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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厚厚的绿皮本，静静放在第 74

集团军某旅某连会议室桌上。会议桌旁，

连队“事迹簿”评审小组的成员，正在激烈

讨论着本月谁可以被“记上一笔”。

一年多来，这间会议室里，同样的

场景已经上演了 10 多次。这个绿皮本，

被连队官兵称为“事迹簿”。只要是表

现 突 出 的 个 人 或 集 体 ，都 能 被 登 记 入

册。

“作为队长，郭琼尧带领足球队与

其他单位比拼取得 4 场全胜，为连队争

光。”会议结束，下士郭琼尧就得知自己

成功“上榜”的消息。他从储物柜中取

出自己的笔记本，在上面记下这次的成

绩 ，随 后 满 心 欢 喜 地 继 续 投 入 日 常 训

练。

郭琼尧有一个争光计划，内容条理

清晰——每月要完成什么任务、达到什

么目标，都被他列在本子上。

这个争光计划，来源于连队组织的

一次比赛。那次，他和搭档经过两个多

小时博弈，齐心协力“升到了满级”。比

赛结束后，两人击掌庆祝，围观的战友

也跟着欢呼起来。

那一刻，郭琼尧突然联想到连队的

“事迹簿”：自己总是羡慕别的战友表现

好、入选次数多，那为什么不制订一个

计划，激励自己成长呢？

于是，郭琼尧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

订计划，开始了自己的奋斗进阶之路。

郭琼尧体能素质较好，但排里有 5

名战友成绩一直在及格线边缘徘徊。他

发挥自身优长，主动担任军体小教员，带

领战友进行补差训练。经过 1 个多月努

力，5 名战友全部通过考核，全排的成绩

也得以提升，郭琼尧本人更夺得了全连

第一名。

由于表现突出，郭琼尧被连队选派

参加集团军集训。离队前夕，他在计划

中更新了一个目标——取得好成绩为

连队争光。

集训中，陌生的专业理论和技术知

识让郭琼尧应接不暇。但他没有退缩，

闲暇时，他总会翻开那份争光计划鼓励

自己，加班加点研学，虚心向其他单位

战友请教。最后，郭琼尧在结业考核中

取得第二名的成绩。

“每一次被记在‘事迹簿’上，都激

励着我继续进步。这些记录累积起来，

其 实 就 是 我 的 奋 斗 足 迹 、我 的 军 旅 青

春。”郭琼尧说。

在郭琼尧带动下，连里更多官兵制

订了自己的争光计划。

“连队有了‘事迹簿’，官兵有了争

光计划，越来越多奋斗争先的故事正在

连队发生……”该连指导员感慨道。

一 名 下 士 的 争 光 计 划
■本报特约记者 李浩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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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放！”伴随一声声巨响，数十

