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把 小 事 当 作 大 事
干，总有一天会发光”

剥线钳、测电笔、卷尺、万用表……

中秋节刚过，电工谢宇杰一大早就揣上

几件工具，来到巡逻通道例行巡检。

在武警石家庄支队执勤十二中队营

区，中士谢宇杰认真仔细地逐段排查线

路。在他看来，一条条线路关系着营区

正常运转，每次认真排查并确认完好后，

才会觉得放心。

“我是中队的网络维护员，干电工算

是‘本职工作’。”谈起当“五小工”的经

历，谢宇杰觉得自己和其他战友一样，并

没有什么与众不同。可在班长崔银磊眼

里，“这小子，有一手绝活”。

一天傍晚，中队突然断电，当时还是

新兵的谢宇杰站出来说：“我来试试！”

戴上绝缘手套、断开电源、闭锁开

关……只见谢宇杰熟练地完成排查前

的准备工作。不一会儿，谢宇杰便锁定

故 障 点 ，原 来 是 一 截 电 线 老 化 导 致 短

路，他娴熟地更换电线后，房间里瞬间

恢复明亮。

目睹全程的崔银磊赞不绝口：“我们

班的兵，真厉害！”细聊后崔银磊才知道，

上学时谢宇杰曾学过电路修理知识，也

参与过家电维修的实践工作。

凭着这次亮相，谢宇杰的“小能手”

名号不胫而走，战友推荐他做了中队网

络维护员，还被吸纳进“五小工”队伍。

然而，没过多久，这位“小能手”便暴

露出能力短板——遇到一些复杂电路和

网络调试问题，谢宇杰也感到束手无策。

不懂就问，不会就钻。白天，谢宇杰

时常出现在中队的用电用网区域，仔细

研究电器部件的功能构造和工作原理，

遇到棘手难题，他就上网查、打电话向兄

弟单位老兵请教；晚上，他学习电工和计

算 机 网 络 专 业 书 籍 ，弥 补 理 论 知 识 短

板。通过日复一日的刻苦学习，谢宇杰

的专业技能明显提升。

“小小岗位，责任重大。”谢宇杰常

说，用心对待每根电线，才能“把脉”电

流，确保营区用电安全。

去年，正值上级正规化建设验收的

关键阶段，从整修中队营房设施，到改造

作战勤务值班室，需要对整个电路进行

全面测试检查，排除可能存在的问题隐

患，谢宇杰担起这一重任。

连续半个多月，他每天穿梭在设备

之间，查找不易察觉的故障点，不断调整

电路参数、排查并更换损坏元器件、修复

线路破损，确保电路在使用中能够保持

稳定。最终，中队顺利通过验收。

那段时间有多累，谢宇杰不愿过多

提及。在他看来，这关系到集体荣誉，更

关系着中队安全，这是他作为一名军人

对岗位的坚守。

谢宇杰的默默付出，战友们看得真

切。每当夜幕降临，正是谢宇杰忙碌的

时候。他蹲在值班室的墙角，理线路、调

系统，一遍遍调试，不知不觉，时钟的分

针转了好几圈。

这个忙碌的身影，也定格在战友们

的心中。电工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和场

地，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只要电路和网络

出现问题故障，大家都会呼唤谢宇杰，谢

宇杰也会立刻拎起工具箱赶到现场，拿

出工具开始工作。这个过程需要高度的

专注和耐心，因为任何一个小疏忽，都可

能带来严重后果。

前不久，谢宇杰参加支队网络维护

员比武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战友们称

赞谢宇杰的手仿佛有魔力，能够在纷繁

复杂的线路中找到问题症结，他却把这

种魔力总结为一句话：“把小事当作大事

干，总有一天会发光。”

“我们的工作默默无
闻，但从来都不可或缺”

