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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观察哨

记者探营

“‘金牌机械师’维护的战机，随时能
出征！”

春节过后，记者走进西部战区空军
航空兵某旅采访。说起代理机械师、二
级军士长陈彬，和他一道担负机务保障
任务 15年的副旅长王勇，语调中洋溢着
满满的笃定。
“战备机位上停的那架战机，就是老

陈维护的。”暖阳下，战机全副武装，高昂
机头，一副展翅欲飞的战斗姿态……
“飞机旁的老兵就是陈彬。”顺着

王勇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这名老兵
身材敦实，表情淡定，全神贯注地盯
着战机。

战机在试车，轰鸣声摄人心魄。陈
彬站在发动机尾喷口数米开外，静静注
视战机。突然，他眉头微蹙，示意停车。
之后，陈彬绕到机腹下，像检查身体一样
反复抚摸。
“一切正常！”片刻，陈彬竖起大拇

指。机场温度很低，他的脸颊冻得通红，
表情却平静若水。

多年的保障经历让他变得异常敏锐。
有一次，战机蓄势待发，准备升空作
战，却被陈彬紧急叫停。“怎么回事？”
飞行员爬下座舱，陈彬从机腹下探出头
来，用油乎乎的手朝平尾一指：“液压
油！”

只见一股淡红色的油液顺着发动机
壁溅出了半根筷子粗。原来，平尾方向
舵机意外裂缝，陈彬敏锐地察觉到异
样。那天，战机升空后如果液压油漏完，
飞行员无法操控战机就只能弃机跳伞。
“航空机务兵要为战斗胜利负责，为

战友生命负责，为国家财产负责。达不
到 100分就是 0分！”39岁的陈彬语调坚

定。保证这 100分靠什么？是极度负责
和精湛技术！

去年的一天，陈彬像往常一样沿着
战机检查路线仔细巡查。在检查到飞机
前缘襟翼时他格外小心，因襟翼内的钢
索不便于肉眼观察，只能用指尖慢慢摸
索。当他触摸到第三根钢索时，感觉有
些扎手。
“肯定有问题！”陈彬顺势将手向里

探去，发现钢索内侧毛糙，局部连接濒于
断裂。好险啊！这处隐蔽性极强的故障
若没有被及时发现，将影响战机起降时
的升力，严重危及飞行安全。
“飞机是个复杂精密的机械体，每

次飞行都有 47个部位要检查。拿起解
刀、穿上机务服，心就要静，眼中就只能
有飞机。”面对现场一片赞叹，陈彬依旧
平静。

陈彬是三代机部队第一批培训的代
理机械师。言语不多，泡在机场年复一
年一板一眼重复着同样的维护动作，战
机 9大类系统、200余项飞机发动机重要
参数烂熟于心，创造了 21年零事故的安
全纪录，总结出不同飞行阶段的多套独
家保障“秘笈”，将战机准备时间缩短了
一半，成为官兵心中首屈一指的“金牌机
械师”。
“一切为了打胜仗”——这才是陈

彬心中的“金牌”。前年，他奉命带领
机组成员前推至边陲某机场执行紧急
任务。星夜兼程抵达战位，他立即展

开地面设备、检查战机管路、调整发动
机性能参数，迅速担负起二等战备值
班任务。

3个月里，白天“滚动式”保障空
中警巡，晚上加班检查维护战机，高
强度任务让他的腰伤复发，蹲在机腹
下工作时常疼得直不起身。而他始终
咬紧牙关，专注“放飞”着一批批战
鹰，实现了战机任务全程无故障。
“战机维护必须万无一失！必须

100%！”采访结束时，这名已保障安全
飞行 2500 余小时的老航空机务兵，又
像铆钉一样铆在“放飞”了 21个春秋的
战鹰上，正飞向强军征程中更高更远
的天空……

