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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连队荣誉室里摆放的奖杯奖牌数
不胜数，其中一座奖杯与我密切相关。去
年 8月，中国陆军代表队赴澳大利亚参加
“科瓦里-2017”中美澳三军联合训练，我们
旅 7人参加，我也是其中一员，并因表现出
色被授予了这座“尊重”奖杯。

时隔半年多，我仍然清晰地记得，8月
的澳大利亚正值冬春交替，塔利河依旧冰

冷刺骨，我们与外军队员在低水温环境中，
挑战激流漂流、溪降等课目，其中最具挑战
性的是 10米跳水。这个项目要从 10米高
的位置跳入激流中并脱险，我没多想就大
声报告：“让我先跳!”第一个纵身跃下。

第二天的激流漂流课目，跳入河中不
久，一个大浪向我拍来，导致我的肩关节意
外脱臼，剧痛让我差点儿晕了过去。岸上

的教练员连忙扔来救生绳，可由于水流太
急，我试了几次都没有抓住绳子。眼看就
要被湍急的水流冲下瀑布，我强忍着疼痛，
靠毅力单手游到了对岸。之后，我每天吃
止痛药咬牙参训，坚持完成了峡谷穿梭、登
山远足、海上皮划艇等联训课目。联训结
束后，我被授予象征“勇气、创新、团队精神
和尊重”四项精神之一的“尊重”奖杯。

那段日子虽然苦，却磨砺了我和战
友们坚韧的战斗精神。回来后，连队以
此事为例号召官兵接续传承革命先辈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鼓舞
全连官兵个个立下“战场行不行、凭实力
说话”的承诺，人人定下强军小目标，在
强军征程上奋力奔跑。
（朱 翔、孙小龙、记者武元晋整理）

让战斗精神成为真正的锋刃
■全国人大代表、第75集团军某特战旅下士 吴昌洁

曾经，“白天兵看兵，晚上数星星”是南
沙官兵单调枯燥守礁生活的最真实写照。
而今，我们正享受着 4G移动通信基站、数
字广播电视系统、政工网等通信基础设施
带来的便捷服务，“沧海孤礁”不再等同于
“信息孤礁”。

我记得第一次执行守礁任务时，受限
于当时的通信条件，无法收听广播，电视
只能收看几套节目，而且由于信号不稳

定，有时刚打开电视没多久，荧屏上就会
“雪花纷飞”，让我和战友们很是郁闷。

不久前，在上级的大力支持下，数字广
播电视系统正式在南沙投入使用。现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每天准时在
礁盘上空响起；电视变成了数字网络电视，
不但能收看近百套高清标清电视节目，还
有点播回放功能；通过网络电视光猫及机
顶盒上的WiFi信号，官兵们还可以用手机

等移动终端收看。
除了对生活质量的改善，岛礁通信基

础设施建设还拓宽了官兵获取知识的渠
道，成了思想教育的“助推器”。

时政述评是守备部队一项传统的思想
教育活动。以前，因为官兵获取信息渠道
有限，每次开讲时，常因为素材内容不够丰
富，让人听着打不起精神。今年准备述评
时，我借助互联网和政工网平台，收集了大
量资料，还请军校教员对我进行在线辅
导。述评那天，我旁征博引，赢得台下战友
阵阵喝彩。

通信基础设施的改善，只是南沙发展
变化的一个缩影。进入新时代，我们对守
卫南沙、建设南沙越来越充满自信。
（赵 建、特约记者周启青、本报记者

王凌硕整理）

沧海戍边有了信息化“翅膀”
■全国人大代表、海军某部四级军士长 于 峰

这些天，我在北京参加两会，我的连
队则在千里之外的演兵场上仗剑出击、傲
问苍穹。

当连长 4年多，我一步一个脚印走进
火箭军“十大砺剑尖兵”的荣誉殿堂，但更
让我骄傲的是，我们一连在严格的实战化
训练中磨砺出了锋芒，成为决战决胜的“尖
刀利刃”。

