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笔记背后是成长

第一次登上扫雷舰嵊州舰，张立军

刚过完 21 岁生日。此后 27 年，他的军旅

生涯和扫雷舰牢牢“捆绑”在一起。

“上舰不上扫雷舰，上艇不上猎潜

艇。”张立军对这句海军部队流传已久的

顺口溜有特别深刻的体会。

“ 那 时 候 ，每 到 吃 饭 的 时 候 ，我 们

都 会 在 码 头 围 上 几 圈 ，席 地 就 餐 。”严

冬 ，江 边 寒 风 瑟 瑟 ，部 队 集 合 唱 完 歌 ，

盛 好 的 菜 汤 早 就 凝 起 白 白 的 油 花 ；夏

天 ，在 码 头 吃 饭 就 像 进 了 蒸 笼 ，大 汗

淋漓。

有一次，一位老兵拍着他的肩膀说：

“扫雷舰吨位小、编制少，也许苦干也看

不到奔头，你要有心理准备。”

张立军没有回复，心中只有一个念

头：“当海军，就一定要上舰。”那一晚，海

风呼啸，张立军辗转反侧。

不久后，一次特殊“礼遇”，让张立军

坚定了自己的选择。一次海上航行，迎

面驶来一艘驱逐舰。两舰靠近时，驱逐

舰鸣笛向扫雷舰致敬。班长告诉他，按

照国际惯例，其他舰艇与扫雷舰海上相

遇，都要向扫雷舰鸣笛致敬，哪怕航母也

不例外。

这一刻，张立军感受到扫雷兵的无

上荣光。

上舰仅 4 个月，张立军就被海军淳

安艇艇长张建明“挖”去担任电工班班

长。

“他天生是与电打交道的料。”张建

明评价张立军。淳安艇主机集控室 80

余张专业原理图，每一张图纸上百条电

路、近千个节点，全部展开面积超过半个

篮球场。张立军不仅能熟记默画，还能

按图索骥分析故障。

2 年后，成绩突出的张立军，从电工

班班长成长为机电区队长。

那年，正在家休假的张立军，被部队

电话紧急召回，随舰出海演习。

这次出海，遇到的故障极为复杂。

一时间，张立军不知从何下手。在厂家

技术人员帮助下，故障得以解决。演习

过后，张立军心情沉重——平时看似还

行，真到了战场他明显感到能力不够、底

气不足。

加倍努力，才能用实力匹配岗位。

演习归来，张立军不放过任何拜师学艺

的机会。厂修期间，他坚持全程留舰值

班，跟着工厂专家们学习设备维修技巧。

谈到张立军，工厂专家们连连称赞：

他身上有股钻研劲，遇到问题刨根问底，

不搞明白不罢休。

张立军的进步确实令大家惊叹。某

型艇即将列装，他指出了 10 多个问题。

工厂专家说：“每次见到张立军，喜忧参

半。忧的是他喜欢挑刺，为了问题能和

专家争得面红耳赤；喜的是他的合理化

建议，能帮到我们。”

张立军的这种工作态度，源于对事

业的一份热爱，这份热爱支撑他坚守着

扫雷兵的初心。

那年，岳父劝张立军：“立军，你早点

回来吧。回家找个稳定工作方便照顾家

人。”

张立军不是没有想过。家里条件不

好，城里没买房。对于妻女，他觉得特别

亏欠，心中也闪过一个念头：回家找工

作，方便照顾家人。

可每当站在甲板上，一眼望向这片

海，张立军又舍不得。

了解情况后，老艇长张建明一直劝张

立军：“在部队好好干，你的岗位专业性强、

发展后劲大。坚持下去，生活上的困难，慢

慢能解决的。”

“现在看来，被艇长说中了。”张立军

笑着说。

努力付出，换来的是一个个荣誉。

张 立 军 先 后 11 次 被 上 级 评 为“ 优 秀 党

员”，个人荣立三等功 2 次；3 次获得“全

军优秀士官人才三等奖”……

26 本工作笔记，详细记录他的军旅

岁月，有专业技术知识的科学解读，也有

解决故障问题的经验做法，还有作为一

名扫雷兵的切身感悟。

每一次记录，都是一次成长。张立

军说，“只有拼来的成功，没有等来的辉

煌。一路奔跑，就能遇见更好的自己。”

