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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机里至今保存着那篇报道刊

发后战友们发来的信息——

有读军校时的同学：“老王，看

到你的故事了。10 年过去了，还当教

导员呢？不容易！向你的坚守致敬！”

有早已退伍的老战友：“您当这

么多年营主官，培养了不少人，影响

了不少人。您当时说过的一些话、做

过的一些事，我一直都记得！”

有远在海岛从未谋面的指导员：

“ 王 教 导 员 ， 认 真 读 了 关 于 您 的 报

道，对比反思之下，我发现自己并没

有把官兵的认可和信任当作主官最重

要的‘政绩’。不少工作只是做在了

表面，只是为了赢得上级的认可，却

忽略了官兵的意见和感受……”

坦白说，每次翻看这些信息，心

底都会洋溢起一种幸福，那是一种多

年 坚 守 得 到 认 同 后 的 巨 大 满 足 。 当

然，偶尔翻看，也是为了自我激励，

提醒自己前行路上一刻也不能懈怠。

其实，报道刊发那天，我内心一

直惴惴不安。因为我自己知道，报道

中提到的“三件小事”，我本可以做

得更好。

比如说“雪糕事件”，在组织调

查问卷之前，我就注意到了雪糕无处

存放的情况，但当时并没有认为这是

多么大的事儿，需要加以解决；比如

说“皮划艇事件”，在大家用绳子往

地 钉 上 拴 皮 划 艇 的 时 候 ， 我 也 在 现

场，当时也没觉得有啥不妥；再比如

“作检查事件”，轮休期间更改轮休地

点的那名班长，半年前我就知道他妻

子患有产后抑郁症，只是工作还不够

细，没想到他家里还有其他情况……

说白了，官兵心心念念的这几件

“小事”，本可以不发生，或者说悄悄

地发生，让官兵得其益处而不觉察。

也就是在那时，我忽然理解了“上医

治未病”的了不起之处，真正懂得了

“善 战 者 无 赫 赫 之 功 ” 的 背 后 逻 辑 。

我 认 为 ， 那 篇 报 道 对 于 我 的 最 大 价

值 ， 就 是 让 我 产 生 了 这 点 反 思 和 认

知。以此为新的起点，接下来的几个

月里，我又尝试做了几件之前一直想

做但没来得及做的事，就借报纸一端

和战友们分享交流一下吧。

—— 下 半 年 营 里 有 两 位 战 友 结

婚，我们用了不少心思。高炮连一名

排长家在东北，距我们驻地 1000 多公

里。听说他即将举行婚礼的消息，我

便想着如果能派个官兵代表营党委到

现场祝贺该多好。但翻遍全营官兵的

花名册和休假情况，都没找到一个离

他家较近的战友。最后发动大家一起

想办法，得知有位战友刚好要去东北

走亲戚，便委托他到婚礼现场送了祝

福。这名排长后来找我销假时说，真

没 想 到 营 党 委 会 让 人 千 里 迢 迢 送 祝

福 ， 当 看 到 “ 排 长 ， 请 你 一 定 要 幸

福 ， 我 们 和 嫂 子 一 样 爱 你 ” 的 条 幅

时，宾客们都热烈鼓掌。

另一位战友结婚时，实在找不到

人到现场送祝福，便请他所在连官兵

录了一个祝福视频，经过脱密处理后

发给了他。婚礼当天，他给我发来一

条信息：“看着视频中战友们认真比

心的动作，我鼻子一酸。我算不上连

队最优秀的同志，但连队让我变成了

最幸福、最有‘面子’的新郎！”

过去，总有人问我为了一两个人

兴师动众值不值？性价比有多高？我

就用年终总结时一个战士的话来回答

吧 ， 他 说 ：“ 接 受 祝 福 的 是 两 个 战

友，感到温暖的却是全营官兵。”

——今年外训时，刚好有几名官

兵家在附近。机会难得，我们营领导

便分头到他们家里进行了家访。一名

一级上士得知后感动地说：“当兵 16

年，这是第一次有部队领导来我家。

营里把我们的父母当成了自家人，我

们怎能不以连为家？”

