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凡VS伟大
“理解平凡背后的伟大，是

每一名话务兵必须接受的历练”

值班机房内，铃声响起，南部战区空

军某通信旅话务女兵接通来电，娴熟应

答，闻声记录，运指如飞，瞬间完成电话

转接。

在这三尺机台，她们每天要重复这

样的操作千百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平凡——这是所有话务兵对这个岗

位最初的感受。

“起初，我真的很难理解‘岗位就是

战位，值班就是打仗’这句话。”中士刘丹

回忆道，还是列兵时，她对于每日的值

班，感到更多的是单调和枯燥。

直到那次一等战斗值班的铃声响

起……

那天深夜，刘丹一个人在机房值守

机台。突然，警铃骤响，电话一个个打进

来，原本安静的机房顿时变得嘈杂。

刘丹知道，这是重大任务的信号，而

领班员带领的支援力量需要数分钟才能

抵达。

“时间紧急，我必须立刻操作！”虽然

刚取得值班资格不久，但刘丹全力以赴

应对，快速接通了所有电话，成功坚持到

支援力量前来。

经历了话务员工作生涯中第一场惊心

动魄的战斗值班，她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那一阵，外军舰机频繁闯入某海空

域。与一线维权部队同步，刘丹和战友

们频繁进行战备等级转进。有时正在吃

饭或者训练，铃声突然响起，女兵们就迅

速冲向通信值班室。

一次凌晨四点多，刘丹结束值班刚

刚躺下，警铃骤响，战友们立马像弹簧一

样从床上弹起。她回忆说：“那段时间，

大家睡觉都不敢睡得太熟，甚至有人连

续多天和衣而眠，只为能第一时间赶到

战位。”

在那段紧张的时期，刘丹时刻感受

到通信值班室内浓浓的“战味”，也就明

白 了 三 尺 机 台 为 什 么 被 老 兵 称 为“ 战

位”。

“我们的工作看起来就是接听电话而

已，但每通电话都可能关系到一项重要决

策，或者一条重要作战指令。”刘丹若有所

思地告诉记者，“每一通电话都马虎不得。”

对于三尺机台的意义，话务兵们几

乎都有一个逐步深化认识的过程。

刚到连队的时候，李凯珊圆梦军营

的喜悦，很快被平淡枯燥的值班生活给

打碎。她感觉这里的生活和自己想象中

的部队生活大相径庭，没有硝烟弥漫、金

戈铁马的壮观场面，只有日复一日、重复

单调的值班备勤。

“我一度为自己的选择后悔，甚至想

要逃离。”李凯珊坦言。

发 现 李 凯 珊 的 消 沉 ，指 导 员 刘 潺

荃 找 她 谈 了 很 多 。“ 不 要 以 为 接 电 话

就 不 是 打 仗 ，一 个 电 话 的 背 后 联 通 着

千 军 万 马 。”指 导 员 的 这 句 话 瞬 间 点

醒了她。

“对话务员而言，接转电话就是打

仗！”这天以后，李凯珊的思想悄然变化，

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开始慢慢爱上这里，

喜欢上和战友们朝夕相处的生活。

认识的加深带来坚持下去的力量，

也会激活奋斗的动力。

当一茬茬新兵明白了“岗位就是战

位，值班就是打仗”这句话背后的深意，

她们就会爆发出更加强烈的尽责精神：

有的为了提升反应速度，每天早上比别

人早起两三个小时背记号码手册；有的

在夜训结束、战友都返回宿舍休息后，依

然坚持加练到深夜；有的为了练习输入

速度，练到手腕酸痛肿胀，甚至累得抱着

键盘就睡着了……

“军队是一个复杂的整体系统，我们

就是要确保这套系统的神经网络高效、

畅通、精准。”通信连连长林媚告诉记者，

“理解平凡背后的伟大，是每一名话务兵

必须接受的历练。”

短暂VS漫长
“每一次电话转接都追求极

致的短暂，这恰恰需要漫长的训
练和准备”

