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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服役 16 年的一级上士刘

兵终于“上墙”了！

“这是别迭里边防连官兵独有的荣

誉和不懈的追求。”刘兵驻足凝视，指着

“好汉墙”3 个字说道。

成为“好汉”并非易事。回眸过去，

刘兵感慨良多。

那年冬天，时任指导员带队前往海

拔 4000 多米的穷铁列克达坂巡逻。稀

薄的氧气，呼啸的山风，战友们边行进

边喘着粗气，没走多远，就不得不停下

来休息。刘兵凭借过硬的体能，第一个

爬上点位。

下山后，刘兵本以为依靠这次巡逻

中的优秀表现，就可以在当年的评比中

获优“上墙”。投票结果公布，他还是落

选了。

那段时间，刘兵总爱一个人独自待

着，工作劲头也消退了许多。这一切都

被他的班长杜春禄看在眼里。一次休

息时间，杜春禄给刘兵讲起了“好汉”王

彬龙的故事——

有一天，翻越穷铁列克达坂时，王

彬龙和全班战友突遇暴风雪。没过多

久，积雪已经没膝，此时距离连队营区

尚有 30 多公里。大家把枪支、背囊等

放在马背上，王彬龙走在最前面，试着

蹚出一条路来。出发时携带的干粮不

过一个馕饼，却支撑了王彬龙在零下

30 多摄氏度的严寒里走了近 8 个小时，

他记不清自己摔了多少跟头。回到连

队，王彬龙的鞋很难脱下来，因为他的

脚踝已经肿了一大圈。

听完班长的讲述，刘兵这才明白，

能 吃 苦 只 是 成 为 好 汉 的 一 项 必 要 条

件。更重要的是，能为连队、为战友做

些什么！

他把自己的感悟记在了笔记本上，

并在扉页上写下一句话：努力成长进

步，将来的你也会是一名好汉。

2022 年，50 年一遇的大雪袭击了

别迭里地区，连队与乌宗图什河前哨一

时失去了联系。时任营长旋即成立了

7 人 党 员 先 锋 队 ，用 背 囊 装 着 菜 与 米

面，人均负重 15 公斤，徒步前去驰援。

在经过一处达坂时，战士小汪因为

体力不支晕倒了。考虑到前路艰险，营

长命令刘兵护送小汪返回连队。

寒 风 吹 在 脸 上 ，像 刀 割 一 样 疼 。

刘兵背着虚弱的小汪，踉跄地走在雪

地里，依靠多年巡逻积攒的经验，总算

平安归来。

在刘兵的悉心照料下，小汪渐渐恢

复了正常。这一刻，刘兵觉得，为了战

友，再苦再难也值得。

16 年的戍边生活，在来自南方的

刘兵看来，好似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天。

别迭里的寒风一日复一日地刮着，山上

的雪也未见消融过。只是这位老兵的

脸上，多了高原独有的沧桑。

今年，刘兵圆梦成功，成了“好汉

墙”上第 143 名好汉！

在该连，争当好汉的可不止他一

个，越来越多的年轻战士受到鼓舞。大

学生士兵潘吉鹏就是其中的一个。

新兵训练期间，他从班长那里听到

“好汉墙”的故事。下连前，他第一个递

交申请书，如愿来到别迭里边防连。短

短一个多月时间，原本白皙的脸庞就变

成了紫黑色。那次巡逻，让他对卫国戍

边有了更深刻的感悟。

“巡逻分队集合！这一次，我们要

挑 战 新 纪 录 ，用 最 短 的 时 间 通 过‘ 天

梯’，到达 3 号界碑。”带队干部动员道。

3 号界碑位于海拔 4200 多米的山

顶处，巡逻官兵需要先驱车翻越“九道

弯 ”，再 攀 爬 一 座 1377 级 台 阶 的“ 天

梯”，才能到达。

一声令下，巡逻官兵整装出发。刚

开始，大家情绪高涨，但逐步升高的海

拔，让几名新战友的脚步变得越来越

重。这时，一名老兵带头唱起了连里自

创的《好汉歌》：“别迭里风狂雪茫茫，我

们有一道‘好汉墙’，一个个姓名让人敬

仰、让人敬仰……”激昂的歌声在雪山

间回荡，“好汉墙”上一个个好汉的面孔

浮现在大家眼前：肩挑背扛运材料修筑

营房的杨海，勇救侧翻校车里 9 名儿童

的张树春，一锹一镐打通别迭里山口巡

逻路的李辉……

《好汉歌》里赞好汉，“好汉墙”上好

汉多。受此激励，大家奋勇向前。

“29 分零 7 秒，新纪录！”完成了挑

战，官兵们激动地拥抱在一起。潘吉

鹏眼含泪水，在刺骨的寒风中仔细擦

拭界碑，不敢相信自己又一次突破了

极限。

一次和同学聊天，潘吉鹏被问到是

否后悔当初的选择。已经习惯了边防

生活的他，用连队官兵常挂在嘴边的一

句话作出回答：“‘好汉连’的兵，不知道

什么叫后悔！”