一 名 二 级 上 士 的 父 亲 患 有 皮 肤

病 ， 虽 然 不 传 染 ， 但 面 对 我 伸 出 的

手，还是下意识地躲避。见我就是不

收回手，这位父亲使劲在裤子上蹭了

蹭，才和我握手。后来得知，这位父

亲专门打电话交代儿子：“遇上这么

好 的 领 导 ， 你 要 珍 惜 ！ 在 部 队 好 好

干，别给我们丢人……”

——国庆长假期间，我们筹划了

一场家属进军营活动。活动方案我改了

又改，原则就一条，不能把这个活动仅

仅办成总结材料里的一个“亮点”，而

应该让每位来队家属都有记忆点。从结

果看，这个目标基本达到了。一名中士

的未婚妻来部队驻地领取结婚证当天，

收到了官兵采集包好的一束鲜花，鲜花

上还沾着露珠。离队时，她坚持把这束

花带回家。她说：“这是我收到过的最

有纪念意义的一束花！”

一名列兵的奶奶今年 70 岁，庆祝

生日时许了一个心愿，想在部队给孙

子做一次家乡菜。为满足这个心愿，

连队指导员把奶奶请到自己的家属房

里 。 那 顿 饭 ， 奶 奶 做 了 整 整 一 个 上

午，全连官兵都吃到了，他们边吃边

使劲咂摸嘴，把奶奶逗得笑着笑着又

哭了……

这就是今年下半年我干的几件很

普通但很有成就感的事，当然了，依

旧是“小事”。只不过之前报道的那

三件小事是“被动”作为，后来这三

件小事却是主动作为。通过这三件小

事，我产生了一个感悟：带兵之道并

无多少新意在其中，不要总琢磨一些

新点子，更应该下功夫把一件件普通

的事做好。战士们评判一个干部，通

常看的不是他做的事新不新，而是他

做事用没用心。

正如开头所说，到今年底，我在

教导员岗位上已经干满 10 年，可以说

这是我军旅生涯中压力最大的 10 年。

不都说随着年龄增长，听力会慢慢变

弱嘛，我好像正相反。当教导员年头

越久，耳朵好像越灵敏，营里有一点

儿风吹草动我都能马上察觉。特别是

夜 里 ， 只 要 有 人 “ 咚 咚 咚 ” 跑 来 敲

门，即便在睡梦中，我的耳朵也会一

下竖起来。但在打开门之前，我会先

深吸一口气，让自己镇静下来，因为

我不能让门外的官兵看到自己一丝慌

乱。作为营主官，我没有慌乱的资格。

这 10 年，也是我收获满满的 10

年。我带的 3 个营，每个营都成了先

进。说起来你也许不信，那种用几年

时间改变一个单位，把几百名官兵的

心拢到一起的感觉，真是让人沉醉。

今 年 以 来 ， 总 有 人 问 我 ， 干 10

年 教 导 员 ， 你 是 怎 么 坚 持 下 来 的 ？

毫 不 讳 言 ， 在 年 初 时 ， 我 也 曾 想 参

加 中 培 ， 想 调 整 岗 位 。 但 一 年 干 下

来 ， 特 别 是 那 篇 报 道 刊 发 后 ， 我 感

觉 自 己 的 内 心 越 来 越 平 静 了 ， 我 现

在 只 想 一 件 事 ， 就 是 想 通 过 自 己 的

努 力 ， 把 营 队 变 得 更 有 温 度 ， 让 每

一 名 在 营 里 待 过 的 官 兵 ， 永 远 记 住

这段美好的军旅时光。

最 后 ， 我 想 分 享 泰 戈 尔 的 一 句

诗 ——“ 把 自 己 活 成 一 道 光 ， 因 为

你 不 知 道 ， 谁 会 借 着 你 的 光 ， 走 出

了黑暗……”我也想成为一道光，虽

然可能不是很耀眼夺目，但只要能照

亮一小块地方、一部分人就够了。

（本报记者张良整理）

成为一道光，照亮身边人
■王文记

“ 黄 博 士 ， 采 用 咱 们 工 作 室 改 进

的方法之后，队里制造出来的成品更

符 合 装 备 保 障 需 求 了 ！” 近 日 ， 在 西

部战区陆军某装备保障队修理训练现

场 ， 军 士 雷 英 豪 手 持 崭 新 的 卡 口 零

件，兴冲冲地对该队高级工程师黄大

山说道。

雷 英 豪 所 说 的 工 作 室 ， 成 立 于 4

年 前 。 当 时 ， 该 队 面 临 骨 干 人 才 分

流 断 档 等 现 实 困 难 。 如 何 将 困 局 变

