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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时间，创办了400多期维修小

报，“刘主编”是战友眼中的创新达人。

这一沓沓小报，是他成长的印

记，也是创新的足迹。透过他的经

历，我们发现，广泛存在于军营之中

的“微创新”活动，具有深厚基础和广

阔前景。

习主席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

可大可小，揭示一条规律是创新，提出

一种学说是创新，阐明一个道理是创

新，创造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创

新。

历史上，我军的王克勤运动、郭兴

福教学法等都是由普通官兵所创造的

“微创新”成果，对部队战斗力建设起

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把镜头转向今天，来自基层部队

的创新人才不断涌现，他们立足本职

岗位积极创新攻关，为强军兴军添砖

加瓦。

与专业科研人才相比，军营创新

力量存在着诸多的“先天不足”：缺资

料、少经费、没时间等一系列难题横亘

在这些创客的创新实践之路上。但

是，基层官兵作为新装备、新战法的实

践者，哪里存在问题，哪里需要创新，

他们的感受一定最真切；创新之后的

成效如何，应当如何改进，他们一定能

最先把准脉搏，提出解决需求。

蕴含生机的种子长成参天大树，

少不了大自然的馈赠。要想让军营创

客向阳生长，部队的“馈赠”同样不可

或缺。军营创客的成长，需要多方的

关怀与呵护。部队领导要积极为创客

搭建施展才华的舞台，帮助他们解决

创新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基层官兵蕴含着巨大的创新潜

力，他们是军营创新的“源头活水”。

鼓励每名官兵在创新之路上各尽其

能、各展所长，军营创新工作才能呈现

百花齐放的局面。军营创客多了，部

队的创新活力就会竞相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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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这张小报，初

衷是为了分享

“一张小报是一段记忆。”在刘纪伦
的日记本扉页，记者看到了这么一句话。

8 年时间，创办了 400 多期维修小
报，别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刘纪伦做到
了。他所在连队，每年秋季老兵走、新兵
来，一茬茬的人在换，主官也先后更换了
3任，而这张小报的厚度只增未减。

自从成为主编，刘纪伦笑着说自己
没过一天“安稳的日子”。修车、办报、搞
教学……将他每天时间填满，那些在梦
想的道路上拼命奔跑的日子，成了一段
特殊的记忆。
“虽然辛苦，但很值。能够将多年的

维修经验保留下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
事情。”刘纪伦之所以怀揣着如此坚定的
信念，还要从他的一段经历说起——

当时，单位刚刚配发一批新装备，修
理连经常会接到各种各样的维修保障任
务。每当他遇到棘手问题，不仅自己束
手无策，周围也没有可以请教的师傅。
面对这种“闭门造车”的现状，刘纪伦的
心情像是一拳打在棉花上——有心无
力。

这一切，是那个时代修理工的“专属
记忆”。

为了改变现状，刘纪伦开始给自己
“充电”。他喜欢看电视科教频道的节
目，“看到有用的就记下来”。除此之外，
他还自费订购汽车修理方面的报刊，将
有用的知识剪下来。时间久了，一张张
报刊“碎片”被刘纪伦贴到本子上装订成
册，他称之为“精华本”。

后来，部队赴高原开展适应性训练，
关键时刻一台车辆发动机突发故障。维
修技术干部认定是喷油泵损坏，必须更
换。此时，刘纪伦回想起“精华本”上记
录的典型维修案例，跟这一故障很相似，
他便猜想可能受高原气压影响，密封性
出了问题。经过详细检查，证实了刘纪
伦的猜想，更换完一个密封圈后故障顺
利被排除。

