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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过去的一年，一个词始终萦绕在每一名军人的心头。

奋斗，一个让人心潮澎湃的词汇，一种让梦想照进现实的力

量。这一年，从雪域高原到东海之滨，从白山黑水到南国密林，大

江南北的座座军营里，一场场“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热烈展开，引

导广大官兵凝聚思想共识、激发奋进动力。

奋斗是青春的底色，拼搏是梦想的阶梯。这一年，“读者之友”

专版“走进”基层战友，在一场场讨论交流中聆听投身强军实践的

奋斗心语，定格立足战位专攻精练的奋斗身影，感悟知责于心、担

责于身、履责于行的奋斗情怀。

奋斗的征程，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里，我们邀请几场讨

论交流活动的主人公再次与读者相见，讲述“未完待续”的奋斗故

事，以期冀的目光，迎接新一年的到来。 ——编 者

时近年末，我身处祖国最南端，

感受着“盛夏”的酷暑，微信朋友圈里

已经有人晒起了雪景。我想起远在

祖国北极的战友，他们那里已是大雪

纷飞了吧。

我给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北极

哨所的战友拨通电话，询问他们的近

况。听他们讲，这几天北极哨所已经达

到零下 30摄氏度，界江已经封冻了。

几个月前，我和两名战友代表单位

前往北极哨所参观见学，开展了一场线

上线下同时进行的“新时代奋斗观”大

讨论活动，表达了“我们身处祖国南北

两端，都坚决不让祖国领土丢一寸”的

共同心声（详见本报7月27日6版）。

在那里，我有幸搭乘他们的巡逻

艇，一起前往界江巡逻。界江水流湍

急，江面下还有暗石，稍不留神就可能

撞坏船艇。哨所战友说，冬天江面结

冰时更加危险，看似平静的冰面下暗

藏危机。最怕的是遇上“清沟”，江面

浮冰下是流动的江水，若是巡逻时不

慎陷进去，很可能被冰碴划伤，万一掉

进冰窟，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一年四季被骄阳“笼罩”的我们，

很难想象在冰天雪地与严寒抗争的

场景，北极哨所战友的描述，让我们

感受到他们巡逻执勤时面临的重重

考验。结束交流返回单位，我们把参

观见学的所见所闻和战友们分享。

“身处‘极地’、挑战极寒、追求极

致、打造极品”，北极哨所官兵的这句

口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告诉战

友们，在极寒条件下，北极哨所战友

却有着“极致”的追求：工作流程，他

们对时间节点的把控精准到“分”；生

活训练，大到装备保养，小到个人内

务，全都一尘不染；实战实训，他们积

极探索创新战法和训练模式，充分利

用步行、乘车、乘艇，冬季采取乘摩托

雪橇与视频监控、飞无人机相结合的

方式，让边境执勤实现昼夜管控，无

缝衔接。

“正是因为他们以一丝不苟、严谨

细致的态度，将训练生活中的每一个

细节都尽力做到极致，才能在极端天

气的考验下完成各项任务。”听完我的

讲述，我们班的二级上士符德接过话

茬：“我们执行任务时也时常会遇到突

发的极端情况。”他回忆起一次出艇时

的惊险场景。那天，海面局部气象瞬

间恶化，大海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巨手

搅动，坐在小艇上就像坐上了过山车。

“虽然那次我们侥幸躲过了巨

浪，但能不能保证下一次碰到类似甚

至更恶劣的情况时，能顺利完成任务

安全返回？”符德的话，引发大家的思

考和讨论。我们在台风天和暴雨季

是否因为气象条件不好而降低了训

练要求？随艇巡逻时，海况瞬息万

变，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应对极端

天气的挑战……北极哨所战友的那

句口号，带给我们很多启发。礁盘虽

小，使命如山，没有过硬的本领，没有

极致的追求，就担不起打赢的重担。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和巡逻艇分队

的其他骨干一起，逐步探索装备的性能

极限，研究制订极端天气下巡逻艇的操

作流程和应对方案，并利用 11月份海上

气象较差的时机进行检验，不仅提升了

各职手在恶劣气象条件下的操作能力，

也为巡逻艇编组执行任务积累了关键

数据和实践经验。我们还主动联系厂

家提出改造意见，小艇的排水孔、自扶

正等多项装置都得到升级更新，大大提

升了海上航行的安全性。

在北极哨所参观时，我看见活动

