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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军 衔 没 有“ 杠 ”和

“星”，“双枪”也是亮晶晶

那一刻，第 80集团军某合成旅四级
军士长于志伟，觉得自己肩上的军衔如
此荣耀——

今年3月 12日上午，全国人大代表、
第 71集团军某旅士官班长杨初格西，受
到习主席亲切接见。看到这一电视画面
后，于志伟感觉“心都跳得格外有劲”。
“尽管我没在现场，但习主席给了

我们士官这么高的‘定位’，我觉得非常
自豪！”连队组织新闻日评，于志伟第一
个站起来发言：扛着士官军衔不是来
“打工”，而是来打仗。

“哗——”话音刚落，掌声如雷。
“这掌声是情感的认同，更是全体

士官的心声！”该旅政委杨春文告诉记
者，于志伟的有感而发能收到满堂喝
彩，背后有一段故事——

原来，于志伟毕业于常州工学院。
2009年 8月，看到全军招收直招士官的
通知后，他只是抱着找一份工作的念头
参军，“就当打几年工，上士干满后退役
回家还能分配工作”。

入伍后，部队请来优秀士官标兵与
大家座谈。于志伟惊讶地发现，很多
“老班长”一干就是十几年、二十几年，
在部队建功立业。这，深深地震撼了于
志伟的心。重新审视自我，于志伟找到
了人生坐标——士官，就该体现士官的
价值！

这些年，于志伟 3次主动留队，成长
为全旅唯一的坦克电气专业士官教员。
“只要部队需要，我就一直干下

去！”和于志伟有着一样感受的，还有该
旅汽车修理技师、五级军士长李森。

2006年，李森满怀希望参加提干预
选，却再次与提干擦肩而过。这意味着
已到提干年龄上限的他，再也没有机会
跨入军官的行列。“士官不是‘官’，这兵
还要继续当下去吗？”

一个周末和战友下象棋。棋盘上，对
手两车尽失，但却靠着一个小卒将自己将
死。围观者感慨：卒子过河抵大车啊！

一句无心之言，让纠结于“走与留”
的李森陷入深思：部队不就像这盘棋一
样吗？既然成不了“将”，就做一个扛大
事的“卒”！

从军 20载，李森先后 4次拒绝地方
高薪聘请的诱惑，始终痴心钻研军用汽
车修理，10余次蝉联旅以上单位“汽车
综合排障”比武第一。
“士官的‘官衔’不大，但责任重大；

地位不起眼，但作用很耀眼。”回望走过
的路，李森依然初心不改：“虽说咱军衔
没有‘杠’和‘星’，但‘双枪’也是亮晶
晶！”

肩上粗细如梁“几道

拐”，扛起打赢千钧担

“真没想到，一个普通士官竟然敢

挑战高技术难题！”该旅四级军士长、无
人机操作技师张卫士的故事，深深吸引
了记者。

那年，上级按照作战编组给连队配
发无人机装备，“宝贝疙瘩”还没看够，
连队干部就发了愁：全连没人懂操作，
咋办？
“我来试试！”当时还是连队文书的

张卫士主动请缨。无先例、无教材、无
“师傅”，咋突破？两个字：研究！

那段时间，“说明书”成了张卫士的
“口袋书”。为了体验实际操作，他自购
简易无人机进行“试飞”。有人说张卫
士走火入魔了——就连给儿子买的玩
具，也全都是各类无人机模型。

为掌握先进的无人机设计理论，张
卫士利用休假时间跑到科研院所当“临
时工”，他的钻劲感动了专家。一位专
家感叹地说：“搞科研不论身份，这个小
伙子肯定能有出息。”

2013 年，“全军装甲车载无人机教
学成果”比武擂响战鼓。进入决赛的 10
名选手中，有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有在教学岗位几十年的“老资格”。然
而，让人意料不到的是，士官张卫士操
作无人机刷新纪录，成了“黑马”！

痛失金牌的人不断追问：这半路杀
出的张卫士，以前咋没听说过啊？现场
专家评委感叹：他的技术水平在全军也
极为罕见！自此，张卫士名声大噪。
“这样的人才，你们有多少，我们要

多少。”有个军工厂领导闻讯赶到部队
“求贤”。部队领导笑着拒绝：这样的

“士官专家”，不仅装备工厂想要，技术
院校想要，未来战场更需要。
“责重山岳，能者方可当之。小岗

位连着打赢大事业，小士官也能干出大
作为。”旅参谋长吴月超感慨地说，战斗
力建设就好比一根环环相扣的链条，每
个岗位都是不可或缺的节点，再先进的
装备都要由士兵去操作，再好的战略战
术都要靠士兵去实现。

粗细如梁“几道拐”，扛起打赢千钧
担。记者采访中发现，该旅像张卫士这
样有“几把刷子”的士官大有人在。

2016年6月，该旅为驻华武官演示军
事课目。一位手持摄像机的驻华武官，把
镜头对准了乘车射击课目演示现场。

百米外，一名士官利用地形，连续
变换战术动作，抵近一辆装甲车后，几
步便从装甲车顶部驾驶窗钻进车内。
车辆启动、加速，越过沟坎后，在车辆自
驾的情况下，这名战士下车对百米外的
目标进行射击，然后再登车驾驶……

