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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北疆腹地，一场实兵对抗演练
火热展开。只见一个身影飞跃火障、跨
越战壕，突破多道火力封锁……随着几
声枪响，“敌”火力点被成功压制。这位
侦察尖兵，就是北部战区陆军某合成旅
上士田勇志。

田勇志在演训场上的英勇、沉着令人
印象深刻。“他的个性是在应对挑战中锻
造出来的。”提起旅里的这位训练骨干，指
导员魏献锋不禁为他竖起大拇指。

入伍第二年，田勇志被选送到上级
教导队参加预提指挥士官集训，由于文
化基础差，综合考核成绩一直落后。当
时，许多同志安慰他：“文化底子薄弱，
‘四会教学’没优势情有可原。”田勇志
却不信这个邪，他每天加班加点学习，
教材不离手、词典不离身……一个月
后，田勇志硬生生把10余个课目内容烂
熟于心，最终在集训结业考核中获得
“综合排名第一”的好成绩。

有一年，田勇志前往集团军参加狙
击比武。报到后他发现，其他参训队员
携带“88B 狙击步枪”，他手中却只有
“81-1式自动步枪”。“挑战是强者的垫
脚石。”田勇志深谙这个道理，“把射击基

本功夯实打牢，也能打出‘满堂彩’。”
为了争取宝贵的训练时间，田勇志每

次训练前都尽量少喝水，全身心投入备
战。比武前，集训队为他协调来一把狙击
步枪，还没来得及高兴，他发现，枪支存在
机械故障，每次射击后瞄准镜都会松动。
他迅速冷静下来认真研究故障，珍惜难得
的校枪机会调整瞄准景况，根据射弹分布
寻找解决办法……“啪！啪！”枪响靶落，
比武考官当场宣布成绩——田勇志凭借
50环的满分成绩位列第一！

在去年朱日和对抗演习即将打响之
际，旅队配发某型无人侦察机等设备，田
勇志拍着胸脯立下“军令状”：“一定克服
‘蓝军’干扰和陌生复杂环境，捕获战场
上关键有用信息。”他迅速将人员分成 4
组，按照“装备轮训、人装不停”训练方
式，加班加点日夜操练，逐渐揭开新型设
备的神秘“面纱”。

朱日和战场上，田勇志在敌后潜伏几
天几夜，利用新设备的
独特优势，向指挥所发
送有效情报百余条，为
旅进攻作战提供了及
时准确的情报。

在挑战中锻铸成钢
■田忠良 贾传强 仲崇旭

这是一名拥有 15 年军龄的老兵。
接受笔者采访时，西藏昌都军分区四级
军士长贾建的一个动作耐人寻味——
他的左手抬到一半又下意识放下，改用
右手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方向盘摸多了，养成习惯了，啥事

都用左手。”贾建憨厚一笑。皮肤黝黑，
脸色通红，头发稀疏……初次见面，贾建
的“高原气质”展露无遗，但在战友眼中，
他是个名副其实的技术能手。贾建能够
娴熟驾驶油罐车、康明斯、勇士等多种车
型，曾创下累计安全驾驶20万余公里的
佳绩，由于工作成绩出色，他多次获得优
秀士兵、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

贾建说，入伍 15年来，最大的收获
是练成了一个“左撇子”。兵之初，由于
在新训期间表现突出，贾建被选送至西
藏军区接受驾驶培训。新兵班长告诉
他，部队车辆多数为手动挡，高原路况
复杂，驾驶过程中右手需要反复完成换

挡……“要想练就
娴熟的驾驶技术，
就一定要练成左手
操纵方向盘平稳驾
驶汽车的本领。”

第一次驾驶汽车上川藏线，贾建便
有意识地磨砺自己“左手驾车”的功
夫。川藏线山高、路险、弯急，那次，贾
建驾驶康明斯汽车经过一处急转弯，他
猛踩刹车、快速减挡，右手刚离开方向
盘，汽车便左右摇晃失去了平衡，差点
撞上迎面驶来的货车……他惊出一身
冷汗。
“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驾驶员，就

