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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视点

记者调查

第71集团军某旅利用党团日组织官兵前往王杰事迹纪念馆，学习王杰“两不怕”“三不伸手”精神内涵。 王 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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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子映照信仰——

革命前辈上战场敢

于牺牲，面对利益调整我

们甘于牺牲

孙建军想不通。翻开连队主官任职
表，他发现自己是装甲步兵六连历任主
官任职时间最短的。

2018 年 1月，习主席视察连队一个
月后，已有两年主官任职经历的孙建军
接任六连指导员。上任伊始，他摩拳擦
掌，仔细筹划连队建设，准备大干一场，
带领连队再上新台阶。

然而，当年 6月，任职不到半年的孙
建军接到新的任命：平职调动到教导队
任副队长。

从荣誉连队主官到教导队副队长，
那几天，孙建军心情沮丧，是不是领导对
自己不认可？到了新单位，战友们会不
会质疑自己的工作能力？

交接完工作后的那天晚上，孙建军
来到王杰铜像前，跟老班长道别。这半
年里，《王杰日记》已完全融进他的脑海，
老班长的故事他一口清。

革命前辈们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
可以舍弃生命，如今自己并没有面对生
死考验，如果连名利得失这一关都过不
了，何谈血性担当、马革裹尸？当前连队
转型，备战打仗能力提升压力大，让精通
装甲专业、军政兼优的唐建伟担任指导
员，比自己更合适……站在老班长铜像
前，孙建军的思绪越来越清晰。

既看革命前辈，也看身边战友。孙
建军想到连队下士伍涛，因为训练伤，身
体里有两块碎骨头，医生建议他做手术
取出来，但是接连遇到接收新装备、带领
全班考等级、备战集团军建制连比武，伍
涛把入院时间一拖就是一年多。

只有把有利于改革作为个人选择的
根本标尺，跳出局部和个人利益的小圈
子,才能在时代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
孙建军给自己打气：教导队是培养骨干
的地方，肯定有我施展拳脚的舞台。

履新后，孙建军迅速投入到新的工
作岗位中。不到半年时间，他就先后参
加旅优秀“四会”政治教员比赛、带队参
加集团军新排长集训，两次的成绩都是

第一名。
与孙建军一样，改革面前不迷向、利

益调整气不馁的，还有坦克七连指导员
王珏。从富饶的沿海城市到内陆地区，
从家门口干部到夫妻分居两地，面对改
革转隶、岗位调整、家庭困难，王珏始终
一如既往，岗岗干得精彩，带队参加陆军
“精武-2018”军事比武竞赛，夺得总评
第二的好成绩。

新的岗位也是新的舞台。改革调
整，触动的是利益得失，不变的是履职尽
责的担当。“原本给别人批假的人，摇身
一变后，要找比自己年轻的连士官长批
假了。”改革调整前，三级军士长孙金海
是修理营士官长，工作成绩突出，官兵们
都很信服。调整后，他由营士官长变成
了普通一兵。为此，孙金海也曾彷徨过。

随着某新型步兵战车列装，孙金海
意识到，作为全旅火控系统、自动装填系

统修理专业的技术骨干，自己的价值不
在于担任什么职务，而在于自己能为装
甲修理做出多少贡献。

孙金海带领几名年轻士官，夜以继日
研究琢磨新列装步战车维修保障技术。
短短两年，孙金海就伴随装甲分队外训保
障超过13个月；新型步战车列装仅半年，
他们就全程保障完成首次实弹射击；列装
仅一年，就全面完善形成了系统保障能
力，走在了同类转型部队的前列。

镜子映照境界——

生活难免柴米油盐，

军人须有家国大义

子夜，坦克驾驶员焦艳锰辗转反侧

无法入睡，两行眼泪从面颊无声划过，打
湿了枕头。

去年夏天，为了能在“国际军事比赛-
2018”工程方程赛中为国争光，焦艳锰一
头扎进训练场豁出命地练。一次障碍驾
驶训练，车辆陡然颠簸，他的下巴磕到驾
驶舱门甲板上。门牙断了半截，嘴唇裂了
一道口子，但他含着半颗断牙和满嘴血，
坚持跑完全程后才去找军医。

