 名 战 友 按 大 纲 要 求 进 行 水 下

侦察课目训练，刚一下水就遇到了难

题——水下能见度太低，有人建议择

期再练。

“泳池里水质好，但练不出打仗本

领！”王延龙说完，一头扎进水里。

那段时间，王延龙与那片水域较

上了劲。从优化训练器材到改进训练

模式，他带着几名骨干，进行了上百次

试验。时值冬天，频繁出水入水，让王

延龙患上了重感冒。他吃下几片药，

睡了一觉，便匆匆返回训练场。

经历这一切，郭泽楠对王延龙佩

服不已。在他印象里，王延龙就像一

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新兵，闯劲十足。

42 岁，打破个人潜深纪录；43 岁、

44 岁，连续 2 年参加上级潜水集训，学

习 新 技 能 ；如 今 ，王 延 龙 还 在 挑 战 个

人 潜 远 纪 录 …… 他 说 ：“ 好 像 年 纪 越

大，越想闯关了。”该旅领导感叹：王

延龙的这股劲头，很多年轻官兵身上

都没有。

人们常说“人过三十不学艺”，王延

龙挂在嘴边的却是“活到老学到老”。

此前，该旅配发某新型潜水装备，

从 结 构 原 理 到 操 作 使 用 ，一 切 都 变

了。“那么多年积累的经验，反而无形

中 束 缚 了 我 的 手 脚 。”王 延 龙 告 诉 笔

者，几次试装后，不少年轻战友已“渐

入佳境”，而他一时“找不到北”。

换装，对新手来说，只是换个车道

重 新 出 发 ，差 别 不 大 ；但 对 王 延 龙 而

言，却像高速行驶的汽车突然调头，巨

大的惯性让他转型艰难。

“要不就算了，反正没人要求你掌

握新装备……”看到他每次上岸都气

喘吁吁，战友好心劝他。王延龙不信

邪地摆摆手：“潜水几十年，难道还被

一个浪头拍倒了？”

王 延 龙 心 一 横 ，和 新 训 潜 水 员

一 道，从头开始闯关，最终啃下了“硬

骨头”。

“潜水不同于其他专业，不是经验

丰富就可以高枕无忧。”平时爱笑的王

延龙，一旦说起自己的专业，马上就会

变得严肃起来，“水下情况变化莫测，

危险随时可能出现。”

但王延龙更担心自己时间不够，

“眼看服役进入倒计时，还有一些潜水

训练的空白需要我去填补。”

几年前，旅领导找到王延龙，希望

他专门腾出一些时间，把训练经验梳

理成册，为单位留下“传家宝”。王延

龙拿起笔写到一半，便停下了。

“还是有点早。”王延龙眉头微皱，说

出自己的考量：装备迭代、能力升级正在

加速，如果现在就急于总结，很多经验做

法刚一出炉，可能就已经落后了。

采访时，王延龙时不时捏着鼻子

鼓气。笔者一问才知道，长时间的水

下作业，给他的耳膜造成了永久性损

伤，他只有这样做才能缓解一些不适。

去年体检，王延龙的身体亮起了

红灯。医生劝他不要再下水了，他嘴

上答应得好好的，回到单位第二天，就

潜入水里开展示范教学。

“练兵备战，没有哪一项工作不紧

迫。按新大纲施训后，战友们都盯着

我，希望我带头搞出一些名堂来。”王

延龙指着自己的工作笔记本解释道。

翻开工作笔记本，笔者看到扉页

上写得满满当当，都是各种计划条目，

一共有 23 项，有的还用红笔做了重点

标记。

其中有两项是今年初王延龙新加

的：一是将所有新装备拉到演训场上

过一遍，掌握性能底数；二是带队参加

一次比武，检验自己总结的新训法。

“如果一切顺利，我打算明年重新

动笔。”王延龙说，“不为别的，就为了

年轻战友训练时少走弯路。”

上图：王延龙近照。

左图：王延龙（右）和战友交流训

练心得。 陈剑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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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战区陆军某旅一级军士长王延龙—

“他的闯劲一如当年”
■葛 斌 许展鹏

“只是打了几个电话，住房公积金贷

款申请就批下来了！”一个周末，正在野外

驻训的空军某旅二级上士郭福星，第一时

间同妻子分享了旅机关传来的好消息。

两个月前，接到随队参加野外驻训

的通知，郭福星心里犯了难：他刚在老家

买了商品房，正准备申请住房公积金贷

款，需要往返旅机关办理有关手续。而

如果驻训结束再办，就要等几个月，根本

来不及。

郭福星所在连队干部刘健锋看出了

他的心事。问明原因后，刘健锋主动表

示，帮忙协调旅机关解决。

“孩子入学需要机关开证明”“办理

家属就业事宜，还差一个章没盖”……然

而，让刘健锋没想到的是，刚抵达驻训地

没几天，他就接连收到好几名官兵的“求

助”。与其他单位主官沟通后，刘健锋发

现，类似情况并不少。

“练兵备战，不能被家里的琐事牵扯

精力。”收到情况汇报后，该旅领导要求

机关主动作为，帮助驻训官兵解除后顾

之忧，让他们安心训练。

为此，该旅机关各业务科室联合成

立“驻训解难帮困小组”，并开通了服务

专线，按照统一受理、对口承办、专人跟

进的方式，为驻训官兵提供全方位服务。

协助填写个人信息、代为整理证明

材料……接到郭福星打来的电话后，“驻

训解难帮困小组”成员开始忙碌起来。

这期间，他们发现有些资料不够完善，便

找到郭福星的妻子对接补充。“真是太给

力了！”得知“驻训解难帮困小组”帮他办

完了所有手续，郭福星感激之情溢于言

表，“真心为旅机关的服务点赞。”

