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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媒视窗

近日，笔者在东部战区空军某仓

库了解到，他们研制出的一款仓库管

理软件，虽然没有取得理想效果，但他

们并不灰心，而是反思遇挫原因，想方

设法寻求突破。

“创新本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难免遇到波折。”仓库领导感到，向难

攻关，没有白费的功夫，哪怕不见成

效，至少能经受锻炼、增长知识。

为了汇聚集智创新的力量，推动

单位保障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仓库

党委鼓励官兵紧盯保障急需，多年来

持续开展群众性小发明、小创造、小革

新活动。他们积极搭平台、给机会，提

供人力、物力、财力支持，视情组织技

术骨干及时开展难题会诊和技术援

助。为进一步提高官兵创新意识和能

力，他们探索形成立足岗位培训、外请

专家指导、专业院校送学、协同厂家研

究等培养模式。

创新有平台，革新劲头足。近年

来，仓库官兵认真学、深入研，争先恐

后想新招，涌现出一批批创新达人，先

后有便携式过桥板、双向转运平台、新

型组合吊具等 20 多项创新成果运用

到保障一线。一名同志取得多项革新

成果，仓库还专门为他设立工作室，带

动更多同志动脑筋、搞创新。

“实事求是地讲，前几年创新成果

不少，因为思路容易发现、革新容易实

现，但后续有些乏力。”仓库领导说，他

们引导官兵摒弃急功近利的情绪，坚定

创新攻坚的决心，鼓励官兵打开思路，

不仅向内挖掘人员、装备潜力，而且主

动走出去，及时吸纳好点子、好设计。

前不久的一次实地调研中，他们

发现一款仓储数据管理软件简单好

用，果断引进。经过一段时间试用后，

库房物资信息统计时间较原来缩短三

分之一。

东部战区空军某仓库紧盯保障急需开展群众性创新——

“革新遇挫”无悔
■赵 威 高玉杰

2023 年冬天，因工作调动，我来到

海军士官学校。此前，我在海军航空

大学某基地工作，不仅能目睹“飞鲨”

起落，经常跟被授予“时代楷模”称号

的舰载机飞行教官群体接触，还能跟

随航母执行任务，新闻报道工作开展

得有声有色。

“ 一 所 士 官 学 校 ，能 有 什 么 新 闻

点？”我给一位相熟的军报老师打电话，

道出心中困惑。“新闻报道不能只盯着

‘大事件’，基层单位也有很多人和事值

得关注。只要你能沉下心来、扑下身

子，善于观察，哪里都会有新闻。”他的

建议给了我启发，那段时间，工作之余

我常到训练场、模拟训练室和教学楼走

一走、看一看。

一天早上，一场大雪不期而至。通

往办公室的路上，我听到远处传来一阵

声音。下这么大的雪，为何有学员在室

外活动？我心生好奇，循着声音来到水

上训练场，看到一群学员正围着一名军

士，听他讲解海上求生与救生技能。

那名军士换上装具，跳入冰冷的泳

池中。短短十几分钟，他顶着“风浪”和

雪花完成训练演示。随后，学员们也依

次进行训练。待大家上岸后，这位军士

变成“黑脸教官”，一一指出学员们的问

题所在。

训练间隙，我找到这名军士聊了

几 句 。 他 叫 王 海 涛 ，是 一 名 一 级 上

士。谈及为何对学员们如此“严苛”，

他告诉我：“海上求生与救生技能是舰

员的最后一道安全屏障，我得毫无保

留地把技能传授给每名学员。他们现

在可能还无法完全明白为什么训练标

准这么高，以后一定会理解我的良苦

用心。”

经过几天采访，我把这个训练场景

背后的故事记录下来，投给军报编辑

部。这是我来到新单位后写下的第一

个“训练故事”。很快，这篇题为《风浪

间》的稿件见诸报端。那天，王海涛给

我打来电话，难掩激动之情：“倪干事，

感谢你写了这篇稿件，为我们军士教员

加油鼓劲。”