枚火箭弹飞向“敌”阵地。

每次实弹射击，我总会想起多年

前 第 一 次 参 加 夜 间 实 弹 射 击 那 个 场

景 ——一枚枚火箭弹腾空而起，对不

同距离、不同类型的多个目标实行火力

覆盖，如绚丽的烟花绽放于夜空中。

作为军人，谁不渴望荣光？当时的

我还是一名瞄准手，从那天起，我就下

定决心：要成为亲自操纵火炮发射的

人，更要当炮长岗位的“排头兵”。

靠着肯吃苦、有韧劲、不服输的劲

头，我用一年多时间，将连队火炮的脾

气秉性“摸了个透”，成为连队的基准炮

瞄准手。去年，我终于如愿成为炮长，

从一名战斗员成长为指挥员。为了提

升能力素质，我参加了上级单位组织的

炮长集训，开启一段“求学”之旅。

集训队里，有经验丰富的老炮长，

也有像我一样的新面孔。我丝毫不敢

懈怠，生怕被落下。

训练场上，一分一秒都不容浪费，我

尽力把每个课目的训练时间都利用到极

致。每次训练，我都会向教练员请教火

炮运用和排除故障的方法，详细了解火

炮技战术指标、训练重难点和风险点，然

后找时间反复背诵理论、练习操作。

然而，集训队里高手云集，光有满

腔热情还不够。一次战术考核，我本以

为取得好成绩不在话下。没想到，老炮

长苏铭辉处置快、口令准，没等我反应

过来，他已经早早完成考核，让我瞬间

感到压力袭来。由于紧张，我忙中生

乱，导致失分，最终成绩还不如平时。

这 次 考 核 ，为 我 敲 响 了 警 钟 ：战

场上不仅是实力的较量，更是心态的

比拼。

量变才能产生质变。我下定决心，

要把擅长的课目练到极致，把不懂的课

目学懂弄通。为了磨砺心态，每次练习，

我都拿着秒表给自己卡时间，逼自己在

不断响起的“滴滴”声中战胜恐慌。那段

时间虽然疲惫，我却感到很充实。

有志者，事竟成。集训最终考核，

我荣获第一名。归队后，我的成绩也被

记入连队“事迹簿”。那一刻，我觉得所

有付出都是值得的。

归队不久，一次实弹射击训练随即

展开。按照惯例，连队会组织一次小比

武。刚刚成长为炮长，我十分期待通过

这次小比武再次证明自己。

那天，紧张有序地完成火炮调试

后，我静静等待着上级指令，时刻准备

送炮弹出膛。时间一分一秒跳动，我的

手心也微微出汗。我一边调整呼吸让

自己放松，一边在大脑里反复重温整个

射击流程。

“放！”一发炮弹穿膛而出，精准命

中目标区。正当我信心大增时，第二轮

射击，炮弹却突然卡壳，车内氛围瞬间

紧张起来。我迅速向上级请求停止射

击，带领全班人员小心快速地将留膛弹

药退出，随后重新选管发射，成功命中

目标。

圆满完成所有射击任务，我立刻带

领全班向下一地域进发。最终，我们班

因射击精度高、排除故障快被连队“事

迹簿”记录在册。听到消息那一刻，战

友们黝黑的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我

也感到无比满足。

奋斗的人生是渴望成就感的。一

次次“事迹簿”的记录，让我愈发充满信

心、充满力量。未来，我将向着下一个

荣誉高地继续全力冲锋。

（杨明宜、本 报 特 约 记 者李浩琦

整理）

荣 誉 激 励 我 成 长
■中士 张培兴

成长横切面

特 稿

第 74集团军某旅某连官兵训练归来。 蔡子杰摄

立功受奖的官兵表
现可圈可点，但其他同志
的奋斗贡献同样不可磨灭

一年前，第 74 集团军某旅某营举办

的强军故事会上，某连下士李峰向大家

分享了一个关于“逆袭”的故事——

刚到连队时，李峰因为身体素质差，

每次训练都很吃力。偏偏他又被分到体

能要求较高的有线通信专业，不但收放

被复线速度慢，而且每次爬杆都只能望

“杆”兴叹。训练中的挫折让李峰下定决

心，一定要闯过体能关。

当时营区条件简陋，训练设施有限，

还经常受到梅雨天气影响。没有跑道，

李峰就绕着营区跑步。

一次刚跑到一半，天空中突然下起

雨。雨水混着汗水不断淌下，让李峰一

度想要放弃。可路过营区灯箱时，看到

上面被表彰为先进个人的战友，他咬了

咬牙，又坚持跑下去……经过不懈努力，

他的体能训练成绩大幅提升，在有线通

信专业比武中取得第一名。

会场上，李峰讲述的奋斗历程，让官

兵们很受启发。炊事班班长黄兴师也分

享了自己的经历：“刚进驻这片营区时，营

区里没有操作间、没有饭堂、没有自来水，

是大家一砖一石地垒起操作间和饭堂，接

通自来水，解决了战友们的吃饭问题。”