本报讯 杨欢报道：春节刚过，正
在江苏老家休假的西部战区陆军某部
修理连副连长聂鹏飞给千里之外的部
队战友打来电话，只听他说：“我老婆生
了个小子！六斤六两！我们全家都特
别高兴！”

追溯聂鹏飞的这桩大喜事，还得从团
里的问卷调查说起。一次问卷调查中，聂
鹏飞回答“你当前是否有比较烦心的事”
时写下：“婚后两地分居，家中老人期盼早
日抱孙子，总是电话催促不断，心里很苦
恼！”

团领导从问卷调查中得知聂鹏飞
这一苦恼后，立即对全团已婚干部夫妻

分居状况做了深
入了解，发现有的
基层干部因工作
走不开，难以正常

休假；有的家属临时来队，没有住房保
障。为此，团里采取代职、调休等措施，
确保干部正常休假；腾出 8间公寓房重
新粉刷装修，配齐生活必需用品，作为
家属临时来队住房，确保官兵及家属拎
包就能入住。聂鹏飞爱人两次临时来
队，都住上了公寓房。

除此之外，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并解
决的问题还涉及方方面面：下发伙食问

卷，根据不同季节特点和人员地域喜
好，精心制订食谱；对家庭困难的官兵，
无须本人申请，组织主动帮助；为考学
战士专门安排时间，组织集中培训……
“问卷就是问心，问心就得暖心。

2018 年我们要把问卷调查制度化常态
化，俯下身子多听官兵心声，把问卷调查
的‘下篇文章’做细做好。”团领导对笔者
说道。

西部战区陆军某部

问卷调查做好“下篇文章”
本报讯 李本学、张居俊报道：“请

大家再仔细检查一下证件是不是都带齐
了？”2月 24日早晨，第 78集团军某旅反
坦克导弹连下士唐刚平在连队门口就坐
上了单位的会诊专车，带车干部还温馨
提示他带齐所需材料。
“旅里的暖心举措，真是解了我们的

老大难。”回想起此前的一次会诊经历，
唐刚平十分感慨。当时他在训练中不慎

拉伤了腿部韧带，卫生连诊断后安排他
第二天到 100 多公里外的体系医院会
诊。订购车票时小唐发现，要想赶在上
午下班前到医院，只能乘坐早晨 5点 40
分的火车。从连队走到营区大门有两公
里多的路程，即使腿脚轻便也要走上 20
多分钟。

第二天，小唐 4点钟就起了床，好
不容易在战友的帮助下走到了大门口，

可由于营区较为偏僻，门口根本就没有
出租车往来。没办法，小唐只好又向外
走了近 3公里，才拦到一辆出租车，却
还是没有赶上火车。

糟糕的就诊经历让他心情郁闷，当
天就通过旅政工网给旅领导提意见。
没承想，旅领导不到 24 小时就找他了
解情况，并指示机关征求基层意见，尽
快拿出解决办法。经过研究，该旅决
定安排车辆负责接送会诊官兵，各单
位提前一天上报就诊人员名单，由部
队管理科负责制订接送计划表。

如今，会诊专车直接开到就诊官兵连
门前，旅里还指定一名军医随队保障。以
前个别官兵因为嫌
麻烦到驻地地方医
院自费看病的现象
再也没有了。

第78集团军某旅

会诊专车开到连队门口

今年新春，我和艾莉结婚啦！对于
已经 33 岁的我来说，这可是一件天大
的喜事。

其实，早在牵手艾莉之前，单位领
导、家人朋友没少给我搭桥牵线，但在
比武场连连夺冠的我，情场上却屡战屡
败：女孩或借口说我“海拔太高，高攀
不起”，或嫌弃我“黑里透红，聪明
‘绝顶’”……谈“吹”过一个“加强
班”后，我倍感无奈，一度做好了孤独
终老的准备。