由此，我真切感受到，新闻源于生

活，深入基层去体验和发现，是新闻工

作者最好的写作灵感来源。大多数官

兵身处平凡岗位，但他们扎根战位、刻

苦训练，同样收获了属于自己的成长和

进步，他们的所思、所想、所求更容易引

起读者的共鸣和共情。

一天，我在教学楼里意外发现学员

队队长坐在一个考场中。难道队干部

也要参加考试？经过了解我才知道，学

员队干部不仅负责日常管理工作，还要

与学员们同学习、同训练、同考核，以便

他们更好发挥在教学训练中的“桥梁纽

带”作用。

采访中，学员小李和我分享了他的

故事。刚入校时，他各方面基础都较

弱，军士队长张贺贺结合他的能力特

长、性格特点、岗位需求等，为他量身制

定了个人成长路线图。那段时间，张贺

贺经常手把手带着他学习、训练，小李

的能力素质很快得到提升。

干部与学员同学习、同训练、同考

核的“三同”活动，究竟能带来什么？经

过深入采访，与军报老师多次沟通，稿

件《从“盯着学”到“共同学”从“看着

练”到“比着练”》在军报刊发。那一天，

这篇稿件在朋友圈被不少战友转发，其

中一条评论让我印象深刻：“作为军士

队长，我们唯有以身作则、全力以赴，才

能赢得大家的认可！”

转眼间，我来到学校工作已经一

年多，深深感受到学员们向上生长的

奋斗姿态，感受到教员为战育人的澎

湃激情，感受到队干部带领学员为荣

誉而战的不懈追求……去年底，学校

组织颁奖典礼，台上大都是年轻的面

孔：两支学员参赛队在首届军队院校

分队管理案例大赛中获得佳绩，年轻

学员荣获军事建模竞赛特等奖……那

一刻，我深切感受到，越来越多的“新

面孔”勇担重任、挑起大梁，展现出独

当一面的能力素质。

颁奖结束后，我思考着如何完成这

篇稿件，“青春”“奋斗”等关键词出现在

我的脑海。我走进一个个学员队，与他

们近距离交流，倾听那些奋斗的故事。

接下来，我要继续执笔描绘每一个在强

军路上追梦的奋斗身影，用镜头去记录

更多精彩瞬间。

执笔描绘奋斗身影
■本报特约记者 倪 帅

“我们该如何锤炼血性虎气？”

面对台下朝气蓬勃的面孔，62 岁

的原陆军某部“尖刀七连”老兵李建国

给出答案——

“只要全面过硬，一切困难都是纸

老虎。”他俯下身子，仅用双手的大拇

指和食指做起俯卧撑，展示自己当年

的训练标准，赢得台下热烈掌声。

这 是 第 74 集 团 军 某 旅“ 硬 骨 雄

风”系列访谈活动中的一幕。去年下

半 年 以 来 ，为 深 挖 旅 队 红 色 资 源 、精

神 富 矿 ，发 挥 荣 誉 单 位 辐 射 带 动 作

用，该旅运用“情景再现”“时空对话”