给你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对于大多数人的日常来说，一分钟

如电光石火，稍纵即逝。但对于话务兵

而言，一分钟往往是命令传达的最高时

限，越是重要的命令传达越是要快。

那次，上级行动指令突然而至，参与

行动的人员必须在数分钟内赶到指定点

位，而留给话务兵传达行动指令的时间

不足一分钟。

通信值班室内，领班员一声令下，所

有话务兵迅速行动起来。她们分头通

知，几秒钟接通一个电话，以最快的速度

将指令内容以最凝炼的文字，传递给所

有参与行动人员。

不到一分钟，指令全部传达完毕，但

她们依然坚守岗位，为后续行动提供话

务保障和通信支持。

“现代战争发现即摧毁，尤其空中对

抗的节奏更是以分秒计。”连长林媚说，

“如果我们业务不熟练，电话传达指令晚

一秒、差一毫，行动时机就可能转瞬即

逝。”

快——这是现代战争对话务兵的基

本要求。

“每一次电话转接都追求极致的短

暂，这恰恰需要漫长的训练和准备。”中

士刘丹深有感触地说，在这种分秒必争

的业务要求下，话务兵在三尺机台上的

每一句话、每一个操作都必须经历成千

上万次练习。

在这群女兵取得值班资格之前，她

们要经历数月的训练准备。由于背记内

容之多、训练方式之单调，这几个月的时

间显得尤其漫长。

漫 长 与 短 暂 ，是 话 务 兵 在 任 务 和

训 练 状 态 下 ，对 时 间 完 全 不 同 的 感 受

和追求。

训练教室里有一张密密麻麻的表

格，记录着话务兵们历年来参加各项比

武、值勤、训练的数据。3 秒听音知人准

确 无 误 、每 分 钟 键 入 百 余 字 准 确 率

100%……这些严苛的训练标准，都是为

了提升电话接转和指令传达效率。

记者粗略估算了一下训练表上的统

计数据，发现这些话务女兵的训练量惊

人——人均“啃下”10 多本专业教材，强

训期间日均训练时间达 10 余小时，全员

熟记 8 万余字业务资料、背诵 3000 多个

号码。

中士罗嘉晨回忆自己入伍之初，为

了具备上岗值班的能力素质，经常加班

训练到深夜。不论打扫卫生，还是吃饭

排队，口中都“念念有词”，甚至连睡觉也

会梦到自己在背号码；

大学生士兵郑静在一次体能训练中

手腕骨折，却打着石膏坚持上机训练，不

但训练进度没有落下，还练就了一手操

作绝活；

因为方言习惯，班长刘丹起初平翘

舌音不分，为了纠正几个字的发音，她在

训练室一练就是几个小时，又花费数周

时间彻底掌握所有字词的平翘舌准确发

音……

在信息化建设突飞猛进的今天，话

务兵仍是不可替代的，依然是通信系统

中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功扎实程度，

直接关系到通信系统的效率。

那次演习，该连全员全时保持战斗

值班状态。由于任务繁重，为确保万无

一失，她们还增开了临时值班席位。

连续 10 天，所有参演人员吃住在通

信值班室，每天睡眠不足 3 小时，日均接

转 2000 多个电话，无一错漏。

“追求极致的短暂，也需经得住漫长

的考验。”一班班长罗嘉晨告诉记者，“小

小机房就是我们的战场，我们随时准备

应对各种突发状况。”

舍VS得
“算清了这笔得失账，才算

是合格军人，才能领会我们这支
团队的荣誉感”

前不久，刘丹终于完成一连串大项

任务，挤出时间休假回家探亲。然而，就

在高铁即将到站的时候，她接到单位因

紧急任务需要召回在外人员的电话。

都到家门口了，马上就能和家人团

聚了，但刘丹丝毫没有犹豫：“我马上返

回！”

挂了电话，刘丹在火车上就买好了

最近一趟的返程票，然后给父母打电话

解释这个特殊情况。

父母从知道她要休假回来就开始各

种张罗：收拾干净房子，准备她爱吃的各

种 菜 和 零 食 ，还 有 满 腹 贴 心 话 想 跟 她

说。得知这个突然的消息，分外想念女

儿的二老甚感失落，但依然坚定地支持

她：“闺女，路上注意安全，好好干！”