转机出现在去年 4 月。调整改革
后，我被分流到现在的连队，连队不仅第
一时间帮我制订了“‘脱单攻坚’规划”，
还积极协调军地帮我找对象。

起初我并没抱太大希望，可一天
父亲给我打来电话：地方政府牵线，
女方希望你返乡相见。连队得知后迅

速调整了我的工作安排，把我“撵”
回了家。

那女孩就是我如今的妻子艾莉。艾
莉从小就崇拜军人，我也尽可能抓住有
限时间展现军人的优秀。没多久，我俩
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凯旋”归队，我和艾莉时常电波传

浪漫、书信通感情。然而好景不长，热恋
期后，艾莉开始对我俩能不能走到最后
表示担心，有了分手的念头。那段时间，
我心痛难过，但又不知所措。

听说这件事后，身边战友一边对
我疏导劝解，一边给我出谋划策，连队
还专门为我策划了一场“爱情保卫
战”。

课余时间，两名已婚士官为我量
身制订了《爱情“三十六计”》，传授我
恋爱经验；战友李顾丰指点我写诗传

情；战友张世音为我制作“求爱礼盒”；
连队还把我比武夺冠、立功受奖的镜
头和战友们的祝福视频刻成光盘寄给
了她……

全连战友接续助攻，一个月后，艾莉
主动打来电话，商定我回家休假的日期，
以便与双方父母见面。突如其来的好消
息，让我不禁欣喜若狂。

今年 1 月，连队催着我回家完婚。
双方父母商定：日子宜早不宜迟，揪住年
尾巴，就在腊月二十八！

（张鹏、姜奇骏整理）

连队助我打赢“爱情保卫战”
■驻藏某旅四级军士长 景 杰

“班长，你咋演得这么好呢？我都
看哭了。”今年初的北京卫戍区某警卫
团“钢盔卫士”评选晚会上，情景剧《我
和荣誉有个约定》让台下的新兵黄杰
热泪盈眶，一遍遍重复着扮演主角的
四连班长王晓宽的那句话：“争第一、
当好兵，不管结果是啥，我从没后悔过
和荣誉的这个约定。”

久久注视着台上黝黑精瘦的王
晓宽，团政委朱威明告诉记者，这个
兵他太熟悉了，王晓宽之所以演得
这么好，因为他演的就是他自己。
“说出来你肯定不相信。”和记者交

谈时，朱威明先摆了摆王晓宽的“牛事
儿”：全师举行基层业余文艺汇演，14
个节目他带着战友参演 6个半；全团几
百个新兵，自己的连长、指导员还没认
清楚，先认识了王晓宽——“王班长的
节目好看！走心。”“可你知道吗？王晓
宽搞文艺是半路出家。他以前是全团
的训练尖子，他要说自己是全团军事训
练第一，还真没人敢叫板。”朱威明对记
者夸着王晓宽，语气里全是自豪。

王晓宽当新兵刚下连时，班长李
新新听他自己说轻装 5 公里越野能
跑 进 19 分 钟 时 ，那 是 一 百 个 不 相
信。上跑道一测：18 分 27 秒！比连
里老兵都快。王晓宽一“跑”而红，大
伙儿都争着来看这个新兵，李新新竖
起大拇指，打心眼里服了气。王晓宽
这一跑就停不下来，后来他以 16 分
25 秒的成绩创造了全团轻装 5 公里
越野纪录，至今无人打破。

那一年，全师在风沙弥漫的大漠
戈壁进行反恐维稳应急处突集训，刷
牙洗脸就三缸子水，吃饭喝汤碗底都
有一层沙子，几星期没洗的迷彩服都
能“立”起来……苦与累不是白吃
的，王晓宽把全师 300多名精英甩在

身后，在最后的尖子考核比武中一举
夺魁，年底荣立三等功。

在全团每年只有一个提干名额的
激烈竞争中，王晓宽一连三年都与提干
失之交臂。“回想自己一路成长，团里给
我机会参加各种比武竞赛，又给我立功
授奖，知足了。”这条铁骨铮铮的汉子没
有被挫折打垮，依旧以最饱满的热情，
投入到每一天充实的训练工作中。

