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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组织干事也能为基层解决教育
问题。”谈起日前的一段经历，北京
卫戍区某警卫团七连文书刘畅感慨万
千。

那天上午，因连队教育笔记本库
存告急，刘畅拨通了宣传股电话，不
料接电话的却是正在该股办事的组织
干事吴俊辉。“宣传股的干事都去开会
了，这件事我来替你办吧。”吴俊辉主
动揽事的举动多少让刘畅有些意外。
更让他意外的是，电话挂掉还不到两
小时，连队就收到了机关送来的两箱
教育笔记本。
“这是团里推行‘首问负责制’，提

升机关服务质效带来的可喜变化。”该
团领导告诉笔者，前段时间，四连指导

员王鹏宇在机关基层双向讲评会上的
“吐槽”，引起了他们的关注：现如今，
机关基层“电话往来”居多，可由于机
关各业务股人少事多，连队有事往往要
打好几通电话、找好几个人才能解决，
耗费了不少时间精力。
“再累不能累战士，再难不能难基

层。”为此，该团结合机关干部业务培

训，推行“首问负责制”，即第一个被
基层“下单”的机关干部为首问责任
人，无论此事是否属于自己职责范围之
内，都必须提供帮助、积极协调，直至
事情办妥为止。此外，他们还专门在强
军网以及营连执勤点的醒目位置，公示
“机关 24小时服务热线”，开设全天候
“下单专车”，确保基层所需件件有着

落、事事有回音。
“接单”不分岗位，服务人人有

责。据该团机关统计，自“首问负责
制”推行以来，他们先后为基层解决难
题百余件，其中有 20件是由业务不对
口的机关人员经手的。在最近的一次问
卷调查中，基层官兵对机关工作的满意
率达到98%。

北京卫戍区某警卫团推行“首问负责制”——

“接单”不分岗位 服务人人有责
■陈晓平 李 鹏

“‘嘟嘟嘟’……一营，集合！”初夏
清晨，集合哨响，火箭军某旅野外驻训
场的一块空地上，发射一营官兵整齐列
队。在这里，近期训练成绩突出的几名
官兵，将接受营长王鹏飞颁发的“特殊
奖品”。

王鹏飞手里拿着的，是几张塑封卡
片，正面印有一枚“带翅膀的导弹”，下
方是“最强王者”4个字。
“这是官兵自主设计的‘王者荣耀

卡’。”一旁的教导员伊雁鹏介绍，今年
以来，他们结合青年官兵特点，引入手
游“王者”评价体系，无论火力突击、比
武竞赛，还是专业示教、士兵讲堂，官兵
只要拿了名次或者表现突出，就能获得
相应数量的“王者荣耀卡”——荣誉“含
金量”越高，表现“战斗力”越强，获得的
卡片数量就越多。
“徐开辛！”“到！”“出列！”“是！”随

着王鹏飞一声令下，瞄准号手徐开辛迅
即出列，迎来属于他的“高光时刻”。在
上周全旅组织的瞄准专业比武中，徐开
辛以领先第 2名 18秒的绝对优势拔得
头筹。按照规则，徐开辛将一次性获得

5张“王者荣耀卡”，这让他一跃成为全
营“持卡”最多的瞄准号手。
“先让你‘膨胀’一会儿，过段时间

我一定超越你。”颁完奖，一名卡片数量
刚被超越的瞄准号手就向站在身旁的
徐开辛发起了挑战。话虽如此，活动一
结束，他还是把徐开辛拉到一旁探讨训
练难题，笑着说：“毕竟实力才是硬道
理。”

在营部值班帐篷里，下士范树军翻
开登记本向笔者介绍：“谁在哪天因何
获得‘王者荣耀卡’，这里都记得清清楚
楚。这些训练生活的真实见证，将为年
底‘双争’评比提供依据。”

小小荣誉卡，激发精武热。连日
来，笔者随该营野外驻训看到，大家一
有空就会讨论“攒卡”秘诀，就像研究游
戏里的排位赛一样。一连五班班长王
刚说：“大家天天生活在一起，谁的卡多
谁的卡少彼此心里有数。有了这样的
荣誉激励，每个人都不甘人后，铆足劲
争当‘王者’。”

上图：官兵展示“王者荣耀卡”。

陶太明摄

小小荣誉卡 激发精武热
■崔石磊 樊 坚

5 月上旬，天山南麓铁流滚滚，新
疆军区某团一场坦克行进间射击考核
紧张进行。
“轰！轰！轰！轰！”随着 4 声巨

响，担任炮长的团长丁曰磊，率车组打
出 4发 4中的全优成绩。就在众人赞叹
之时，现场督考的团军事训练督察组却
将该车组成绩定为“良好”。

全程无超时、中途无停车、4发全
命中，凭啥成绩降一档？面对官兵的
质疑，军事训练督察组给出的解释是：
该车组第一炮是压着行进口令打出去
的，当时坦克还未开动，对于行进间射
击考核而言，标准降低了，成绩自然得
降一档。
“揪住团长抓问题，有魄力；力排众

