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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军旅生涯中印象最深的一件

事，当属获得汽车修理专业技能比赛

冠军。

2017 年部队调整改革，单位主战

装备更新换代，作为车辆保障的中坚力

量，修理专业士兵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汽车修理专业技能比赛应运而生。

走上赛场，在与高手的比拼竞技

中，我凭借多年积累的修理经验，如愿

登上领奖台。

然而，还没来得及回味夺冠的喜

悦，我就在随后的一次实装训练中“掉

链子”。一台车辆在任务行进过程中突

发故障，我紧急前出，但还是未能按时

完成抢修任务。

过去单位装备大多采用“车拉炮”

模式，车辆损坏，换一辆备用牵引车照

样能拉着火炮去打仗，如今车是炮、炮

是车，车一旦出现故障，炮也在原地趴

窝了。这次失利，让我清醒地意识到：

“装备变了，对于汽车修理技师的能力

要求也随之发生改变。”

随后，我向上级建议升级赛制。得

知我在训练场上的失利经历，战友们也

一致认为：要练就练战场需要的，要比

就比打仗用得上的。

从那以后，无论是修理专业岗位

的新兵还是老兵，无论是参赛选手还

是场边观众，只要提出的意见对办赛

有益，机关都会认真采纳，赛事手册越

编越厚。

从日常修理本领较量，到比拼战场

保障能力，比赛的战味越来越浓，难度

也越来越大，想要再次登上领奖台，要

付出更大努力。

为了再次赢得冠军奖牌，我一头扎

进修理工间。从车辆常见的战损问题

处置，到零部件快速修复……我和战友

们将一个个修理难题相继攻克。

在第四届汽车修理专业技能比赛

上，我率先修好那台因“炮击受损”的装

备车辆。

将冠军奖牌捧回连队，战友们纷纷

为我点赞。然而我知道，比赛夺冠绝非

终点，从赛场走向战场才是真正目的。

抱着这样的想法，我根据参赛经

验 ，提 出 更 加 贴 近 实 战 的 意 见 建 议 。

没过多久，机关采纳意见建议，并修改

赛制。经此一役，我深刻感受到，只有

不断提高比赛的“含战量”，冠军奖牌

才更有分量。

（樊一江整理）

要 练 就 练 打 仗 需 要 的
■二级上士 季钟轩

亲历者说

第 77集团军某旅一级上士段利操给战友们传授修理经验。 禹翔超摄

新闻样本

“一名部队修理工，修车竟然修成了

业界专家。”第 77 集团军某旅一级上士

段利操没想到，自己修车修出了名。前

不久，段利操以“部队专家”身份，应邀前

往北京参加车辆技术及应用研究学术论

坛，与业界众多专家同台交流经验。

返回部队后，段利操及时将参加这次

论坛收获的新理念新知识分享给战友。

在该旅，谈起段利操，战友们赞叹不已：

“把车辆交给段班长，就像给车辆上了一

道保险，再复杂的故障也难不住他。”

2023 年，他到某军队院校参加汽车

维修专业技师等级职业技能鉴定。起

初，段利操作为考生，在台下进行考核。

没过一会儿，他的身边围满了考官和教

员，仔细观摩他的操作。考核结束后，段

利操受到教员们的一致肯定，被特聘为

“部队专家”。

自那以后，由段利操主讲的“轮式装

备故障主动预防”一课在该校网上教学

平台上线，成为汽车维修专业学员的选

修课。

“高手在民间，他像武侠小说里的

扫地僧，看似寂寂无闻，但一出手，就知

道其功力深厚。”谈起段利操，一名教员

连连称赞，“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

段利操修车有绝活。”他举例说，拆卸一

套车辆油路管线，熟练的修理工需要半

个小时左右，而段利操一套行云流水的

操作下来，用时不到 8 分钟；判断刹车片

磨损程度，他上手一摸就能报出数值，

误差非常小；修复汽车减震器，常人需

要数件专业工具，可他用便捷工具就能

快速完成。

有人评价“段利操有天赋”。他坦言，

就好比拧螺丝，螺纹松紧程度都能具化为

触觉，拧多少圈、用多大力，自己一上手便

知。接着，他话锋一转说：“仅为练就拧螺

丝这项技能，我就练习了上万次。”