走进新时代，练兵备战分外急。导

弹战车留下的一道道辙印，绘就出我们
连备战打仗的“砺剑图”；大国长剑鸣啸
长空的一次次巨响，回响着官兵改革强
军的铿锵足音——

初春，深山密林冰雪初融。我们连
按照新大纲要求连续组织夜间火力突
击演练，反复锤炼“子夜亮剑”的过硬本
领。

盛夏，大漠戈壁骄阳似火。我们连奉

命出征，一路闯关破险，以两发两中的优异
成绩，出色完成火力突击任务。

深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红蓝”对
抗演练激起狼烟。我们连在快节奏、高
强度、超负荷、多干扰的较量中逼出“最
硬战力”。

严冬，北国边陲滴水成冰。我们连
在严寒条件下展开发射演练。气温降
到零下 30 摄氏度，白雪覆盖的发射场
上，我们展开一轮轮针对性、适应性训
练，探索形成多项“雪野亮剑”的训法
战法。
“让梦想放飞在强军路上，把青春凝铸

进大国剑锋。”这是我的青春誓言，也是连
队官兵的如山承诺！
（特约记者李永飞、田 亮、通讯员

肖云舰整理）

把青春凝铸进大国剑锋
■全国人大代表、火箭军某旅发射一连连长 尹 东

在我看来，革命摇篮井冈山既是红色
文化的沃土，更是一座精神富矿。

2012 年，我怀揣着对军营的美好憧憬
来到武警井冈山中队任排长。在中队荣誉
室，当我看着满墙的奖状和锦旗时，就暗下
决心：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来。可没过多
久，我就遭遇了“信任危机”。

那是一个周日的晚上，中队召开队务

会，二班长张福山突然向我开“炮”：“郑排
长落实‘五同’不够好。前几天组织劳动，
你只指挥，不动手。咱井冈山中队的干部，
任何时候都要干在先、干在前，干出标准
来！”

平生第一次听到如此尖锐的批评，我
面红耳赤，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事
后，时任中队长周昌武找我谈心，告诉我

官兵一致是井冈山精神的内核，也是中队
延续数十年的光荣传统。经过一番点拨，
我豁然开朗。后来,我主动与战士们打成
一片，战士们都说我身上的兵味儿越来越
浓了。

时间转眼过去，我也从青涩的排长成
长为一名基层主官，每当回想起这段刻
骨铭心的经历，我的心里总是不能平静：
在感恩党史军史和光荣传统教育激励我
成长的同时，我更加关注如何传承红色
基因，让“传家宝”走进新时代。如今我
正和中队官兵一起探索搭建一个时尚的
红色文化传播体系，增强红色传统的内
在吸引力，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成功！
（何宗卯、本报特约记者周勇敢整理）
本版版式设计：梁 晨、曹志国

