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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感言

什么是军人的专注？有人

说，是“择一事终一生”的矢志

不渝；有人说，是“千磨万击还

坚劲”的百折不挠；有人说，是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毅然决

然；也有人说，是守得住初心、

耐得住寂寞的坚定选择……

这些说法都对。在具体实

践中，衡量一名军人的专注，首

先要看他如何在本职岗位聚精

会神，如何在专业领域深耕厚

植，确立干一行、爱一行、钻一

行、精一行的理想追求。

主题词：专 注

“小窦，快来分享一下你的训练技

巧！”一次 400 米障碍测试结束后，班里

老兵们热情地邀请我加入他们的讨论。

这一刻，我期待已久。

相信很多新兵都有这样的想法：尽

快融入集体，拉近与老兵的距离，得到他

们认可。今年 3 月，我刚来到中队时，就

是这么想的。尤其每天体能训练结束

后，我看着班里老兵围在一起探讨训练

内容，别提多羡慕了。可是，以自己当时

的素质能力，根本插不上话。

左思右想，我心里冒出一个念头：

主动帮老兵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借机靠

近他们。于是，倒垃圾、搬东西、打扫卫

生……只要我看到和遇见，就事事冲在

老兵前面。

但老兵对我的“示好”并不买账，不

是“婉言谢绝”，就是“下不为例”，经常把

我弄得尴尬不已。

怎么做才能与他们更加亲近呢？那

段时间，我因为屡屡碰壁，感觉老兵们看

我的眼神中有很多“复杂”的信息，无论

干什么都提不起兴趣。

“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心事？”一天，

班长突然找到我。看着班长关切的目

光，我带着怨气将这段时间的经历与困

惑和盘托出。

“小窦，你误解老兵了。大家都是

战友，你做的那些力所能及的事，老兵

自己也能干。”班长听后笑了笑，随即严

肃地说，“虽然你是出于好意，但你的举

动容易让别人误会老兵在享受特权、欺

负新兵。我郑重提醒你，以后不要这样

做了。”

我愣了一下，脸上开始发烫，心里满

是懊恼：真是弄巧成拙，“聪明反被聪明

误”啊！

见我态度诚恳、确有悔意，班长语气

和缓地接着说：“作为老兵，我们更看重

你在工作训练中的态度和表现。你要用

实实在在的成绩证明自己、赢得认可。”

班长一席话，让我豁然开朗。“班长，

谢谢您的指点。”我拍了拍胸脯保证道，

“请您放心，我会在今后的工作训练中证

明自己。”

从那天开始，我调整了努力方向，将

注意力转移到提高个人能力素质上。为

了赶上老兵们的训练节奏，我主动加压，

经常给自己“开小灶”，特别对薄弱课目

进行了强化训练。一段时间后，我的训

练成绩进步明显，从老兵们看我的眼神

中，我也越来越多地读出了欣赏。

不过，在诸多训练课目中，400 米障

碍一直是我的痛点。此前一次训练中，

我不慎从高板上摔下来，此后每次到了

高板这一关，我总是有些害怕，动作很不

流畅。

这天，我在攀上高板时又出现了问

题。就在我感到沮丧时，中士张明走了

过来，详细讲解动作要领，并多次示范。

在我们中队，张明素以 400 米障碍

课目见长。虽然我俩平时没怎么交流

过，但见他愿意指导我，我立刻竖起耳朵

倾听，瞪大眼睛观察，生怕漏掉任何一个

细节。

“来，你试试看。”张明鼓励道。

我深吸一口气，按照张明传授的要

领，助跑、起跳、攀上、跳下。“不错，有进

步！”张明为我鼓掌加油，“只要多加练

习，你的动作会更加流畅。”