曾几何时，段利操为分配到修理工

岗位而苦恼，认为当修理工“不精彩，没

前途”。随后，单位搭建起展示修理才能

的平台，让他有机会从幕后走上前台，成

为小有名气的“兵专家”。

段利操口中的“平台”，正是该旅连

续举办 9 届的汽车修理专业技能比赛。

从登台参赛，到成为评委，再到后来作

为赛事筹备组副组长参与赛制规程设

计……段利操直言：“这项赛事如同成

长的阶梯，帮助我一步一个脚印，取得

现在的成绩。”

“一次次登台亮相，一次次受到表彰

奖励，让我感到修车和驾驶坦克、开飞机

一样，都是有意义的工作。干出彩了，就

能实现人生价值。”段利操说，我要继续

努力，把修车这项技能练到极致。

“兵专家”走上业界学术论坛
■周 熙 本报特约记者 李佳豪

记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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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一场汽车修理专业技能比赛

在第 77 集团军某旅举行，30 余名来自基

层的修理技师齐聚一堂，一决高下。“自

2017 年首次办赛以来，赛事举办了 9 届，

如今已成为修理专业群众性练兵比武的

重点内容。”该旅领导介绍，“作为一支

‘车轮子上的部队’，车辆装备性能直接

关系到战斗力建设质效。”

在战友的注视下，一级上士、该旅

汽车修理专业首席教练员段利操坐上

评委席——8 年前，他从这个赛场脱颖

而出，如今成长为“兵专家”。他感慨地

说 ：“ 从 选 手 到 考 官 ，坐 到 台 上 成 为 裁

判，我倍感光荣。”

“赛事规则与往届一样：每名选手面

前有一辆汽车，车上各有 5 处故障，选手

们需要自行找到故障原因并排除，用时

最短者获胜。”随着段利操一声令下，参

赛选手纷纷冲向修理工间。

随着发动机轰鸣声响起，计时员报出

成绩：“28 分 16 秒”——新晋冠军诞生。

现场掌声雷动，三级军士长钟林峰身披红

色绶带，戴上冠军奖牌。

“这是属于我们汽车修理技师的‘竞

技大赛’，更是我们这群幕后英雄的‘荣

耀时刻’。”看着个人照片张贴在旅军事

训练“龙虎榜”上，钟林峰心情激动不已。

汽 车 修 理 专 业 技 能 比 赛
开赛了——

武器装备更新换代，
修理技师的重要性逐渐
凸显出来

2008 年，在那个中国人难忘的“奥

运年”，18 岁的段利操报名参军。起初，

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特种兵。可 3 个月

的新训结束后，段利操未能如愿。

由于体能素质并不突出，他最后去

了兵种单位的保障岗位。段利操回忆

说：“就这样，我成了一名修车工。”

来到修理所，指导员给新兵们上教

育课，“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岗位没

有高低贵贱。”话虽然这样讲，段利操内

心依然感到失落。

“按照建制序列，我们修理所排在最

后，集会最后一个入场……”段利操回忆

说，那时候，单位每年都会举行比武竞

赛、评选岗位标兵，可很少设置修理专业

相关项目，“说实话，来当兵谁不渴望身

披红色绶带，登上领奖台？”

这是修理工的共同心声。钟林峰感

慨地说：“我们一年四季都铆在修理工

间，和‘铁疙瘩’打交道……我们也渴望

自己的辛勤付出，能被更多战友看到。”

钟 林 峰 的 愿 望 ，在 不 久 后 变 为 现

实 —— 随着武器装备更新换代，他所在

单位的大多数主战武器，陆续由牵引式改

装为自行式，车辆平台的可靠性成为决定

武器效能的重要因素，汽车修理岗位在战

斗力链条上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出来。

“最直观的变化，是我们的称谓从

‘修理工’变成‘修理技师’，‘修理所’改

编为‘修理连’。”钟林峰回忆说，“自那以

后，我们修理专业的小比武、小练兵逐渐

多了起来……渐渐地，一场全旅范围内

的汽车修理专业技能比赛拉开帷幕。”