如今，“好汉墙”早已成为该连官兵

心中的精神地标，每当新兵下连、重大

任务出征、重要时间节点，大家都会来

到“好汉墙”前，感悟先进事迹、学做“好

汉传人”。

眼下，即将大雪封山，不知道这个

冬天，在别迭里边防连，又会发生什么

样的故事……

“好汉墙”下有来人
■王 欣 刘昌炜

带兵人手记

编者按 雪域高原，直上云霄。在新疆军区别迭里边防连的营

区内，矗立着一面“好汉墙”，墙上镌刻着143个官兵的姓名。

“好汉墙”始建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为避免频发的泥石流冲

袭，该连计划在院内建一道石墙抵御。谁承想，请来的工程队受不了

高寒缺氧的环境，仅干了两天就撤了。官兵们只能自己动手，最终才

有了这面长近30米、高近4米的石墙，大家将其命名为“好汉墙”。

后来，为激励更多官兵安心守防、建功立业，连队每年开展“好

汉墙上留英名”活动，并规定：只有作出突出贡献、立功受奖的个人，

经过党支部推荐、全体官兵投票表决，才能将名字和事迹刻在“好汉

墙”上。

30多年来，“好汉墙”孕育出了以“坚如磐石、傲似劲松、锋若利剑”

为内容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连队官兵前赴后继、勇往直前。

特别关注

连队党员在“好汉墙”前，重温入党誓词。 邱天伦摄

营连日志

近日，第 80 集团军某旅组织操舟机骨干集训。图为冲锋舟编队按照曲

线纵队前进。 骈天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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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上级组织的考核中，连队

多台装甲车被评为“红旗车”。看到努

力得到了回报，我感到由衷的高兴。要

知道前段时间，我在部署任务时，竟然

出现了大家错误执行指令的情况，工作

开展很不顺畅。

这还得从旅机关组织的一次驾驶

机动训练说起。当时，接到通知后，我

立即召集各车驾驶员规划路线和分配

任务。看到大家边听边点头，我以为他

们都听懂了。

孰料，在次日的训练中，问题层出

不穷。不少驾驶员偏离了初始设定的

路线，有的甚至在第一个转弯点位置上

就走错了。最终，这次训练成绩被评为

不合格，连队受到了批评。

明明出发前都已经安排妥当，为什

么结果出现了这么大的偏差？

当晚，我组织开展复盘检讨。“规划

路线时，刚开始我听得挺清楚，到后面

就犯迷糊了。看到战友都点头，也就不

好意思再问”“我是有点没听懂，但感觉

和平时走的路线差不多，所以就随大溜

了”“关键还是大家没完全理解工作安

排”……几位驾驶员的话，引起了我的

思考：在部署任务时我一心求快，但战

士们究竟听懂了多少却未曾考虑。而

且我脾气过于急躁，开展工作起来雷厉

风行，却也让战士们心生畏惧，有问题

也不敢提。

连 务 会 上 ，我 讲 述 了 事 情 经 过 并

作 了 检 讨 。 大 家 经 过 讨 论 一 致 认 为 ，

带 兵 人 不 仅 要 投 入 真 情 ，与 战 士 们 心

连心，也要注意工作方法，在部署任务

时，多从战士的角度思考，确认他们是

否听懂了。

此后，无论部署重大任务，还是安

排一般工作，我都习惯性地问上一句：

“听懂了没有？”有时还会让战士把指令

复述一遍。一天，上级安排我们连负责

夜训器材使用方法的探索，我在查阅大

量资料后，逐渐有了思路，便找来几名

骨干进行部署。为确保万无一失，我特

意让他们讲讲自己该干什么、怎么干。

听完后，我重点交代了一些细节和

注意事项，直到大家完全准确理解了我

的意图。最终，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我们

连高标准完成了这项任务，得到了旅领

导肯定，探索成果写进了全旅训练手册。

前段时间，上级下发通知，结合训

练考核组织“红旗车”评选。事关连队

荣誉，全连上下摩拳擦掌。在布置备考

工作时，我条分缕析、明确重点、关注细

节，把各种可能突发的情况都预想了一

遍。最后，我问道：“大家听懂了没有？”

战士们异口同声：“听懂了！”我对此深

信不疑，不然我们连也不会取得如本文

开头所说的好成绩。

（王利纲、李润科整理）

部署任务，要确认战士是否听懂了
■第 81 集团军某旅某连干部 黄心宇

“下面公布机务新兵放单考核成

绩，6 名新同志全部通过。”机务放单，

标志着业务水平得到认可，具备了上岗

资质。听闻这一喜讯，海军某团修理厂

机务新兵们顿时欢呼起来。

近年来，该团列装的机型和数量不

断增加，对机务维修专业人才的需求日

益迫切。传统模式下，培养合格的机务

人员要首先经过大量的教材学习、课堂

讲解和模拟操作，待其熟悉基础理论知

识后，才能在技术骨干监督下进行实践

操作直至放单。整个培养周期至少需

要一年。如何创新培养模式，让新入职

的机务人员成长成才，成了该修理厂一

道难题。

对此，他们探索推行“导师负责制”

