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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战位

战 位 观

“面对岗位转型升级带来的全新

挑战，只有通过努力学习不断磨练自

己，才能克服能力不足带来的本领恐

慌。”这是历经两年“蝶变”之后的官运

的肺腑之言。

跨入新时代，人民军队也迈出了

“从头越”的步伐——举世瞩目的国防

和军队改革拉开大幕。在新的编制体

制下，后装保障领域增设了许多新岗

位。与以往不同的是，有些岗位在连队

编制上只有寥寥数人，有些甚至一个专

业只编配一个人。演训期间，这些岗位

的修理工往往需要一个人担负起相应

武器装备维修保障的全部任务。

这些岗位虽小，但这些人必不可

少。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就是要

“减肥消肿”，让部队的肌体变得更加

健硕有力。编制变了、岗位多了、人

员少了，但新装备列装部队的速度越

来越快、型号越来越多、科技含量越

来越高，保障任务非但不减，反而逐

年递增。

面对新岗位带来的新挑战，部队

如何加速转型？保障力从何而来？官

运用有力的行动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要放弃，可以找一千个理由；要

坚持，一条理由就够了。”经历新岗位

淬火重塑后，官运道出了自己的心声。

一个鸡蛋从外部打破是食物，从

内部打破是成长。在全新的领域，官

运有过“隔行如隔山”的苦恼，也曾因

为没有专业基础感到力不从心。但他

深知，修理工虽然属于战斗力建设的

末端环节，却是装备战斗力生成的重

要一环。

如果说军队是一台大机器，每名

军人都是这台机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只有人人把自己的战位守好，这

台机器才能正常运转。如今，国防和

军队改革后新体制的四梁八柱已经架

构完成，每个岗位都将成为打赢未来

战争的重要因素。

打仗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打保

障。抗美援朝战争，保障线上的战斗

与前线战斗同样激烈。保障从来都是

为作战服务的，却从未像今天这样与

作战联系得如此紧密。

用历史的长镜头回顾曾经的维修

保障模式。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的装

备维修保障任务主要依托各根据地的

修械所、兵工厂，最初的技术工人大多

是民间工匠。随着我军正规化、现代

化建设水平不断提高，装备保障工作

有了新的发展，多措并举开展装备保

障学习和培训，为部队输送了一大批

装备维修保障技术骨干。

用世界维度的广镜头俯瞰当前维

修保障模式，现代战争中，保障力量是

战场的重要一环，不仅“拳头”要硬，

“每根指头”也要硬。修理工是武器装

备的“主治医师”，是人与武器结合的

直接体现。只有让那些有绝技、有绝

招的科技人才嵌入作战体系，才能使

作战体系更加稳固可靠，产生1+1＞2

的“倍增效应”。

新时代呼唤更多独当一面的“保

障尖兵”。面对新岗位、新标准、新要

求，每名官兵都要把“军旅成绩表”的

指针归零，以强烈的本领恐慌感和知

识危机感内储动力、外加压力，让自己

拧紧螺丝、上满发条，始终处于“待击

发状态”。通过在新岗位上从理论到

实践多轮打磨，将自己的知识结构和

能力体系按照岗位要求来重塑构建。

这样，无论在哪个岗位都能成就不一

样的精彩。

“要坚持，一条理由就够了”
■邢 哲

“一名修理工要是修

不了装备，或者坐等装备

上门，都是一种失败”

个头不高、其貌不扬，一副憨厚的模
样。人群中的官运，怎么看都不像具备
“王牌维修工”的潜质。第 77集团军某
旅修理二连连长王玉鹏在上任之初也是
这么认为的。

几年前，随着“脖子以下”改革的全
面展开，修理二连的编制表上“一夜之
间”出现了诸多新岗位。与此同时，修理
二连主官也开始履新，一支全新的队伍
应运而生。

连队人数并不多，王玉鹏很快就认识
了全连大多数战士。但对于官运，他却用
了很久才把人和名字对上号。“官运不怎
么说话，站在队伍里很不起眼……”

一次正常操课训练，王玉鹏让各专
业人员带开训练，官运却一个人带着小
板凳去了修理工间的一个角落。
“这个专业就我一个人，我只能自己

出题考自己。”王玉鹏走近一看，这才发
现官运的“独角戏”：一个人组织理论学
习，一个人准备课件，一个人考试……面
对这个陌生的专业领域，官运从头到尾
都是一个人。

