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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 视 点

“感谢连队 19 名战友陪我走过艰难

的备考之路，这份荣誉属于我的战友们。”

捧着榴弹专业考核第一名的证书，摸着胸

前的三等功奖章，第 72 集团军某旅三营

七连中士居颖垲诚挚地说。

居颖垲是连队的榴弹发射器射手，在

全旅比武中夺冠一直是他的梦想。但备

考之时，他却面临棘手问题：榴弹专业考

核纳入多课目连贯实施，设置多个考点，

记录各课目成绩并综合打分。备考时，每

个考点都需要人员记录和器材保障，谁来

帮助自己呢？

“战友有梦，我们一起助他圆梦。”与

居颖垲同在一个“互助小组”的下士杨证

强是榴弹发射器副手。得知居颖垲的难

处后，他主动联系连队战友商议决定：放

弃 午 休 和 节 假 日 休 息 时 间 帮 助 居 颖 垲

备考。

“武装越野后，尽快平顺呼吸，配速要

进一步细化调整”“爬绳时动作幅度不可

太大，注重连贯性”……19 名战友结合居

颖垲的训练情况，齐心协力为其查找短

板、提出改进意见。

就这样，在居颖垲备考的 1 个多月时

间里，19 名战友始终如影相随。如今，看

到居颖垲赢回了金牌，战友们比自己拿了

奖牌还高兴。

“身边有战友帮衬，哪有捧不回的奖

杯。”连队卢指导员介绍，该连是闻名全军

的王克勤“三大互助”运动诞生地，这种战

友之间互助的优良传统，让每个走进这个

集体的人都有强烈的荣誉感。

记者了解到，78 年前，老排长王克勤

创造性提出了思想、技术、生活“三大互

助”，密切内部关系，增进战友情谊，将老

骨干、新战士和“解放战士”的心紧紧拧成

了一股绳。

78 年来，“互助精神”一直在连队传承

和发扬。在连队最新一次组织的“王克勤

传人”评选中，居颖垲与曾帮助过他的 19

名官兵一起高票当选。

“ 假 如 没 有 战 友 们 甘 愿 为 我 当‘ 后

背’，就没有今天的我。”细数备考时光，居

颖垲说，“在互助精神培养下，我不仅收

获了奖牌，更收获了一颗颗滚烫而真挚的

心。”

“带兵一阵子，爱兵一辈子，带兵人更

要成为值得战友信任的‘后背’。”在王克

勤生前所在班排，金色的王克勤铜像熠熠

生辉。荣誉柜里，一面鲜红的“王克勤班”

锦旗灿烂耀眼……尊干爱兵、团结互助，

始终是他们一往无前的制胜法宝。

一 份 属 于 19 名 战 友 的 荣 誉
■吴晨伟 本报特约记者 童祖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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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强调，要深入开展尊干爱