这次接触，让我和张明开始熟悉起

来。后来，他成了我的指导老师，训练结

束常常留下来陪我加练。在他的帮带

下，我的 400 米障碍成绩越来越好，也逐

渐摸索出一些小窍门。这不，在最近这

次测试中，我跑出了 1 分 54 秒，远超优秀

标准，令大家很是惊讶。

“别愣着了，赶紧说说吧。”一名老兵

的话让我回过神来，我走到他们中间，分

享这段时间的训练心得。

看着老兵们关注的眼神，我知道自

己用训练成绩赢得了他们的认可。

（高龙、黄海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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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起来就忘我，他就是这样的

人。”战友对张宁金的评价，反映出一

名老兵的朴素追求。

张宁金从事通信专业十几年来，

把解决专业难题当目标，一门心思干

工作、搞研发，帮助部队提高战斗力。

从张宁金身上，编者悟出一个道理：用

心一者，必有所成。

当前，在一些基层单位，个别官兵

用心不够专一，没有把全部心思和精

力花在提高专业能力、精进打仗技能

上。有的对短期见效、领导关注的工

作趋之若鹜，对需要久久为功、深耕细

作的领域敬而远之；有的干脆当起了

“仰卧起坐式”干部，对与自己无关的

事选择“躺平”，对自己有利的事“孜孜

以求”……凡此种种，正是干事创业、

奋斗强军所不能容许的，必须加以克

服和纠治。

“工贵其久，业贵其专。”人的时间

和精力都是有限的，什么都想做，往往

可 能 什 么 都 做 不 好 ，到 头 来 一 事 无

成。对此，有人曾打了一个形象的比

喻：“与其花许多时间和精力去凿很多

口井，不如花同样的时间和精力去凿

一口深井。”请相信，生活总会厚待那

些努力又专心致志的人。当你心无旁

骛、全神贯注投入一件工作、一项事业

并持之以恒、不离不弃，收获成绩、取

得成功就是早晚的事。

“军人是要打仗的。”这话既讲明

了“军人之责”，也强调了“军人之专”，

即专司主责主业、专心备战打仗。希

望战友们像张宁金那样“忘我”，以专

注的工作状态履职尽责、精武强能，在

奋斗强军接力赛中跑好自己这一棒。

用心一者，必有所成
■胡 璞

认 识 张 宁 金 之 前 ，对 周 勇 来 说 ，

“忘我”只是纸面上的形容词，但在见

到张宁金之后，这两个字在他心中一

下子具象化了。

张宁金是中部战区陆军某旅通信

连三级军士长、班长，周勇是他所在连

队的主官。

4 年 前 ，周 勇 来 到 这 个 连 队 任 职

时，对张宁金有所耳闻，无非就是“工

作劲头特别足”之类的话，印象并不深

刻。直到不久后的一个深夜，他才真

正见识到这名老兵的真实状态。

“ 我 成 功 了 ！”一 天 夜 里 ，伴 随 着

“咚咚”的敲门声，一声兴奋的呼喊，惊

醒了已入睡的周勇。

打开房门，借着走廊里昏暗的灯

光，只见张宁金捧着一个 30 厘米长的

盒子和一部野战电话单机，满脸的兴

奋：“有了这个多功能用户分线盒，我

们就可以干很多事了。”

见张宁金如此激动，周勇有些诧

异。在周勇眼里，张宁金平时情绪稳

定、不爱说话，只有谈及专业时，才会

多说几句。

半信半疑间，周勇接过盒子仔细

端详，又接上电话线试了试，顿时睡意

全无：“这个装置确实很有用，没想到

真被你研制出来了！”

解决野战电话单机的“一机多用”

问题，是张宁金的一块“心病”。为了找

到“药方”，将近 3 年时间，他一直在默

默努力。那天夜里，随着最后一个技术

难题被攻克，张宁金难掩内心激动。

“当时，我就想着第一时间向连里

汇报，根本没注意到时间那么晚了。”

谈及那次“深夜造访”，张宁金不好意

思地挠了挠头。

“工作起来就忘我，他就是这样的

人。”对于张宁金的举动，战友们并不

感到意外，“在专心思考问题时，他的

眼睛和耳朵就像与外界隔绝了。”

