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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队伍带着一个“秘密”出发
了。

5月上旬，第 73集团军某旅野营驻
训工作拉开帷幕。按计划，这一天他们
将分东西两线分别编队，整建制机动至
千里之外。

这个“秘密”，深埋在作战支援营警
卫勤务连上士任仰康心里，这次机动任
务将伴随着他步入而立之年。然而，身
为驾驶员，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安全行车
才是今天的头等大事。

长距离、高强度机动，对驾驶员
来说是一次不小的考验，更何况旅领
导专门提出：这次机动要全程按照实
战化要求组织，既是驻训进点，更是
能力检验。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全副
武装的任仰康神经紧绷，眼睛时刻紧
盯路况车流。他知道自己虽然驾龄
长、驾驶经验丰富，但也不能有半点
疏忽。

这个“秘密”，也藏在带车干部、连
长郑兴椅背后的纸箱里。路途颠簸、
天气炎热，时刻威胁着“秘密”的提前
泄露……
“连长，纸箱里到底藏着啥宝贝？”每

次休息，任仰康发现连长都要摆弄一下
纸箱，这不禁引起了他的好奇。
“马上就到宿营地了，大家提高注意

力，控制好车速……”郑兴没接话茬，而
是掏出对讲机，提醒车队安全前进。

连长避而不谈，任仰康觉得奇怪，但
也没有多想。不一会儿，随着车辆减速，
车队缓缓驶入服务区的停车场，第一天
的机动终于告一段落。
“驾驶员和带车干部集合！”突然，对

讲机里传来了梯队长吴锐劲的指令。正
在检查胎压和油路的任仰康马上放下工
具，朝集合地点跑去。

列队完毕，看着连长郑兴抱着纸
箱子站在一边，任仰康心里更加纳闷
了……
“今天的长途机动十分顺利，大家辛

苦了。现在，请容许我代表梯队向任仰
康同志致以生日的祝福！”“祝你生日快
乐，祝你生日快乐……”在一片掌声和歌
声中，连长郑兴从纸箱里掏出了一块已
经融化了的蛋糕。

蜡烛用打火机替代，刀叉从单兵
炊具中寻找……准备不是很充分的连
长受到了梯队长的“严肃”批评。看着
把自己围成一圈笑闹着的大伙儿，任
仰康从连长手中接过蛋糕，狠狠地咬
了一口。

携“密”出征
■汪书弘 张毅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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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遇到突发情况，你们将如何应
对处置？”熄灯后，我和大队长带着几名
学员队干部，对各岗哨和重点场所进行
检查。

一圈转下来，已是午夜。看到校区
管理保障处处长山川展的办公室还亮着
灯，我们便走进去找他，就检查中发现的
问题作了汇报，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返回宿舍途中，我开玩笑地说：“虽
然目前我们大队的任务还不饱满，但大

家心中时刻想着工作、装着工作。”大队
长接过话茬：“事多事少都是相对的。不
想干事就会无所事事，想干事就要把事
情干好，这也是一种担当作为的表现。”

受疫情影响，由我们大队担负的现
职军官学员任职培训任务暂缓，只有几
名干部坚守岗位，按说这种情况下，大家
歇歇脚、松松劲，只要守好摊子不出事，
谁也挑不出毛病。但我们几个人一合
计，感到既不能这样想，也不能这样干，
便主动找到校区领导请求给任务、压担
子。同时，对照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
纲要》，在抓制度打基础、抓队伍强能力、
抓责任促养成上积极想办法、定措施。

这段时间，别看我们只有几个人，但疫情
防控、岗位能力培训、基础设施检修等工
作一项也没耽误，随时为恢复正常教学
秩序做好准备。

前两天，我组织开了一个会，让大家
交流一下近期个人思想和工作情况，现
场你一言我一语，最后汇成这样几句话
互相共勉：“爱单位如家庭般的真挚情
怀，心中有花自盛开的阳光心态，工作不
分你我他的团结精神，不为名利而进取
的优良品质。”会议临近结束时，不知谁
冒了一句：“这应该成为我们大队的建设
理念和工作追求。”大家会心一笑，纷纷
拿本子记了下来。