必须练强左手的力量和灵活性。”贾建
暗暗和自己较劲。回到单位后，无论穿
衣、刷牙、倒水，贾建全都用左手完成；
平时没有出车任务时，他反复进行推举
哑铃、单手俯卧撑等训练。

在频繁的“左手养成”训练中，贾建
也闹出了不少“笑话”——出操时腰带
扣反了，被分区首长当场点名；饭桌上
他用左手夹菜，红烧肉总是送不到嘴
里，急得他一头汗……心若有恒，水滴
石穿。经过多年勤奋练习，贾建的左手
握力比右手明显提高。由于驾驶经验
丰富、技术好，贾建成了汽车班屈指可
数的“金牌驾驶员”，各项保障任务和比
武演练总少不了他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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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撇子”养成记
■欧阳大名 许凌康 余国勇

“快来看，咱们班的漫画登上政工
网头条啦！”11月 7日，东部战区陆军某
旅新兵三连一大早就传出喜讯，陈达
诚和战友们闻声而动，齐聚在连队电
脑前。鼠标轻点，旅政工网首页弹出
一组名为“新战友手绘萌漫，带你学习
十九大”的漫画。

这组漫画共 48 幅，分为“五年成
就、大会报告、强军梦想、献身实践”4个
部分，生动表现了报告精神主旨，再现
了官兵学习报告的点点滴滴。喜闻乐
见的表现形式，让这组漫画瞬间风靡旅
队，短短数小时，网页的点击率就已突
破一千大关。看到自己创作的漫画受
到官兵追捧，陈达诚难掩心中的喜悦。
“比起文字，漫画能形象地帮助战

友吃透十九大精神。”陈达诚说，在近
期部队组织的“学好十九大，争做打赢
兵”系列活动中，他发现一些新战友对
于报告内容理解、记忆起来比较费劲，
便萌生了发挥漫画特长将学习要点绘
画出来的想法，帮助战友更好地学深
悟透十九大精神。

新兵四连的辛强是一名来自四川
雅安的“00后”新兵，对于这组漫画他
真是爱不释手。小辛第一时间把漫画
打印、收藏了起来，他说：“我最喜欢那

幅‘军旗跟着党旗飘’，党徽、军旗相映
生辉，这让我进一步牢记了听党指挥
是不变的军魂。”

发挥官兵自身文艺特长宣传十九
大精神，极大地调动了基层学习热
情。除漫画作品之外，连队还鼓励有
书法特长的新战士积极创作，举办以
“学懂弄通做实”为主题的书法展；协
助有声乐表演特长的新战友排演特色
节目，并将节目编入十九大精神宣讲
小组中。
“能够发挥个人特长，参与十九大宣

传是最大的荣耀！”听说了连队让官兵以
自主创作书法作品的形式宣传十九大精
神的消息，新兵汪俊逸心情激动……连
日来，他一有空闲便反复研读十九大报
告全文，“要想激励战友苦练强军技能，
首先要练强个人本领。”他笑言。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关键要见

实效。”再次点开旅政工网网页，战友
“强军一兵”的留言引来频频点赞。据
了解，该旅自开展学习贯彻十九大精
神系列活动以来，新兵营先后完成了
战术考核、20公里徒步拉练等多项训
练任务，较好地诠释了“一不怕苦、二
不怕死”的战斗精神，综合训练成绩较
往年明显提升。

新战士萌漫作品传递党的声音
■黄远辉 罗守成 本报特约通讯员 盛洋迪

“有咱战士在山上，
管叫那荒岛变模样”
——摘自守岛官兵传唱

不衰的歌曲《战士第二故乡》

“风舞松枝沙跳舞，海风敲窗伴人
眠。”一位诗人曾这样描述角屿岛守岛
官兵的艰苦生活。

在岛上，一块镌刻着“三个一好”字
样的纪念石碑映入眼帘，碑身质朴无
华，蕴含的道理却深刻。

何为“三个一好”？官兵如是作答：
“一口好水井、一块好菜地、一个好猪
圈。”这些在普通人眼中最基本的物质
生活保障，却是当年岛上官兵内心的希
冀愿景。今天，“三个一好”更成为了守
岛官兵的精神坐标。