最终，焦艳锰如愿拿到出国参赛的
入场券。在决赛中，他为中国队荣获团
体第二名的好成绩立下汗马功劳。

载誉而归，看着胸前的三等功奖章，
焦艳锰却陷入了内疚，“一同参赛的战友
都立了二等功，只有我是三等功，作为
‘215号人民英雄坦克’的传人，丢人啊！”

教导员张君劝他要正确看待得失，
可焦艳锰还是觉得委屈。“如果实在想不
通，咱就去找旅长！”焦艳锰怔了一下，张

君的话在脑海中一遍遍回响，他猛地一
拍大腿，憋红了脸：“找旅长，不是伸手要
功吗？那我成了啥……”

哲人说，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
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
视。该旅官兵说：人的生命和精力是有
限的，把一些事情看得过重，必然把其他
的事情看轻。

半个多世纪前，英雄王杰是一级技
术能手，两次荣立三等功，14次向组织
递交入党申请书却未能如愿。但他毅然
写下了“在荣誉上不伸手，在待遇上不伸
手，在物质上不伸手”三句话，工作干劲
愈发高涨。

这“三不伸手”也成为一面检验革命
军人思想境界的镜子，穿越时空，在这个
旅的官兵中传承赓续，历久弥新。
“明天是大宝生日，如果忙就别赶着

回家了，先把工作干好……”又是一天忙
碌，连长朱磊刚查完夜岗回到房间，靠在
床头拿出手机，点开妻子陈影的微信消
息后，心里五味杂陈。

今年 33岁的朱磊，有一个幸福的四
口之家，妻子已经随军，按说一家人应该
可以经常团聚。可连队训练强度逐年加
大，一年野外驻训时间长达七八个月。
去年，指导员王珏带队参加“精武 -
2018”比武竞赛，朱磊扛起了连队全部工
作，连小儿子出生他都没能赶回去。
“将受命之日，忘其家；张军宿野，忘

其亲。”在家国大义面前，“舍小家为大
家”是军人的共同选择，更是一名合格军
人应有的境界。朱磊的眼眶湿润了，他
把妻子的留言截图发在了朋友圈，并附
上了一句话：“识大体顾大局，你是我的
坚强后盾……祝儿子生日快乐！”

生活难免柴米油盐，军人须有家国
大义。曹梦伟是一名素质全面的上等
兵，临近退伍前，在连队组织的创破纪录
比武中，因用力过猛导致左脚跟腱撕
裂。手术后，曹梦伟的父母来到连队，劝
他选取士官继续治疗，可他坚决不愿给
连队添麻烦，在选取士官民主测评中名
次靠前的情况下，坚决选择退伍。炮兵
营副教导员张威至今都忘不了曹梦伟离

队前对他说的那句话——
“选择离队，是我能为连队做的最后

一件事！”

镜子映照追求——

我们不伸手去要荣

誉，但要努力争荣誉

军人为荣誉而生，为荣誉而战。在
这个单位，官兵为争取荣誉可以付出所
有，在个人名利面前却从不伸手。

工兵锹上下翻飞，实爆作业屏气凝
神……这是一场高手之间的较量，来自
集团军各个单位的工兵尖子赛场见真
章。第 30任“王杰班”班长李俊夺得个
人综合排名第一，荣立三等功。

年底，连队考虑再给他报请一个三等
功。李俊知道后，坚决推让。“你已经有一
个三等功了，再拿一个明年就能被推荐提
干，为啥不要？”同期的战友很不理解。
“功劳不是给的，而是凭本事争的。”

李俊的回答掷地有声。第二年，“王杰班”
战士参加集团军比武，斩获6个单项第一，
“优秀是标准，第一是目标”成为这个班最
闪亮的标签。当年底，旅里给“王杰班”记
集体三等功，李俊也如愿提干。

在王杰班长“三不伸手”的叮嘱下，
像李俊一样不伸手要荣誉、靠本事努力
赢得荣誉的官兵，在这个旅比比皆是。

去年10月，“王杰班”战士黄龙接到连
队通知，参加旅里“精武-2018”比武竞赛集
训队的摸底考核。掩体构筑、重装5公里越
野、轻武器射击……课目考核淘汰率接近
70%，黄龙以优异成绩通过了第一轮筛选。