心中时刻装着工作
■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南京校区某学员大队政委 周燕虎

“这些照片都是抓拍的吗？”4月中
旬，看到执勤二大队四中队的“笑脸墙”，
武警葫芦岛支队政委许明武这样问道。
“有些‘笑脸’是摆拍的……主要是

想营造快乐向上的氛围。”中队干部坦诚
回答。

许明武指着其中两张摆拍痕迹明显
的照片说：“像这样导演出来的笑脸，恐
怕不能感染人，也不能达到你们想要的
效果吧。其实，相比这样整齐划一的‘笑
脸墙’，战士们是否更想留下自己最真实
的表情瞬间呢？”

一番话让中队干部感到惭愧的同时
豁然开朗。随后，中队一方面向官兵征
集他们最满意的“个人靓照”，一方面请
爱好摄影的战士平常注意抓拍官兵的
“精彩瞬间”。很快，曾经的“笑脸墙”变
了模样，摆拍出来的“笑脸”不见了，却多
了战士们在训练场上的咬牙坚持、在学
习室里的闭目凝思，以及受挫时的懊恼
与奋起……
“笑脸墙”变身“写真集”，一下子

燃爆了战士们热情，他们空闲时间总
会三三两两地围在照片墙前，相互点
赞彼此的精彩瞬间。而干部骨干也
发现，相比过去单一的“笑脸墙”，这
种抓拍出来的“写真集”不仅更能活
跃内部氛围，还能调动大家的训练积
极性。
“接下来我会练得很猛，你可要给

我抓拍好啊！”这一天，即将走上训练
场前，官兵纷纷对“摄影师”如是叮
嘱。

“笑脸墙”变身“写真集”
■杨 阔 陈 宇

“‘大管家’，忙啥呢？”5月 13日午
饭后，看到高云飞背着工具包，一路小
跑，一名战友本想叫住他，不料一脸冷
峻的高云飞，头也不回地进了旅里新
修建的大数据机房，连招呼都不打。

今天机房搬迁，看样子他又要熬
通宵了。
“丁零零……”凌晨 5点，电话仍

响个不停。高云飞低头一看手表，发
现自己已经忙了16个小时。
“班长，作战值班系统的核心服务

软件突发故障，显示连接异常，调试了
半天，还是搞不定！”电话那头，声音急
切而烦躁。

核心服务软件是旅作战值班室对
上通联的关键。此时机房搬迁距离上
级规定的时限只剩 1小时，倘若无法
按时完成，将造成通信事故，砸了他们
信息保障队运维室多年“零事故”的招
牌。

尽管高云飞日常“高冷”，但他工
作起来尽心尽力，从不叫苦，战友私下
都尊称他“大管家”。这个名头可不是
随便叫的，得有实打实的真本事，且看
他的“硬核”表现——

多次参加军事演习、网上对抗等
重大行动，次次出色完成保障任务；
十年如一日负责全旅网络运维，对主
要光缆链路、多个节点机房、上千个
网络用户了如指掌，从未发生过一起
事故……
“数据库进程和游标数配置错误，

这个问题你没碰到过。”天色微亮，高
云飞从一公里外的机房匆匆跑来，仔
细排查后，冷冷地对旁边的维护员说
出了问题所在，紧接着开始一通令人
眼花缭乱的操作，不到 20分钟便手到
病除。

在高云飞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
记录着每次重大运维操作的参数数据
和改进流程。实际上，这一故障他之
前也未接触过，成功排除的底气来自
他积攒多年的问题库，和针对潜在特
情准备的处置预案。

一次演习中，指挥信息系统瘫痪，
任务棘手，时间紧迫，在场所有人已不
抱希望，准备上报求援。
“让我来试试！”这并非高云飞的

专业，但他不肯放弃，仔细回忆日常积
累的通信知识，摸索配置参数，最后竟
奇迹般“救活”了信息系统，使演习继
续推进。

今年 3月，该旅搭建大数据综合
集成环境，由原来单个服务器拓宽为
服务器集群，数量增加了 10倍，支撑
起全旅几十个试点项目，高云飞也从
原先的网络维护员升级为专职数据维
护员。大数据机房，是该旅大数据建
设工程的心脏，能否保证运维不出问
题，对这位“大管家”而言，是个不小的
挑战。

