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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任务交给我，就
是一种信任”

在第 81 集团军某旅采访期间，听记

者说下一个要去的单位是“金汤桥连”，

不少采访对象都说了意思相近的话——

“应该去”“收获不会小”，而且给出了理

由，如该连历史厚重、作风扎实、能打硬

仗等。有人还特意提到一点：“金汤桥

连”的班长有些不一样。

这个连的班长有啥不一样？这一下

子勾起了记者的好奇心。

五班班长邓凡杰是记者在该连采访

的第一个对象。一见面，记者就看到了

他右脸上一道伤疤。邓凡杰说，这道伤

疤是在驻训时留下的。

那年，连队临时受命承担上级组织的

课目演示任务。该训练课目是否值得全面

推开，这次演示的成效就是一把尺子。

可当时连队的情况是，一些训练骨

干达到服役年限马上就要离队，组训力

量不足。邓凡杰肩上的担子一下重了许

多。时间要求很紧，他和战友们早出晚

归，抓住一切时间进行训练。

演示前一天的强化训练中，为处置

一个险情，他的右脸被划伤，血立刻流了

出来。邓凡杰简单处理了一下伤口，接

着投入了训练。

次日下午，邓凡杰带领战车进入演

示场地。道路崎岖不平，战车一路颠簸，

需要应对的特情一个接一个。直到课目

演示结束，邓凡杰才发现，原已包扎好的

伤口，二次破裂出血。他下车后，去卫生

连重新进行了包扎，但从此脸上多了一

道疤痕。

“把任务交给我，就是一种信任。”邓

凡杰告诉记者，“作为‘金汤桥连’的一员，

要时刻保持全身心投入的训练状态！”

“我们连的班长很‘硬核’！”该连连

长告诉记者，“副班长央果次仁的一次表

现，加深了我这个印象。”

那时，集团军组织的荣誉连队比武

就要开始。由于前期受领了另一项任

务，央果次仁在强化训练中受了点伤。

比武在即，参考率是衡量标准之一，央果

次仁坚决要求参加比武。

携枪通过 100 米障碍项目结束后，

连长发现，央果次仁的脸色不对。他一

问才知道，比武过程中，央果次仁的胳膊

脱臼了。没有时间考虑，央果次仁忍着

疼痛将胳膊复位，才继续跑完障碍。

“对战士来说，班长就是身边的标杆

和表率，而身教胜于言传。”连长说，“在

班长队伍影响带动下，其他战士也渐渐

熟悉了班长们常说的那句话——请把艰

巨的任务交给我。”

那是在另一次演习中，全连刚结束

白天的激烈“战斗”，准备宿营休息。

这时，命令下达。为配合凌晨的行

动，需要在新地点连夜构筑工事。

“时间紧、任务重、事关重大，什么是

艰巨任务，这就是！”一番简要、有力的动

员后，连队官兵迅速投入新的“战斗”。各

班班长带领战士明确任务，一夜之间构筑

起一道坚固的防御工事，在第二天成功迟

滞“敌”方进攻长达 1小时。

那场“战斗”结束后，导调组也忍不

住称赞该连：“面对再难的任务也能完

成，不愧是荣誉连队！”

“把荣誉举过头顶，
成了大家的共同选择”

“新兵下连的第一天，我就被连队的

历史和荣誉震撼了。”二班班长尹相兴告

诉记者，“我当时根本没有想过，自己会来

到有着这么多荣誉与功勋的连队。”

