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不久，初听空军雷达某旅这个

小创新，笔者不由一愣：便携充气泵还

用自个捣鼓？网上花点钱不是就能买

到吗？

故 事 还 得 从 前 年 夏 天 说 起 。 当

时，汽车修理工张海涛与战友利用配

发的充气泵给轮胎充气。插上市电、

连接气管、检测胎压……完成单个轮

胎充气耗时有点长。“一旦有紧急情

况，时间不够用怎么办？而且这个充

气泵需要市电，机动路上不好用。”张

海涛心想，网上有卖便携充气泵，下个

单试试。

充 气 泵 买 回 来 ，张 海 涛 赶 紧 试

用。结果，便宜的泵虽然能用，但充气

也得好长时间，还是不好用。

“事关保障的事，不能将就。”打

那时起，张海涛就在琢磨，能不能自

个研制一款实用的充气泵。拆解网

购气泵、钻研机械原理、绘制数十张

草图……功夫没少下，但迟迟不见结

果——功率上不去。

转 机 出 现 在 一 次 闲 聊 中 。 当 战

友提及汽车气动避震系统时，张海涛

突然有了思路——这套系统的气路

循环原理，正是大功率气泵微型化的

突破口。

张海涛在库房工作间开始新的攻

关。前期一切顺利，没承想，通电试验

时，新装配的数显压力表突然熄灭，发

出刺鼻的焦煳味。

问题究竟出在哪？张海涛又一次

回到“原点”，但他没有放弃，继续琢

磨。后来，车辆保养时，他又通过一个

零件产生灵感。按照新的想法，他再

次改造电路方案。

不久后，张海涛再次进行通电试

验，压力表稳稳亮起，数值精准定格在

标准值。

成了！虽然多次推倒重来，但最终

效果不错，这款充气泵不仅最大功率远

超市面同款，而且重量也轻了不少。“关

键是成本低，好推广。”张海涛说。

去年盛夏，部队执行运输保障任

务 时 ，一 辆 载 满 物 资 的 车 辆 突 然 漏

气。换上备胎后，车辆仪表显示备胎

胎压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上路，会有

隐患；等修理人员来抢修，时间消耗

多。张海涛主动请缨：“要不先试试我

的充气泵？”

征得同意后，张海涛迅速跑到轮

胎旁打气。没过几分钟，胎压指数达

到标准值，而且充气泵胎压检测情况

与车辆仪表显示的完全一致。

这次“救场”，让该旅官兵收获一

个启示：“事关保障的工具，能用还得

好用！”

“不好用咋办？”笔者问。

“那就改呗，改到好用为止！”他

们说。

空军雷达某旅汽车修理工张海涛改造便携充气泵——

小工具能用还得好用
■孙泽凯 赵泓宇

3月 19日

近日，陆军某旅无人机专修室内，

装备维修员将一组有裂纹的旋翼支架

放在维修平台上进行维修。经过革新

技术修复的旋翼重新装回机身，无人

机再次呼啸升空。

“过去，无人机遇到这种程度的损

伤只能报废，现在有了高科技加持，我

们就能让其‘起死回生’。”这名维修员

告诉笔者。

今年以来，该旅机关调研经费使

用情况时发现，随着模拟化训练逐步

推开，无人机部件损坏率随之提高。

面对旋翼断裂、支架变形等常见问题，

传统的“换件维修”模式不仅周期长，

而且单个部件采购成本较高。“每次看

着受损的无人机，既心疼装备损耗，更

担心训练连续性难以保证。”该旅一名

无人机操作教练员道出新装备保障的

痛点。

“表面看是经费损耗，深层次暴

露的是保障能力短板。”面对难题，该

旅 党 委 瞄 准“ 推 进 装 备 维 修 降 本 增

效”的措施引入革新技术，在无人机

专修室开辟自主维修阵地，既拧紧了

资源消耗的“阀门”，也打开了战斗力

提升的“闸门”。越来越多的维修骨

干在破解技术难题中练就了“即时精

修”的硬功。

“降本增效的关键在于激活技术

赋能。”该旅装备管理科科长向笔者介

绍，维保小组不仅实现大部分易损件

的自主再造，更尝试优化结构，使维修

后的部件更能抵抗冲击，让无人机的

全寿命周期得以延长。

“装备的自主维修能力是训练的

保障力，也是战斗力的倍增器。”该旅

无人机专修室负责人告诉笔者，节省

下来的维修经费被用于购买先进的

性能模块。

“旅里‘花小钱办大事’的创新之

路证明，勤俭建军不仅是简单的节衣

缩食，更要通过科技赋能实现保障效

能倍增。”该旅领导表示，下一步他们

将把无人机部件维修经验推广至全

装备领域，让“用技术创新降本增效”