为此，高云飞向厂家学习服务器
网管软件，请教专业技术人员服务
器管理方法，加班加点学习研究。
同时，他还抓数据维护人才培养，想
赶在机房落成前完成知识和人才储
备。那些“徒弟”，可没少挨高云飞
的批。

短短半月，高云飞和他的小团队
便掌握了服务器参数设置、大数据应
用系统参数设置等有关专业技能，提
高了信息运维能力。
“用好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化手

段提高部队建设质效，为新型作战力
量赋能，是关乎旅队发展的关键……”
谈起自己的工作，高云飞有说不完的
话，但还是一副冷面孔。

一句话颁奖辞：技术高、面孔冷、

肩膀硬，兢兢业业“大管家”。

这个“管家”有点“冷”
■曾 云 江雨春

最后一次上岗操作，最后一次喊响
喊了30年的口令；

庄重地向徒弟交接号位装备清单，
细致地叮咛注意事项；

再一次向导弹敬个军礼，依依不舍
地向无言的“老伙计”告别……

这是不舍的告别，这是使命的交
接。连日来，火箭军某旅精心组织高级
士官退休系列活动，请王忠心等 4位一
级军士长与旅常委座谈，给部队建设留
下“金点子”；为年轻同志上一堂专业课，
传授导弹操作宝贵经验；举办“致敬最美
奋斗者”体会交流活动，激励年轻战友向
老兵学习，在强军征程上勇当先锋。

图①：王忠心向驾驭多年的“大国重
器”敬礼告别。

图②：王忠心进行最后一次装备操
作。

图③：王忠心向“徒弟”、四级军士长
赵洋交接号位装备清单。

图④：黄宗勇、刘豪、王忠心、严增勇
（从左到右）等4位一级军士长退休前向

国旗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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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下旬，第 73集团军某防空旅训
练场战车轰鸣、导弹列阵，集团军建制营
（连）专业基础考评正如火如荼展开。在
3天连贯考评中，记者从官兵口中听到
最多的字眼就是“没想到”。
“没想到李俊竟然会不及格！”平日

成绩一直优秀的导弹发射手李俊，却在
这次专业课目考核中“败走麦城”，战友
们惊讶不已。

作为导弹发射手，李俊是发射专业
的训练尖子，而此次考核中考官却下达
“导弹装填手阵亡，由你补位进行导弹装
填”的导调指令，这让李俊一时间手忙脚

乱，最终被判定为不及格。
“战场瞬息万变，光有独当一面的

‘专才’是远远不够的。”考官文博告诉记
者，“按照大纲规定，初级士官必须掌握
一专多能，平时训练注重把‘一招鲜’练
成‘多面手’，才能增加打赢的底气。”
“栽跟头”的不止李俊一人，该旅一

营营长范鹏辉在这次考评中也被“浇了
一盆冷水”。这个营平时把大部分精力
投入到发射、装填、雷达等主战专业上，
对卫生员、驾驶员、军械员等保障专业的
训练抓得不够实。没想到这次考评，将
大大小小 20多个专业、80余项专业课目
全部纳入，这让一营多次“马失前蹄”。

如果说专业课目考核关注的是部队
遂行任务能力，那么共同课目考核更多
是在考验官兵的战斗精神。

“没想到，这场连贯考评，最后考的
是官兵的意志力。”某旅发射站站长张伟
荣告诉记者，共同课目考核那天，刚考完
800米赤臂蛙泳，就立即展开 5公里武装
越野考核，不少官兵在考完后身体接近
极限。
“以往要么是单兵训练课目连贯考

核，要么是整建制专项课目抽考，建制营
连 3天连贯考评这么多课目，是过去从
未有过的。”回忆起这几天的参考经历，
许多官兵这样感叹。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3天的采访

中，记者深深感到，写在集团军靶场上的
这句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他们抓战备
训练工作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考核
场上连呼“没想到”，本身就是一种自我
警醒。

一次考评，官兵连呼“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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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志伟 本报特约记者 赵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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