26本笔记承载了什么

鸥影——张立军女儿的名字。

多 年 在 海 上 战 风 斗 浪 ，张 立 军 更

多 时 候 只 能 看 到 舰 尾 犁 出 的 浪 花 和

随 舰 飞 舞 的 海 鸥 。 他 给 女 儿 取 名 鸥

影 ，希 望 女 儿 能 像 海 鸥 一 样 ，在 大 海

上翱翔。

海韵——张立军的微信昵称。

与海相伴 20 多年，海成了张立军生

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他看来，大

海是有生命的，有自己的韵律——时而

风平浪静，时而惊涛骇浪。平静海面摔

打不出成熟的扫雷兵，惊涛骇浪磨砺英

雄的扫雷兵。

这份对大海难以割舍的情怀，成为

他克服一个个难题的强大动力。

一 次 出 海 演 习 前 ，船 上 设 备 出 现

故障。为了不影响第二天演习任务，他

带 领 2 名 战 友 连 夜 抢 修 。 3 人 苦 干 一

夜。清晨时分，扫雷舰液压系统功能恢

复正常。

还有一次，张立军奉命随舰参加演

习。和往常一样，他坐在集控室里，目不

转睛地盯着屏幕上的数据。突然，机舱

传来一阵刺耳声响。来不及多想，他立

即冲出集控室，从 2 米高旋梯，直接跳进

机舱。经过 2 个多小时排查，故障被成

功排除。

每一次处置故障的经历，都被张立

军详细记录在 26 本笔记里。

在上等兵顾天淼眼中，张立军只要

有一点时间，就会看书学习、记笔记。

顾天淼忍不住问张立军为什么如此

坚持？张立军讲起一段往事——

在他当电工班班长时，经常看到老

艇长张建明休息时间，一边学一边记笔

记。

张立军纳闷：老艇长懂的比他多，为

什么还要学习？

张建明语重心长地说：“让你们学，

首先我得学。长时间不学习，手会变生，

脑子也容易生锈。”

老艇长虽然早就离开了部队，但这

番话让张立军终生难忘。

打开张立军手机中的视频软件，推

送的视频全部和电器设备维修有关。从

过去的材料自学、进厂培训，到现在的视

频教学、远程指导，他的学习平台在变，

学习习惯从未改变——理解掌握后，他

都一一记录在笔记本上。

张 立 军 一 直 喜 欢 用 钢 笔 写 字 ，他

说：“书写便捷、方便留存，写出的字不

易褪色。”

四级军士长杨云新兵下连后，被分

到淳安艇，跟着张立军学电工。

给 张 立 军 做 徒 弟 ，是 一 件 幸 运 又

辛 苦 的 事 。 他 会 把 艇 上 的 管 路 图 、线

路 图 逐 一 分 解 成 若 干 个 小 图 ，对 照 每

张 小 图 和 相 应 的 仪 器 设 备 ，逐 一 给 杨

云 讲 工 作 原 理 。 原 理 懂 了 ，才 能 上 手

操 作 。 张 立 军 还 会 让 杨 云 画 图 ，不 但

要画出来，每条管路和线路还要连通，

错 一 个 地 方 都 不 行 。 光 画 图 ，他 们 就

用了 2 个月。

淳安艇上的管路和线路，杨云现在

还记得清楚。“我们把张师傅的这种方法

称为‘张氏学习法’。”杨云说。

现在，杨云也是这么教他的徒弟。

今年，是杨云军旅生涯的最后一年，他打

算把自己的工作笔记留在舰上。

下士郭林生也是“张氏学习法”的受

益者。郭林生原来学的是信号专业，后来

转行跟着张立军学电工。那时候，张立军

白天带着郭林生练习操作，晚上教他画图

纸，到现在已经画了 200多张。

周围战友开玩笑地对张立军说：“你

们是师徒，但更像是父子。”

郭林生好学、肯钻研。看到张立军

在手机上通过短视频学习知识，郭林生

跟着学，也记笔记。遇到不懂的问题，他

还会截图发给张立军。

该大队参谋长王子鸣，这样评价张

立军：“舰有一老，如有一宝。”

这“一宝”既指张立军，也指张立军

的 26 本工作笔记。

如今，26 本工作笔记已不知辗转多

少人之手，供大队官兵们借鉴学习并分

享经验。

在 浓 厚 的 学 习 氛 围 中 ，一 批 批 专

业 技 术 人 才 拔 节 生 长 ，在 大 队 各 自 岗

位发光发热。

这正是张立军想要的效果。他想用

自己个体的努力带动群体，激活基层创

新这池春水。

26 本工作笔记，不仅承载着张立军

独特的个人记忆，也是这些年海军扫雷

舰装备发展的缩影。

张立军先后在四型扫雷艇上服役，

一艘比一艘先进。这些年，他不敢有丝

毫懈怠，通过自学拿到了电工技师证书，

目前正在攻读本科学历。

在 该 大 队 许 多 官 兵 眼 中 ，张 立 军

的人生就像一部励志剧——高中毕业

参 军 入 伍 ，从 某 型 首 艘 扫 雷 艇 到 如 今

新 型 扫 雷 舰 ，一 路 成 长 为 海 军 一 级 军

士长。

张立军并不觉得自己有何特别之

处，只是觉得一路走来无比幸运。思忖

片刻，他说：“我能成长为现在的我，是

因为赶上了中国海军快速发展的好时

代，这可能是我们这一代扫雷兵的幸运

之处。”