议解疑惑，够专业！”走下训练场，丁曰
磊为笔者一一介绍军事训练督察组成
员：原兰州军区坦克驾驶“创破纪录”冠
军方政刚、国际军事比赛“苏沃洛夫突
击”项目冠军炮长马帅……“这 6名督
察员，经历过各种大项任务的锤炼和检
验，是团里公认的‘兵教头’。”

缘何选他们担任督察员？前段时
间，多个基层单位向团里反映，由机关
业务人员组成的督察组，专业不精通、
问题找不准，让“外行”督察“内行”，不
仅难以提升训练效益，还很容易引起不
必要的争执。
“只有让懂训练的人督察训练，才

能发现真问题，说到点子上。”为此，经
过层层推荐选拔，6名专业精通的“训
练大拿”脱颖而出，成为首批“兵督
察”。为方便训练督察组开展工作，团
党委还将两台勇士车特批给他们使用，
并公告全团：这 6个人任何训练场地都
能去，任何训练问题都能抓，一切为了
提升训练成绩。

某营组织列兵坦克驾驶考核，优良
率超过 80%，正当组训人员沾沾自喜
时，督察组却开出“训练场违规洒水”
“限制杆刷醒目颜色”等训风不实的“罚
单”；某连夜间射击课目存在弱训问题，
督察组立刻予以指出，当得知他们缺乏
有经验的射击教练员，担心施训发生安
全隐患后，训练督察员、特级炮长王成
旭主动联系团机关，请求担任该连“客
座射击教练员”。

既带“火眼金睛”，又送“锦囊妙
计”。对于这个督察组，官兵们直言又
怵又爱。而团党委则借此更好掌握了
真实训练情况，为制订训练方案、改进
训法战法提供了有力抓手。前不久，该
团所在师组织群众性练兵比武，他们一
举斩获7项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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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伍 34 年，火箭军某旅一级军士
长王忠心上高原、闯戈壁、钻密林，走过
许多难走的路。而眼前这条路，不过是
国旗杆到营门口之间的 50米，王忠心
却迟迟迈不开腿。

按有关规定，士兵服现役满 30 年
可以退休。经组织批准，52 岁的王忠
心今年光荣退出现役。5月 15日上午，
火箭军某旅为他举行欢送仪式。王忠
心走了 34年的军旅路，只剩下这最后
短短一程。

前来送行的战友列队两旁，很多人
手里捧着红牌子，每一块都写着一个数
字，排头这块写着“2020”，队尾那块上
书“1986”，分别代表王忠心退伍和入伍
的年份。

这是王忠心的“军旅时光走廊”。
在大山深处的军营扎根 34 年，王

忠心早已变得像大山一样沉默。但此
刻，真的要告别军旅，王忠心那如黄土
地般沧桑的脸庞，没有了往日的平静。

战友们懂他，默默地看着老班长，
一双双眼睛闪动着泪光。站在国旗下
的王忠心，低头整理了一下军装，深吸
一口气，迈出了第一步。
“2020”“2019”“2018”……王忠心

走进自己军旅生涯的最近10年。
这 10 年，王忠心到达了一名共和

国士兵的人生巅峰：被表彰为“践行强
军目标模范士官”“全军爱军精武标兵”
“全国道德模范”，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被评为“最美奋斗者”，荣获中国军队最
高荣誉——“八一勋章”，先后 6次受到
习主席亲切接见……同样是这 10年，
王忠心倾心带出一批能够独当一面的
导弹技术尖兵。

此刻，这些尖兵就站在年份牌下。
徐品森、安双彬、汪志锋、张继国……他
们之中，有的入选火箭军一级人才库，
有的被评为火箭军“百名好班长”，有的
获得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就在两个
小时前，该旅又有 8名战士晋升高级士
官。

看着眼前的“徒弟们”，王忠心欣慰
地笑了，他觉得自己可以向习主席复命
了——

2013 年 3 月 11 日，习主席在京西
宾馆接见部分军队基层人大代表时，曾
面对面叮嘱王忠心：“部队建设需要更
多像你这样的士官技术骨干。”

两年后，习主席视察某基地，在军
史馆看到王忠心的照片，立刻说：“这个
兵我认识。”

作为被军队统帅一眼认出的老兵，心
里有多大的荣耀，肩上就有多重的责任。

这些年，王忠心牵头成立了“士官
工作室”，带领其他高级士官研究破解
专业难题，编写新型装备操作规范，帮
助单位选拔骨干人才。在他的带动下，
15 位一级军士长、57 个“砺剑班组”、
124名“砺剑标兵”竞相涌现；