王玉鹏心里清楚，改革调整出现新
编制新岗位后，连队普遍存在人手紧张
的情况。为了保证每个岗位都有人，好
多新岗位只编配 1-2人。但即使这样，
官运这道孤独的身影还是让王玉鹏心头
一震。

官运的困难远不止于此。没有专业
教材，官运只能在一本通信维修的基础
教材上读到零星的“指挥控制系统”知
识；新列装的轮式装甲车被营里“严格保
护”，连驾驶员、载员训练都有着严格要
求，官运连摸到装甲车车载指挥控制系
统的机会都不多。
“在修理连，一名修理工要是修不了

装备，或者坐等装备上门，都是一种失
败。”同在一个连队，官运的眼睛满是艳
羡：连里传统专业修理工每天都在发挥
着岗位作用，特别是汽修专业，几乎天天
都要执行维修任务，整个汽修排因为成
绩突出荣立集体三等功。

有人欢喜有人忧。目睹“高光”下的
战友，再看看自己的“无为”状态，官运有
时难免会萌生退意：“当兵几年要是一直
这样，就太没有意思了。”

他试着去和其他新岗位修理工“抱团
取暖”，发现“大家其实都一样”。一样的从
零开始，一样的“赋闲”处境，尤其是转岗后
的老士官们觉得无用武之地，甚至有人感
慨：“我们被时代抛弃了。”

“转型绝不是把两条

腿变成车轮子那样简单”

官运始终在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上车执行维修任务。事实上，列装没多久
的新型轮式装甲车也在等待着他。

官运说：“指挥控制系统就是装甲车
的‘大脑’，如果‘大脑’出了问题，装甲车
就算拥有再强悍的火力和机动力，也只
能在战场上胡冲乱撞。”

这句话，合成营官兵们最有感触——
新装备列装不久后，该旅就奔赴海

拔 4000 多米的高原腹地开展实兵演
练。留给官兵们熟悉和适应装备的时间
并不多。

一次演练，该旅某合成营作为主
攻部队推进到前沿阵地，途中步兵却
选择下车徒步展开进攻，并派出穿插
分队迂回进攻，活脱脱重演了一出传
统步兵战术。几十辆装甲车只是被当
作“代步工具”。
“转型最重要的是转变旧思维。”演

练结束后，很多人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而转变思维，光喊口号是不行的；心里没
底气，即使喊出来的口号也是轻飘飘的。
“本来就不怎么会用，又怕用坏了不

会修，干脆就不用了。”无人会修的困境，
让装甲车车长们不得不选择“保守路
线”，不少人在车载指挥控制系统的终端

屏幕面前畏手畏脚。
“转型绝不是把两条腿变成车轮子

那样简单。”指挥控制系统的运行与维
护，正是合成营模块化、信息化建设需要
突破的“瓶颈”。对合成营来说，指挥控
制系统的维修保障力，就是部队转型建
设的底气。

修理工不会修，合成营又眼巴巴
地等着会修的人。一边没有米下锅，
一边又等着开锅吃饭，这样的双重难
题让该旅领导头疼不已，倒逼他们去
寻找突破口。

没过多久，该旅装备维修科协调到
一个学习培训名额，并通知到王玉鹏。
“有出去学习的机会，你不想试试？”