该支队执勤二十一中队驻地在山里

低洼处，一旦暴雨来袭，水常常会倒灌到

营区。这给中队水工兼泥瓦工的郝兴明

带来不小挑战。

去年 8 月，驻地连降暴雨，雨水冲刷

来的垃圾、泥土、树叶等杂物堵住了下水

道入水口，营区积水严重。郝兴明卷起

裤腿下水，摸索到排水管道旁，徒手一点

点把堵塞物清理干净。

这样的经历并不少见。地处深山，

气候特殊，这里的天说变就变，前一刻晴

空万里，下一刻就大雨倾盆。兼任“五小

工”12 年来，郝兴明经常与雨水打交道。

“经验从实践中来，又运用到实践中

去。”郝兴明向记者分享经验，“遇到雨

季，要将抹布叠放在户外窗台上，整整齐

齐地摆放一排用来吸水，防止水渗进来；

阴雨天气，墙皮很容易受潮脱落，等到天

晴墙干透了才能刮腻子，否则墙皮就会

更湿、更容易脱落；刮腻子前要先确保墙

面的平整度，再抹上厚薄均匀的腻子，不

然墙面会出现空心的鼓包……”

“中队营房有几十年的历史，营房墙

体老化严重，哪里的墙皮渗水了、掉落

了，大伙一眼就看出来了。”郝兴明说，修

补墙皮工作，每一处问题都不能放过，每

一个步骤都要一丝不苟，要做到第一时

间发现，立刻修补。这些年，郝兴明始终

把中队当作自己的家，将墙体和地面维

护得洁净明亮。年轻战友讨教经验，他

总是毫无保留地倾囊相授。

采访时，郝兴明向记者讲述了一段

经历。那天，大家收操归来发现路面积

水了，原来是下水道堵塞。班长王树发

毫不犹豫地掀开井盖，徒手疏通管道，

堵 了 1 米 多 深 的 管 道 竟 被 王 树 发 给 疏

通了。

现场，战友们连连称赞，向王班长投

去敬佩的目光。也正是从那一刻起，郝

兴明决心向班长学习，扎根平凡岗位，干

好本职工作。

如今，郝兴明也成为班长。这些年，

他带领战友们经历了一次次挑战考验，

又一次次化险为夷。看到营区建设井井

有条，郝兴明欣慰地说：“我们的工作默

默无闻，但从来都不可或缺。”

“曾经从营区到训练场的道路，杂草

丛生，路面坑洼。”翻开一张老照片，郝兴

明对记者说，训练场修建不久后，中队

“五小工”肩负起道路建设任务，铺上碎

石砂砾，浇筑水泥砂浆，耗时半个月，他

们成功修建好一条水泥马路。

后来，战友们在道路旁的一块石头

上，用红漆写下“强军之路”的字样。清

晨或午后，官兵们常常会经过这条水泥

马路，奔赴训练场。

今年，中队计划搬迁，想到即将离

开这座营区，郝兴明开心之余也有些不

舍——营区处处都有故事，处处都洒下

过 艰 辛 付 出 的 汗 水 ，他 们 将 这 里 视 作

“家”。当然，面对即将搬迁的“新家”，

作为“五小工”的他们还要面对更多挑

战，还有更多任务等待他们去完成。

“当‘五小工’看似简
单，想干好并不容易”