角屿十连所在营代理营长田鑫说，
1987年7月，时任厦门市副市长的习近平
来到“英雄三岛”慰问守岛官兵，当了解
到角屿岛是一座“三无岛”，部队官兵日
常所需淡水、蔬菜全靠民船运输，且一
旦遭遇恶劣天气就会“断水断菜”的情
况后，便立即协调地方政府为守岛官兵
解决生活保障难题。

那几年，军地双方齐心协力，很快为
岛上建起了“一口好水井、一块好菜地、
一个好猪圈”，从而解决了守岛官兵用水
难、吃新鲜肉菜难的问题，这就是被后人
广泛赞誉的“三个一好”工程。

一口好水井，从此官兵有了“生命
泉”。在岛上第一口水井钻探出可饮用
水之前，官兵们曾尝试在岛上打过 8口
井，但因为缺技术、没经验，这一心愿始
终未能实现。

为切实解决官兵吃水难题，厦门市
政府协调地方专业钻井队多次上岛，与
官兵一起勘察地形，翻查地质资料，精
确计算地表、地下水和海面落差，找准
打井位置。经过近 2 年的不懈努力，
“一口好水井”最终钻探成功。

一块好菜地，孕育“海上新绿洲。”
解放初期，角屿岛曾发生过一次炮战，

小岛每天承受着数以吨计炮弹的轰
炸。驻守岛屿 10 余载的连队司务长
唐登位曾听一位老班长讲起当时的情
景——随手抓起一把泥土，都能捡出
几块炮弹片，岛上寸草不生。

再后来，政府为官兵运来优质菜苗，
派出专家帮助连队改良土壤；全连官兵
积极行动，每逢官兵探亲归队、家属来队
都要带上几棵树苗、几包菜籽……日子
一天天过去，昔日的荒岛终于在官兵手
中变成了一片生机盎然的绿洲。

走进十连官兵耕种的菜园，每一块
菜地旁，都悬挂着标注有蔬菜生长规律
的“种植牌”，这些都是官兵亲手绘制的。

多年来，连队不断传承丰富菜地文
化，也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
湾精神”根植于官兵内心，“今年上半年
连队菜地总产量已达 6千斤。”说话间，
唐司务长喜笑颜开。

一个好猪圈，军民共建“海上南泥
湾”。过去，由于自然条件恶劣，缺少
养殖经验，岛上养殖的牲畜很难成
活。为此，地方专家想了不少办法，
引进优良品种，配置专门饲料，定期
接种疫苗……先是养活了猪，后又养活
了鸡、羊，让昔日的荒岛充满了生机。

如今，岛上已建起一座占地 140平
方米的现代化养殖基地，五六种禽畜长
势较好，在改善官兵伙食的同时，也为
小岛增添了几分活力。

登上这座小岛，记者欣喜地发现，
守岛官兵的生活条件也发生着翻天覆
地的变化——岛上绿树成荫，一座座花
园式营房里，新式床柜、热水器、抽湿
机、多功能饮水机、电熨斗等应有尽有，
昔日的“海上上甘岭”俨然成为一座“海
上新家园”。

“凝望咫尺的金门，
扎根祖国最前哨”
——摘自守岛官兵集体

创作的歌曲《角屿之歌》

在角屿岛码头，一块刻有“镇海”两
个鲜红大字的巨石格外显眼。

十连官兵说，这是连队首任连长闻镇
海亲手篆刻上去的。也是从那时起，守岛
官兵便将“平时当战时，前沿当前锋，尖刀
铸刀尖，一线创一流”的连训牢记于心间，
化作爱国守岛的铮铮誓言和实际行动。