2017 年，该旅举办首届汽车修理专

业技能比赛。回忆首次参赛经历，二级

上士季钟轩至今记忆犹新——虽然最初

赛事只有区区 4 个小项，但吸引了全旅

所有汽车修理技师的热切目光，“就好比

苦练了一身本领，有朝一日终于能参加

‘华山论剑’，你难道不想一展身手吗？”

最终，在那场他们期待已久的汽车

修理专业技能比赛上，季钟轩一举夺冠，

并 于 当 年 底 获 评 旅“ 练 兵 备 战 十 大 先

锋”。谈及此事，他脸上露出幸福的笑

容：“属于我们汽车修理技师的‘奥林匹

克’，由此开赛了。”

后续赛制不断升级，贴近
实战、战味更足——

过去比的是排除故
障速度，现在比的是实战
维修技能

回想起首届汽车修理专业技能比赛，

几 名 曾 登 台 参 赛 的 老 兵 直 言“ 略 显 单

薄”。季钟轩说，初期，赛事的几个项目大

同小异——无非是看谁拆装零件更快。

“操作速度固然是业务能力素养的

一方面，但绝非汽车维修的重点。”季钟

轩举例说，“修汽车和当医生是同样道

理，有些症状看似相同，但发病原理不

同 ，想 要 对 症 下 药 ，关 键 是 要 找 到 病

根。因此，修车最重要的是准确判定故

障原因。”

就这样，季钟轩和 10 余名修理技师

共同提出申请，建议修改后续赛制：由过

去比拼排除故障速度，改为由机关随机

设置故障，参赛选手自行排查并处置，并

按 排 除 故 障 的 成 功 率 与 操 作 用 时“ 加

权”，综合计算比赛成绩。

赛 制 改 变 ，源 于 修 理 技 师 们 的 一

段 特 殊 经 历 。 那 年 ，旅 里 组 织 实 装 训

练 ，一 台 车 辆 突 发 故 障 。 一 名 曾 在 首

届 汽车修理专业技能比 赛 中 取 得 名 次

的 修 理 技 师 前 出 排 除 故 障 ，可 耗 时 许

久 都 无 法 判 定 故 障 原 因 ，延 误 了 行 动

时 间 。 这 次 失 利 犹 如 一 面 镜 子 ，照 出

了此前赛事的短板。段利操深有感触

地 说 ：“ 有 什 么 样 的 赛 制 ，就 立 起 什 么

样 的 导 向 。 赛 场 必 须 对 接 未 来 战 场 ，

才能提升作战保障能力。”

就 这 样 ，第 二 届 汽 车 修 理 专 业 技

能比赛改变了赛制。段利操说：“这是

一 项 综 合 能 力 的 比 拼 ，既 考 验 官 兵 发

现 问 题 的 能 力 ，也 检 验 排 除 故 障 的 本

领 。 只 有 做 到 这 些 ，才 算 一 名 优 秀 的

汽车维修技师。”

此 外 ，这 项 比 赛 中 还 有 许 多 细 节

引人瞩目：参赛选手全程战斗着装，头

盔、战斗携行具一样不落；设置的故障

以 零 件 损 毁 为 主 ，模 拟 的 多 是 车 辆 遭

遇炮击、地雷爆炸等战场损伤；故障是

否排除则以能否完成作战任务为评判

依 据 …… 段 利 操 说 ：“ 简 而 言 之 ，就 是

要 想 方 设 法 让 故 障 车 辆 重 新 跑 起 来 、

投入战场。”