看得入了神，这名驻华武官竟然忘
记了转动手中摄像机的镜头。“中国士
官了不起！”与他同行的 30余名驻华武
官得知这名士官的名字叫张真强，用不
太地道的汉语连声称赞：张真强，真强！

该旅指挥通信连还流传着这样一
个趣事：一次通信专业理论考核，一道
题为“通信电台短波调制解调器不工作
怎么办？”其中一份试卷上竟然写着：找
中士王子健。
“这个‘答案’貌似搞笑，却足以证

明士官在战斗力建设中的作用不容小

觑。”该旅旅长耿大勇掂着手中的《全旅
士官人才花名册》说：“抓部队训练，士官
人才犹如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啊！”

把士官的“士”倒过

来写，就是一个“干”字

17年的光阴意味着什么？
为人父母者会说，那是一个孩子从

呱呱坠地到朝气蓬勃的时间。采访中，
该旅领导却说：那是装甲技师、三级军
士长杨国丰从入伍时的“青涩少年”成
为“组训专家”的距离。

上互联网搜索“士官杨国丰”，立马
会“弹”出两条信息：第一条便是解放军
报的《“疯狂坦克手”》，那是9年前关于杨
国丰驾驶坦克“漂移”的报道；后一条出
自中国军网，题为《了不起的老班长：既
可霸气“逆袭”，又会“疯狂驾驶”》。下面
有个跟帖，就俩字——人才！

当兵 17年，开了 17年的坦克，杨国
丰没有停下追逐打赢的脚步。有人问
他：“你都是连队的‘老资格’了，干嘛还
要这么折腾？”老杨嘿嘿一笑：“兵越当
越老，越觉得会的太少啊！”

回想起去年底接到任营部参谋通
知的那一刻，三级军士长陈中波依然感
觉“像做梦一样”。

因为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手握
全营“日常训练大权”的岗位，会出现士
官的身影。

一项制度改革，激起千层浪花。该

旅政治工作部主任张锋说，士官参谋的
亮相，提出一个新命题：新时代士官该
怎样当？

找准“定位”的陈中波开始了新一
轮“士兵突击”，他提出的“单兵共同课
目训练指导法”被全军多家单位推广。

强军路上，“兵头将尾”在冲锋！采
访中，记者分明能听到一支军队士官素
质破土拔节的声音，他们用坚韧不拔的
意志与毅力做支撑，实现着新的跨越。

夜深了，该旅电子对抗连二级军士
长赵春生还在某型装备方舱里忙活着。
“雷达连整建制改编为电子对抗

连……”去年部队改革调整转型，和老
赵青春相伴的雷达退役，20 多年练就
的“独门绝技”没了用武之地。

全连官兵不禁嘀咕，已届不惑之年
的赵春生会咋干？大家看到，老赵的倔
劲儿又上来了：新装备操作速度慢，他
就拜新兵为师；为掌握专业语种识别课
目，他开始自学英语……

改革半年后，赵春生再造“神话”：
专业考核全优。随后，他又以优异成绩
成为所在部队第一个进入技术尖子人
才库的士官。

前不久，营里为赵春生举行了隆重
的高级士官晋衔仪式。载誉归来，赵春
生却一头扎进装备方舱，一泡就是一整
天。有战友对此不解：你都是名副其实
的“兵王”了，为啥还这么拼？

他说，把士官的“士”倒过来写，就
是一个“干”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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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是来“打工”，而是来打仗
——第80集团军某合成旅士官群体发挥强军兴军中坚作用新闻调查