然而，更严酷的打击却接踵而
来。在参加北京卫戍区全能尖子比
武中，代表全团出战的王晓宽在 400
米障碍翻越高墙时，意外失手腰部
着地。当他尝试着站起来时，左腿
已使不上劲儿，脚跟一沾地就钻心
地疼。“我一定要上！”几天后，他打
着封闭强撑着参加完比武，拿到第
6 名。

那次失误后，王晓宽的左腿一直
没有完全恢复，他再也没能登上热爱
的比武场，只能看着战友们训练，一
度心灰意冷。
“你忘记自己最初的想法了吗？”

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后，王晓宽捧着大
会报告，扪心自问，他一度有些麻木
的心猛地被戳醒了：“王晓宽，你就这
样被打趴下了吗？你配得上‘钢盔卫
士’的称号吗？”那天夜里，从不轻易
流泪的他在操场上号啕大哭。

当王晓宽又一次走进人们的视
线时，他已经靠着一些基础的乐理知
识，开始了军旅路上又一次突击——
主动向组织申请到业余演出队。“当
兵就当个好兵，哪怕还剩最后一年。
‘钢盔卫士’不相信眼泪。”王晓宽这
样告诉记者。

比武场夺冠军，舞台上拿第一，北京卫戍区某警卫团上士王晓宽
用党的十九大精神激励自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不同岗位直面
挑战敢决胜—

“钢盔卫士”不相信眼泪
■本报记者 武元晋 特约记者 周景红 通讯员 戴麟权

1942年，中央警备团划归中央军

委领导，由叶剑英分管。叶剑英在全

团大会上说：“中央警备团应改名，不

叫警备团，叫钢盔团。”接着，他缓缓

地说：“钢盔是干什么的？钢盔是保

护脑袋的。中央警备团是保护全党的

脑袋——党中央的，所以，应该叫它钢

盔团，你们说对不对？”大家恍然大悟，

齐声答：“对！”

这就是北京卫戍区某警卫团“钢

盔团”称号的由来。历经岁月考验，凝

聚成了“忠诚、坚韧、勇武、胜战”的“钢

盔精神”。

叫得响不易，打得响更难。从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到做让党和人民

放心的“钢盔卫士”，都离不开只争朝夕

的拼搏、矢志不移的坚韧。在采访中，

记者一次次被王晓宽感动着：都说隔行

如隔山，能在不同岗位和领域都做到个

中翘楚，试问几人能做到？常言说在哪

里摔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只有身处其中

才知其中艰难。

我们相信，心怀这份坚守，始终不

变初心，在改革强军的路上每个人都

是勇士，千千万万个王晓宽正在奋勇

前行。

坚守初心 方为勇士
■武元晋

学懂弄通做实十九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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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心语

穿上机务服，我的眼中就只有飞机。 ——陈彬

阳春三月花初绽，“最美军嫂”分

外妍。3月初，新疆军区某红军师举行

“最美军嫂”颁奖活动。仪式现场，陈

茜、刘娟、卢景等10名“好军嫂”手捧鲜

花、肩披绶带，走上领奖台接受表彰。

师政委雷鹏介绍，近几年“三八”

国际劳动妇女节前夕,他们都会开展

“最美军嫂”评选活动，表彰传承好家

风、甘当贤内助的“好军嫂”。

“你无悔的支持和奉献，让我激情

满格阔步强军新征程。”聆听完军嫂们

的事迹报告，官兵们纷纷表示，要把军

嫂们对军人的理解和支持转化为练兵

备战的强大动力，以更加饱满的热情、

更加昂扬的斗志，投身到强军兴军实

践中。

图为红军师“最美军嫂”参观师

史馆。

“最美军嫂”分外妍
■那文兰 李 康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