的方式向战场保障最前沿延伸。

陆军某旅“花小钱办大事”解决无人机维修保障难题——

易损件好修还能精修
■盛呈祥 章志扬

3月 24日

前不久，《解放军报》刊发了我采写

的一篇稿件《他们脑袋里好像装着一块

表》，文中提到的第 82集团军某旅“红三

连”是我所在连队，主人公是我朝夕相处

的战友。稿件在微信朋友圈转发后，不

少人点赞评论，一位战友的留言让我印

象深刻：“大家都认为自己的连队好，但

好在哪里有时很难说清楚。这篇稿子给

出一种答案——一茬茬官兵争分夺秒的

时间观念和奋斗状态。”

稿件的热度持续发酵，让我不禁回

想起采写稿件时的点点滴滴。

那一次，我向军报编辑说线索，洋

洋洒洒讲了连队的许多荣誉和事迹，却

被编辑的一句话问住：“优秀的连队一

定有种特别的力量在推动发展。光荣

传统、战斗精神……这些特点是许多连

队的共性。那么，你们连队的特点究竟

是什么？”

受到启发，担任排长不久的我，细

细观察发生在身边战友身上的故事，探

寻连队的“成长密码”。

一次开饭，七班战士大口大口往

嘴里扒拉，转眼间班长谢四江就带着

他们拿上工具和器材奔向训练场。等

到全连官兵到位，七班已经设置好训

练课目所用的场地，保障官兵直接展

开训练。事后，谢四江对班里战士这

样解释：“这顿饭吃得快，是为了挤出

时间提前准备，不能让人等场地，耽误

训练进度。”

我和连长赵普聊起这件事。“一日

生活制度是固定的，时间对大家都很公

平，我们能做的是如何想方设法挤出时

间、提高效率。”赵连长告诉我，连队军

事训练成绩始终走在全旅前列，靠的就

是一本“时间账”。

战备拉动，各排同步展开、交叉进

行，全过程掐着秒表计时；训练结束，分

批带回、错峰开饭……如此一来，连队

官兵每天能挤出不少时间。

“时间管理能力！”当我兴奋地把这

个想法告诉编辑后，编辑给予肯定的同

时，又抛出两个问题，“挤出的时间用在

什么地方？官兵收获了什么？”

面对我的疑问，赵连长坦言：“大家

把多余的时间用在提升能力素质上，功

夫都下在平时，推着任务往前走。”

一天，我看到班长吴伟鹏站在突击

车车顶，正在教几名新兵搭设伪装网。

“这么短的时间根本搭不起来，伪装网

一铺上去就会被武器站和天线挂住。”