等 形 式 开 展“ 硬 骨 雄 风 ”系 列 访 谈 活

动 ，教 育 引 导 官 兵 珍 视 部 队 传 统 、珍

惜部队荣誉，在投身强军实践中不断

展 现 新 作 为 、创 造 新 业 绩 。 这 里 ，推

荐“ 尖 刀 七 连 ”老 兵 李 建 国 、“ 战 斗 模

范 连 ”三 级 军 士 长 王 艳 华 的 发 言 ，聆

听 他 们 在 连 队 优 良 传 统 和 闪 光 荣 誉

激励感召下的精武故事。

（刘吕杭、李杨推荐）

战旗上续写铁血荣光

这次重回老连队，走进荣誉室看

到陈列的老照片、老物件，尤其是听

到讲解员口中熟悉的名字，那些深藏

在 时 光 深 处 的 记 忆 ，一 下 子 浮 现 在

眼前。

那年深秋，正值退伍季。我准备

递交退伍报告时，连队接到命令，即

将奔赴边境某地执行任务。当时，大

家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连队不少党

员骨干写下请战书，我也毫不犹豫撕

掉退伍报告，咬破食指在请战书上按

下手印。我清楚记得，请战书上这样

写道：“我是一名军人，当祖国需要，

将第一个冲锋在前，请允许我为祖国

而战……”

连队开拔前，我们每个人都剃了光

头，指导员告诉大家这是为了便于包扎

伤口。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大家都默

不作声找个角落，以前所未有的复杂心

情写下家信，给年迈的父母、深爱的妻

儿留下牵挂和叮咛。

战斗前夜，连长下达命令：“八班

长，命令你带领八班担任主攻任务！”

我热血沸腾，甘愿为祖国献出一切。

硝烟笼罩在阵地上，敌人的炮弹铺天

盖地压过来，在我们身边留下一个又

一个弹坑。战友们用鲜血和身躯开

辟了一条宽约半米的通道，我带领突

击队乘势冲上高地，摧毁了敌军指挥

所，占领了阵地。

敌人并不死心，先后发动 7 次反

扑。当时，战友江维广全身多处受伤，

眼睛也被气浪灼伤。他不顾大家劝

阻，坚持留在阵地上。打退敌人第 6
次反扑后，他的眼睛已经失明，仍摸索

着和大家一起抢修工事。我劝他说：

“如果相信我们能守住阵地，你就下

去！”江维广回答：“如果班长信得过

我，就让我打下去！”最后排长下了命

令，他才极不情愿地被抬上担架，下了

阵地。

战斗结束后，七连被中央军委通报

表彰，连队荣立集体一等功，同时被上

级授予“尖刀七连”荣誉称号。如今，看

到荣誉墙上挂满大家拼来的荣誉，我相

信，连队在一次次战役战斗中锻造形成

的“赤胆忠诚、敢打头阵，坚贞不屈、敢

于拼搏，勇往直前、敢于胜利”的尖刀精

神，一定会鼓舞激励大家继续去赢得新

的胜利。

胜战尖刀不卷刃
■原陆军某部“尖刀七连”三排八班班长 李建国

我是“战斗模范连”一名老兵，成长

在三连、战斗在三连，不少战友开玩笑

称我是“六边形战士”。很多年轻战友

可能想不到，我的“兵之初”并不顺利，

甚至一度想要放弃，支撑我一次次逆袭

的就是连队的“猛虎精神”。

新兵下连第一次参观荣誉室，看到

“战斗模范连”这面荣誉战旗，学习连队

前辈的英勇事迹，我就定下目标，要在

这里留下属于自己的荣誉。

2013 年，我代表连队参加上级组

织的炮手尖子比武。出发前我立下“军

令状”，可最终连决赛都没进去。后来

我又参加了几次比武竞赛，也没有拿到

好名次。接连“折戟”让我感到离梦想

越来越远，有些心灰意冷。

“要想成为连队荣誉书写者，就要

发扬‘猛虎精神’，没有任务争任务、有

了任务就兴奋、任务越重越来劲，怎么

能轻言放弃？”荣誉室里，指导员翻开连

史册，指着一串串名字对我说，“进了猛

虎连，就是猛虎人，到哪儿都得是打不

垮的猛虎兵。”

走出荣誉室，我反复回味指导员的

话，不由得握紧拳头，暗下决心：一定要

拿个名次回来！渐渐地，我手上的老茧

磨出一层又一层，各类参数和总结经验

的笔记写了一本又一本。“班长，集训比

武这么苦，你为什么每次都要参加？较

那个劲干吗？”有新兵曾这样问我。我

告诉他们：“咱们是英雄连队，就要拿出

对得起连队荣誉的成绩。”