■本报记者 刘建伟 通讯员 赵 雷 杨国军

士官也是官，能顶半边天。在强军

兴军的征途上，活跃着一个个优秀士官

的身影。可以说，士官队伍的成长壮大，

是我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建设成果的一

个缩影。

强军大潮涌，兴军逐浪高。随着信

息化战争的链路不断延伸，战场较量的

重心已逐步下沉至末端。在这样的背景

环境下，士官群体被历史的潮流推到了

舞台中央，成为影响一支军队兴衰、左右

战局胜负的重要因素。

士官数量庞大、岗位众多、作用明

显，但由于“早晚都要走”的思想顾虑、

“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压力、“咋干都

是一个兵”的心理定位等客观因素，致

使部分士官工作状态不振、聚焦打赢

动力不足，甚至有些士官将“选晋”当

成“跳板”，将“练兵备战期”当作“就业

过渡期”，从而影响了部队战斗力生成

速度和形成进度。

党的十九大为军队标定了醒目的强

军兴军路标，共和国军人进入新的“冲锋

起跑线”。毫无疑问，未来“有了头衔、有

了编制、有了权力”的士官群体尽展其

才、实现价值的机会将会更多，舞台将会

更加广阔。

未来战场需要士官，所指绝非“熬

年头”的兵，急缺的乃是懂科技、能领

兵、善武艺的综合性高素质士官人

才。广大士官战友切莫在强军改革的

“攻坚阶段”等待观望、松气歇脚，还

需“弓满弦张带甲眠，横刀扬鞭自奋

蹄”，与我军一同经历“重塑换脑、能

力升级”的再造之旅。

强军大舞台，唯有能者可居之。士

官素称“兵头将尾”，作为军队战斗力“链

条”上重要一环，必须成为基层军官的

“左膀右臂”、干部管理的“参谋助手”、连

接官兵的“纽带桥梁”，在部队建设中发

挥“顶梁柱”的作用。

奋斗者的时代不会辜负每一个奋

斗的人。各级党委机关和领导干部，

要发掘蕴藏在士官队伍中的巨大创造

力与战斗力，通过调整政策、完善机制

激励广大士官爱军精武、建功立业，为

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贡献自己

的智慧和力量。

（作者系第80集团军某合成旅政治

工作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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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12日，习主席在出席十三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代表团全体会议时，亲切地对全国人大

代表、第 71集团军某旅班长杨初格西

说：当一名合格士官不容易，要不断提高

能力水平，努力做大师傅，带出好徒弟。

士官队伍是部队战备训练、教育管

理和武器装备操作维修的骨干力量，是

战斗力建设的基石。当前，我军士官编

制数量占到士兵总数的一半以上，建制

班班长和武器装备重要操作岗位基本上

由士官担任。随着军队改革和现代战争

的需要，士官作用越来越凸显。有军事

专家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未来战争很

大程度上是“士官的战争”。

打赢“士官的战争”，必须按照打

仗的标准加强组织领导，创新管理机

制，强化能力素质，真正建设一支与未

来战场相适应的强大的士官队伍。即

日起，《军营观察》版就当前士官队伍

建设在北部战区陆军部队展开调查，

以点带面“解剖麻雀”，折射全军士官

队伍发展新情况、新认识、新举措、新

风貌，以期能为部队各级提供有益的

启示和借鉴。

“张班长的‘刷子’可不止两把！”
在第 80集团军某合成旅采访，提及

三级军士长张晓峰，其他连队官兵都说
他有“两把刷子”，而修理连官兵听了头
摇得像个拨浪鼓，认为这种评价太保守。

当兵 20 年，张晓峰摆弄了 19 年的
装甲装备车载电台。“他可不是躺在功
劳簿上睡大觉的人。”连队官兵自豪地
说，老张要是上来那股劲儿，真不像快
40岁的人！

有例为证。去年 4月，上级组织“坦
克无线电专业比武”集训，老张也“跟
风”报了名。不少人直撇嘴：现在的比
武和以前不一样，不再是操场、车间设
擂，而是伴有“战场环境”的综合排障，

技能和体能双结合。
“技能上老张肯定没问题，这体能

可就不好说喽！”看着集训人员名单，大
部分是体能好的义务兵和新晋级士官，
大家都替张晓峰捏了一把汗。

没想到，老张就是老张。比武当
天，各路高手飞奔至故障坦克电台，展
开“辩误精度、排故速度”的较量。突
然，一声“报告”抢先撕开考场的紧张：

“1号选手操作完毕，故障依次为电台收
发不转换、电台电源供电不正常、电调
连续转动……”

考官闻声一愣，悉数上前查看，“用
时最短，故障点无一遗漏！”最后宣布结
果：选手张晓峰，第一名！
“如今打仗，当士官没‘几把刷子’

哪能行！”这一点，老张心知肚明。
为了有“几把刷子”，初中文凭的老

张不但自考了大学本科学历，就连与专
业“不搭边”的《机械制图》《工程力学》
和《电工学》等 10余门课程，他也能讲出
个“一二三四”来。凭着这股钻劲，老张
练就了“一口清”“一摸准”的修理硬功，
多次担任上级考核组和技术指导组成
员，成了颇有名气的“兵专家”。

今年初，该旅八连用来演示教学课
目的某型装甲车电台得了“怪病”。应

急赶来的修理人员怎么也查不出“病
因”。眼瞅着演示时间越来越近，愁得
大家像热锅上的蚂蚁。

就在这时，1 名修理工拨通了远
在千里之外休假的张晓峰电话。听
了简要情况后，老张让把电话放在电
台旁，反复启动电台数次，然后找到
故障原因：“电台内部面板上的两个
继电器损坏，更换备品即可。”果然，
手到病除。
“只要有张晓峰在，就几乎没有排

除不了的故障。”乍听旅首长这一评价，
记者感觉“讲得太满”，但翻翻他的“成
绩单”，你还真找不出一次失败的记
录。入伍 20年，张晓峰累计排除装甲装
备无线电故障数千次，连续 10年蝉联上
级“无线电综合排查故障”比武第一，参
与发明革新器材 30余件，5项成果获科
技进步奖……

士官老张的“几把刷子”
■本报记者 刘建伟 通讯员 赵 雷 杨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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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视点

北部战区陆军某合成旅装步七连技师、四级军士长官增虎入伍十余年，带出一大批优秀装甲驭手。 翟大帅摄

聚焦基层部队士官队伍建设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