木工李华有一双粗粝的手——骨节

粗大，一攥就咔咔响，指节间的茧子像

盔甲般坚硬。

但 战 友 们 说 ， 这 是 一 双 巧 手 。

2022 年，李华所在中队营区搬迁，几

组笨重的木家具“卡”在门口运不出

去 。 李 华 拿 起 木 工 工 具 ， 把 这 些 柜

子、桌子拆分成板子、条块，一件件

化整为零。

拆 卸 组 装 家 具 是 一 门 “ 技 术

活 ”， 考 验 着 木 工 的 手 上 功 夫 —— 有

的 螺 丝 钉 年 久 生 锈 “ 咬 ” 在 木 头 里 ，

不能用扳手硬拧，只能用巧劲小心翼

翼 地 进 行 拆 卸 ； 有 的 钉 子 拔 出 来 容

易，但要想原封不动地装回去，需要

把 卸 下 来 的 各 种 钉 子 逐 类 标 记 清 楚 ；

有 的 家 具 易 磕 碰 受 损 ， 那 就 得 用 纸

箱、泡沫、胶带等包裹严实，才能把

这些家具完好无损地搬到新营区。

那段时间，各种工具在李华的手上

频繁交替，他一会儿拿起螺丝刀，一会

儿换个橡皮锤，像拼积木一样，整整忙

活了近一周，才在新址上还原了战友们

的“家”。

“当‘五小工’看似简单，想干好

并不容易。不是说这份工作需要什么天

赋，而是一定要把事情想得细致、做到

极致。”李华说。

一次，李华在会议室里无意间瞥见

了几个翻翘的椅背。会后，他将明显坏

掉的木椅清理出来，用锯子修剪掉断

裂、松动的木条，在裂隙处涂上木胶，

再用夹子轻轻固定，等待破损的地方重

新“愈合”。对于那些因频繁使用而磨

损的榫卯结构，李华先用凿子清理掉木

屑和杂质，然后仔细测量、标记，再用

新的木块和钉子进行加固。

布满老茧却异常灵巧的双手，仿

佛是在进行一场微创手术，几经修剪

连接后，木椅焕然一新，又被赋予了

新的生命。

结束后，李华还不放心，将视线转

移到那些看上去没问题的椅子，碰碰椅

子腿，敲敲座板，一个个试坐找问题。

直到把所有椅子全检修了一遍，李华终

于满意地点了点头。

“也没人要求我这样做，但要是从

地方请人来维修，耗时费力还花钱，我

能做就多做一点。”李华说。

“ 细 微 之 处 有 标 准 ， 绣 花 活 里 见

功 夫 。” 这 是 李 华 在 中 队 开 展 “ 新 时

代 奋 斗 观 ” 大 讨 论 时 分 享 的 一 句 话 。

对此，该支队某中队油漆工陈力挺感

同身受。

晨光初露，训练场上“严格训练、

严格要求”的标语亮眼醒目。正对着

“严”字，陈力挺踩上梯子，拿起刷子

给它补上红色的漆料。

长时间风吹、日晒、雨淋，中队围

墙、标语牌上的漆皮时常会褪色甚至掉

落，陈力挺总是第一时间做好补漆工

作。根据以往经验，他通常会先观察需

要补漆的区域，用尺子或手指轻轻触

摸，确定好损坏的范围和深度，再用砂

纸打磨受损区域，清理旧漆、锈迹或不

平整表面，为新漆料打一个平整干净的

“底”。

“ 简 单 涂 涂 抹 抹 和 用 心 干 好 工 作

是 两 码 事 儿 。” 在 陈 力 挺 看 来 ， 刷 漆

补 漆 的 场 景 是 多 彩 的 ，“ 油 漆 工 ” 不

只是一份简单工作，而是对美观的极

致追求。

刷漆需要时刻注意细节质量，特

别是要控制好油漆的用量，少了不行

多了也不行，时刻注意平整度和光泽

度。为了确保翻新效果，每个部位至

少 刷 两 次 以 上 ， 每 一 笔 都 要 力 求 均

匀 、 流 畅 …… 刷 漆 过 程 的 各 个 要 点 ，

陈 力 挺 早 已 驾 轻 就 熟 ， 总 结 起 来 便

是：“把每一个细微之处都做到精益求

精。”

刚入伍时，对于“军营工匠”这

个称呼，陈力挺没有太深感悟。来到

中队成为一名油漆工后，手持排刷勾

勒 军 营 色 彩 ， 干 好 了 一 件 又 一 件 小

事，陈力挺在一笔一画的涂抹中悟出

了“大与小”的辩证法——任何一项

事业取得成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只

有善于“小中见大”“以小带大”“积

小成大”，沉下心来从小事琐事抓起，

以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的毅力，在持

之 以 恒 、 稳 扎 稳 打 中 积 跬 步 以 至 千

里，才能实现由小到大的积累、由量

变到质变的跃升。

不久前，中队新开辟了一面漫画

墙，陈力挺拿起画刷参与绘制，从一

名 “ 油 漆 工 ” 升 级 成 为 “ 美 工 ”。 设

计、勾线、上色……刷子在墙面上滑

动，一片片色彩铺展开来，看着空白

墙面被一点点勾勒填充，变成生动多

彩的营区一景，陈力挺感慨地说，“五

小工”是啥？是荣誉，是责任，是成

就感。

军营“五小工”的发光舞台
■王中华 王一婷 本报记者 刘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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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革命事业节省每一个铜板，是我党