这些奋斗拼搏的故事，让该连王指

导员感触颇深——年年岁岁，一茬茬官

兵在连队接续奋斗，每名官兵都为连队

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大部分人却仅

仅在连史上留下一个名字。

那天晚上，王指导员独自走在营区

小路，看着灯箱上展示的立功受奖官兵

照片。“立功受奖的官兵表现可圈可点，

但其他同志的奋斗贡献同样不可磨灭。”

他心中突然萌生一个念头，要把在连队

耳闻目睹的感人瞬间一一记录下来。

很快，王指导员就和连队骨干一起，

设计制作出一个厚厚的本子。

本子设计好，该取个什么名字？王指

导员在连队征集到十几条意见建议，其中

一条吸引了他的目光：《能文能武李延年》

中，指导员李延年命令“秀才”用笔记本记

录战斗日志，作为战士们请功的凭证，我

认为可以命名为“战斗日志”。

这给了王指导员灵感——“现在旅

里正开展立功创模活动，日常工作训练

中，大家其实都为连队建设增光添彩，不

如就叫它‘事迹簿’！”他的想法赢得了

全连官兵一致认可。

打开一片空白的“事迹簿”，王指导

员满怀期待：“希望它能激励每名战友立

足本职创先争优、超越自我，让军旅青春

与‘事迹簿’一起丰富充实起来，在连队

历史中留下专属于自己的篇章。”

无论贡献多少、事迹
大小，只要被认可、可学
习，官兵们的努力付出就
会被一一记录在册

连队发展人人都有付出，那怎样的

表现才有资格写在“事迹簿”上？

王指导员组织全连官兵坐在一起

讨论这个问题：“练兵备战是我们的主

责 主 业 ，在 军 事 训 练 中 取 得 优 异 成 绩

的 应 该 被 记 下 来 ”“ 政 治 工 作 同 样 重

要，在理论学习、文化建设等方面做贡

献的也要记上一笔”“在背后默默付出

的 保 障 专 业 不 容 忽 视 ，平 凡 的 岗 位 也

有作为”……

官兵们你一言我一语，渐渐达成共

识——无论是获得大家认可的好人好

事、在单位建设中的积极表现，还是在某

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等，都应该记录在

册。

规则一出，连队官兵个个动力满满，

铆足了劲想要“争头功”。

在官兵们的翘首以盼中，第一场“事

迹簿”记录会终于到来。经班排推荐，

中士邓任超和中士王一鸣成为候选人。

邓任超是应急分队队员，一天夜里，

某设施突然起火，他发现火情后临危不

乱、迅速抢救，与其他队员一起及时扑

灭。与此同时，邓任超还凭借文艺特长，

设计制作了“奋进新征程”主题黑板报、

党的二十大精神宣传栏等，受到上级表

扬。由于事迹过硬，官兵们都同意为邓

任超记一笔。

时任炊事班班长王一鸣，也是首批

入选“事迹簿”的榜样。

作为炊事班班长，王一鸣一直将官

兵的口碑当作最高标准要求自己。为了

让大家吃饱吃好，他经常在饭后向战友

们询问意见，晚上加班加点研究新菜品

新花样，力争让大家每天都吃得舒心、更

好地投入训练。在全营的伙食评比中，

王一鸣带领全班时常占据榜首。

说起王一鸣的事迹，炊事员杨腾飞

向大家讲述了一段故事：那次全营组织

节 日 美 食 活 动 ，王 一 鸣 被 指 定 为 负 责

人。为了让战友能在训练战备之余感受

到温暖的节日氛围，他多次调整方案，对

着有限的伙食费精打细算，还设计了丰

富的活动环节，帮助战友缓解训练压力

和紧张情绪。活动期间，王一鸣始终穿

梭在各个“摊位”收集意见、统筹协调，用

忘我的付出，让战友们收获味蕾和情绪

的“双重满足”。

王一鸣的默默付出让人深受触动，

官兵们统一思想：王一鸣的表现，也值得

为他记上一笔。

就在这场“事迹簿”记录会后，连队

党支部成立了一个评审小组，专门讨论

应该把谁记进“事迹簿”。为确保公平公

正，评审小组成员由班排推荐产生，每月

更换，并设置监督员全程参与其中。

无论贡献多少、事迹大小，只要被认

可、可学习，官兵们的努力付出就会被一

一记录在册。随着时间推移，这本“事

迹簿”变得越来越厚实。该连官兵的精

神面貌焕然一新，将名字写入“事迹簿”