2015 年，我不负众望，参加比武取

得一个第一、一个第二的好成绩，连队

第一时间为我举行“入连史”仪式。在

大家簇拥下，我手持奖杯和证书走进荣

誉室，郑重地在连史册上写下自己的名

字和成绩，流下激动的泪水。

前不久，又有一批新兵下连。看

着他们一张张稚嫩的面孔，我仿佛看

到多年前的自己。“在 1948 年解放西

北的战役中，三连面对数倍于己的敌

人，打出了‘攻如猛虎、守如泰山’的

威 名 ……”我 指 着 墙 上 的 一 面 面 锦

旗、奖牌，为新兵介绍连队的光辉历

史，对自己而言也是入伍初心的又一

次重温。

练虎胆、铆虎劲、扬虎威，作为打不

垮的猛虎传人，我们一直在书写战旗新

的荣光。

猛虎传人扬虎威
■第 74 集团军某旅“战斗模范连”三级军士长 王艳华

图①：老兵李建国在访谈活动现场展示自己当年的训练标准。 林 晨摄

图②：第 74集团军某旅某连进行驾驶训练。 李 彬摄

图③：第 74集团军某旅某连组织官兵进行攀绳训练。 李 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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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推荐

二级上士张豪：老班长，作为战

斗亲历者，您对我们如今的训练有什

么建议？

李建国：当年战斗，对单兵技战术

要求很高。我们平时训练就抓得很

紧，单双杠、手榴弹投掷、轻武器射击、

过障碍、战术匍匐等课目都不在话

下。最重要的是，枪是军人的第二生

命，平时就要保养好。这次在连队参

观，我摸到每支枪上都有枪油，说明你

们平时对枪很爱护，保养得很好。参

加战斗，还要动脑子，要根据形势变化

灵活运用战术，特别是要把地形地貌

利用好。我深感如果平时训练不从难

从严、不贴近实战，那战时就会付出生

命的代价。所以，战友们，训练时遇到

困难决不能退缩，各个课目都要瞄着

实战标准去练。

连长李锡超：老班长，您对连队

年轻官兵有什么期望？

李建国：刀在石上磨，兵在苦中

练。当年，为了捍卫祖国主权和领

土完整，维护边境和平安宁，我们义

无反顾奔赴战场，没有一个人畏缩

不前。如今，部队武器装备更先进

了，希望你们把连队善打破袭伏击、

敢 打 硬 仗 恶 仗 的 优 良 传 统 发 扬 光

大 ，把 每 个 人 锻 造 成 一 把 尖 刀 ，让

“尖刀七连”这面光荣的旗帜永远高

高飘扬。

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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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笔者在中部战区空军地

导某营获悉，经过不懈努力，上等兵方

涛和战友打破团队创下的课目纪录，

成功登上光荣榜。

“虽然只快了两秒，但这样的进步

殊为不易。”该营营长介绍，他们连续

多年开展创破纪录比武竞赛，全营官

兵你追我赶，不断刷新纪录，实现新的

成长。

多年前，新型装备列装该营。为

了进一步激发官兵练兵备战热情，快

速形成战斗力，该营党委决定开展创

破纪录比武竞赛，鼓励官兵大胆挑战、

勇于超越，不断突破能力极限。据了

解，比武竞赛紧紧围绕实战要求展开，

内容涵盖基础技能、专业实操、野外保

障等方面数十个课目，而且不分职务、

年龄，要求全员参加、同台竞技。一开

始，官兵们热情高涨，加紧夯实基本

功，不断锤炼“必杀技”，一次又一次打

破团队纪录，“龙虎榜”上的名字多次

刷新，涌现出一批业务尖子。

“经过长时间攻坚，大家取得长足

进步，但想取得新的纪录并不容易。”

