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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班长，好消息，你现在是高
级士官了！”前不久，得知自己已晋
升为三级军士长，第 80集团军某旅
炮兵营雷达技师贺冰洋悬了好几个
月的心，终于落下了。

贺冰洋是旅里的训练尖子，也
是雷达专业的技术骨干，参加大小
演训几十次，被全旅官兵公认为“雷
达兵专家”。去年，贺冰洋服役进入
第 16 个年头，四级军士长任期将
满，他毫不犹豫定下“留队长干”的
决心，主动向连队递交了一份申请。

然而，本来满怀信心的贺冰洋，
却在晋升高级士官考评中被浇了一
盆冷水。原来，晋升高级士官需要
同时具备有专业岗位编制且岗位空
缺、从事本专业满 8年、参加过“中
晋高”相应培训、获得技师技能等级
证书等 7 项硬性条件。把贺冰洋
“拒之门外”的，正是那本他与之“擦
肩而过”的技师技能等级证书。

两年前，贺冰洋已经通过了高
级职业技能鉴定，取得技师技能等
级证书参考资格，最后却没能进入
考场。教导员李洞元向记者道明原
委：近年来，部队实战化演训越来越
密集，信息化转型步伐不断加快，贺
冰洋所在的雷达专业分队成为演兵
场上不可或缺的新质作战力量，作
为业务能手，贺冰洋次次任务冲在
最前面。不巧的是，参加技能考核
的时间与部队演训“撞车”了。

考试前，营连领导在演习场找
到贺冰洋，劝说其临时退出任务返营
参加考核，却被他一句“战情紧急，打
仗要紧，其他事先放一放”拒绝了。
“转型后，部队演练都是多专

业、多战位协同战斗，空出一个席
位，战斗力链条就不通畅了，我不能
只为个人进步去当‘逃兵’！”贺冰洋
坦言，“当知道自己不能留队时，心
里也很失落，但我相信自己的选择
是对的，我不后悔。”

正当贺冰洋准备“转身”之际，
事情发生了转机。“业务精、能打仗
的人才，我们要创造条件把他们留
下来！”营党委一班人认真研究政
策、分析矛盾后，向旅党委递交了一
份报告。旅党委快速摸清实情，安
排人力资源科向上级党委请示。

很快，旅里收到上级批复：由集
团军业务机关单独为贺冰洋组织一
场技师技能资格认证考核。贺冰洋
不负众望，在理论基础、雷达实操等
7个课目连贯考核中沉着应考，考
出了优秀成绩。

不仅如此，在选晋结果公示前，
贺冰洋因为去年训练成绩突出，荣
立个人三等功，同时又被旅里任命
为新年度全旅军事地形学集训队的
“首席兵教员”，可谓三喜临门。

而在官兵们为贺冰洋开心时，
该旅党委和所属营党委却展开深刻
反思：虽说当时是贺冰洋主动放弃考
核，但为什么部队会过度依赖像他这
样的优秀战士？为什么让贺冰洋面
临这样的选择难题？部队在培养人
才、储备人才上还有哪些改进提升的
空间？很快，该旅按照官兵的兵龄层
次、战位属性等设计了14类“精准育
才计划”，让官兵成长路线更加清晰；
出台高级士官苗子预置培养方案，为
高级士官的选晋培训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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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上迷彩服、作训鞋，戴上迷彩帽、
白手套，整理好着装……

3月 31 日，第 83 集团军某旅“红一
连”熄灯前，大部分人员正在洗漱，二班
全体人员却军容严整，一个个像是要去
参加升旗仪式的仪仗队队员。记者一打
听，原来他们即将组织打扫连史馆。

谈起这一不成文的规定，二班副
班长徐谦讲了自己的一次遭遇。两年
前，徐谦还是一名刚下连不久的新战
士，一次他洗漱完，穿着拖鞋直接去连
史馆打扫卫生，刚好被指导员郑纪文
看到。郑纪文便叫住他，指着连史馆
里一面面锦旗对他说：“连史馆是连队
崇高神圣的精神家园，珍藏着连队 90
余年的红色家谱，我们怎能在里面着

装不整？”
“红一连”是诞生于秋收起义的红军

连队，1927 年“三湾改编”时，毛泽东曾
亲自在连队发展了 6名党员，建立了我
军第一个连队党支部，开创了我军“支部
建在连上”的先河。

那晚，在反映连队前辈战斗生活的
雕塑和记录连队战斗功绩的荣誉旗前，
徐谦羞红了脸。从那以后，他又慢慢了
解到进入连史馆还有很多讲究——

在连史馆擦拭马灯、《战地日记》等
历史文物时，要戴白手套，轻拿轻放；不
能在连史馆接电话、视频聊天；不能将个
人物品遗漏在连史馆；每次打扫完卫生，
要对清扫工具进行一次全面清理，保持
干净整洁……