王玉鹏找到官运，没想到官运对此“兴致
不高”。对这次短暂的学习培训，官运压
根没抱多大希望，他心里清楚，指挥控制
系统知识深奥，10多天时间根本不可能
掌握。

王玉鹏开始苦口婆心地做着官运的
思想工作，其实他自己也拿不准，但他觉
得“能出去看看”总比窝在连里强。
“相信我，一切都会好起来，只是时

间问题。”连长的话，让官运重拾信心。
“我不想辜负连长的期望。”第二天，

25岁的官运带着全连的希望出发了。
让官运没想到的是，这不起眼的 10

多天培训，却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人。
那是一场入门级的培训课，授课教

员是一名一级军士长，教的是整套系统
的入门安装。

与专业知识相比，更吸引官运的是
这位“兵王”的个人魅力。

课间休息时，官运忍不住去跟“兵
王”聊了起来，与其说是聊天，不如说是
抱怨，他把自己半年来的“苦水”全倒给
了“兵王”。
“小兄弟，我以前也和你一样，什么

都不会，都是靠一点一滴学习积累起来
的。”“兵王”起初只是一名油机修理工，
走到今天，他用了足足20年。

后来，官运说：“短暂的 10 多天培
训，‘兵王’或许没来得及教更多的知识，
却在一个重要关节点上成为了我的人生
老师。”“兵王”用他厚重的工作履历，让
官运萌生了坚持到底的信念。
“从那时起，我就告诉自己：我能行，

我一定要把这个专业攻克！”官运说。

“时代推着你往前跑，

想不进步都难”

回来后，官运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
王玉鹏。

连里原本计划一个季度送一名战
士去学习，但看着官运的态度坚决，王
玉鹏决定全年让官运一个人去学习，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宝全押在他一个
人身上。”

就这样，各种密集的学习和培训纷至
沓来——小到几天的集训，大到数个月的
学习，官运开始了一场漫长的“爬坡”。

所幸，从谷底爬到山顶的过程，总有
一股向上的力量在背后推着他。

那年夏天，漫长的川藏线上，一辆客
运大巴小心翼翼地行驶在“天路十八
弯”。座椅上的官运昏睡了一天，他确实
太累了。

刚结束一个月的培训，官运就跟随
部队前往海拔 4000 多米的高原驻训
地。屁股还没坐热，几天后又有一份学
习通知下来了。
“跟厂培训？”拿到通知后，官运有点

疑惑，也有点紧张。疑惑的是之前的培
训都是部队组织的，这次为什么要去工
厂？紧张的是要和地方工厂师傅打交
道，自己究竟能不能学到东西？

此时，官运已经掌握了指挥控制系统
的基础知识，他急切地想继续深造，跟厂
学习、亲历装备生产全程，正是当前他最
需要的。

所有疑惑都在入厂第一天“烟消云

散”。带他的工厂师傅态度和蔼，每当官
运提出问题或是请教手艺，师傅都会马
上停下手头工作，为他仔细讲解。
“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为我讲解就

会耽误他们当天的任务进度。”几天下来，
官运对工厂师傅心生敬佩。

此外，工厂为此次培训学员提供了
良好的吃住条件，每天上班还会安排专
车接送。这些，都让官运感觉“像回到
家一样”。

让官运更激动的是，工厂邀请他参
加厂里的业务讨论会。会上，工厂师傅
们将他作为重要的与会人员，详细地询
问了部队的装备使用情况和改进建议。

官运提出的建议和意见，都被他们
一一记录到本子上。当应邀做完主题发
言坐回会议桌前的那刻，一股突如其来
的感动，击中了这位基层修理工的心。

跟厂培训结束没多久，官运又动身
前往陆军装甲兵学院士官学校，在这里
他将完成最后的实装学习。3 个月时
间，在紧张的课程安排中很快流逝，官运
迎来学成归营的那一天。

临走的最后一周，一位教员深情地
对所有士官学员说：“我希望你们能立
志做个‘兵王’，但要成为‘兵王’，就得
耐得住寂寞，用日积月累的沉淀，去练
就一身过硬本领。我希望看到你们成

才的那一天。”
“兵王”一词，让角落里的官运浑身

一颤，他的脑海里浮现出曾经启蒙他的
那位一级军士长。不仅是他，还有全力
支持自己学习的连长、为自己千方百计
协调学习名额的机关助理员、跟厂培训
时的工厂师傅……

官运说，这些不断改变着他人生轨迹
的师友，给他的感受很微妙，其实他们并没
有刻意做什么，大家都是尽力做好自己的
本职工作，但所有人的“一点一滴”汇聚到
一起，就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推力”，“推”着
官运一点点向上爬。
“赶上了新时代，时代推着你往前

跑，想不进步都难。”官运说。

“我的未来在战场，

我的战场在未来”