成 新 局 ？ 队 领 导 决 定 ， 由 黄 大 山 领

衔 成 立 工 作 室 ， 充 分 发 挥 修 理 尖 子

作 用 ， 采 取 以 老 带 新 、 科 研 示 范 、

集 中 攻 关 等 方 式 ， 立 足 自 身 培 养 科

研 、 维 修 人 才 。 成 立 4 年 来 ， 这 支 新

生 力 量 ， 积 极 遂 行 维 修 保 障 任 务 ，

全 力 保 障 装 备 效 能 发 挥 ， 参 与 军 队

科 研 项 目 10 余 个 ， 发 表 学 术 论 文 20

余 篇 ， 编 写 专 著 3 部 ，“ 大 山 工 作

室”由此声名远播。

2017 年，完成博士学业的黄大山

来到保障队，面对大家“学历这么高，

到底能不能干事”的质疑目光，以及

“能在基层干多久”的猜测，他全身心

投入到装备修理一线。在某次赴高原驻

训任务中，黄大山带队负责巡检巡修、

支援修理，检修故障装备多台，排除故

障多处，圆满完成任务。同时，对高海

拔、高寒环境下的装甲车部件维修保障

有了新思考。他的出色表现，赢得了战

友们的认可。

此后，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拼搏

精神，黄大山先后完成某型装备高原适

应性改造、维修数字化平台系统模型设

计等科研任务，并对多种型号装甲装备

修理流程与验收标准进行了规范，很快

成长为专家型人才。一 个 人 可 以 走 得

更 快 ， 但 一 群 人 才 能 走 得 更 稳 更 远 。

“ 大 山 工 作 室 ” 成 立 后 ， 队 党 委 为 工

作室购置专业设备，为科研提供硬件

支撑；成立学术技术委员会，加强技

术革新工作组织领导，让科研更有前

瞻性；畅通项目申报、审批流程，助

力提高工作效率；安排队里两名有丰

富经验的高级工程师定点帮带，每年

安 排 工 作 室 成 员 外 学 外 训 、 挂 职 培

养 、 到 院 校 进 修 ， 增 强 大 家 的 荣 誉

感、获得感。

工作室成立后的第一场硬仗，是

迎 接 某 型 坦 克 中 修 能 力 资 格 认 证 。

面 对 从 未 接 触 过 的 新 型 主 战 装 备 ，

要 在 短 时 间 内 形 成 中 修 能 力 本 就 是

一 件 不 容 易 的 事 ， 但 大 家 的 目 标 很

明确：高分通过认证！

为此，他们前往友邻单位现地开

展“试中修”活动。在没有工厂专家

指导、没有完善设施的条件下，黄大

山带队从零开始，逐个零部件拆解鉴

定 ， 逐 台 装 备 反 复 摸 索 ， 连 续 奋 战 2

个多月，总结出修理规程、故障排除

手册、必换件清单等技术资料改进意

见 ， 配 套 研 制 出 各 类 台 架 吊 具 。 最

终，他们高分通过考核，获得该型坦

克中修能力资格认证。

从一开始只有一名核心成员，到现

在拥有 20 余名老中青人才骨干梯次搭

配的维修技术团队，“大山工作室”在

一个又一个重大任务历练中成长壮大，

“大山”也有了新寓意——他们用大山

一般的坚守与坚韧，扛起如山的使命。

从拆装套筒等工具改良，到炮塔

放置架、减震座椅等改进优化……近

年来，随着一项项成果出炉，工作室

多 名 成 员 被 评 为 科 技 英 才 和 技 术 尖

子，进入计量、质量、维修和管理专

家库。在他们的指导下，该队参加并

通 过 技 能 鉴 定 考 核 技 术 骨 干 达 数 十

人，多人在军地工匠人才技能大赛中

斩 获 殊 荣 ， 技 师 和 高 级 工 数 量 比 5 年

前翻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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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12 月初，北部战区海军某