二班班长欧后恭在“红一连”当兵快
8年了，他入伍时就接触了一些不成文
的规定。此后，这些规定逐步完善，尽管
没有人将其记录整理、打印张贴，但一直
代代相传下来，就连班内平时爱说爱笑
的上等兵朱洪宜，到了连史馆，也立即变
得安静严肃起来。

第二天上午，连队要在连史馆组织
党史学习教育。开始前，欧后恭特意集
合全班提要求、明确分工，然后所有战士
穿戴整齐，拿着专用的工具走进连史馆
打扫卫生。

进入连史馆内，中士张野吸引了记
者的目光，只见他戴着白手套，单膝跪
地，小心翼翼从玻璃展柜中拿出一把军
号，用一把小毛刷仔细清除上面的灰

尘。军号旁边的注释写着：上河林战斗
中，“英雄司号员”李云桃用过的冲锋号。
“对党史军史要永怀敬畏之心。”

指导员郑纪文告诉记者，只有敬畏历
史，才能更好地学习历史、传承历史、
创造历史，确保连队血脉永续、根基永
固、优势永存。党史学习教育开始后，
连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进一步完善红
色家谱。

深夜，郑纪文还在埋头准备教育动
员讲话稿。记者在讲话稿的开头，看到
这样一段话：党史记录的是我们党砥砺
奋进的光辉历程、辉煌业绩和宝贵经验，
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像对待自己的家
史家谱一样，怀着一颗敬畏之心学习和
传承……

“红一连”史馆的特殊规定
■本报记者 周 远

记者探营

“雷达望长空，导弹刺云天，像锋
利的钢刀，像离弦的银箭……”日前，
中部战区空军某地导旅“英雄营”官兵
在营荣誉室前整齐列队，唱响由英雄
前辈谱写的营歌，面向“英雄树”开展
“讲营史、学党史”教育活动，在纪念英
雄前辈、重温历史故事中践行初心使
命。
“英雄树”见证“英雄魂”。7年前，

全营官兵和“英雄营”首任营长、空军战
斗英雄岳振华的亲属一起，种下这棵银
杏树，将岳振华老营长的骨灰埋葬在树
下，“英雄树”因此得名。教育仪式上，全
营评选出的十大“岳振华式标兵”为“英
雄树”培土浇水，并擦拭英雄石碑，向岳
振华老营长敬献花篮。
“部队刚刚组建时，所有干部接到一

纸调令就迅速集结、愉快报到，真正做到
了党叫干啥就干啥。”“通过反复测算、试
验、训练，大胆创新变革，开天线时间成
倍缩短，‘近快战法’又有新突破……”教

育现场，3名“岳振华式标兵”代表分享
学习成长体会。

对于三连副连长刘鑫磊来说，这场
仪式有着特殊的意义。2016年，刚从军
校毕业的他，正是在“英雄树”下参加了
入营仪式，郑重定下目标：“学好手中装

备，苦练武器操作，争当一名‘岳振华式
标兵’。”如今他作为“岳振华式标兵”又
在“英雄树”下发言，语气坚定：“勤学苦
练，时刻做好战斗准备，跑好新时代的接
力棒！”

天地英雄气，血脉代代传。伴随着

《钢铁洪流进行曲》的昂扬旋律，该营荣
誉室的大门缓缓打开，4名护旗手将“英
雄营”战旗捧出。2019 年 10 月 1 日，国
庆阅兵，这面战旗作为战旗方队百面战
旗之一光荣受阅。
“这鲜艳的战旗背后，是一段段有关

革命与拼搏的诉说，是一首首关于忠诚
与使命的赞歌……”在深情的旁白声中，
战旗开始在官兵手中传递，这样一种仪
式，让现场的官兵深受触动：“虽然战旗
交到自己手中只停留了短短几秒钟，但
手心触到战旗的瞬间，心底热流涌动，肩
头有了千钧责任。”

不远处，是一面鲜红的党旗雕塑。
营教导员袁天姣带领官兵一起回顾党史
找寻初心，举起右拳庄严宣誓：“铭记历
史战绩，珍惜无上荣誉，对党忠诚，常备
不懈……”铿锵誓言响彻营区，官兵们事
后接受采访时感慨：通过开展“讲营史、
学党史”教育活动，我们感觉与英雄的距
离更近了，对使命的理解更透了，听党话
跟党走的思想根子扎得更深了。