让“传家宝”走进新时代
■全国人大代表、武警井冈山中队指导员 郑 浩

习主席强调：无论什么时候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

斗精神都不能丢。在党、国家、人民需要的时刻，军队就

是要有这股劲、这种精神。我们特种兵被称为尖刀，在我

看来，战斗精神才是这把尖刀上真正的锋刃。战斗精神

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艰苦的实战化训练中摔打磨砺

出来的。作为基层代表，我建议建设特种作战仿真实验

室，通过设置逼真的模拟蓝军、真实的战场环境，让官兵在训练演练中闻到战场

硝烟，体验作战感觉，进一步夯实过硬特战技能，培育顽强战斗精神，使仿真实验

室成为培育特种兵战斗精神的倍增器和磨刀石。

——吴昌洁

现在南沙岛礁兵力投送和给养主要靠舰船进行补

给保障，来回周期长，且费时费力。特别是蔬菜等物资

在吊装、搬运过程中易腐烂变质，对官兵守礁生活造成

了一定影响。而2016年，我国就已在南沙部分岛礁成

功进行了民用航班飞机的试飞。官兵们期待在不久的

将来，南沙兵力投送和给养补给是否可以更多地借助

地方优势资源，不断探索新的运补模式，走开军民深度融合的新路子，更好地

丰富改善官兵的守礁生活。

——于 峰

我们中队驻守在革命摇篮井冈山，肩负着“弘扬井冈

精神、当好红军传人”的光荣使命。这次我带来的建议是

建立和完善军史大数据库。前几年，我们中队因执勤目

标区域变化搬迁到新址。筹建荣誉室时，为了把中队历

史沿革和大事记核实清楚，中队干部走访了军地多个部

门，历时一个多月才把有关数据整理完成。今年的政府

工作报告中指出要“继承革命文化”，由此我们想到，现在是“云时代”，能否对各部

队史料、档案、文物进行系统整理，建立完善军史大数据库，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郑 浩

新年伊始，习主席向全军将士发布训令，强调要开

展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我这次带来3条关于群众性

练兵比武活动的建议。首先，建议构设逼真战场环

境，通过打造要素齐全、功能完备的小型训练场，依托

信息技术手段构建紧贴实战的训练环境，以此解决练

兵备战“真”的问题；其次，要强化真打实抗氛围，通过

人人排位、单元排序、奖优罚劣等方式，着力提升练兵

比武的质量效益；最后，要建立科学考评机制，创新训战一致的考评方法，切

实让考评实打实、硬碰硬，达到以考促训的目的。

——尹 东

东西南北中，陆海空天电。两会期间，来自基层一线的
军队人大代表在参会的同时，他们所在连队的强军故事也一
一汇聚到台前，呈现出强军兴军的生动画面—

砥砺奋进五年间，在习主席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将士
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以实际行动
展现出新时代的新气象新作为，在强军兴军新征程上留下

闪亮的足迹。
本期策划讲述基层代表与所在连队的强军故事，从

一个侧面反映基层官兵对两会的关注与期盼：为全面建
成世界一流军队持续努力、出谋划策。看！座座营盘，强
军故事正在进行时；听！步步坚定，强军征程全员加速
中！

3 月 6日晚，参加完当天的会议后，我
就拨通了指导员杨占先的电话。电话中，
我和指导员交流参会感受，说着说着就聊
到了两会期间单位战备值班这个话题上。
“你人在外面，就别操心这些事了！”杨

指导员笑着说道。
虽然人在会场，但我的心一直放不下

雷达站不足两平方米的值班方舱。

我所在的雷达站身处首都防空的“第
一道防线”。由于担负的空情保障任务
比较重，所以在旅里一直都是响当当的
荣誉单位，连续 9 年保持先进，多次受到
表彰。

随着这几年空情保障任务加重，特别
是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后，战友们
紧盯打仗，研战、学战、练战的氛围更浓了。

对我们雷达部队来说，小小操纵员连
着司令员，咫尺方舱、方寸屏幕系着“千
军万马”。以前战备值班时，战友们对于
不明空情上报都很谨慎；而现在，大家战
备意识更强，应对不明空情更有能力和
底气。

能力素质提升的同时，一批人才和尖
子走上战备训练的最前沿。去年底，我的
徒弟、中士满高健值班时，第一时间发现
不明空情并上报，荣立了三等功；今年，在
旅里组织的全旅战勤人员比武大排名中，
前 10 名操纵员有 4 名来自我们雷达站。
我们站也因多次正确处理不明空情受到
上级表扬。对于我们来说，情报合格率只
能是 100%。
（邵 蕾、本报特约记者张 雷整理）

方寸屏幕守护万里云天
■全国人大代表、空军雷达兵某旅四级军士长 刘伟修

我是城市防空作战部队的一员，也是空军广大基层

士官的代表。能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对我来说是荣耀更是

责任，因此这次两会期间我着重为自己所在的士官群体

“代言”。希望下一步能够围绕加强士官人才队伍建设，

制定出台更多更完善的制度机制和政策待遇，比方说放

宽士官家属随军条件、适当增加高级士官编制等，以解决

士官的后顾之忧。希望进一步增强士官的荣誉感，让更多优秀的士官人才愿意

留在部队，也有条件继续在部队服役，更好地发挥骨干人才作用。

——刘伟修

基层代表讲述连队强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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