更多的“笔记”

张立军很忙。

笔者采访不一会儿，他就接了 5 个

工作电话。他笑着说：“平时忙起来，一

上午喝不上一口水。”

张立军今年 48岁，还有 2年就要退休

了。他有一个想法：把“自己”留给部队。

现在，张立军不限于整理《故障汇

编》。为贴近官兵“口味”，他想把笔记

中好的经验做法拍成短视频。之前，他

一个人尝试过，但效果并不理想。要想

真正做好、发挥出效果，还得依靠大队

和“士官专家组”的力量。

此外，作为大队“士官专家组”代理

组长，张立军还在牵头组建“电工实际训

练操作站”——集教学、操作、考核、竞赛

和小发明为一体的“创客空间”，方便大

队战友们随时学、随时练。

如果说张立军的军旅生涯是一次长

跑，现在已经到了冲刺阶段，更觉得时光

紧迫。最后 2 年，张立军想把自己多年

积累下的宝贵经验留给更多战友。

张立军一直都很忙。入伍 28 年，他

只在家过了 4 个春节。

走进部队家属院张立军的家，一切

只能用“极简”来形容——屋里几乎没有

值钱的家电。准确地说，这更像是妻子

刘艳华的家。工作日，张立军吃住都在

单位，只有周末才回家住上一两天。尽

管夫妻两人相隔仅 2 公里，过的却是鹊

桥相会的日子。

“媳妇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我才

可以把全部心思用到工作上。”说起这

些，张立军有些愧疚，“写 26 本工作笔记

的时间，有一半是她给的。”

张 立 军 说 ，他 的 名 字 里 有“ 立 军 ”

二字，就得立起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好

样 子 ”。 如 今 ，在 该 大 队 ，还 有 很 多 和

张立军一样的“士官专家”活跃在基层

一线。

进入新时代，该大队重视发挥士官

作用推动部队战斗力跃升，于 2017 年成

立“士官专家组”，目前已有优秀专家型

技术骨干 16名。

“士官专家组”编写的《某型扫雷艇

典型故障排除方法》《海军某型扫雷舰装

备使用保养规则》等，得到上级主管部门

批准并推广到相关扫雷舰艇部队学习使

用。

“徐爱军讲轮机基本管理”“方治兴

讲机电设备使用保养”“陈建斌讲副机操

作”……每周他们都会组织课堂交流，大

家一起研讨学习。

靖江舰电工班班长朱宇调任到兄

弟 舰 艇 工 作 。 临 行 前 ，带 了 他 近 10 年

的 师 傅 、该 舰 电 工 区 二 级 军 士 长 郑 常

勇 ，送 给 他 一 份 特 殊 礼 物 ——40 多 万

字 的 专 业 学 习 笔 记 复 印 本 ，笔 记 本 扉

页 寄 语 是 ：“ 扎 根 战 舰 ，把 电 通 向 战

场！”

“部队为我搭建了施展才华的舞台，

现在我应该把自己毕生所学分享给年轻

战友们。”张立军说。

越 来 越 多 的 士 官 骨 干 脱 颖 而 出 。

近 年 来 ，“ 士 官 专 家 组 ”组 织 专 业 培 训

40 余 次 ，向 兄 弟 单 位 输 送 技 术 骨 干 30

余 名 。 其 中 ，多 名 骨 干 在 上 级 组 织 的

比武竞赛中摘金夺银，4 人被评为基地

“ 维 修 标 兵 ”，5 项 革 新 成 果 被 立 项 推

广。

其实，这支队伍中的每个人都有“笔

记本”，一群人共同记录着写在大海深处

的笔记。这笔记，记录着强军路上扫雷

兵转型发展的新航迹。

一 级 军 士 长 的 26 本 工 作 笔 记
■高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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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先锋·对话老兵