一名新兵认为吴班长的标准太高，他们

很难做到。

吴伟鹏告诉新兵，他们最初练习这

个课目时，一天最少要搭 50 多遍，有时

一个撑杆小细节都要练习上百次，才能

做到从第一次搭设用时 10 多分钟到如

今只需要 2分钟。

“用老兵的标准来要求你们，并不

是想为难你们。战场上可不认你是新

兵还是老兵，越早伪装好才越不容易

被敌发现。”紧接着，从伪装网展开方

法到撑开固定的动作要领，吴伟鹏耐

心地一一进行示范。逐渐掌握技巧的

新兵们，动作越来越熟练，搭设速度一

次比一次快。

“身处这样的连队，总有一种和时

间赛跑的感觉。”一名新兵的感叹“点

醒”了我，让我找到采写稿件的思路。

翻看下士李洋洋的个人年度目标计划

时，这个思路愈发清晰。

李洋洋的目标计划，按照每天完成

多少训练量、每月掌握几个课目、每季

度实现几个小目标、每年达成的任务进

行精准细化量化。李洋洋说，去年一

年，他按照目标计划上的节点一步步攻

克短板弱项，接连在比武考核中取得优

异成绩，迎来了当班长、入党、荣立三等

功的“三喜临门”。

李洋洋的经历，让我看到了时间对

奋斗者的“馈赠”。我把连队战友们“追

赶时间”的故事整理成文投给编辑。见

报后，我发现编辑提炼的标题《他们脑

袋里好像装着一块表》更加生动贴切，

一语道出连队官兵时不我待、分秒必争

的奋斗状态。

列兵祁梓豪要求自己每天完成 100
个引体向上，下士杨子俊每天早起 1 小

时加训加练……后来，我在更多的战友

身 上 感 受 到 他 们“ 和 时 间 赛 跑 ”的 劲

头。深受感染的我，将那些鲜活的场

景、闪光的镜头记录下来，在军报上相

继发表了《“等你超过我的时候”》《“专

长小组”带来新变化》等文章，向更多的

读者展现基层官兵矢志强军、拼搏奋斗

的“奔跑”身影。

记录那些和时间赛跑的身影
■本报特约通讯员 刘小云

“ 娜 娜 ，背 挺 直 ！”持 枪 伫 立 在 岗

亭 ，当 我 察 觉 到 肩 膀 有 些 放 松 时 ，立

刻下意识地向后收紧肩胛骨，挺直胸

膛，耳畔仿佛传来那句再熟悉不过的

提醒。

这句刻进骨子里的“军姿要领”，源

于父亲十几年如一日的言传身教。

我的父亲邓彦是一名老兵，曾在武

警江西总队某支队服役。当时，他是支

队训练尖子，获得过支队步枪精度射击

比赛第一名，5 公里武装越野成绩打破

支队纪录，还曾多次参加抗洪抢险和扑

灭山火行动。在儿时的我看来，这样的

父亲，无疑是一个大英雄。

自懂事起，父亲便要求我站立和走

路“要像个军人的女儿”。我 8岁那年的

夏天，父亲在院子里教我站军姿的动作

要领，“两脚跟靠拢并齐，两脚尖向外打

开 60度，收腹挺胸……”蝉鸣声里，我的

影子从歪歪扭扭渐渐变成一条直线。

父亲露出笑容：“记住，做人和站军姿一

样，都要正直。”

家里的抽屉，装着一个木匣子，里

面收藏着父亲的“宝贝”——1枚三等功

奖章和 1 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父亲

穿着泥渍斑斑的橙色救生衣，扛着沙袋

站在没胸的洪水里。

父亲给我讲过他参加抗洪抢险的

经历。1995 年，鄱阳湖水位暴

涨，数十座圩堤相继溃决，父亲

作 为 突 击 队 员 和 战 友 们 冲 上 一

线。那一天，一处圩堤出现管涌，父

亲身上捆着绳索跳进洪水，用后背死

死抵住沙袋堵住管涌口。

“当时水里有树枝，还有铁丝网。”父

亲指着小腿上的疤痕对我说，那天他 7
次跳进洪水中，最后一次小腿被铁丝划

破。因为在抗洪抢险中表现出色，父亲

荣立三等功。

“爸爸，你们不怕洪水吗？”我蹲下

来抚摸着父亲小腿上的疤痕。“爸爸是

军人啊，哪里最危险我们就要冲向哪

里。不挡住洪水，和你一样的小朋友可

能就没有家了。”爸爸这样告诉我。那

时的我，并不完全明白“最危险”到底有

多危险，只记住了一件事：军人是最勇

敢的人。

读高一那年，我参加校运会长跑比

赛，跑到一半因体力不支中途退赛。父

亲得知后没有责备我。周末的清晨，他

带着我去附近的公园跑步。

“娜娜，你知道吗？在部队里，我们

每天都要跑好几公里，有时候还要负重

跑。太累的时候，我也想过放弃。每当

那个时候，我就咬紧牙告诉自己，再坚

持一下，再坚持 10米……熬过最难的那

一段，离终点其实就不远了。”

我追上父亲的脚步，气喘吁吁地

冲过终点，才明白父亲教给我的不是

何为胜负，而是要有敢于面对挑战的

勇气。

“爸爸，我想成为像你一样的兵！”

2016年高考后，我在父母支持下参加了

定向培养直招士官招生。名单公示那

天，父亲和我的目光在公示栏上扫了一

遍又一遍，始终没有看到我的名字。父

亲看我红了眼眶，握住我的手说：“当不

成兵也没事，想学什么爸教你。”

上大学后，我了解到可以在学校

报名应征。担心父亲再次失望，我瞒

着他偷偷报了名，没想到顺利通过体

检、政考，收到入伍通知书。“好好干！”

临行前夜，父亲把那枚军功章放在我

的掌心：“带着它，就像爸爸一直陪在

你身边。”

带着父亲的嘱托和期望，我如愿步

入军营。第一次战术动作考核，我的手

肘和膝盖磨破了皮，成绩排名还是垫

底。不甘示弱的我申请加练，一次次扑

倒、匍匐、冲刺……直到秒表上的时间

越来越短。

2018 年，我被推荐前往陆军军医大

学士官学校参加预选士官培训，取得女

子 400米和跳高两项冠军，获评“优秀先

进个人”；2019年，我在狙击手集训中被

评为战区陆军“百名枪王”；2022 年，在

陆军军医大学士官学校就读的我，被评

为“四有”优秀学员……一路前行，无论

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父亲的鼓励

和“陪伴”，都让我充满信心和力量。

2023 年夏天，我戴上崭新的军衔走

进卫生连。得知上级将组织首届“救护

尖兵”比武，我连夜写下请战书，却在旅

队选拔中以分秒之差落选。没过多久，

父 亲 给 我 寄 来 一 本 他 当 年 的 训 练 笔

记。泛黄的笔记本上，一页页记录着他

当年的训练感悟：“5 公里武装越野，成

绩从 23 分 15 秒提高到 18 分 47 秒，我穿

破了 7 双胶鞋……”“今日据枪训练 5 小

时，虎口磨破了皮。只要坚持，一定能

胜利……”“军人就像榕树，根扎得越

深，枝干才能托起更多重量……”