从那以后，刘纪伦整理的“精华本”
受到官兵们的热捧，被视为“排故宝典”。

日常训练中，刘纪伦也经常拿出“精
华本”给年轻的修理工们讲解技术难
题。有一次，一位小战士不经意地说：
“‘精华本’的确是个好东西，用大白话讲
述的理论很容易理解，要是能人手一本
就好了。”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位小战士
的话启发了刘纪伦：“精华本”里的宝贵
经验应该归大家共有，这样维修专业力
量都能得到加强。他还发现，新装备随
装配发的教材上只讲解了基本原理和知
识，缺乏实际操作技巧，修理工们亟需一
本“课外辅导资料”。

缺少经验分享平台，成为挡在修理
工相互交流学习之间的一扇门。推开这
扇门，就是打开一个火热的世界。思来
想去，既然“精华本”是从报纸上而来，那
就自己办一张“报纸”。

就这样，刘纪伦开始着手筹备第一
期维修小报。

一张有温度的小

报，让官兵成为故事的

主角

一名士官要办“报纸”，在连里引起
不小的轰动。

第一期维修小报面世前，刘纪伦内
心的“小剧场”里，曾无数次上演过这张
“报纸”带来的效果，比如官兵们会抢着
观看学习，或者得到大家的赞许，为他竖
起大拇指。没想到，当他把自己的“处女

作”信心满满地贴在连队门口的橱窗里
后，一盆凉水却当头浇下来。

有人质疑：“维修小报只是哗众取宠
的噱头，浅尝辄止的常识到底有多大
用？”也有人笑话：“明明是个修理工却操
着领导的心。”

就连指导员陈国定也将他叫到办公
室。“想法很好，值得肯定。不过作为连
队的修理骨干，还是要把心思放在专业
训练上。”指导员的话虽然没有说透，但
言语间透露出“干这个有些‘不务正业’”
的意思。

满怀信心地起跑，却绊倒在离出发
不远的地方。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让刘
纪伦感到沮丧。夜晚躺在床上，刘纪伦
的心情低落到冰点，“头一次感到孤独和
无助”。

幸好，除了质疑，还有鼓励的声音。
刘纪伦的老领导找到他，想方设法让他
重拾信心。“在创新的道路上，少不了别
人的误解和嘲笑，但只要心够坚定，你的
目标一定会实现。”班里的战友也鼓励他
“有梦想就要去坚持”。

笼罩在刘纪伦心头的阴霾渐渐散
去。他也意识到：那些愿意提出批评的
人，某种程度上是自己的老师，他们对维
修小报的关注，其实正彰显它的价值。
他琢磨，维修小报不能只是自己的“一家
之言”，一个人的知识终归有限，还是要
坚持“群众办报”。

比起看教材、讲理论，有时候真实的
经历和感悟更能拨动战士们心中的那根
弦。白纸黑字印到纸上容易，走进官兵
心里却很难。只有让每篇文章贴近官兵
的工作，倾听他们内心的声音，才能知道
官兵真正需要什么。

想到这一点，刘纪伦决定将维修小
报打造成经验交流的平台，让官兵讲述
自己的故事。“办一张有温度的小报，让
官兵成为故事的主角。”他说。

一有空，刘纪伦就向经验丰富的修
理工取经。训练间隙，他喜欢给大家点
上一支烟，先拉一会家常，话匣子打开
了，刘纪伦就开始让他们讲述自己遇到
的典型维修案例、攻克的技术难题。听
到好点子，他就赶紧记录下来，这些第一
手素材，能帮助他原汁原味地再现故障
现场的情景。