为了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该旅对

“驻训解难帮困小组”提出明确要求：对

于驻训官兵的诉求，能当天办理的业务，

绝不让其过夜；确实不能当天办理的，要

讲清原因、明确完成时限，并交代清楚有

关注意事项等。

此外，针对个别确需本人当面办理

的业务，“驻训解难帮困小组”及时选派

人员，前往各驻训点现场办公，努力做到

“兵撒千里，服务不断线；点多面广，解难

全覆盖”。

笔者了解到，该旅“驻训解难帮困小

组”自成立以来，已协助近 20 名驻训官

兵办理了有关事宜，解决了家庭困难。

减少了后顾之忧，官兵们训练热情

高涨。在前不久举行的一次跨昼夜对抗

训练中，该旅野外驻训官兵斗志昂扬，不

仅圆满完成了任务，还检验了多项战法

成果。

空军某旅机关成立“驻训解难帮困小组”—

服务快捷周到 在外家事无忧
■李洋洋 本报特约记者 戚勇强

编辑感言

前段时间，某部组织开展带兵经验

交流。在分享关于如何做好战士思想工

作的心得体会时，一名基层指导员说：

“耐心听战士把话讲完，是一种简单而有

效的工作方法。”笔者对此深以为然。

有人说，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做

好经常性思想工作，有时耳朵比嘴巴管

用。一些优秀带兵人在传授经验时，总

会强调要善于倾听。如何才能称之为

“善于”？笔者认为，首先要“耐心听战士

把话讲完”。

然而，工作实践中，一些带兵人在面

对战士倾诉时，容易表现出不耐烦的情

绪。有的抱怨战士“牢骚太盛”，说起来

没完没了；有的自以为是，不听战士讲完

就主观臆断，仅凭个人经验和揣测就展

开教育；有的戴着“有色眼镜”，给爱倾诉

的战士贴上“个别人”的标签……不难发

现，这些带兵人打心底就对战士的倾诉

持负面态度，自然无法做到“耐心倾听”，

也就很难找到打开“心门”的钥匙。

从心理学上讲，倾诉是一个自我表

露的过程。所谓自我表露，就是主动与

他人分享个人的真实想法。这暗含着一

个逻辑：倾诉者选择的倾诉对象，一定是

他发自内心信任的。从这个层面理解，

战士选择向带兵人倾诉完全是出于信

任，而带兵人的耐心倾听，不仅是对战士

的尊重，更是对战士信任的回应。

仔细想想，战士们产生倾诉的欲望，

通常是在遇到较大困难和挫折时。尤其

一些年轻战士，经历阅历尚浅、承压能力

不强，很容易陷入负面情绪、出现思想问

题。站在这个角度看，战士倾诉时，正是

带兵人掌握思想动态、及时发现隐患苗

头的好机会。如果没有耐心听战士把话

讲完，带兵人可能因此漏掉关键信息。

一些战士选择倾诉，是渴望有人指

点迷津，帮助他们扫除心理阴霾、走出迷

茫误区。而有一些战士，只是希望有人

听他们说说心里话。对于后者，其倾诉

的过程本身就是自我省悟、自我疗愈的

过程，往往“苦水”倒完了，他们心里的疙

瘩就随之解开了。

回到本文开头那位基层指导员分享

的经验，似乎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说“耐

心听战士把话讲完，是一种简单而有效

的工作方法”了。因此，带兵人要学会当

一名忠实的听众，就像挚友那样坐在战

士的对面，静静听他倾诉，默默与他共

情，在需要安慰的时候递上一张纸巾，在

需要解惑的时候给出中肯建议。如此这

般，相信也能收获不错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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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防化分队开展喷火训练。

戴柏权摄

基层之声

闯劲是什么？是破解
矛盾问题，“越是艰险越向
前”的勇毅；是探索未知领
域，“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的魄力 ；是面对风险和挑
战，“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
行”的胆气……一个“闯”
字，饱含多少艰辛和豪迈！

开 栏
的 话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老兵，你会想到什么？

坚忍、勇毅、果敢、敬业、踏实……没错，很多

老兵身上，都有这些可贵的品质。他们十几年甚

至几十年如一日，在本职岗位上默默坚守、辛勤耕

耘、无私奉献、勇于创新，为部队建设发展贡献了

青春和智慧。他们的故事，需要更多人倾听；他们

的样子，需要更多人看见。

即日起，本版开设“老兵的样子”专栏，将目光

聚焦奋斗在练兵备战一线的中高级军士，以主题

词索引的方式，展现他们的品质和风采，为广大官

兵尤其是年轻战友树立学习榜样、行动标杆，凝聚

起奋斗强军的磅礴力量。敬请关注和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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