这些年，王忠心开始走出连队、走
出大山，担任火箭军士官学校客座教
授，为数千名士官学员授课，教技术、教
战术、教带兵，把自己多年摸索总结的
宝贵经验倾囊相授……

王忠心所做的这一切，就是为了不
辜负习主席的殷切嘱托。今天，他可以

放心地离开了，因为他身后已经站立起
一个过硬的士官人才方阵！

在战友们依依不舍的目光中前
行，王忠心倒数着自己的“士兵年
轮”。走到“2009”时，两个身穿便装
的人让王忠心眼睛一亮，原来是他
当年带过的兵——黄锋和王立峰。
“老班长——”听到他俩久违的声

音，王忠心好像回到了当年。就是那时
候，越来越多的地方大学生加入士兵行
列。

连队来了高材生，很多班长心里直
犯怵，仅有中专学历的王忠心主动把他
们要到自己班，先后带出了两个全军重
大典型——“科技练兵模范战士”徐海
波、“全国优秀大学生士兵”高明。
“当年你送我们，今天我们来送你

了！”久别重逢的拥抱，从头到脚地打
量，三位老兵互道珍重，三双手紧紧握
在一起。

继续向前，年份牌上的年份越来越
久远，手捧年份牌的战士越来越年轻。
如火青春让人怀念，燃情岁月浮上心
头，王忠心越走越慢——

他也许想起了 1988 年。那一年，
王忠心考上士官学校，开始接受系统的
导弹专业培训。

他也许想起了 1991 年。那一年，
王忠心走上班长岗位，第一次执行实弹
发射任务。当战略核导弹点火飞天的
那一刻，他心中骤然升腾一个信念：“这

辈子就交给导弹了！”
他也许想起了 1995 年。那一年，

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已经当了
5年班长的王忠心因为超龄失去最后
一次提干机会；另一件是他当村干部
的舅舅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到
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颁奖典礼。这一
“落”一“起”，让不服输的王忠心暗下
决心：“既然当不成干部，就把班长干
出个样子来！”

王忠心做到了！他当班长 30 年，
熟练操作 3种型号导弹、精通 19个导弹
测控岗位、执行 30余次重大任务、参加
1500多次实装操作，手把手带出 300多
名优秀导弹操作号手，其中 60多名成
为技术尖子和专业骨干，12 人成长为
干部，6人走上旅团领导岗位。

34 年一挥间。王忠心走到了营
门口，他的面前只剩下最后一个年份
牌——“1986”。

捧着这块牌子的，是去年刚入伍的
新兵邹圣。1986 年，刚入伍的王忠心
和他一样青涩，对未来既懵懂又憧憬。

是啊，入伍前只到过县城的王忠
心，哪能想到离开家乡后会走那么远，
会驾驭“大国长剑”走过那么多高山大
川，会走入八一大楼接受表彰，会走
进人民大会堂参与国家决策，会坐在天
安门观礼台观看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
年盛典……而当年站在村口送他的母
亲更想不到，儿子这一走，就是34年。

分别的最后时刻到了——王忠心
走完了军旅生涯的最后50米！

战友们簇拥过来，“老班长一路顺
风”“老班长常回来看看”……一句句祝
福，一声声期盼，令人动容。
“敬礼！”战友向老兵致敬，老兵向

战友回礼。最后一次凝望营区，王忠心
难说再见！

34 年，除了短期的休假、出差，王
忠心一直和班里的战士睡一间宿舍。
他的上铺睡过“60 后”“70 后”“80 后”
“90后”“00后”5个年代的兵。他不知
道，一旦离开这些兵，房间里没了他们
的汗味和鼾声，自己是否还能睡得香
甜？

营门口，站着前来接他回家的妻子
杨洪苗。两人相视一笑，笑中含泪。从
今天起，结婚 24年的杨洪苗终于完整
地拥有了自己的丈夫。
“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

到故乡。”王忠心和妻子收拾完这边的
家当后，便返回安徽休宁老家。

他们的行囊里，装着习主席的深情
厚爱，装着习主席亲切接见他的照片，
装着他 34年的军旅记忆，那是王忠心
此生最宝贵的财富。

34年，从终点回到起点；
34年，无数汗水，无上荣光；
34年，“后浪”涌起，老兵不老……

（本报北京5月15日电）

●当兵34年、当班长 30年，6次受到习主席亲切接见，带出300多名优秀导弹操作号手
●“八一勋章”获得者、火箭军某旅一级军士长王忠心光荣退出现役

最后50米军旅路
■本报记者 梁蓬飞 张 良 通讯员 杨元超

王忠心退役了，他的身后站立起一个导弹人才方阵。 李鸿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