在接下来的几期维修小报中，被采
访的对象成了报上的“主角”，越来越多

的“经验之谈”开始见诸报端。甚至有时
候，一篇稿子从策划到定稿，刘纪伦需要
向全连的修理工征求修改意见。

碰撞的效果是喜人的。当刘纪伦把
梳理总结的“精华”呈现在战友们面前
时，大家渐渐被维修小报的内容所吸引，
对刘纪伦也越来越信服。

慢慢地，刘纪伦和他的维修小报被
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粉丝量”节节攀
升。

后来，不断有人找上门想要加入办
报的队伍。刚接触修理专业的新兵、多
年维修经历的修理技师，甚至平日里忙
得不可开交的连队干部“都想一起来搞
点事”。

小报不小，带来实

实在在的战斗力

当维修小报被推到聚光灯下，越来
越多的作者成为“网红”。刘纪伦的压力
也与日俱增，“责任”二字一直萦绕在他
的心头。

随着信息化装备的不断配发，专业
知识在装备抢修成功率中所占比重越来
越高。但修理工学历偏低，面对新装备
的指导手册根本“不来电”，很多人只懂
操作、不懂原理。遇到装备故障时，只能
“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一次，该旅组织的一场实战背景下
的对抗演练进入关键阶段，红方一辆通
信车突然“趴窝”，负责伴随保障的修理
工检测后，判定是发电机故障。可通信
车由上级临时配发，他们之前没有接触
过，对新装备“脾气”摸不透，只能站在一
旁束手无策，导致通信车被判出局。

常年和演训一线的武器装备打交
道，刘纪伦发现了不少类似问题。面对
新装备故障时的窘境背后，是不少人基
础知识不牢，难以做到灵活运用、融会贯
通，以往单纯靠经验的维修保障方式经
不住实战的检验。要想打通训练场到战
场的“最后一公里”，必须加强知识储备、
拓宽专业领域，实现“一专”向“多能”的
跨越。

如何办一张有分量的小报，为基层
部队带来实实在在的战斗力？这成为刘

纪伦那段时间一直思考的问题。他认
为，知识就是实实在在的战斗力。战场
上，谁能将创新成果成功转化形成战斗
力，胜利的天平就会向谁倾斜。

为此，刘纪伦变身为“基础知识小教
员”，自己先将基础理论学懂弄通，再总
结规律特点，编撰出一套便于理解记忆
的口诀让大家学习，最后在维修小报开
出专栏发表。

为了让官兵尽快掌握新装备、适
应全新的作战要求，刘纪伦还不断升
级改造版面设置。为了调动官兵的学
习劲头，他通过“擂台赛”的方式，在每
期报纸上设置一个小问题，理论功底
扎实的人才能留在擂主的宝座；为了
满足官兵的多元化需求，他在原有的
“维修案例”“经验汇编”版面基础上进
行完善，增加了“技术前沿”和“个人才
艺”两个版面。

版面风格的重塑，使维修小报的关
注度越来越高，战友们争相投稿。
“战场上每一次失败，付出的都是

生命的代价。”身为主编，刘纪伦脑子
里时刻都紧绷着这根弦，对刊发内容
严格把关、仔细甄别筛选，让每名修理
工的成长进步，都能沿着正确的轨道
行进。

一次，徒弟任潮总结出某型发动机
的维修改进方法，想在维修小报刊发，但
刘纪伦认为，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创新
方法并不能直接推广。

为此，他结合当年的演训任务，在长
途机动过程中大量采集信息进行实验比
对，摸索出了不同海拔、不同气候环境对
该型车辆发动机的影响数据，经过不断
完善改进后，他才将这一改进方法在维
修小报上刊发。

小报如投石，激活

基层创新的一池春水

随着维修小报越办越火，官兵们开
始积极分享维修经验，一种新气象悄然
发生。
“听说‘刘主编’要办新一期的维修

小报了”“我昨天维修的车辆故障很典
型，这次争取刊发出来”……临近维修小

报刊发的日子，随处是官兵热议的话
题。大家除了关心自己的文章能否见
报，对知识的渴望也越来越强。休息时
间，组队打牌的人少了，加班钻研的人多
了，学习氛围越来越好。

修理二连战士周静，是大学生士兵，
学习能力很强。但他性格内向，各项训
练成绩一般，在连队“存在感很低”。刘
纪伦发现了这个“好苗子”，带着他一起
办“报纸”。

随着一篇篇文章在维修小报上刊
发，周静在大家心目中的位置陡然发生
转变。后来，他成为维修小报的主要撰
稿人，渐渐小有名气，甚至不少年长的修
理工都跑来跟他探讨训练时遇到的维修
难题。

