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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这里是海军××舰……”电
话接通，一个甜美的声音传来，这声音来
自海军某舰通信部门话务班女兵。

这是一个青春洋溢的集体，女兵平
均年龄23岁。

组建以来，海军某舰话务班先后被
上级表彰为先锋党员示范岗、荣立三等
功，其中 1人被推荐提干、15人次被评选
表彰为先进。

那年冬天，海军某舰入列。话务班
班长、中士郑娜接到了父亲的电话：“女
儿，我们一直在镜头里找你……”电话那
头，父亲语气兴奋。

电话里，郑娜和父母激动地聊起当
时的情景。在这位女兵班长心里，能在
这艘舰艇服役特别自豪，无论在哪个岗
位奉献都是荣光。

那年，郑娜经过层层选拔，从数十人
中脱颖而出，拿到上舰“入场券”。
“梦想之花为逐梦者绽放，奋斗铸

就绚烂青春。”走上舰艇，郑娜加班加
点学习业务、锤炼能力，很快成为全班
第一个实现岗位合格、能够独立值更
的女舰员，并逐步成长为该舰话务班
班长。

乘风破浪，逐梦远航。
上舰之前，中士李佳是海军某部文

书。跟随战舰驶向更加辽阔的深蓝，是她
的青春理想。“第一次登上舰艇，站在甲板
上眺望宽阔海面，我已经开始期待乘风破
浪的日子。”李佳在日记本上这样写道。

去年，哈萨克族姑娘、上等兵加依达
尔刚刚上舰。为克服发音障碍，她每天
跟着广播节目反复练习。如今，她的普
通话发音字正腔圆。父母也为女儿的快
速成长感慨不已。
“青春注定要拼搏奋斗，唯有如此才

能五彩缤纷。驶向深蓝的梦想让我有了
坚守的动力，绚烂青春献给我的舰。”加
依达尔笑着说。

随舰出海，对于话务班的每个人来
说都是荣耀。

2018 年，海军某舰出海执行任务。
上级临时决定：从其他单位挑选经验丰
富的话务员随舰出海。“我们要以更高
的标准做好准备，迎接新的挑战。”郑娜
给大家鼓劲儿打气。从那以后，为了迎
接话务班的“首航”，女兵们训练学习争
分夺秒，个个像上紧的发条。

任务来临，全班严阵以待坚守战
位。任务结束，随舰出海的领导为话务
班女兵竖起大拇指：“第一次担负任务，
你们就打了漂亮仗！”
“把任务当成打仗，把平时当成战

时。”这是话务班女兵的追求。
一次，舰上电话无法正常拨打，

话务班协力将故障排除。事后，她们
发现，早在半小时前就出现了故障
“苗头”，值班员却因疏忽未能及时
上报情况。“拧紧思想螺丝，才能绷

紧战备弓弦。”深夜，郑娜带领女兵
复盘讨论。

海上航行，话务班平均每人每天保
障接打近百个电话。为了在数秒内快
速、准确报出电话号码，她们熟练背诵上
千组电话号码。“用户通话时，我们还要
迅速记录电话转接内容，这需要长时间
训练。”下士陶薇薇说。
“脑功、耳功、手功、口功，必须样样

精通。”该舰通信部门领导介绍，话务班
女兵训练格外较真，为了把专业练精练
强，她们创新训练模式，把电话号码编成
“顺口溜”，定期开展业务比武……就像
女兵们说得那样，“台上一分钟，全靠十
年下苦功”。

话务班的检修区划面积较大，每天
她们还要担负相关值班任务。“遇难事
不畏难！”头戴护目镜，左手拎油漆桶，
右手持检修工具……女兵们每周轮流
来到检修区划，除锈、刷漆。在她们心

里，战舰就是家。
舰上训练课目对舰员体能要求高，

女舰员刚上舰训练成绩普遍不理想。郑
娜每天组织话务班女兵加练，逐个人员、
逐一课目过关。

去年 10月，该舰通信部门组织共同
科目考核。一名男兵班长发起“打绳结”
挑战。没想到，女兵班齐心协力，信心满

满的男兵班败下阵来。那天，下士姚一
莎的动作格外利索干脆，赢得男兵阵阵
掌声。
“岗位就是战位，乘风破浪写青

春。”这是海军某舰通信部门话务班女
兵们的心声。这群女兵心里，青春是一
种信仰、一种激情、一种心态，唯有热爱
能抵岁月漫长。

海军某舰通信部门话务班——

乘风破浪 逐梦远航
■王铁霖 本报特约通讯员 杜黎鑫

南国初春，火箭军某部测试大厅，
一场导弹升级测试进入关键时刻。指
挥长、中尉马博宁下达口令，身着白色
防静电服的女操作号手迅速进入战位。
“如果说发射专业是大国长剑的执

剑手，我们测试专业就是导弹的体检
师。”马博宁说。

马博宁所在排是该部第一支女子
测试分队。组建多年，女兵们战戈壁、
进深山、穿密林，多次完成重大演训任
务，先后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 3次。