在随后为期一周的强化集训中，不论
军衔、兵龄和所属单位，每天都在进行考
核、排名、淘汰。虽然最终入选，但黄龙在
最后的排名中并不靠前，被分到了B组。

B组，意味着替补，意味着走上赛场
的机会几乎为零。一次训练结束，集训
队领导在闲聊中得知，黄龙来自“王杰
班”：“早知道你是‘王杰班’的兵，就把你
分到A组了。”

黄龙却说：“老班长的光环是激励我
成长的动力，不是保我晋级入选的护身
符，今年我不够优秀，明年我还要再战，
凭自己的真本事晋级！”

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他要驶向哪个码
头，那么任何风都不会是顺风。这个旅
的官兵都说，荣誉需要传承与坚守，但绝
不是靠伸手去索取，而是需要用汗水甚
至热血去浇灌、去创造、去续写；超越荣
誉羁绊，就能摆脱个人名利的诱惑，坚守
精神的家园。
“爸妈，我想跟连队去接新装备。”休

假第三天，上士滕忠伟就待不住了，在网
上买了一张离家返营的车票。

去年初连队接到通知，即将列装某新
型步兵战车。8年没回家过春节的滕忠伟
刚刚回到家中却茶不思饭不想，人在家
中，心却跟着战友漂泊在接装的路上。

8年没回家过春节，儿子这时候想
走，父母哪里舍得？可看到攥着离家车
票的儿子，父母知道他心意已决。

休假变成了“进厂”。在接装单位，
滕忠伟如饥似渴地学习，短短接装期内
就基本掌握了新型武器系统的操作使
用，回连队后主动挑起攻关大梁。

人人思战、谋战、练战，每人“抢
一小步”部队建设就会“迈一大步”。
在过去的一年里，“王杰班”个个考取
主战专业等级、人人实现一专多能；
王杰生前所在连成功转型重塑，训练
成绩名列前茅；该旅官兵在各级比武
竞赛中摘金夺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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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这面穿越时空的镜子前
——第71集团军某旅弘扬“两不怕”精神做到“三不伸手”新闻调查

■本报记者 周 猛 陈 利 特约记者 刘吉强 通讯员 白俊峰

1953年夏夜，朝鲜半岛铁源地区刚

刚下过一场大雨。志愿军一辆坦克在夜

幕掩护下，穿过一片开阔泥泞地，却不幸

落入弹坑，淤泥漫过了挡板，坦克丝毫动

弹不得。此处距敌阵地前沿仅千余米，

且不宜隐蔽，情况万分危急。

是弃车求生还是坐以待毙？车长

杨阿如和战友们面临着生死考验。其

实，当天他们已经打掉3辆美军坦克，

弃车撤离完全情有可原。但是，最终他

们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原地伪

装，与敌周旋，并机智地再次打掉敌人

两辆坦克。

这就是创造了我军坦克单车作战

传奇的“215号人民英雄坦克”。1958年

3月，荣立两次一等功、荣获“二级人民

英雄”荣誉称号的杨阿如，面对军队调

整大局，坚决服从命令，复员回到家乡，

做起了农民。那时，正值国家三年困难

时期，杨阿如战功卓著却从不伸手，戎

马一生却甘于平凡。直到4年后电影

《英雄坦克手》上映，人们才知道他的英

雄事迹。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是什么力量

令他上了战场舍生忘死不畏惧、利益调

整牺牲奉献不言苦？

历史是最好的答案。

1960年，就在杨阿如复员后的第

二年，稚嫩青涩的王杰刚刚踏入部队。

巧合的是，王杰入伍时的新兵连所在

班，正是当年将“215号人民英雄坦克”