细细阅读该连连史简介，记者渐渐明

白了尹相兴为何当时会受到如此触动。

“金汤桥连”得名于 1949 年的天津

战役。在攻打国民党军构筑的核心工

事 —— 金 汤 桥 时 ，该 连 的 前 身 第 45 军

135 师 404 团 3 营 7 连 遇 到 强 大 火 力 阻

击，官兵伤亡很大。紧急情况下，指导

员 马 占 海 一 声 令 下 ，全 连 党 员 一 跃 而

起，顶着呼啸的子弹向前冲锋，最终攻

克被国民党军吹嘘为“固若金汤”的金

汤桥。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金汤桥连”奉

命坚守 408.1 高地，面对美军飞机、大炮

的疯狂覆盖打击，鏖战 4 天 4 夜，击退敌

人多轮进攻，在战至仅剩 6 人的情况下

仍确保 408.1 高地寸土未失。

“现在，新兵下连后的第一课，就是

在入连仪式上倾听连史，感悟先辈们敢

打必胜的革命精神，接受专属的个人战

斗编号。”尹相兴介绍说，“很多新战士第

一次就会记住战斗英雄、‘七一勋章’获

得者王占山说过的这句话——‘我们眼

里，只有胜利，没有死亡’。”

“然而，从进入思想到成为战士的养

成，还需要一个过程。”在尹相兴看来，该

连贯彻全年的“将荣誉举过头顶”活动，

就是一个有效举措。无论是参加比武考

核，还是参与演训活动，该连都会叫响

“将荣誉举过头顶”这个口号，培育官兵

敢打必胜的信念和强烈的荣誉意识。

这一过程中，该连的班长队伍立起了

好样子。在这些班长中，就有尹相兴。

时隔多年，尹相兴仍然记得 2019 年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阅兵

式上，自己擎起“金汤桥连”连旗接受党

和人民检阅的那种感觉：“那是一种夹杂

着自豪、神圣、幸福的复杂感情。”

从被选入战旗方队的那一刻，他就

下 定 决 心 ，要 扛 着 连 旗 走 过 天 安 门 广

场。而要实现这个梦想，他必须通过与

其他战友比拼才能进入前列。

方队中，每名战友都是挑选出的尖

子。一开始，尹相兴的位次并不靠前。

“训练效果不好的人，只能作为替补，看

着连旗被表现更出色的战友扛走！”这句

话让尹相兴压力倍增。

为了实现梦想，几个月的训练期间，

尹相兴一直在自我加压。他的位次也一

再前移。最后一次考核结束时，他已身

在前列。

阅兵当天，当“金汤桥连”的连旗那

么真实地抵靠住他的肩膀，经过天安门

城 楼 前 时 ，他 流 泪 了 ：“ 我 觉 得 在 那 一

刻，对先辈们的付出与选择又多了一份

理解。”

“把荣誉举过头顶，成了大家的共同

选择。”这是七班班长廖博文在班会上说

的一句话。

而在战友的眼里，廖博文正是那种

“把荣誉举过头顶”的人。刚开始，廖博

文是公认的训练尖子。一次意外骨折，

让他无法再成为比武常客。为此，廖博

文的情绪一度陷入低谷：“如果无法给连

队添彩，那就干脆转身。”

在战友们的帮助下，他从消极情绪

中走了出来，找到了新的突破口——当

优秀教练员。从那时起，他集中力量收

集钻研各类教案，苦练组训讲解技能，最

终成为连队的组训骨干，被中部战区陆

军评为金牌教练员。

“在这样的环境里，
想慢点成长都不行”

起初听说要派自己去“金汤桥连”当

主官，刘指导员喜忧参半：喜的是这是一

个荣誉连队，起点高；忧的是他不知道，

凭自己的能力素质能否胜任。

刚到该连那半年，他因为压力大，夜

里常失眠。

慢慢地，他心里踏实了许多。许多

具体工作他还没有想好怎么安排，但班

长们先想到了，“他们善筹划、能力强，许

多工作直接就能干。”