荣誉的背后，是一群年轻女兵的坚
守和担当。
“男兵能行的，女兵也能行！”回忆

起最初的训练场景，综合号手、下士杨
晓蓉记忆犹新。

作为整个专业综合素质要求最高
的号位，测试训练时，杨晓蓉必须在
最短的时间内接通导弹上的电缆。
有些电缆内芯包裹玻璃纤维，尽管戴
着绝缘手套，手上还是会留下划痕，
她咬牙完成一次次训练，终于练就娴
熟技能。
“训练场上不分男女，必须拿出真

水平。”专业组长、中士郑菲带领全班和
时间赛跑。手心磨出水泡，水泡变成茧
子，茧子又被磨出了血……女兵们一边
给伤口消毒，一边偷偷流眼泪。第二
天，大家又精神抖擞出现在训练场。
“从女生成长为女兵，一道道伤口

就是成长的印记。”该部测试连政治指
导员兰帅帅介绍，女子测试排连续 4年
夺得军事技术比武第一名，被评为“最

佳测试单元”。
1994年出生的党娜，是女子测试排

第一批女兵。这位上士，见证了女子测
试排从无到有，陪伴着一批批女兵成长
蜕变。

女子测试排成立之初，上级要求当
年形成战斗力。执行演训任务，党娜和
战友白天练操作，晚上背规程、学理
论。“那段日子大家都憋着一股劲，恨不
得连做梦都在训练。”她说。
“女兵坚韧执着、心思缜密、沉稳

细致，只要给予她们施展才华的舞台，
经受摔打锤炼，同样可以支撑部队战

斗力建设半边天。”该部参谋长于洋洋
说。

那年单位组织比武，班长任庆燕
主动报名参赛。她反复进行轻武器
分解结合，胳膊被硌得青一块、紫一
块……经过一个多月的“魔鬼训练”，
她终于在枪支分解结合课目中摘得
桂冠。
“作为测试女兵，我们肩负着守护

大国重器重任。”每当看着导弹腾飞的
画面，党娜都难掩内心激动。“在飞扬
的弹道里，我们的青春别有一抹色
彩。”她说。

火箭军某部女子测试排——

弹道如虹 青春飞扬
■袁 帅 邵一鸣

“刷牙时间每次不能少于几分钟？”
“剧烈运动可能对牙齿增加哪些风险？”

战略支援部队某部营区，战略支援
部队特色医学中心口腔科组成的医疗
队，正在组织一场口腔知识竞赛活动。
官兵们踊跃参与，积极学习口腔护理知
识，掌握口腔保健技能。
“一线官兵需求的不仅仅是健康诊疗，

更需要科学的健康理念和管用的健康技
能。”该中心口腔科领导意识到，他们下基
层诊疗的次数和受益面有限，但官兵们的
口腔防护一天不能间断。“授鱼”与“授渔”
都不能少，他们既要通过下基层服务为官

兵送医送药，更要做好相关技能和知识的
普及与推广，留下一支“不走的医疗队”。

在戈壁某部，该中心口腔科专家被
官兵誉为“传播口腔健康知识的教练
团”。近年来，科室先后在基层部队举
办口腔健康科普知识讲座 50 余场，并
广泛向基层官兵发放《军人口腔保健与
牙病防治手册》《军人口腔健康 100
问》，有效提升了官兵自我保健意识和
防护技能。

姓军为战，使命在肩。他们始终紧
盯高原、戈壁、海岛等环境下的口腔常
见病领域创新攻关。他们还开展“不忘

初心、情注仁心”主题巡诊，组织医务人
员上高原、进哨位、下点号，为官兵提供
便捷服务。

医疗队在巡诊中发现，上级为部队
配发的牙科治疗器材，因无专业的操作
人员，不少都“躺”在仓库里。医疗队仅
凭每年有限的巡诊时间，不能从根本上
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托医院优质的教
育资源，培养一批扎根基层、技术过硬
的口腔医学专业人才。

急部队所急，送官兵所需。除了按
规定执行上级赋予的培训任务外，他们
组织教学力量，总是给基层预留名额，
只要基层提出需求，全部无条件满足。

近年来，科室免费培训基层部队自
主选送的军医千余名，有效缓解基层部
队口腔医生紧缺的现状。

西北高原，紫外线照射强烈。某部
队接到命令，机动上千公里，抵达某
地。科室医护人员转战千里，同步进行
口腔疾病防治的研究。为了不影响部
队训练任务，医务人员每天利用官兵休
息间隙开展作业采样，得到了宝贵的第
一手资料。

科研也是战斗力。针对特殊环境
中口腔疾病的救治防护等课题，他们建
立具有专业特色的口腔医学防护技术
体系，研究成果先后获得军队科技进
步二等奖2项、国家发明专利3项。
“诊位就是战位。”他们对接基层口