夜幕低垂，某军港码头，扫雷舰舱

面灯泛起微光。

不远处，“士官专家组”办公室的

灯还亮着，东部战区海军某扫雷舰大队

一级军士长张立军端坐在办公桌前，详

细记录着当天工作笔记。

摊开厚厚的笔记本，故障现象、原

因分析、排除方法，行文逻辑清晰，还

配有图解。这是张立军的第 26 本工作

笔记，战友们称它为 《故障汇编》。

编写 《故障汇编》 是张立军多年来

的工作习惯。趁着夜色，置身于宁静的

办公室，清香甘醇的绿茶伴着不断迸发

的思维火花，让这位老兵有更多创新灵

感书写图文笔记。

临近退休，张立军想把这 26 本笔

记整理完，送给战友。

“要当就当最好的技术兵。”距离张

立军在第一本工作笔记上写下这句话，

已经过去了 26 年。这 26 年，他平均每

年写下一本笔记。

张立军永远忘不了当兵入伍时的情

景。那年冬天，山东章丘一座村庄上空

飘起漫天飞雪。张立军沿着乡间小路快

步向镇武装部走去。

片片雪花飘落在张立军的衣服上，

又瞬间融化。张立军胸膛里热血在奔

涌，“烧”得他脸颊发烫。

“去当海军，回去收拾一下，明天

就走。”一位海军军官对他说。

从此，张立军的军旅生涯与一身海

军蓝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 好 脑 子 不 如 烂 笔 头 。 要 想 成 为

合 格 的 技 术 兵 ， 那 就 得 多 学 多 记 。”

当年为学好专业技术本领，张立军把

老班长讲的专业知识点和排除故障的

经验做法都详细记录下来。周末外出

时 ， 他 买 了 一 支 钢 笔 。“ 那 时 候 ， 每

个月津贴才 36 块钱，下了很大决心才

买了回来。”

入伍 28 年，张立军记得踏上绿皮

火车时对大海的憧憬，记得第一次踏上

扫雷舰甲板的兴奋，记得第一次被评为

“优秀党员”的荣耀，也记得离开淳安

艇的不舍……

26 年前，张立军第一次写工作笔

记时，没有想到会写第 26 本。

“每一次记录，都是一次成长。”26

本工作笔记，为张立军留住了军旅时

光。每次参加重大任务，每次排除设备

故障……每当翻开工作笔记的那一刻，

张立军都像打开了一扇时光之门——咸

鲜的海风扑面而来，脚下的战舰随着海

的韵律跌宕起伏，犁出一片浪花白。张

立军说，这对于我来说，那是世间最美

的风景。

每一次记录，都是一次成长
■高德政

当扫雷兵 28 年，我一路学习、一路

成长。每当有年轻战士向我请教问题

时，我总会想起当年的自己——那个懵

懂又好学的热血青年。

新兵们称我是技术“大拿”。他们时

常问我：“怎样才能达到‘大拿’的高度？”

我说，每个人成长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掌握学习的方法尤为重要：

学习要谦逊。当新兵时，班长对我

说，扫雷兵专业性强、工作强度大。关键

时刻，能力跟不上，打仗就要吃大亏。刚

上扫雷舰，我也“冒泡”过，有深刻的经验

教训。那时，我对自己说，一定要沉住气、

多请教、用心学，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直

到有一天班长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已经

是一名合格的扫雷兵啦！”学习是一种什

么态度？我认为首先要当好学生。“三人

行必有我师。”遇到比自己能力强的战友，

一定要谦虚好学，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才

能尽早补齐技术短板。

学习要积累。我有记工作笔记的

习惯，这个习惯一坚持就是 26 年。通

常，我会把上舰操作遇到的问题记在卡

片上，晚上再回去翻书查资料、打电话

问专家。第二天，我将学来的方法进行

现场验证。如果问题解决了，我就把全

部过程详细记录在笔记本上，供战友们

一起学习探讨。记笔记，必须要下“磨

豆腐”的苦功，这不仅是知识积累，更是

能力积淀。当你把这些工作笔记本铺

展开，就是一条成功的路。

学习要总结。“走过的路，每一个脚

印都是真实的。”每次排除故障后进行

总结，下一次才能避免犯下同样错误。

别看大家都称我是技术“大拿”，其实我

也会犯错。每次任务结束后，我都会召

集大家一起复盘讨论，开展自我批评，

鼓励大家就问题进行交流。我的 26 本

工作笔记，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记录

这些错误，纠正这些错误，让这些错误

不再发生。“当你排除了所有犯错的可

能性，剩下的就只能是成功。”这成功对

军人来说，就是未来战场的胜利。

还有 2 年，我就要退休了。我时常

提醒自己加快脚步，把这些宝贵经验尽

可能地传授给更多人。我愿意做一朵

小浪花，用我的全部力量托举起更多年

轻的扫雷兵。

（高德政、张 涛整理）

善于学习才能赢得未来
■某扫雷舰大队一级军士长 张立军

老兵心语

图①：张立军（左一）带着战友

们一起检修设备故障。

图②：张 立 军 的 26 本 工 作 笔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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