岛上的一面墙壁上镌刻着一个“群
英谱”，记录着那个硝烟弥漫的战斗岁
月。一天，对岸的金门守军突然向角屿
岛开炮，2名正在海边值勤的守岛战士
被炸伤。连队军医程国财闻讯后，赶忙
背起急救箱冲向海边，不料又一发炮弹
呼啸袭来……程国财壮烈牺牲。

为了纪念这位英勇救人的守岛英
雄，战友们将他的名字镌刻在“群英谱”
上。事实上，“群英谱”上每一个名字的
背后，都有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角屿
岛也因此被称为“英雄之岛”。

数十年来，为了将“恪尽职守、精武
强能”的光荣传统不断赓续，连队相继
建起“长征精神”文化墙，布置“望金门”
文化长廊，举办军事题材根雕、石雕艺
术展，将岛上的一条条道路命名为“回
归路”“爱岛路”“华美路”“爱厦路”……
一个个具有哨所文化、阵地文化的特色
“军营创意”，不断激发守岛官兵敢打敢
拼的血性豪情。

扎根孤岛磨利剑，乐守天涯砺精

兵。驻守海岛 12年的十连观察所原所
长殷文斌，是连队侦测观察专业的骨
干。他每天守在观察所，对着观察镜一
盯就是几个小时，刻苦磨砺观察技能；
业余时间，他对照录像资料，分析辨别
海上各类交通工具的声音特征……几
年下来，殷文斌练就了“听音识物”“听
音辨方位”的硬功夫。

某一天深夜，殷文斌所在哨所前方
海域突然传来“轰”的一声巨响，由于当
时海面能见度低，一时难以判明情况。
紧急关头，殷文斌依据“响声大小、声源
方位”预判为“撞船事故”……随后，哨所
官兵利用夜视仪观测，果然发现海面上
两艘船只相撞。危急时刻，守岛官兵迅
速出动，及时搜救出多名落水群众。

作为前哨尖兵，必须练就一流本
领。日常战备训练中，连队立足岗位建
起练兵比武“大平台”，常态化开展“强素
质、练打赢、当尖兵”活动，组织官兵同台
竞技，激发精武强能热情。连队还与“鼓
浪屿好八连”在陌生海岛展开对抗，提升
协同守岛作战能力；积极开展小竞赛、小
考核活动，形成比学赶帮浓厚氛围。
“前哨有我们守卫，请祖国和人民

放心！”采访中，记者发现，这一誓言已
成为角屿十连官兵的共同心声和自觉
追求。

“我爱我的岛之家，
站岗放哨为国家”
——摘自连队原四班班

长林晓嵘创作的歌曲《岛之家》

角屿岛虽然不大，但在守岛官兵眼

中，这里既是他们忠诚守卫的地方，也是
他们悉心建设的思想之家、知识之家、心
灵之家，更是他们成长成才的大舞台。
“岛上要举办‘花博会’了！”近日，

“团日活动”结束后，连队团支部书记潘
兴龙宣布了这个喜讯。很快，各个哨所
官兵纷纷用花草树木装扮宿舍。
“看，参展品种真不少！”六班班长

严海文说，“三角梅”扎根海岛不惧艰
苦，“铁树”枝叶繁茂无畏风雨，“美人
蕉”四季常青品格高贵，“灯笼花”象征
着守岛官兵期盼万家团圆的心愿……
岛上每一朵盛开的花朵，都凝结着官兵
倾心培育的心血。

扎根海岛，乐守天涯。丰富多彩的
海岛文化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郁
郁葱葱的树林里，随处可见官兵用贝壳
精心装饰的“格言警句”；崎岖蜿蜒的小
路边，官兵亲手制作的根雕、沙雕点缀
其间……今天的角屿岛如同一座“精神
家园”，砥砺官兵扎根海岛、建功立业的
壮志豪情！