该营营长说，尽管往前再迈一步困难

重重，他们还是继续开展创破纪录比

武竞赛，既“逼”着官兵苦练精训，挖掘

人员、装备潜力，也引导大家升级思

维、更新理念，尝试“换道超车”，不断

拓宽视野，实现新的突破。

前段时间，上等兵方涛看到“龙虎

榜”上的一项纪录，跃跃欲试。班长王

健告诉他：“这个纪录是我们创下的，

应该还有提升的空间。”那段时间，方

涛和战友几乎每天都泡在训练场，反

复练习操作，一个细节一个细节过，一

个动作一个动作练。最后，他们提出

一个新思路，不仅完善作业流程，精进

操作技能，而且在比武中拿下第一，再

创佳绩。

中部战区空军地导某营连续多年开展创破纪录比武竞赛——

“快了两秒”也值
■翁启超

初看，这样的成绩并不亮眼：东部

战区空军某仓库官兵辛辛苦苦捣鼓出

的创新成果，既未获奖，也没能在实践

中得到很好运用；中部战区空军地导

某营官兵没日没夜琢磨、苦练，比武中

某个课目的成绩只快了两秒。

其实，这样的进步尤为不易，这样

的努力特别重要。持续多年组织群众

性创新，连续多年开展创破纪录比武竞

赛，这两支部队取得不少成绩，但也陆

续进入“瓶颈期”，有的创新火花少了，

有的进步速度慢了，以往“跳一跳”能达

到的目标、能突破的边界少了，迎面而

来的，大都是难啃的骨头、难过的险

滩。之前，短时间就能达成目标，如今

可能需要几十天乃至几百天，甚至白忙

活一场。但这样的坚持，值！不闯一

闯，怎么知道此路不通？不逼一逼自

己，如何实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只要

方向正确，哪怕迟迟不见成果，也能从

中学到知识、接受历练，积蓄愈挫愈勇、

昂扬奋进的胆气、锐气。

创新攻关不能“见好就收”。练兵

备战深入推进，面临的困难瓶颈越来

越多，遇到的风险挑战越来越大，怎么

能总是“适可而止”、绕道而行？闯过

艰难险阻，避不开也躲不过，只要实战

需要，再难也要向前进，多当几回“热

锅上的蚂蚁”，多接几个“烫手山芋”，

在挑战自我中不断激发潜能，在锐意

进取中持续拓宽边界性能。

敢于挑战极限的人，才有冲破“极

点”的机会。对于军人而言，那个“极

点”，也许就是战场胜负的分界点。

为每一点进步喝彩

编余小议

近日，武警贵州总队黔西南支队围绕战术、刺杀、擒敌等课目，开展教练员

集训，提升教练员专长化任教组训能力，练强教练员队伍。 侯鲁晋摄

下士李达毛：班长，您是连队目前

兵龄最长的兵。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的平凡工作中，您是如何坚持下来的？

王艳华：就是一句话，坚持，坚持，

再坚持，兵龄越长，标准越不能降。这

些年我多次转岗，先后担任过士官长、

射击技师和通信技师，很多次都是从

零开始，但攻坚克难的同时也意味着

不断挖掘自己的潜能。入伍 17年，我

觉得最有意义的事，就是把个人成长

进步的小目标融入团队发展的大目

标，看着连队在一点一滴中越来越好，

那种自豪感、幸福感是由心而发的。

我还想为连队培养更多的人才，我的

根已经深深扎在这里了。

排长钟阳：听完您的故事，请问

您觉得年轻战友最容易被什么样的

挫折打败？如何度过低谷期？

王艳华：我认为，没有什么挫折和

困难是克服不了的，能打败我们的只

有自己。生活训练中，大家会遇到各

种各样的困难，比如训练中付出很多

但成绩提高不明显，比如明明很努力想

把上级安排的工作做好却事与愿违。

我想说，坚持下去，时间会为你证明，你

的坚持、努力、付出一定会有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