在浓厚的求学氛围中，一批批维修
人才拔节生长。维修小报带出来的徒弟
很多成为基层的技术骨干，在各自岗位
上发光发热。

这正是刘纪伦想要的效果，他想用
个体的改变带动群体，激活草根创客这
一池春水，从而形成群众性创新的良好
氛围。

事实上，刘纪伦和这些撰稿人只是
该旅在群众性创新活动中涌现出来的代
表。在这支部队，还有更多创客活跃在
基层一线。

去年野外驻训期间，多名基层创客
成为攻坚克难的“生力军”。时任该旅合
成二营营长孙斌，根据不同条件下合成
营装甲步兵连作战样式，总结出 5种训
法战法。

有相同经历的，还有修理二连二级
军士长郝先全。他利用野外驻训契机，
通过反复采集数据、试验论证，自主研发
车辆启动加热器，一举攻克了严寒条件
下机械车辆启动难的问题。

创新的火种能产生多大能量，取决
于有多大的空间和燃料。为创新种子的
落地营造更适宜生长的环境，才有利于
人才的发展壮大。为此，该旅决定加大
力度支持基层群众性创新活动，按照维
修小报的思路对这些创客进行资源整
合，给予他们更大的平台和更多的机会，
用这些创新成果为部队战斗力建设注入
活力。

创新活力一旦被激发，便会释放巨
大的能量。如今，该旅越来越多的“刘纪
伦们”在追逐强军梦的征程上向阳生长。

一名士官和他的400多期维修小报
■李团标 邢 哲 本报特约记者 雷兆强

“新一期维修小报贴出来了！”
一声吆喝过后，第 77集团军某旅修

理二连门口的橱窗前迅速挤满了人。
人群中有几副新面孔，他们是刚刚从事
修理专业的修理工、新选拔的驾驶员。
实际上，除了读报，他们更想知道维修
小报创办者“刘主编”究竟是谁。有人
猜测，是连队的干部；也有人断言，是机
关的干事……

言语间，远处走来一位鬓角斑白的
二级军士长。“这位就是‘刘主编’，修理
二连的汽车修理技师刘纪伦。”热烈的
讨论声中，有人迅速揭开谜底。

大家这才明白：“刘主编”原来是位
修理工。

修理工还能办“报纸”？这个“刘主
编”够酷。但对刘纪伦来说，成为这张自
办小报的主编，却是一条军旅生涯计划
之外的路。

刚入伍时，他对军旅生涯没有太多期

许，给自己的定位仅限于“干好本职工
作”。但真正融入修理工这一角色后，他
发现了自身岗位的价值，也找到了奋斗的
方向。慢慢地，他对自己进行重新定位：
“把工作当成事业去干，将它做到极致，平

凡的岗位也能绽放不一样的精彩。”
入伍 23 年，荣立二等功 2次，三等

功 4次，荣获全军优秀士官人才奖一等
奖，被共青团中央授予“全国青年岗位
能手”称号。与这些荣誉相比，最令刘

纪伦感到骄傲的是，自己创办了维修
小报，为修理工的成长和交流搭建了
一座舞台。在这里，有梦想的人都能
闪烁光芒。

维修小报是一张什么样的“报纸”？

有人说：“它像一本解难手册，每当
遇到维修难题时，翻开看看，总能找到
答案。”也有人说：“它是修理工的‘好朋
友’，将晦涩难懂的知识转化成通俗易
懂的大白话，方便学习。”在每名修理工
心中，维修小报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它亦师亦友，帮助大家解决许多实际问
题。

如今，这份“草根报纸”，俨然成为
广大驾驶员和修理工心中最有分量的
刊物。

“刘主编”原来是位修理工
■孙启龙 邢 哲

锐视点

训练间隙，刘纪伦为修理工讲解新一期维修小报。 周 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