从弹坑里救上来的那个工兵班。

王杰没有见过杨阿如本人，但在新

兵连的那段时光里，他肯定听说过关于

杨阿如和“215号”的故事。后来，王杰在

日记中写下了“在荣誉上不伸手，在待遇

上不伸手，在物质上不伸手”。得其大者

知其小。“三不伸手”是一面镜子，照出个

人在荣辱得失面前的态度。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

可以明得失。古之良训，至今回响。古

往今来，“位卑未敢忘忧国”的陆游、“精

忠报国”的岳飞、“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

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丹青笔墨写初心

的方志敏、坚贞不屈的“狼牙山五壮

士”……这些矢志不渝的英雄人物，凭着

一股浩然正气，留取丹心照汗青，留给我

们当代革命军人太多的感慨和无尽的思

索。

底色是画卷的第一层着色，决定整

个画作的基本色调和风格。作为革命

军人，这个底色需要有军人属性，就是

听党指挥的“军魂”，家国大义的信仰。

90多年来，人民军队从历史走向新的

历史，装备更先进，体制更灵活，但始终

不变的就是忠诚的底色。

人民子弟兵的底色是什么？是“风

雨侵衣骨更硬”的豪迈，是“横扫千军如

卷席”的所向披靡，是“千军万马战风

雪”的风驰电掣，是朱日和沙场点兵的

威武挺拔，更是“计利当计天下利”的宽

阔胸襟以及“一声令下三军随”的高度

自觉。

“一个人的价值应该看他贡献什么，

而不是看他索取什么。”这种甘于牺牲奉

献的品格背后，蕴含的是军人对党的绝

对忠诚，对国家和人民的朴素情怀。

忠 诚 的 底 色
■第71集团军某旅 张振东

根据全军部署，今年的“传承红色
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正在全
面展开、深入推进。

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
上。教育之要，在于奔着活思想去；教
育之效，在于解决现实问题。对每一
名新时代革命军人而言，如何看待强
军梦与个人梦、如何看待幸福与奋斗、
如何看待岗位与担当、如何正确看待
压力与进取、如何正确看待得与失，关

系到能否把全部精力用在履行使命
上，进而关系到强军兴军大计。从今
日起，本版开辟“‘传承红色基因、担当
强军重任’主题教育调研行”系列报
道，紧跟形势任务发展，紧贴官兵思想
实际，突出问题导向，聚焦基层一线，
报道各部队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的
新鲜经验和管用做法，生动展示广大
官兵铸牢忠诚品格、聚力强军兴军的
新气象新风貌。敬请关注。

一切，要从那座半身铜像说起。

1965年7月14日，装甲兵某部工

兵一连班长王杰，在组织民兵训练时

突遇炸药包意外爆炸。为保护在场的

12名民兵和人武干部，王杰舍身扑向

炸药包，献出年仅23岁的生命。同年

11月27日，国防部命名王杰生前所在

班为“王杰班”。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王杰

牺牲后，一座老班长的半身铜像成为

“王杰班”的传家宝。不管是远赴大漠

演习，还是挺进深山驻训，官兵们始终

把铜像带在身边，每日擦拭。

不仅如此，寒来暑往数十载，王杰

生前所在部队、第71集团军某旅的官

兵们已形成惯例：每逢执行重大任务

或实兵对抗演习，都要在老班长的铜

像前举行“出征仪式”，每当个人训练

遇到挫折、生活遇到难题、人生面临抉

择时，也会自发地来到老班长的铜像

前，讲讲心里话，唠唠烦恼事。

这天晚上，四级军士长孙建硕独

自来了。改革的棋子落定，孙建硕所

在的工兵连整建制转岗为装甲步兵

连。是选择和连队一起转岗，还是到

新组建的工兵连干老本行？作为连

队士官长，连长把选择权交给了孙建

硕。

有人劝他：连队超过一半的兵

都是你带出来的，留在连队干啥工

作都游刃有余，这事还要考虑吗？

但孙建硕心里清楚，作为工兵连队

某新型火箭布雷车的技术骨干，如

果自己转岗，那么意味着在新组建

的工兵连，这种型号的火箭布雷车

短时间内没有人能“玩得转”，这将

影响到旅里“改革当年即形成战斗

力”的目标。

如果从个人角度，选择本不需考

虑，但是放到改革大局的坐标中，选

择就有了时代的意义。“王杰老班长

在日记中写到，要‘在荣誉上不伸手，

在待遇上不伸手，在物质上不伸手’，

作为王杰的传人，我不能给老班长抹

黑。”当天夜里，孙建硕在老班长的铜

像前表态：告别老连队，转到新连队，

用实际行动续写老班长“三不伸手”

的铮铮誓言。

王杰“在荣誉上不伸手，在待遇上不伸手，在物质上不伸手”，这“三不伸手”
是一面镜子，共产党员都要好好照照这面镜子。 ——习近平

开 栏 的 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