很快，他感觉到，这些班长在倒逼着

他提高能力素质。

一次，上级赋予该连一项任务，要求

一个月内高标准完成战备训练、学习教

育、文化氛围的总结示范。他加班加点

拿出方案准备上报旅里，在征求班长们

意见建议时，“不客气”的意见建议“扑面

而来”：“没体现出咱连训练特点”“教育

的新方法没概括全”“应该再增加一些知

兵爱兵元素”……

话 虽 直 接 ，但 确 实 在 点 子 上 。 本

打 算 松 口 气 的 刘 指 导 员 ，根 据 这 些 意

见 建 议 对 方 案 进 行 了 调 整 。 那 段 时

间，班长骨干也参与其中，和他一起完

善 方 案 。 最 终 ，总 结 示 范 工 作 高 标 准

通过上级验收。

相处久了，刘指导员渐渐明白，尽管

立功受奖的班长骨干事迹会写进荣誉

室、挂上荣誉墙，但还有很多人的付出，

不可能完全体现出来。

在这一点上，二级上士刘晓强让刘

指导员有了更多感动。

刘 晓 强 入 伍 已 经 10 年 ，是 连 里 的

“老文书”了。在刘晓强看来，文书这活

是平常人都能干的平常事，勤快细致点

就行。但干过的人都知道，这工作费力

又费时。而且，人的精力、时间有限。刚

开始那几年，他的军事训练成绩很不错，

但时间一长，就没那么突出了。班里已

有两名战友荣立三等功。其他人都为刘

晓强着急，他自己却说：“他俩训练成绩

比我好，该立。”

那年，一位战友的家属来队探亲。战

友介绍刘晓强时，这名家属开玩笑道：“文

书文书，是不是文弱书生？”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刘晓强心里有

了警醒：可不能当“文弱书生”，再怎么

说，咱也是“金汤桥连”的兵。

从那时起，刘晓强开始发力猛追，

加班加点训练，连续几年军事训练成绩

都是优秀。2024 年，他又是优秀。连里

为他请功，一梳理，才发现他这几年竟

然做了那么多工作：收发文件、登记统

计信息、更新连队电子视窗内容、建制

连比武期间帮带新兵、外训期间营造文

化氛围……

表 彰 大 会 那 天 ，新 闻 骨 干 问 他 为

什么选择一直干文书？他的回答很简

单 ：“ 连 里 每 个 岗 位 都 需 要 人 去 干 ，干

出成绩。”

“在这样的环境里，想慢点成长都

不行。”荣立个人三等功、被旅里评为优

秀“四会”教练员的班长方贵这样告诉

记者。

如今，这句话已经成为该连官兵拼

搏与进取的真实写照。在该连，自由活

动 时 间 ，宿 舍 里 很 难 见 到 人 。 人 在 哪

里 ？ 大 多 在 两 个 地 方 ：健 身 房 和 图 书

室。这一“动”一“静”，反映了该连“全员

加速”的进取姿态，也蕴含着该连多年先

进的成功密码。

2024年年终，几名表现出色、成绩突

出的班长走上领奖台，台下战士报以热烈

的掌声。

面对这一场景，该连连长告诉记者，

那一刻他突然想到了老前辈王占山。当

年，在抗美援朝战场上，24 岁的排长王

占山受领夺控高地的任务时高声说道：

“请把最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保证胜利

完成任务！”

连长说：“这句话，突然就回荡在我

的脑海里……”