“爸爸，我要成为像你一样的兵！”

想起第一次报名应征时对父亲的承诺，

我再次燃起斗志——蒙眼练静脉穿刺，

在模拟爆炸声中练止血带捆绑，在漆黑

环境中完成战伤救护……我期冀着在

下一次比武中争得荣誉。

“娜娜，你爸下水救人了！”2023 年

11 月 22 日傍晚，结束一天训练的我刚

取出手机，就看到母亲的 6 个未接来

电。我立即回电，在母亲急促的话语中

了解了事情经过。

那天晨跑时，父亲经过大桥发现

远处海面有名女子在挣扎。他没有犹

豫 ，翻 过 大 桥 栏 杆 纵 身 跳 进 海 水 中 。

海里遍布礁石，海面风浪很大，父亲拉

着桥上群众扔下来的一个救生圈，游

了 100 多米终于靠近落水女子，拖着她

游回岸边，与赶来的救援人员一同将

她抢救上岸。因体力透支瘫倒在地的

父亲，这时才发现脚上被礁石划破了

好几道口子。

“爸，你都 50岁了，不要命了吗？你

都多久没游泳了！”看到手机屏幕那一

端，父亲的脚上包着纱布，我一着急变

成了“大嗓门”。

“那时候没想那么多，看到有人落

水就想着一定要去救。你别忘了，你爸

可是当过兵的，再说我这不也没什么事

嘛！别担心。”父亲笑着安慰我，“我女

儿这么优秀，我这个当爸爸的可不能给

你丢人。”

我抹着眼泪，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

味，担心之余又为自己有这样一个了不

起的父亲感到骄傲。

第二年，我以绝对优势通过旅队选

拔，来到日思夜想的比武赛场。天公不

作美，轮到我们这组选手上场时，突然

下起大雨，刺骨的冷风和泥泞的场地给

比赛增加了不少难度。

“拼了！”浑身湿透的我越战越勇，

翻高墙、钻矮洞、越深坑……我凭借“肌

肉记忆”完成每一个动作，最终获得第

二届“救护尖兵”比武竞赛第三名，登上

领奖台。

如今，父亲获表彰的证书和我的立

功喜报并排挂在家中客厅的墙上。母

亲说，父亲经常会拿出我的三等功奖章

看 一 看 ，“ 感 觉 比 他 自 己 受 表 彰 还 高

兴”。

我想，30 年前的那个夏天，那个年

轻的士兵不会想到，挺立在洪水中的他

不仅堵住了管涌口，更为女儿立起了人

生的“灯塔”——那些烈日下的军姿、磨

破的胶鞋、染血的绷带，在另一个青春

开出同样灿烂的花。

（李果霖、本 报 特 约 记 者池俊成

整理）

图①：邓娜娜的父亲邓彦服役时留

影。

图②：2024 年 9 月，“中国好人”邓

彦登上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5周年晚会的舞台。

作者供图

图③：邓娜娜荣立三等功留影。

图④：邓娜娜近影。

图⑤：邓娜娜参加比武前刻苦训

练。 刘志勇摄

图⑥：2017 年，邓娜娜（左）入伍前

与父亲邓彦合影留念。 作者供图

制图：扈 硕

爸爸，我终于
成为像你一样的兵

■陆军某旅中士 邓娜娜

写在前面

近 日 ，一 份 立 功 喜 报 在 锣

鼓 声 中 送 到 陆 军 某 旅 中 士 邓 娜

娜的家里。

去年，邓娜娜在上级组织的

“救护尖兵”比武竞赛中获得好

名次，荣立个人三等功。就在邓

娜娜参赛几个月前，她的父亲 、

退役军人邓彦，因见义勇为被中

央文明办评为“中国好人”。

现 役 女 兵 和 老 兵 父 亲 同 一

年双双获得表彰，在邓娜娜的家

乡成为一段佳话。“从小，我是听

着父亲的军旅故事长大的，他是

我心中的英雄。今天，我能站在

这里，不仅是组织对我个人努力

的认可，也是对父亲多年教导的

回报。”单位表彰大会上，邓娜娜

致辞时如是说。

榜 样 的 力 量 究 竟 有 多 大 ？

让 我 们 在 邓 娜 娜 的 倾 情 讲 述 中

寻找答案。

——编 者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⑥⑥

近日，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人武部举办 2025 年上半年入伍新兵欢送仪

式。图为新兵庄严宣誓，矢志强军报国。 赵宣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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