官兵们说，多年前，岛上军营文化
生活十分匮乏，“白天兵看兵、晚上数星
星”，文化娱乐离不开“老三样”：打篮
球、下象棋、玩扑克。

上世纪 90 年代，厦门市拥军模范
刘维灿赠给十连官兵每人一把吉他，还
请来音乐老师，教会官兵弹奏吉他，从
此，深海孤岛时常飘出优美的旋律。

如今，由连队官兵组建的“百人吉
他队”，已逾 20 次走进央视荧屏，一展
守岛官兵的新时代风采。

前几年，上级筹资建造的“角屿文化
活动中心”落户小岛。面积近 600平方
米的活动中心，集图书室、电子阅览室、
乒乓球室等文化娱乐场所为一体，官兵

实现了学习有平台、成才有依托的愿望。
去年，守岛官兵自发成立“海之

音”电声乐队，连队的“角屿前哨网”
和网络版《角屿卫士报》也办得有声有
色；为满足不同兴趣爱好战士的需求，
连队成立了书画、球类兴趣小组，先后
开设“海之韵”小广播、“海之魂”读
书演讲擂台……守防官兵的业余文化生
活日趋多彩。
“我收获了友情与荣誉”“我增长了

知识与才干”……采访中，官兵们用朴
素的语言，述说着各自的成长和收获。

据介绍，连队积极与地方大学展开
共建，在岛上开设网络远程教育课程，
定期聘请高校教师进行在线辅导。近 3
年来，十连已有 87 名官兵实现了在线
学历升级，老连长于铭东还利用业余时
间攻读，考取了硕士研究生。

多年前，曾有一位将军上岛视察，
写下“自力根生”四个字。他特意将
“更”字换成“根”字，赞扬官兵“苦中不
言苦、苦中见精神、苦中有作为”。

把生命之根、理想之根、奋斗之
根深扎于海岛的泥土中，这，正是角
屿十连官兵爱岛守岛、忠诚作为的原
因所在。

●把生命之根、理想之根、奋斗之根深扎于海岛的泥土中，这，正是角屿十连官兵爱岛守岛、忠诚作为的原因所在

角屿之歌：岛是海的眼，兵是岛的眸
——东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角屿十连传承“海上南泥湾精神”爱岛守岛建岛素描

■本报记者 朱 达 通讯员 余修远

图①：角屿十连所在营代理营长田
鑫在“三个一好”石碑前带领官兵重温

连队艰苦奋斗历史；图②：上世纪90年
代，连队官兵悉心照料一方菜地；图③：
当年连队低矮潮湿的石头营房；图④：
11月初，连队官兵重温入党誓词；图

⑤：战士们在军营网吧学习娱乐；图⑥：
官兵们练兵备战永不懈怠，这是近日连

队组织官兵开展军事训练。

孙文毅、程开明摄

这里面积仅为0.19平方公里，

地形狭长，最窄处仅50米，因形状

酷似牛角而得名；这里与金门一衣

带水，退潮时距金门仅1750米；这

里曾是无水、无电、无居民的荒凉小

岛，“风唱歌，沙跳舞，马尾松拉二

胡”是它的真实写照……

这便是位于祖国东南沿海的

“英雄之岛”——角屿岛。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东部战

区陆军某海防旅角屿十连驻防该

岛，这个昔日的“海上上甘岭”成为

“兵之岛”。凭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无

限忠诚，一代又一代守岛官兵坚强

守防、艰苦创业，练兵备战、守岛建

岛，以岛为家、以苦为荣，用钢铁肩

膀扛起戍守“东南第一哨”的使命任

务，将“海上南泥湾精神”的红色基

因代代相传。

岛是海的眼，兵是岛的眸。有

一首歌唱得好：“风起浪儿高，当兵

上了岛。井水咸、烛光摇、荒岛拍浪

礁。凝望咫尺的金门，扎根祖国最

前哨……”初冬时节，本报记者踏上

这座“英雄之岛”，聆听属于守岛官

兵的“角屿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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