有一次，张宁金到机关办事，跟旅

领导打了个照面，就好像没看见一样，

径直走了过去。见状，与他同行的营教

导员赶忙上前解释：张宁金正在研究一

项课题，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试验的

事。旅领导听后，毫不在意地摆了摆

手：“要是全旅官兵都有张宁金这种钻

劲儿，那可不得了！”

笔者见到张宁金时，他正蹲在通

信车一个角落里，眼睛紧紧盯着电脑

屏幕上的数据。过了好一会儿，他才

注意有人来访，连忙站起来打招呼。

张宁金正在研发一个信息终端，目

的是让指挥员摆脱“战位局限”，扩大活

动范围，同时保证指挥通信的安全高

效。眼下到了攻坚期，为了抓紧时间测

试数据，他恨不得吃住都在通信车上。

“就连周末，其他已婚官兵轮流回

家住宿了，他还待在车上搞研究。”周

勇让与他相熟的班长前来劝说，张宁

金却三句话不离设备研发。

见劝说无望，担心张宁金的妻子

有 意 见 ，周 勇 只 好 打 电 话 说 明 情 况 。

对张宁金这种忘我的工作状态，他的

妻子早就习惯了，第二天便煮好饺子

直接送了过来。

“还是家里的饺子好吃啊……”张

宁 金 一 边 大 快 朵 颐 ，一 边 哄 爱 人 开

心。吃饱肚子，放下碗筷，他又快步返

回到了车上。

其实研发工作，张宁金即使不做，

也没人怪他。干了 10 多年通信专业，

他很多时候都是“自找麻烦”。“张班长

的脑子里，总是装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与张宁金一起做过试验的中士杨会松

说起一个细节：张宁金经常随身携带一

个小本子，一想到新点子、好创意，他就

立马记下来，随后再去试验验证。

“老百姓说，3 年入行，5 年懂行，10

年称王。作为军人，总得有几项拿得出

手的技能吧。”张宁金的想法很简单，

“在组织需要的时候，我能顶得上。”

前些年，张宁金在演训任务中发

现，实现固定电话远程调度所采用的

方法，不仅成本高，而且效率低。

如何做到既省钱又高效？张宁金

查阅大量资料后，提出一个构想。当

他联系装备厂家技术人员讨论其可行

性时，却遭到了否定。

张宁金不甘心，决定攻克这个难

题。然而，整个试验过程磕磕绊绊，尤其

到了后期，上百次尝试皆以失败告终。

有的战友劝张宁金：“厂家技术人

员都说实现不了，你何必为难自己？”

但张宁金不为所动：“就像爬山，这条

路走不通，就换另一条，总有一条能到

达峰顶。”

二级上士王海龙一下连就跟着张

宁金学习。当时，张宁金的试验进入

一个艰难的阶段——理论上可行，实

践中却遇到了死胡同，需要另辟蹊径。

“最难的就是自己不断否定自己，

一遍遍推倒重来。”王海龙懂得“事非

经过不知难”的道理，但在成果形成之

前，他还是暗暗为张宁金捏了一把汗。

一天，午饭还没吃上两口，张宁金

突然一拍大腿，大声说着“我想到了”，

随即起身就往外走。

战友们愣愣地看着他的背影，一

脸 懵 懂 ，王 海 龙 则 端 起 餐 盘 追 了 出

去。他知道，以张宁金的脾气，一旦错

过饭点，就压根不会再想起来。

“ 班 长 ，先 把 饭 吃 了 吧 。”果 不 其

然，王海龙在通信车里找到了张宁金。

可是，张宁金就像没听到他的话一

样，指着一旁的设备说：“海龙，你来得

正好，帮我检查一下接口有没有问题。”