兵、兵兵友爱活动，培养官兵甘苦与共、

生死与共的革命情谊，巩固和发展团

结、友爱、和谐、纯洁的内部关系。

官兵关系是部队一切关系的基础。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官兵一致、生死与

共的优良传统什么时候都不能丢。

什么样的感情才能经受血与火的

洗礼、生与死的考验？基层官兵用感人

至深的行动作答：情同手足、生死相依

的战友感情、官兵关系。

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官兵

一致都是人民军队凝聚力、战斗力、创

造力的重要源泉和从胜利走向胜利的

重要法宝。官兵一致的基础有多牢固，

未来打赢的基础就有多牢固；战友之间

的感情有多深厚，部队团结的力量就有

多深厚。

平时与士兵同甘共苦，战时战士就

会与你赴汤蹈火；平时与士兵情同手

足，战时战士就会与你生死相依。正是

懂得这个道理，第 72 集团军某旅三营

七连干部骨干才能普遍做到人格上尊

重士兵，工作上依靠士兵，生活上关心

士兵。

时代在发展，部队在转型。现在我

军面临的客观环境、担负的使命任务和官

兵的结构成分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官兵

一致的原则不能变，尊干爱兵的传统绝对

不能丢。创新是最好的传承。在带兵实

践中，只有把握时代脉动，注入时代元素，

植入创新因子，才能使我军尊干爱兵的优

良传统在新时代得到更好传承。

平时情同手足 战时生死相依
■袁俊锋

“只有平时团结友爱，才能战时生死

相依。”走进第 72 集团军某旅三营七连，

能时刻感受到官兵之间相互传递的温暖

和关爱，感受到这个集体团结、友爱、和

谐、纯洁的浓厚氛围。

跨越时空，精神永恒，经过 78载光辉

岁月的沉淀，“三大互助”优良传统如今

有了新传承。“思想新互助、技术新互助、

生活新互助，时代在变，但团结友爱的优

良传统没有变。”今天，“互助精神”已熔

铸为连队底色，深植于官兵灵魂血脉中。

与时俱进摸准官兵
“活思想”，“思想互助”始
终保持强大效能

当年，王克勤带领全班打了第一个胜

仗后，战士都说：“这仗打得好，是因为有

个好班长。”王克勤却发自内心地说：“能

够打胜仗，根本上是解决了思想问题、匡

正了思想误区，全班都拧成一股绳。”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在七连，官兵

始终把思想互助摆在传承弘扬新时代

“王克勤运动”首位。对此，七连王连长

告 诉 记 者 ，如 今 00 后 战 士 成 为 连 队 主

体，他们在认知特点、精神追求方面出现

不 少 变 化 。 与 时 俱 进 摸 准 官 兵“ 活 思

想”，“思想互助”始终保持强大效能。

“这样‘躺’下去，何时是个头。”不久

前，上等兵潘灿裕在微信朋友圈发的一则

动态，让王连长嗅到一丝不寻常的气息。

原来，潘灿裕在训练中不慎摔伤，膝

盖打上了石膏。因行动不便，连队安排

骨干轮流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战友无微不至的照顾，让我感受到

温暖。”在王连长的追问下，潘灿裕道出

了心中顾虑：原来，他担心受伤跟不上训

练进度，当“尖兵”的目标难以实现。

“随着时代的变化，引发思想问题的

原因也在变化。”王连长说，当下，不少战

士的思想矛盾，源于立功、考学、入党等