腔医疗需求，建成部队官兵急需的 9个
亚专科，目前已发展成为国家临床重点
专科、国家临床药物试验机构。

战略支援部队特色医学中心口腔科——

姓军为战 使命在肩
■王万历 刘殿如 阚秋实

“精彩的一线战例”“数据很翔
实”……国防大学联合勤务学院副教授
吴艳梅讲授的课程，总能引起学员的浓
厚兴趣。

从事军事教学 25 年，吴艳梅的课
堂总是充满着“硝烟味”。这不仅因为
她的授课内容和弹药保障有关，还因为

她喜欢把“战场”搬到课堂。
吴艳梅主张将第一手资料纳入课

堂，根据形势发展持续更新，实现课堂
与战场的“无缝衔接”。“让每堂课都服
务战斗力，越贴近部队越能服务打仗，
这是我的目标。”吴艳梅说。

吴艳梅喜欢组织学员发言，也注重

倾听他们的观点建议。在她的精心策
划下，倡导学员自由研讨的“小班化”教
学搞得红红火火。一批批学员在讨论
和争论中寻到了实战化启示，摸到了打
胜仗门道。
“要想讲好课，必须考虑什么能调

动启发学员共鸣。”吴艳梅说。为提升
课堂吸引力，她采用建模仿真和三维场
景动画等媒体技术，让授课科技感十
足。

耕耘三尺讲台，跋涉科研道路。“高
新技术发展太快，必须抓紧研究。”吴艳
梅把高新技术和制约备战打仗的关键
问题，摆在教研首位。

近年来，她主持科研项目 10余项，
参与国家、军队重大科研项目 30 余
项。她的研究成果为解决装备全寿命
数据信息管理、部队弹药需求精准测
算提供了有力支持，为深化改革提供
了理论支撑。

每一个军人的背后，都有一个牺
牲奉献的家庭，吴艳梅也不例外。她
常说：“没有家人支持，就没有我今天
的成绩。”

2019 年 10 月，吴艳梅以全院教学
比赛第一名的成绩参加国防大学教学
比武。那时，父亲患病需要手术，母亲
为了不牵扯她的精力，直到比赛结束才
向她透露消息。
“像梅花一样在寒冬绽放，用美丽的

姿态等待春天。”吴艳梅说，为战育人，在
这条路上她还要继续贡献光和热。

国防大学联合勤务学院副教授吴艳梅——

把“战场”搬到课堂
■洪大鹏 杨鑫鑫 刘征鲁

“2 月 22 日，全省无新增确诊病
例，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打开手
机，一条信息映入黑龙江省军区保障
局局长刘修忠眼帘。

信息发送者是该局助理员丁杨
杨，一名深受同事喜爱的转改文职人
员。

去年以来，丁杨杨始终坚守抗疫
一线。作为一项例行性工作，她坚持
每天早晨推送防控信息，让大家及时
掌握前一日全省疫情情况。

丁杨杨从小向往绿色军营。2005
年军校毕业，她选择来到驻黑龙江省
某医院，成为一名手术室护士。

业余时间，丁杨杨闭门“啃”专
业，练习骨骼肌肉解剖图谱。为了准
备集训比武，她早起晚睡，苦练包
扎、转运等野外救护技能。

2012年，丁杨杨实现角色转换，从
医院调入省军区第一干休所，成为一名护
理师，专门为干休所老干部进行医疗护
理。

那段时间，丁杨杨练就了独特技
能：“一听准”。接听电话，老人口音
含混，一时难以听准谁打的。丁杨杨
却听得清楚明白，第一时间赶去护理。
“待人热情，整天笑盈盈。”老干

部眼里，丁杨杨像个幸福使者，走到
哪儿，就会把欢笑带到哪儿。
“没有细心耐心就发现不了问题，

也护理不好老人。”丁杨杨经常对身边
人说，“所里的离休老干部很多都是战

功卓著，咱在这儿当护理师必须认真
负责，才对得起这些老英雄。”因此，每
当医生给老干部诊治时，她都仔细留
意，记录下可能需要心理干预的人员
和事项。

一次，丁杨杨无意中发现一位老干部脸
憋得通红，几乎说不出话来。她意识到老人

可能吃东西卡住了，就立即为其清理喉咙。
2018 年 8 月，丁杨杨转改文职人

员，进入省军区机关。入职大会上，
身着“孔雀蓝”，丁杨杨英姿飒爽。她
誓言铮铮：“文职人员同样担负着强军
兴军的重任，我将在岗位上履行好自
己的职责，不负青春！”

黑龙江省军区保障局助理员丁杨杨——

让岗位闪耀荣光
■冷海涛 本报特约记者 杨银满 吕衍海

万木争春展宏图 巾帼花开强军路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部分全国三八红旗手（集体）、全国城乡妇女岗位建功先进个人（集体）风采录

蜜话务班女兵在工作中。

蜜口腔科医护人员为官兵诊疗。蜜女子测试排进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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