那天，从中午到傍晚，张宁金一直

在聚精会神地鼓捣着设备。他把“顿

悟”到的方法一试再试，结果与之前没

啥两样。

眼看成功无望，王海龙借故离开

了 ，留 下 张 宁 金 一 个 人 在 冥 思 苦 想 。

换成别人，此时肯定无比懊恼，但看张

宁金专注的表情，就像这么多次失败

从未发生过一样。

终于，夜幕降临之时，张宁金拨通

了另一台车上的电话，固定电话远程

调度实现了。

那一刻，张宁金如获至宝，跳下通

信车，躺在草地上，开心得像个孩子。

“如此忘我地投入，不感到累吗？”

听完他的故事，笔者问张宁金。

“有时候也会觉得累。但与累比

起来，人生一事无成、整天碌碌无为更

可怕。”张宁金憨憨一笑，“看到自己的

研究成果有助于提高部队战斗力，我

觉得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左上图：张宁金在测试数据。

邓青华摄

中部战区陆军某旅三级军士长张宁金——

用专注的态度做专业的事
■刘芳芳 闫 涛

【军史场馆·档案】北部战区海军某

支队某艇员队荣誉墙，设有“忠诚”“胜

战”“阳光”“平安”4 个主题板块，以实

物、图片、诗词、油画、剪纸等形式，全方

位展示艇员队的奋斗历程、优良传统、

功勋荣誉等，搭建起强化奋斗精神、激

发奋进力量的生动课堂。

“百折不挠、百战不殆、百炼成钢”，

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某艇员队荣誉墙

上，12 个大字熠熠生辉。该艇员队领导

告诉记者，这是他们的“三百精神”。文

字四周团簇着朵朵浪花，象征着艇员队

官兵弘扬“三百精神”，破浪前行、捍卫

祖国海疆的决心和行动。

“从成立仅 1 年就先后完成接装、试

航、交船、入列，到多次圆满执行远航战

巡、演习演训和武器装备试验任务，练

强本领、向战而行始终是我们不变的追

求……”在以“传承红色基因 锻造水下

尖兵”为主题的教育活动现场，军士沈

国祥站在荣誉墙前，为战友们讲述艇员

队的光荣历史。

荣誉墙上，一个个奖牌、一张张照

片，记录着该艇员队官兵踔厉奋发、奋

斗拼搏的不凡成绩——海军“四铁”先

进单位，战区海军“备战打仗先进单位”

“人才建设先进单位”，“全国优秀共青

团干部”赵越……

一 个 标 兵 就 是 一 面 旗 帜 ，一 个 榜

样就是一根标杆。每年的潜艇部队成

立 纪 念 日 ，该 艇 员 队 都 会 邀 请 老 一 辈

艇 员 讲 述 当 年 的 奋 斗 故 事 ，带 领 新 一

代 官 兵 重 温 峥 嵘 岁 月 。 荣 誉 墙 前 ，新

老 潜 艇 兵 的 交 流 与 对 话 ，让 新 时 代 官

兵 珍 惜 荣 誉 、拼 搏 奋 进 的 热 情 更 加

高涨。

在该艇员队荣誉墙上，还留着一些

空白。讲解员刘艺胜介绍，让荣誉墙处

于“未满”状态，就是为了激励官兵见红

旗就扛、见荣誉就争，以更加优异的成

绩赢得更多荣誉。

每逢执行重大任务，该艇员队都会

组织开展教育动员，官兵们来到荣誉墙

前签名宣誓、挑战应战。任务完成后，

他们及时遴选任务中涌现出的先进典

型及其感人事迹，展陈在荣誉墙上。

“把标兵事迹宣扬起来、把创先争

优活动开展起来，让官兵们比有典型、

学 有 榜 样 、赶 有 目 标 。”该 艇 员 队 领 导

说，他们希望通过多样举措，浓厚干事

创业氛围，强化奋进奋斗精神，让官兵

们把全部心思精力聚焦在备战打仗上，

续写潜艇兵新时代的荣光。

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某艇员队荣誉墙—

“三百精神”熠熠生辉
■吴浩东 本报记者 刘 丹

6月下旬，

正在野外驻训

的陆军某旅官

兵在训练间隙

进行掰手腕比

赛。

崔获阳摄

较

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