成为越来越多官兵的追求，全连掀起一

股创先争优的热潮。

只要每个人都添砖
加瓦、作出贡献，连队建
设就会蒸蒸日上

一年多来，“事迹簿”密密麻麻的记

录中，既有连队集体创造的优异成绩，也

有个人努力获得的“小进步”。

新兵补充进连队，王指导员会带着

他们一起浏览这本“事迹簿”。“我想让

新战友意识到，虽然我们不是英模连队，

没有厚重的历史和荣誉，但连队是大家

共同的家。只要每个人都添砖加瓦、作

出贡献，连队建设就会蒸蒸日上。”他说。

“看到‘事迹簿’里这些奋勇争先的

故事，我也想要干出个样子来！”谈心时，

列兵金志强主动向王指导员表达决心。

入伍前，金志强就喜欢跑步，他决定先努

力通过体能训练取得成绩，在“事迹簿”

上留下名字。

“事迹簿”里，一个个战友在各级比

武赛场摘金夺银的实绩，让金志强有了

榜样。持之以恒地练习许久，他终于等

到连队组织的群众性练兵比武。

炎炎烈日炙烤着跑道，金志强不断

在心中给自己加油打气，越跑步伐越坚

定。最终，他在考核中名列前茅，位列同

年兵第一，也成为同年兵中首个被记入

“事迹簿”的人。

达成第一个目标，金志强并没有停

下脚步。如今，他的体能训练成绩越来

越 优 秀 ，让 连 队 官 兵 直 呼“ 看 不 到 尾

灯”。面对战友们的称赞，金志强坚定地

说：“我还想走向更大的赛场，为连队争

光，努力在‘事迹簿’上再添一笔！”

全营强军故事会现场，上等兵石一梁

用动情的讲述感动了现场官兵，代表连队

夺下全营第一名。他的事迹被收录进“事

迹簿”，在幕后为其制作幻灯片的上等兵

李依凡也被记上一笔。

“不论台前还是幕后，只要为连队建

设作出努力，都会在‘事迹簿’上留下痕

迹。”李依凡感慨道。

那次“上榜”后不久，李依凡申请加

入刺杀操示范队，希望自己也能在“台

前”做出点成绩来。

由于基础薄弱，刺杀训练时，李依凡

总是跟不上节奏。为此，他常常天不亮

就爬起来练习基本动作，晚上大家入睡

时，他还要在心中默默复盘一天的训练

情况。尽管训练时穿戴着护具，李依凡

身上依然被磕得青一块紫一块，躺在床

上都不敢随便翻身。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全旅组织的刺

杀对抗比武中，李依凡和战友配合默契，

取得第二名的好成绩。

“事迹簿”里，有摘金夺银的高光时

刻，也有默默奉献的平凡点滴。作为连队

兼职水电工，下士严名洋在某项任务期

间，主动担负起全营水电维护工作。一次

熄灯后，严名洋躺在床上，却隐隐听到水

流的声响。他立即警觉地起身检查，随后

发现是一处水管破裂导致漏水。严名洋

连夜更换水管，保障了官兵们次日的正常

用水。

“‘事迹簿’承载了每名官兵青春奋

斗的记忆，也记录着连队成长发展的足

迹。我们会一直坚持下去，用这本‘事

迹簿’，铭刻下我们的强军征程。”王指

导员说。

“ 事 迹 簿 ”见 证 奋 斗 青 春
■本报特约记者 李浩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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