我军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优良传统，是

我们的传家宝。在全军每座军营，有一支

支特殊的“五小工”队伍——水工、电工、

木工、泥瓦工、油漆工，他们利用课余和休

息时间，活跃在营产营具维修保障一线，

做到了“小修小补不出营，故障问题不过

夜”，为单位节省不少维修经费。

在武警石家庄支队某中队营区，“五

小工”战士李华正和一把锁“较劲”——

钥匙断在锁里，有些变形，很难拔出来。

只见李华用大头针把铅末戳进锁芯，填

满钥匙和锁芯的空隙，又从工具箱里拿

出一把细尖的小钳子，小心翼翼地夹住

钥匙的断茬，借助铅末的润滑把钥匙拽

了出来。

“选准工具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李

华一边把小钳子放进工具箱，一边向记

者展示另外 4 把钳子。它们形态各异、

大小不一，但使用痕迹明显——钳子握

柄处的胶皮或多或少脱落，裸露出的金

属被磨得锃亮。

提起“五小工”的 5 类工种，李华指

了指工具箱里各式各样的工具，一时说

不好自己该归于哪一类。

“我是部队里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

里搬。”回忆起这些年的工作经历，李华

掰着手指说，“‘五小工’的活儿我都干

过，水管漏了、灯泡坏了、门轴松了、墙皮

掉了……这些活儿干久了自然熟能生

巧。渐渐地，大家遇到这类问题会第一

时间想到我。”

由于常年与营区修理工作打交道，

手头的工具陪着李华“钻”到犄角旮旯，

一次次拧、锉，一遍遍砸、撬，磨得发亮并

不稀奇。支队很多“五小工”也大都有这

样几把“发亮”的工具——

中士谢宇杰是一名电工，“解剖”电

线的剥线钳是他的常用工具，这把剥线

钳陪着他上岗楼、进电井，检修电路、排

除故障，维护营区设备电路平稳运转；

水工郝兴明手里的工具是一把大扳

手，郝兴明常常带着它与营区里的水管、

阀门“角力”，确保营区里的管路畅通。

虽然经常沾水，但扳手没有锈迹，反而因

经常抓握变得锃亮；

泥瓦工刘铭的“老伙计”是一把瓦

刀，他常用这把瓦刀从桶中铲起一坨坨

腻子、砂浆，堆砌起坚固的砖墙、修补好

破损的墙面；

木工焦骁常用的是几把锤子，锤子

分为铁锤和胶锤，小到钉钉子、修门窗，

大到改造营房，都要用到它们。这些锤

子握柄的胶皮已脱落，为了防止打滑脱

手，焦骁用胶带把握柄缠了一圈又一圈；

油漆工陈力挺有一把握柄被“盘”

得有些包浆的排刷。采访时，陈力挺正

蹲在略有褪色的营门警戒线旁，用排刷

小心翼翼地蘸取油漆，沿着勾勒好的线

条小心涂刷。作为油漆工，他的工作是

确保围墙、标语牌等区域的漆面光亮醒

目……

工作范围涉及广、内容杂，每个工种

各司其职，却又“不分你我”，一专多能、

一工多用，是“五小工”的工作特点；平时

正常参与操课训练，有需要时拎起工具

进行维修保障，是“五小工”战斗员与维

修工的特殊“交集”。

前不久，该支队组织“新时代奋斗

观”大讨论，李华作为“五小工”代表走上

讲台，他提着从入伍后就伴随自己的工

具箱，举起一个个锃亮的工具，讲述着

“五小工”平凡岗位的奋斗故事。拎着工

具箱一趟趟围着门锁、水管、电线、井盖

等不起眼的地方“转圈圈”，这些不起眼

的活儿，正是绝大多数“五小工”在课余

和休息时间的日常工作内容。

这样的岗位，这样的日常，似乎没什

么耀眼时刻。但讲完“五小工”的故事，听

到战友们的热烈掌声，李华觉得自己完成

了当初进部队当一名好兵的心愿。

专业虽小，也是必需的岗位。这些

“五小工”如同一颗颗螺丝钉，看似微小，

却是部队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他

们的“匠心微光”，赢得了战友们的衷心

点赞。

专 业 虽 小 ，也 是 必 需 的 岗 位
■王一婷 本报记者 刘 敏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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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武警石家庄支队某中队战士进行刺杀训练。

图②：“五小工”战士李华（左一）为战友们讲解室外音

响设备维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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