带教模式，为每名机务新兵安排一位经

验丰富的技术骨干作为“导师”，展开为

期半年的全方位带教。“导师”们注重启

发式教学，每次授课前，针对各专业维

修的关键部附件，提问工作原理、维护

要点，并设置故障情形，要求“学生”排

除。一次课上，面对“导师”陈煜设置的

发动机突然停车故障，下士小彭犯了

难。课后，通过翻阅手册、查询案例、请

教骨干，最终吃透故障原因，找到了解

决方法。他说：“这种带教模式，实现了

理论与实操的融会贯通，让我受益匪

浅。”

此外，该厂还每月组织“维修技术

创新研讨会”，机务新兵在“导师”的带

领下列席旁听，增长见识。一次会议讨

论的技术细节，给了中士小肖极大启

迪，他对操作繁琐、容易损坏的某液压

仪器产生了改进的想法。在请教“导

师”后，他采用高强度合金构造器身，重

新设计键位，简化操作流程，运用杠杆

原理增加抓力，研制出一款新装置，得

到一致认可。

“导师”精心带教，机务新兵拔节生

长。6 个月后，他们全部通过了资格认

证。下士小曹获得了理论和实操“双满

分”的优异成绩。他兴奋地告诉笔者：

“没有‘导师’的培养，我的成长不可能

跑出‘加速度’。”

如今，在该修理厂，这 6 名机务新

兵已在各自的岗位上独立担起维修任

务。“下一步，我们将不断优化带教模

式，营造良好成长环境，培养出更多保

障打赢的优秀机务人才。”修理厂教导

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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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打开留言箱，欣喜地发现

一条条充满着对战友关爱、对中队工作

关心的好建议：“炊事员每天早起做饭

比较辛苦，建议给他们适当多安排一点

休息时间”“不能以锻炼为由，将临时公

差安排给义务兵”“干部骨干讲评工作

时，不要一个问题反复提”……

然而，在此之前可不是这个样子。

当时，中队开展“我为中队献一计”

活动，专门设置留言箱，发动大家就中

队建设发展踊跃提出意见建议。活动

开始后，我满心期待大家的“金点子”如

潮水般涌来。令我没想到的是，第一次

打开留言箱，留言数量不仅屈指可数，

而且提出的建议也乏善可陈——“中队

氛围很好，希望继续巩固当下的优良作

风 ”“ 单 位 环 境 整 洁 ，大 家 还 要 再 接 再

厉”……如此不痛不痒的建议，对中队

建设并无实质性的帮助。更令我沮丧

的是，几周过后，留言箱中竟然一张纸

条也没有。

很明显，大家没了积极性。再这么

下去，恐怕这项活动将流于形式。

为了解官兵们的真实想法，我敲开

了一间间宿舍的门，与大家坦诚深入的

交流。

“从我们自身来看，中队各方面都

做得很好，确实没啥可改进优化的了。”

“大家平时忙于训练，各专业间深

入接触较少，彼此不太熟悉，也没法提

出针对他们的好建议了。”

……

在此过程中，我发现大家都习惯于

从自身出发去看待整个中队的工作，未

免有“不识庐山真面目”之感。平时同

一 专 业 的 官 兵 经 常 一 起 训 练 、一 起 娱

乐，不同专业、不同班排之间的官兵交

流不多，彼此缺乏了解。

在队务会上，我把观察到的现象和

想法说了出来，并提出了解决措施：适

当开展换岗体验活动，让战士们了解各

个岗位的具体工作，增进战友情谊，密

切官兵关系。与会者纷纷表示赞同。

“我之前总觉得炊事员工作简单，

无 非 做 做 饭 而 已 。 深 入 接 触 才 发 现 ，

他们每天要提前一两个小时起床为大

家准备早饭，中午大家休息时，他们还

要 收 拾 厨 房 ，实 在 太 累 了 。”应 急 班 班

长顾俊华在换岗体验后说道。上等兵

小李也有同感：“兄弟班的列兵打扫公

共 卫 生 区 用 时 都 比 别 人 长 ，我 以 为 他

们 故 意 偷 懒 。 今 天 换 岗 后 才 知 道 ，划

分 给 他 们 的 卫 生 区 面 积 太 大 了 ，需 要

重新调整。”

看着大家对彼此的理解较之前加

深了许多，我感到很欣慰。更令我高兴

的是，留言箱中有价值的建议渐渐多了

起来，于是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经此一事，我感到，中队官兵生活在

同一个院子里，住在同一栋宿舍楼，虽说

低头不见抬头见，但也不一定彼此了解

和熟悉。而这或许就是影响内部团结的

一个潜在因素。今后要继续组织类似的

活动，让不同专业、不同班排的官兵干在

一起、玩在一处，增强中队凝聚力，别让

大家成为“熟悉的陌生人”。

（王 肸整理）

增进了解，防止出现“熟悉的陌生人”
■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一支队某中队干部 刘吉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