个人价值是否实现的落差。

有了以上认识，王连长心里有了底。

他主动帮助潘灿裕制订康复训练计划。

随着潘灿裕病情逐渐好转，王连长带着他

进行恢复性体能训练。从“躺下来”到“练

起来”，随着训练计划稳步推进，成绩一点

点提升，潘灿裕逐渐恢复了往日的朝气。

如今在七连，连队主官注重从线上、

线下同步了解战士思想动态，鼓励大家

在连队网页“晒心情”，利用网络空间展

开交流；“互助小组”每周召开恳谈会，鼓

励官兵坦诚交流、互助提高；每月开设

“尊干爱兵论坛”，讨论官兵关系新问题；

每季度组织战士和干部召开“双向讲评

会”，红脸出汗、直指问题。

“当战友遇到困惑时，我们就应该像

家人一样，帮他们廓清思想迷雾。”今天，

每个走进七连的官兵，都会在思想深处

烙上“战友亲如一家”的印记。

一个月前，曾经的“王克勤班”班长、

在国外执行维和任务的张超超给连队发

来一张照片。“虽然远隔重洋，但张班长的

心始终牵挂着七连战友。”连队卢指导员

说，新时代官兵思想活跃，像张超超这样

的优秀骨干心中也曾有“解不开的疙瘩”。

“王克勤班”班长——七连各项工作

的“排头兵”，历任班长都是连队提干的

重点推荐对象，张超超却两次与提干梦

想失之交臂。难道是自己不够努力？张

超超也曾怀疑自己。

与张超超同在一个“互助小组”的卢

指导员深知，比起提干失利的苦涩，张超

超还有个烦心事：“王克勤班”的牌子会

不会砸在自己手里？

“成长的道路上难免有挫折，你的成

绩有目共睹。”卢指导员一次次鼓励张超

超，把班级带好就是对“王克勤班”的最

大贡献。推心置腹的谈心，化解了张超

超内心的烦闷，去年张超超主动申请赴

海外执行维和任务，踏上下一段冲锋的

旅程。

了解思想底数要与时俱进。该旅各

个营连定期开展“思想互助会”，面对家

中有难事、心中有郁闷的官兵，线上及时

“疏导”，线下跟进“解难”，实现从“键键

相对”到“心心相连”的转变，使网络成为

知兵“听诊器”、带兵“助推器”。

成就别人就是成就
自己，“绝技共享”让“技
术互助”发扬光大

训练场上，在全班战友的鼓励下，列

兵张涛咬牙冲过终点。入伍一年来，这

是张涛第一次跨入武装越野课目及格行

列。

张涛刚入伍时底子薄，多个课目“挂

红灯”。全班战友一起与他结成“互助对

子”，通过群体互帮学，战友一起为他“量

身”制订训练计划。如今张涛减了体重、

强了耐力，考核课目全部达标。

从 体 能 到 技 能 ，互 助 无 处 不 在 。

七 连 在 改 革 中 转 型 为 装 步 连 ，有 不 少

官兵从外单位转隶而来。面对人员成

分 新 、专 业 类 别 多 、技 术 骨 干 缺 等 问

题，全连弘扬“三大互助”优良传统，采

取 交 叉 互 学 、换 岗 作 业 方 法 ，组 织“ 精

一岗、会两岗、通三岗”专业训练，不断

提高训练水平。

上等兵陈佳伟是一名转隶而来的战

士。初到七连，他一度难以融入集体。

副班长李超主动和陈佳伟结成“互

助对子”，还动员全班成立互助小组。他

让每个人扮演游戏中的“英雄角色”，并

为每个角色“赋能”：下士小刘的标记是

“特能长跑”、中士小邓的标记是“特能卷

腹”……只要陈佳伟能够“击败”任何一

个角色，就能得到一项奖励。在李超和

一众战友帮扶下，陈佳伟不断“闯关升

级”，最终找回了自信心和归属感。

如今已是连队训练新星的陈佳伟，

多次在发言中说：“如果没有战友们陪着

我一起奋斗，我只能在游戏世界练级，不

可能成为现实中的闯关高手。”