勤务船大队举行退役仪式，一位老兵

流下热泪。

下图：12 月上旬，武警甘肃总队

甘南支队举行中级警士晋升（授予）警

衔仪式，一名战士佩戴上新的肩章。

特约摄影：周远志、刘亚斌

我们连的照片墙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近日，中部战区陆军某旅某连荣誉

室内，电影 《英雄儿女》 中王成的呐

喊，让该连特等功臣赵先有之孙赵新民

泪湿眼眶。

作 为 众 多 志 愿 军 英 雄 的 集 合 体 ，

“ 王 成 ” 原 型 人 物 之 一 便 是 赵 先 有 。

这一次，赵新民把自己家祖孙三代接

力从军、传承红色基因的故事，原汁

原味地呈现在官兵面前，立即引起官

兵热议。

“ 这 是 一 堂 ‘ 迟 来 ’ 的 教 育

课 ！” 赵 新 民 的 开 场 白 让 大 家 有 些 意

外 。 原 来 ， 曾 经 担 任 过 连 队 指 导 员

的 他 ， 也 曾 为 战 友 讲 述 爷 爷 的 故

事 。 每 次 讲 到 爷 爷 双 目 失 明 、 身 负

重 伤 ， 仍 然 高 呼 “ 向 我 开 炮 ” 时 ，

官兵都激动不已。

但由于种种原因，赵新民对爷爷

事迹的了解仅仅停留在家人的口口相

传 ， 加 之 当 时 多 媒 体 授 课 手 段 不 完

善，这让他在课堂上无法针对一些战

场细节展开讲述。赵新民当时就暗下

决 心 ：“ 作 为 英 雄 后 人 ， 自 己 责 无 旁

贷 ， 一 定 要 把 英 雄 精 神 这 堂 课 讲 深 、

讲活。”

这些年，早已脱下军装的赵新民

辗转多省，实地探访爷爷生前战友和

曾 经 战 斗 过 的 地 方 ， 通 过 一 桩 桩 故

事、一段段视频、一张张照片，不断

完善赵先有烈士的事迹，终于让有血

有肉的英雄穿过岁月长河，重新呈现

在官兵面前。

“19 岁 告 别 怀 孕 的 妻 子 选 择 入

伍 ， 24 岁 牺 牲 前 喊 出 ‘ 向 我 开

炮’……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一个地

方 青 年 成 长 为 彪 炳 史 册 的 英 雄 ？” 课

堂上，赵新民借机抛出的问题引发官

兵深思。大家纷纷表示，要向英雄学

习，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练强

本领，建功军营。

“ 英 勇 顽 强 、 守 若 泰 山 ； 英 雄 精

神、代代相传……”这堂“迟来”的教

育课结束时，一束温暖的午后阳光，将

荣誉室里的赵先有烈士铜像映衬得格外

传神。伴随着远处震天的口号声，连队

官兵迅速集结，肩负英雄的期盼，奔赴

训练场。

一堂“迟来”的教育课
■本报特约通讯员 付善柱 记者 钱晓虎

新闻前哨

一线直播间

特别关注

瞬间

点睛

喜 欢 一 个 说

法——

走 留 之 际 ，如

果 一 个 战 士 的 内

心没有波涛汹涌，

那 说 明 他 对 军 营

爱得还不够深沉。

看 到 这 两 张

照 片 中 的“ 焦 点 ”

人 物 ，我 相 信 ，两

人 虽 然 一 个 泪 洒

当场，一个表情庄

重，但同样对军营

充满深情，在战友

们的心目中，一样

光荣。

（张良）

走与留

和采访对象长期保持联系、定期进行跟踪回访，是编者一个职业习惯。这些年，“看着”军改后毕业的首批排长一步
步成长为连级单位主官，“跟着”陆军首支女子导弹连的战士们一年年戈壁弯弓射“天狼”，“听着”全新组建的某部三连一
天天拔节生长……编者从这些军队“神经末梢”的细微跳动中，触摸着强军兴军的宏大脉络，感知着“强军加速度”的激昂
乐章。

4个月前，本版刊发了讲述第 80集团军某旅教导员王文记知兵爱兵故事的报道《“谷底跃升”：心系岗位情系官兵是
根本》（可扫文尾二维码，阅读原文），在基层引起较好反响，一些营连带兵人把电话打到编辑部，询问王文记的联系方式，
想和他交流带兵之道。年终岁尾，编者对王文记进行了回访，询问他的近况以及单位的变化，实录如下。

——编 者

：

扫
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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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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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精
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