两年后的 2019 年，官运终于学成
归来。

但官运成为全旅“红人”的过程，也
像他的性格一样，属于“慢热型”。

2019年底，旅机关要求修理二连上
报来年所需的维修器材，王玉鹏想到官
运报了一大堆器材，他也不懂，就带着官
运一起前往装备维修科。

说来也巧，他们刚到机关，该旅某
合成营车长赵辉便拿着车载指挥控制
系统上的一件设备闯了进来。那是一
件故障设备，导致车辆通联出现问题，
影响了当天的实弹射击成绩，赵辉还挨
了旅领导的批评，可赵辉又不会修，只
好跑来求助机关。
“要不，我试试？”装备维修科助理员

刚说了一句“没人会修”，旁边的官运便
试探性地插了一句话。

指挥控制系统专业性强、线路复杂，
一直是该旅装备维修的“老大难”问题。
直到官运开口，他们才恍然大悟：“原来
我们也有人才！”

第二天，官运便将修好的设备交还
给赵辉。赵辉喜出望外，赶紧把全营的
故障设备都报给了机关，申请让官运进
行巡检巡修。
“可算逮着个宝贝了！”赵辉这一高

兴，可把官运累坏了。听说修理二连出
了一名指挥控制系统修理工，一夜之间，
全旅车载指挥控制系统维修任务全“堆”
给了官运。

并不是所有设备都能在一夜之间修
好。好多装备涉及主板电路等专业知
识，官运只能打电话咨询厂家，有些厂家
提出必须返厂维修，这样一来一回的时
间必然会影响部队演习训练。

于是，官运心一狠：“自己干！”整整2
周时间，他都“宅”在一辆辆装甲车里，硬是
攻克了多项技术难题，让一台台设备恢复
了“元气”。

好学的官运还在追寻更大的目标。
他最喜欢的一部电视剧是《陆战之王》，
其他人看的是剧情，他参悟的却是新型
陆军装备的未来作战模式。早在学习培
训期间，官运就在思考和摸索指挥控制
系统与装甲车的有效融合，并提出了一
些战法构想供指挥员参考。

年轻，总会有层出不穷的想法。高
中毕业的官运，自知学历水平对自己的
限制，但他并没有气馁，“年轻就是资本
嘛”。这些年各种战备训练、学习培训任
务如此繁重，他还通过自学考取了大专
学历，并自修了《通信原理》《C语言》《单
片机构造与原理》《模拟电路》等多门大
学本科课程。
“我觉得自己只是刚刚打开了一

扇大门，门里面还有着更广阔的天地
等着我去探索。”官运所说的“门”，便
是指挥控制系统背后的未来陆军作战
理念，信息化时代已经渗透到新装备
的方方面面，未来战场需要更多的知
识型人才。

休假前，为了能够全面掌握装甲车
内的信息化设备，官运还向王玉鹏申请
兼顾连里的通信维修专业。他想全力奔
跑，拥抱这个崭新的时代。
“我的未来在战场，我的战场在未

来。”官运说自己很期待未来，因为未来
和年轻的他一样，充满了朝气和希望。

成 长 路 上 ，被 时 代 推 着 跑
■本报特约记者 雷兆强 通讯员 闻苏轶 李沛锦

假期刚刚过半，第 77 集团军某旅指挥控制系统修
理工官运就已经按捺不住了。一想起部队那些“伙伴
们”，归队的念头在心间一波波涌起，一波比一波强烈。

官运一心念着的“伙伴们”，是旅里的一台台新装
备。去年，新装备维修任务重、时间紧，官运基本没休
假。今年年初，连里权衡再三，让官运尽早把年假休完。

在连队，一次能连续休上一个多月的假期实属不
易。但是每年春季，也是装备维修保养的大好时节。
全旅装甲车的信息化设备数以百计，进行深度保养和
应急维修，旅里只有修理二连指挥控制系统修理工官
运中士一人能够胜任此项任务。某种意义上，他是旅
队的一个“宝贝”。

这个“宝贝”的培养耗时两年之久。两年时间里，
步兵出身的官运转岗后，成长为全旅维修保障领域的
排头兵。就在官运成长进步的同时，他所在的旅也在
经历着调整改革后的一次大考，向着建设新型作战力
量的目标前进。个人与集体都在时代大考中交出了各
自的答卷。

改革落实在基层·新战位新跨越

训练间隙，官运对车辆进行检查维修。 牛誉晓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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