这 个 连 的 班 长 有 啥 不 一 样
■本报记者 张科进 付 语 刘维姣 特约记者 李晓辉

晨曦中，某综合训练场上，一场红

蓝对抗即将全面展开。

远程机动到此地的第 81 集团军某

旅，派出“金汤桥连”一排作为先头部

队打开通道。

这是整场对抗中的一个关键环节，

关系到红方部队能否顺利进入预定地域

并展开部署。

蓝方派出战车拦截，战斗瞬间打

响。一阵激战后，蓝方战车被判“损

毁 ”，“ 金 汤 桥 连 ” 一 排 也 出 现 人 员

“伤亡”。

按 照 以 前 训 练 中 的 惯 例 ， 被 判

“损毁”的战车会立即驶离战场。但这

一次，指挥红方首车的班长阮建勇发

现，蓝方被判“损毁”的几辆战车还

停留在原地，恰好挡住红方车队前行

的道路。

眼看蓝方战车没有驶离的迹象，阮

建勇一下子没了主意。

最 好 的 选 择 当 然 是 清 理 路 面 的

“损毁”车辆，畅通道路让红方车队快

速 通 行 。 阮 建 勇 紧 急 呼 叫 向 排 长 请

示。然而，通信设备里，没传来排长

的回答。

这片区域不时有蓝方的炮弹落下，

若先头部队再不前进，就极可能让后续

部队行动陷入被动局面。这时，阮建勇

得知，排长已在这次接战中“牺牲”。

情况紧急，阮建勇临时被指定接替

排长指挥行动。

避开蓝方“损毁”战车重新开辟通

道显然不可行，按照战时情况处置则可

能使装备受损。怎么办？

“红蓝对抗，就是实战的预演。”想

到这里，代理排长阮建勇大胆发出了指

令：“用战车推顶蓝方‘损毁’战车到

两旁，迅速开辟出一条通道。”

随着红方战车的渐渐逼近，蓝方

的“损毁”战车也模拟被推顶状态下

的 速 度 慢 慢 后 退 ， 离 开 了 路 面 。 终

于，路面被清空，红方车队顺利穿过

这片区域。

后来，阮建勇和战友们才知道，为

了让对抗更加贴近实战，导演部对不少

对抗环节进行调整。其中，就包括让

“损毁”车辆停留在原地，以考验指挥

员的实战意识和应变招法。

红蓝对抗结束后，阮建勇因此受到

上级表扬。面对表扬，阮建勇显得很坦

然：“如果当时让其他班长指挥，他们

也会这样做！”

当时，从望远镜中目睹这一过程，

连长对阮建勇的决断大加赞赏：“关键

时刻，咱连的班长骨干个个过硬，这就

是证明！”

代 理 排 长 的 临 机 决 断
■本报记者 付 语 特约记者 李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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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长骨干素有“大师傅”“军中之

母”之称。作为“兵头将尾”，班长骨干

处在战斗力生成的关键环节，在强军征

程、基层建设和未来作战中，发挥着承

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这 种 作 用 ，在 某 种 意 义 上 讲 ，就

是不断密切战友关系、提升班组作战

能 力 的“ 酵 母 ”作 用 。 充 分 发 挥 班 长

骨干的“酵母”作用，有必要认识到并

做好以下几点。

言传不如身教。班长最大的优势

是 天 天 与 战 士 在 一 起 。 由 于 入 伍 较

早、熟悉军营生活、能力素质过硬，班

长的一言一行常会受到战士关注，进

而成为战士效仿的对象。因此，班长

骨干以身作则立起精兵好样子，是岗

位和角色的必然要求。

表率胜于表态。作为“大师傅”，

班 长 骨 干 不 仅 要 在 练 强 军 事 素 质 和

技 能 上 当 好 表 率 ，而 且 要 在 其 他 方

面 ，如 正 确 对 待 荣 誉 、传 承 红 色 基 因

等方面作出表率。以争取荣誉为例，

以往的工作实践证明，班长骨干如何

对 待 荣 誉 ，并 以 怎 样 的 行 动 争 取 荣

誉，战士就会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和

争取荣誉。

浓厚战友情谊。《团结就是力量》一

歌中唱道，团结的力量“比铁还硬，比钢

还强”。这份团结，相当一部分来自战

友间的革命情谊。在平时，班长只有对

战士真心关爱，既帮战士强本领又在战

友之间促团结，在急难险重任务中相信

战友依靠战友，才能在关键时刻兄弟齐

心同仇敌忾，催生出战无不胜的勇气和

力量。

提升视野格局。作为班长骨干，提

升视野格局就意味着要多练一层练深

一层，立足实际看深一层。部队是要打

仗的，面对瞬息万变的战场环境，只有

多练一层练深一层，才能带动战士紧紧

跟上，从容应对更多特殊情况。只有

“站高一级”想问题，才能自我加压长本

领，在需要补位时及时到位，进一步筑

牢胜战的坚实基础。

充分发挥班长骨干的“酵母”作用
■刘维姣

锐 视 点

第 81集团军“金汤桥连”在连队荣誉室举行新兵下连仪式。 王鸣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