左上图：战士们擦拭“英雄营”纪

念碑。 刘 川摄

“英雄树”下的特殊党课
■高思峰 本报记者 李建文 特约记者 张 雷

蛇形绕杆、匍匐前进、翻越障碍……
前不久，第 75集团军某旅比武场上，搬
运弹药箱课目因张军的登场瞬间变得火
热起来。

随着考核员一声令下，只见这位“守
擂冠军”与搭档梁展高快速完成枪支分
解，抱起弹药箱如离弦之箭冲了出去，一
整套连贯动作行云流水，最先冲过终点，
取得组合排名第一，个人排名第一的优
异成绩。
“各类比武竞赛，他几乎没有不

拿奖的！”提起张军，官兵们啧啧称
赞。殊不知，“常胜将军”原本也是
“垫底兵”。

4年前，带着一腔热血踏入军营的
张军，因身体素质一般、成绩排名靠后而
质疑自己的选择。“起步有快有慢，没有
谁生来就是第一，只要坚持不懈，梦想总
会实现。”新兵班长欧克的鼓励激励了张
军，他很快上演了一场现实版的“士兵突
击”，体能、射击、单兵战术等课目一项项
突破，最终成为新兵中的佼佼者。

一旦起跑便不会停下。新兵下连
后，张军又瞄准连里的优秀老兵、营里的
尖子展开追赶……2018年 10月，经过层
层选拔，张军作为旅队 9名参赛队员之
一，站在了陆军“精武-2018”比武竞赛
场上。

狭路相逢勇者胜。张军和战友们并
肩战斗，与 200余支参赛队展开对决，最
终取得战场救护课目第三名。

载誉归来，张军把奖牌藏进背囊，开
始了他的又一轮冲锋。他说：“强军路
上，我一刻也不敢松懈，因为我在奔跑
时，对手也没闲着！”

一句话颁奖辞：实现逆袭，难；追求

卓越，更难。但最难的还是一个人始终

保持永不懈怠、时刻冲锋的姿态。

一旦起跑便不会停下
■冯邓亚

值班员讲评
闪耀演兵场

在军队战斗力链条中，士官群体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近年来，随着军

队改革转型的加快，涌现出一大批善

谋能战的士官参谋、士官指挥员、士

官专家，他们是助推战斗力跃升的重

要力量。

然而，我们也不可否认，在实际工

作中，一些优秀的士官骨干因一心投

身打仗、钻研技术，而错过了考评时

机，与晋升失之交臂，无论是对个人还

是对部队，都造成了莫大的损失。

为战选才是我们选晋士官的出

发点。作为部队的决策者，要吃透政

策制度，既要严格标准选出让官兵心

服口服的士官，也要积极创造条件，

不拘一格，留住打仗人才。

第80集团军某旅主动作为的爱

才惜才之举，让差点退伍的贺冰洋

成功晋升留队，同时他们还反躬自

省，借此查找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我们为这种敢于担当、勇于负责的

精神点赞。

不拘一格留住打仗人才
■王 冰

微议录

小咖秀

值班员：某工程兵大队政治指导

员 张修山

讲评时间：4月8日

近日自由活动时间，我发现连队有
少数同志将自己多出来的领花用红绳
编成手链，准备送给心上人。领花着实
精美好看，手工制作手链也显示出自己
满满的爱意，可这样的行为却违反了规
章制度。《内务条令》规定，军人不得将
军服和标志服饰出借或赠送给地方单
位和人员。

同志们，爱情诚可贵，纪律莫忘记。
一段感情最终修成姻缘，需要两个人的用
心经营，但更要维护军服以及标志服饰的
庄严神圣。

我们虽然常年坚守在没有网络信
号的偏远深山，不能与女友、爱人视频
通话，但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
暮暮。大家要在工作中不断刻苦训练、
闲暇时努力提升素质，一个不断获得荣
誉、越来越精彩的自己才是送给心上人
的最好礼物。

（谷永敏整理）

标志服饰不可违规送人
3月底，武警北京总队

机动某支队在野外陌生地

域组织“魔鬼周”极限对抗

训练，有效检验和锤炼了特

战队员的生存技能、战斗意

志、应急处突水平。

上图：特战小队交替掩

护搜索前进。

左图：特战队员实施抵

近侦察。

申鸿浩、张寒萧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