室里挂着用松枝树叶创作的画作，他

们还送给我们一幅白桦树树皮画，画

面中央的图案是写有“神州北极”字样

的石碑。北极哨所战友把“北极”的冰

封雪裹描绘在“画纸”上，也在记录他

们的青春印迹，描摹他们的戍边岁

月。回到单位后，我和战友们也在琢

磨，能不能创作一个独属于我们守礁

官兵的作品。

前不久，我和战友利用空闲时间，

在巡逻艇库外的文化阵地上，用礁石

搭建起一处小水池。我们给这座景观

取了一个“霸气”的名字——猎鲨池。

在传统海洋文化中，能够捕获鲨鱼意味

着具备非凡的勇气、高超的技艺和强大

的力量。这座“猎鲨池”，就象征着我们

守礁官兵无惧巨浪狂涛、越是艰险越向

前的勇气和力量。

一南一北，一寒一暑，我们和北

极哨所远隔千里，都面临着自然环境

与使命任务的双重考验。然而，官兵

心之所向如一、志之所趋相同，无不

用钢铁般的意志挑战着身体与心理

的极限，无不以赤胆忠诚全情投入祖

国的边防事业，建功边防海疆。

在军报刊登的那篇《北极哨兵和

南沙卫士的约定》文章中，我留意到北

极哨所二级上士王乐成的一个提议：

他看到我和前来的两名战友由于长期

在强紫外线下生活训练，皮肤黝黑，提

到他们在高寒地区生活，脸颊上都有

两抹“边防红”，这些都是边海防军人

的特殊“勋章”。他提议，两地官兵不

妨举办一次分享会，讲一讲“勋章”背

后的故事，讲一讲属于边海防军人的

荣光。

在这里，我们向北极哨所的战友

发出邀请，希望他们登上礁盘，看一

看祖国美丽的海疆，一起为主权碑描

红，共同重温军人誓词：“我是中国人

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徐启薇、高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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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干事，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上

次参加交流的 3 名同学，在学校‘海科

杯’结构设计比赛中获奖了！”

手机屏幕那头，是上海交通大学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辅导员李

焱。几个月前，该学院数十名学生代

表登上徂徕山舰，围绕“奋斗的青春

最美丽”主题，与年轻水兵进行了一

场 交 流 对 话（详见本报 8 月 31 日 6

版）。作为活动的组织者，我和李焱

一直保持着联系。

“这几天学院想组织一次总结交

流会，能不能请官兵来参加，也到大

学校园里来看一看？”一个阳光和煦

的冬日，我和 10 名徂徕山舰官兵作为

代表，受邀走进上海交通大学。

庄严肃穆的教学楼、古朴厚重的

图书馆，彰显着一座百年名校的历史

底蕴。学生们骑着单车穿梭在“求知

路”上的匆匆身影，让校园的青春气

息扑面而来。

在文博楼多功能厅，我们看到不

少熟悉的面孔，上次登舰交流的王崇

光同学热情地向我们挥手。

“今天参加活动的学生，一半是

入学不久的大一新生。在军报上看

到那篇上舰交流的文章，他们很兴

奋，都想来和驰骋海疆的水兵见见

面。”李焱在一旁介绍。

笔挺的“海军蓝 ”，胸前闪亮的

“四有”优秀士兵奖章，标准的军礼，

徂徕山舰辅机兵俞子康走上讲台，便

赢得阵阵掌声。

“我的职责是每天对装备进行维

护保养、文书登记。日复一日的工作

也曾消磨我的热情。可我渐渐发现，

有什么样的心态，就会有什么样的状

态和作为。我尝试做出改变，鼓起勇

气报名参加专业维修技能比武。那段

时间，一有空我就钻进机舱研究拆装

技巧，主动找经验丰富的老班长请教，

不知不觉记了两大本笔记。”在专业比

武中取得第二名的俞子康，分享着他

的备赛经历。

俞子康的故事，令俞施伟同学感

同身受。刚刚获得“海科杯”三等奖的

他，准备明年向一等奖发起冲击：“来

到交大求学，进入新环境的不适和繁

重的课业一度令我迷茫。在徂徕山舰

听到黄飞班长讲起自己 30 年如一日

的奋斗故事，我很受触动。我不仅要

学习知识、充实自己，更要用所学本领

为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我想，这

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实

现个人价值的至高路径。”

一个个逐梦故事，一次次思想碰

撞，巡航万里海疆的舰艇水兵与青年

学子热火朝天地交流，不少同学都流

露出携笔从戎的想法。我注意到，几

名同学在发言中都引用了校训“饮水

思源 爱国荣校”，便向李焱请教其中

的含义。他笑着说：“一会儿你就知

道啦。”