在这样战味十足的赛制主导下，修

理技师的日常训练更贴近实战。也正因

如此，包括段利操在内的许多官兵，相继

练成了“机械故障快速判别”“利用简易

工具维修”等技能。

2022 年，该旅参加一次演习活动。

在战场保障能力检验环节，修理技师受

命前出修复“战损”车辆。

接到命令后，兄弟单位的修理技师

推着野战电源车，拿着数十件专业工具

前出作业。令人眼前一亮的是，段利操

仅用一把电钻和一个简易工具箱便完成

抢修任务。

这一战，让段利操名声大振。在与

兄弟单位战友交流时，段利操发出邀请：

“明年我们举办汽车修理专业技能比赛，

邀请你们来观摩。”

从 单 一 专 业 比 武 发 展 为
多领域融合联赛——

比赛“含金量”逐渐
超出了奖牌本身

2020 年，该旅举办第四届汽车修理

专业技能比赛，10 余名兄弟单位的官兵

受邀前来观摩。目睹比赛全过程，某旅

一级上士陈全鑫坦言：“这是属于修理技

师的竞技盛会。”

该旅领导介绍，从那届比赛开始，夺得

冠军的选手除了参加表彰仪式、入选旅军

事训练“龙虎榜”外，还会被委以重任——

牵头负责本年度车辆维修保障任务。

“这相当于通过比赛实现‘揭榜挂

帅’，谁有能力就由谁来挑大梁，而非过

去的论资排辈、轮流坐庄。”段利操回忆

说 ，有 一 届 比 赛 ，下 士 李 天 宇 成 为“ 黑

马”，一举夺冠，“后来的年度大项演习任

务，他作为负责人带领一群高级军士执

行维修保障任务，没有人不服，‘靠技术

说话、凭能力立身’已成为鲜明导向。”

“就这样，高手为了守住冠军宝座，

新手为了争夺荣誉，都在不断苦练本领、

精进技能。”李天宇以更换重型车辆轮胎

为例介绍说，过去更换轮胎耗时很长，自

打有了这项比赛，用时纪录被接连打破，

这也推动了保障能力提升。

“精彩的比赛，吸引着更多选手参

赛。”李天宇回忆说，从第五届汽车修理

专业技能比赛开始，这项赛事开始有了

外单位选手——他们或自发报名参加，

或是兄弟单位推荐前来打擂，“总之，这

项比赛知名度越来越高。”

“我已经与 4 家兄弟单位 30 多名高

手同台竞技过，很受启发。”接过李天宇

的话茬，第六届汽车修理专业技能比赛

亚军、下士潘易鑫深有感触地说，“通过

开门办赛，让我清醒地认识到‘山外有

山、人外有人’，进而找到自身不足。”

从这项比赛中，有的人看到差距，也

有的人看到了努力的方向。

“毫不讳言，我当初定岗时主动申

请到汽车修理岗位，很大程度是受到这

项比赛的影响。”前不久，通过竞争选岗

来到修理连的上等兵龙俊宇说，刚入伍

时，他作为观众目睹了汽车修理专业技

能比赛，“选手操作行云流水，观众加油

声如潮，领奖台上众人瞩目……这些都

让我心潮澎湃。”

“有作为自然就有地位。”谈起这个

群体，龙俊宇如数家珍，这些年，汽车修

理技师队伍中，有的被陆军表彰为“装备

保障先进个人”，有的像段利操一样被军

队院校特聘为“部队专家”……如今，修

理技师在该旅成为热门岗位。

“此话不假。”谈及这个赛事带来的

人才聚集效应，该旅领导欣喜不已，“不

仅汽车修理专业技能比赛越办越好，‘钳

工岗位比武’‘焊工业务挑战’‘火炮修理

专业比赛’也相继展开，群众性练兵比武

正形成多领域融合联赛的新局面。”

比赛“含金量”逐渐超出了奖牌本

身。如今，“焊接工匠”“车床冠军”等专家

型人才相继涌现，向各自专业的冠军发起

冲击，部队战斗力建设也迎来了水涨船高

的可喜变化。

汽 车 修 理 技 师 的“ 夺 冠 心 路 ”
■李佳沅 蔡从润 禹翔超 本报特约记者 李佳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