“七连有不少优秀尖子，根据这一

情 况 ，我 们 创 新‘ 第 一 带 第 一 ’的 互 助

方式。”在七连荣誉室，王连长指着“英

雄榜”上的名单介绍，旅里连续两届的

“ 狙 击 枪 王 ”，是“ 王 克 勤 班 ”的 前 后 两

任班长。

现已提干的“王克勤班”原班长于聪

智 ，在 旅 步 枪 射 击 考 核 中 连 破 3 项 纪

录。该比武的上一届榜首，便是于聪智

的“师傅”、前一任“王克勤班”班长——

张超超。

“我能夺冠多亏了张班长的倾囊相

授。”于聪智素质过硬，每次考核都排在

同年兵前列。然而，即便如此优秀，他也

有难以突破的“瓶颈”。

旅里组织训练骨干集训，参加集训

的都是各单位的“高手”。第一次摸底考

试，于聪智排在 30 名开外。

面对“全程淘汰”的残酷机制，于聪

智压力很大。曾在上一届集训中夺冠

的张超超，主动找到他进行帮带。张超

超发现，战术指挥、识图用图等课目是

于聪智的弱项，他专门结合自身经验撰

写了一本“教材”，并带着于聪智逐个课

目查漏补缺；在体能强化领域，张超超

结合网络健身教程，为其量身打造训练

计划……最终考核，于聪智一举夺魁，

并因此荣立三等功。

“我当初能拿第一，靠的是老班长

‘手把手’的帮带。如今接过互助的接

力棒，我更要把‘互助精神’发扬光大，

让‘手把手’帮带成为一种好传承。”于

聪智说。

成就别人就是成就自己，“绝技共

享”让“技术互助”发扬光大。在七连，像

张超超和于聪智这样的“尖子搭档”还有

不少，他们成为连队在各级比武中摘金

夺银的底气所在。

把战友当亲人、把连
队当家建，“生活互助”成
为官兵行为自觉

两年前刚调入七连的经历，一级上

士李文翔至今记忆犹新。

第 一 次 站 夜 哨 ，考 虑 到 李 文 翔 刚

来 连 队 ，值 班 员 为 他 安 排 了 夜 间 第 一

哨。当李文翔下哨带着倦意回到宿舍

时，战友已帮他铺好床铺，床头还放着

保温杯……

这让李文翔内心暖流涌动。后来他

才知道，“让每个战士感受家的温暖”是

连队约定俗成的习惯。数十年过去了，

如今这已成为大家的行为自觉。

帮助新战友融入集体，让每个人找

到归属感……从“陌生人”到“七连人”，

让李文翔感到暖心的事还真不少。不仅

战友没有把新调入战士“当外人”，连队

在评功评奖时也积极向他们倾斜。

“走进新单位，成绩不清零。”李文

翔调入七连后，王连长专门联系他的老

连队，得知李文翔任务完成出色、军事

训练成绩突出，结合李文翔来到连队的

优异表现，年终时，王连长推荐李文翔

作为表彰奖励人选。如今，连队将李文

翔作为骨干重点培养，不久前任命他为

六班班长。

在七连，每晚点名的第一个名字是

“王克勤”，必唱的歌曲是《尊干爱兵歌》，

通过点滴灌输，持续营造“官爱兵、兵尊

干”的内部氛围，密切官兵关系，增进战

友情谊；他们还以解难帮困为导向，发挥

群众力量常态开展“接力帮带”，增强连

队向心力、战斗力。

战友亲密无间，连队才能更有凝聚

力。前段时间，列兵付明哲的训练成绩

突飞猛进。班务会上介绍经验时，他感

慨地说：“班长和战友就像亲人一样，我

没有理由不好好训练。”

一次，班长许伟伟发现付明哲走路

一瘸一拐，得知他得了甲沟炎。许伟伟

赶紧把他背到医务室，让军医帮他清理

伤口。第二天，又接着把他背到医务室

接受治疗。一周后，付明哲的脚伤好了，

他的心也更热了，成了训练场上“格外卖

力的那一个”。

在七连，暖心故事比比皆是。

连队不设司务长，为解决基层报账

难题，连队安排有财务培训经历的副班

长贺畅担任“兼职司务长”，专门为战友

解难题；下士袁汉章训练受伤，无法下床

活动，全班战友轮流给他按摩，他很快恢

复了健康；卫生员郑旭东有一本厚厚的

“病情登记本”，上面详细记录着全连战

友的伤病情况，他定期给大家体检，对战

友的身体状况了如指掌。

连队还要求每个班选派一名战士兼

职“心理保障员”，让他们随时观察官兵

情绪，以无微不至的关照守护战友身心

健康。

“唯有爱兵真，方能得兵心。”卢指导

员说，七连在严格管理的同时，积极引导

官兵互相关心，“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

互助理念，已经化为一种行为自觉。他

们还特别要求连队骨干带兵管兵要“以

真心换真心，以真诚换真诚”，营造家的

氛围，不断增强官兵对七连的归属感，从

而激发大家的集体荣誉感。

把战友当亲人、把连队当家建，“生活

互助”成为官兵行为自觉。“三大互助”优

良传统已经融入连队建设各个方面，七连

也因各项建设突出，荣立集体二等功。

“三大互助”：光荣传统历久弥新
■胥婉璐 本报特约记者 童祖静

近日，第 72集团军某旅三营七连与友邻单位一起组织训练。 赵庶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