很快，我们在校史博物馆找到答

案。钱学森水力学试卷、印有“向科

学进军、建设大西北”字样的“西迁乘

车证”、杨嘉墀院士的“两弹一星”功

勋奖章……浓缩了百年校史的一件

件展品，展现着一代代学子以卓越的

学术成就和杰出的创新能力为国家

发展进步作出的贡献。那一刻我意

识到，对“饮水思源 爱国荣校”最好

的诠释，不是文字，而是行动，奋斗亦

是如此。

走进海洋深水实验池，一个个精

密的实验设备，模拟着深海极端环境

下的各种场景。看到海浪不断拍打

着“岸滩”，官兵们感到既熟悉又震

撼。“那个钻井平台，我们在海上见

过”“海上疏浚装备原来是这样研制

调试的”“我们的装备能不能也在这

里实验”……他们围在实验池旁，观

察科研人员如何通过先进的设备和

技术去探索海洋的奥秘。

大海，那么深又那么远。舰艇水

兵与莘莘学子，怀着向海求知、向海

图强的期冀，以梦想为舵、以奋斗为

帆，共赴一场逐梦深蓝的青春之约。

（苏远哲整理）

讲述人：海军某登陆舰大队政治工作处干事 李冰洋

逐梦深蓝青春有约

年终岁尾之际，我拨通了场站老

前辈李守斌的电话，向他致以新年祝

福的同时，还向他汇报了场站官兵今

年取得的成绩。电话那头，老前辈很

高兴，鼓励我们“继续加油干”。

今年 80 岁的李守斌，是场站某导

航台第三任台长。今年夏天，在一场

“新时代奋斗观”视频交流活动中，这

位导航台的“开拓者”，受邀向年轻官

兵讲述了 50 多年前他和战友们发扬

“乐守高原、自觉奉献、开拓进取、不懈

奋斗”的“挎包精神”，让“江心小岛红

旗飘”的故事。活动现场，导航台现任

台长张斌以及从连队考学的空军工程

大学学员林施印，从不同视角分享了

一代代官兵传承“挎包精神”的成长经

历。不久后，他们的动情讲述以《江心

之上 守望蓝天》为题在军报刊发（详

见本报6月 29日 6版），“人民空军”微

信公众号等相继转发，让这个小小的

“挎包”走出了高原的江心小岛，被更

多的人所了解。

建台前辈们背过的一个绿色挎

包，一直展示在连队荣誉室里。每逢

有新兵入营，都会来到荣誉室上“第

一课”，在心中播下扎根高原、守望空

天的种子。当年，前辈们用挎包装满

新鲜土壤和牛羊粪带回台站，在江心

小岛一点点打造出能种植蔬果的良

田。这个小小的挎包里，还装了些什

么？如今，传承“挎包精神”，我们肩

上的“挎包”里又该装些什么……这些

问题，萦绕在每一个在展柜前驻足凝

视的官兵心间。作为单位的新闻报

道员，我也在寻找和记录新时代的

“挎包故事”。

入冬，高原天寒地冻，寒风夹杂着

雪花和沙粒打在脸上。训练场上，一

级军士长代海永正带领战友们进行体

能训练。身在高原，受制于氧气含量

低等不利自然条件，开展体能训练受

到一些影响。作为连队年龄最大的

“老大哥”，代海永不仅训练成绩排名

靠前，还自创了一套高原体能训练方

法，指导连队官兵个个练就过硬体能。

训练结束，代海永又来到车场，为

新同志讲解装备原理。“代班长，你真

是一年比一年忙了！”我的一句玩笑

话，引出代海永的心声：“既然选择留

队，就要为场站作出更多贡献。”去年，

代海永服役期满。面对家人的团聚期

盼，他思索再三，还是写下了留队申请

书。这一年，他在教学工作之余，和厂

家保持热线联系，确保新装备发挥效

能。“我在高原这么多年，别的不说，经

验还是有的。能帮着年轻战友少走点

弯路，能让新装备尽快生成战斗力，我

留下来也心安。”代海永说。

在导航连，学习室的灯光常亮到

深夜，映照着二级上士何盛誉和战友

们伏案的身影。何盛誉是从江心小岛

走出来的兵，入伍 9 年，已经有 3 门专

业通过岗位资格认证，如今又向第 4
门专业发起“冲锋”。

今年秋天，何盛誉和战友前往异

地执行一项任务。为了保证万无一

失，他向有任务经验的老骨干请教，结

合自己多年所学形成细致方案，与战

友反复推演。因任务完成出色，年底

他被评为“四有”优秀士兵。“‘一专多

能’不是简单多学几门专业，而是要发

挥补位增效的作用。”在何盛誉看来，

“不管在哪个岗位，无论从事什么专

业，当兵就要想着打仗，想着自己还能

为战斗力作啥贡献。”

高原的寒冬，万物萧瑟。导航台

所在的江心小岛上，一抹红色如火焰

般，点亮冬日的沉寂。那是用碎石铺

陈的“挎包精神”文化石，“乐守高原、

自觉奉献、开拓进取、不懈奋斗”16 个

红色大字，被一代代官兵描得越来越

鲜艳明亮。装着前辈的嘱托，装着守

望空天的誓言，装着使命与追求，新时

代的“挎包故事”，每一天都在上演。

讲述人：西部战区空军某场站某连排长 郭俊懿

“挎包故事”书写新篇

图①：本版报道“新时代奋斗观”大

讨论活动的相关版面。

图②：海军某守备部队官兵举行宣

誓仪式。 作者供图

图③：海军徂徕山舰官兵进行拖带

训练。 李鹏飞摄

图④：西部战区空军某场站战士维

护信号塔。 陶建鑫摄

图⑤：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北极

哨所官兵巡逻执勤。 邹德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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