“任务面前，军人就是要先顾国家这

个大家，再顾自己的小家。”刘丹告诉记

者，很多女兵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但她

们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任务为重、

大局为先。

放弃了与家人尽快团聚的机会，刘

丹又收获了什么呢？

“我和我的团队都得到了锻炼，而

我们保障的单位也以精准的行动达到

了 预 期 目 标 。”紧 急 返 回 单 位 后 ，刘 丹

全 身 心 投 入 任 务 ，连 续 值 守 岗 位 26 个

小时。

期间，刘丹和战友们精神高度紧张，

就连上厕所都是一路小跑，吃口饭、喝口

水是她们仅有的休息机会。那次任务，

刘 丹 和 战 友 们 创 造 了 连 续 接 转 电 话

1200 余件、传达重要级指示“零差错”的

纪录。

“个人的‘舍’，换取众人和单位的

‘得’，这很划算。”刘丹认为，如此高强度

的付出是一种难得的锻炼和收获，“算清

了这笔得失账，才算是合格军人，才能领

会我们这支团队的荣誉感。”

荣 誉 ，是 军 人 无 比 珍 视 的 另 一 种

“得”。

一班是通信连的尖刀，加入一班是

该连话务兵最感荣耀的事。四级军士长

吉明珠就曾是一班的优秀话务员。然

而，因为岗位需要，她被调整到炊事班掌

大勺。

这次换岗，专业跨度着实有点大。

不少人并不看好换岗后的吉明珠，甚至

怀疑她会闹情绪。

“我是一班出来的，可不能给一班丢

人！”吉明珠没有退缩。第一次班务会

上，她就郑重提出炊事人员每日“三洗”、

操作间每日“六扫六拖”制度，使原本残

存不少油污的操作间成为全连的卫生标

杆。

在那之后，吉明珠还和炊事班的战

友苦练厨艺。自从她到了炊事班，连队

官兵再也没吃过塌火包子、夹生米饭，一

周菜品不但不重样，还时有“爆款”，大家

吃得开心、练得有劲。

吉明珠的转型成功，全赖心中那份

荣誉感的激励。也因为这种荣誉感，这

群话务女兵一直在与男兵们较劲，不断

发起“挑战”。

一次演习任务在即，当女兵们得知

自己并没有被列入演习计划，就主动向

旅党委请战：“打仗不分男女，我们也想

申请参加野外演习驻训。男兵能做到

的，女兵也可以。”

她们的申请很快得到批准。指导

员 刘 潺 荃 和 排 长 陈 静 带 领 8 人 小 分 队

出 现 在 野 外 驻 训 场 上 ，跟 随 机 动 分 队

开 设 通 信 枢 纽 、接 通 程 控 电 话 、架 设

天 线 阵 地 …… 凭 借 过 硬 素 质 、高 效 严

谨 和 扎 实 作 风 ，她 们 赢 得 男 兵 一 致 点

赞。

凭着这股拼劲，在去年的军事体育

考核中，这群女兵的考核成绩优良率达

到了 100%。

“你要问我们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刘丹若有所思地说，“最大的收获，就是

这火热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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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尺机台上的辩证法
■本报记者 王雁翔 段江山 通讯员 韩露露 陈锦海

向 往 天 空—— 这 是 中 士 刘 丹 加 入

空军的初衷。为直冲云霄的战机添油

加力，是她最初想要追求的诗和远方。

然而，入伍多年，刘丹作为南部战

区空军某通信旅的一名话务兵，她的战

位只有三尺机台，她的“装备”只有耳机

和手中的鼠标键盘。

铃 声 响 起 ，刘 丹 几 乎 凭 借 肌 肉 记

忆，数秒间就完成了一通电话接转。这

就是她几乎每天都要经历的“战斗”，平

凡而琐碎，与驰骋天空的战机似乎毫不

相干。

又一通电话打来。这一次，刘丹陡

然 提 高 了 警 觉 ：某 海 空 域 发 现 不 明 外

机，上级要求空军某部战机编队快速起

飞查证。

就在这一瞬间，警报骤响，该旅迅

速进行战备等级转进。更为激烈的“战

斗”首先在这一方小小的值班机房内打

响。

刘丹和战友们把上级指挥部和前

沿战备部队打来的电话，快速转接到目

标信道。通过她们的连接，一条接一条

的行动指令和情况信息高速传递。

数百公里外，2 架战机从机场跑道

腾空而起，直扑目标海域。

查证 、监视 、驱离……海空较量间

险象环生，远在后方的通信值班室内同

样惊心动魄。

包含各类数据和指令的信息洪流，

将战机编队与千里之外的机场塔台、各

类防空预警系统，以及战区联指空中指

挥中心高效联结在一起。而这张密织

的通信网络，都以该旅通信值班室为关

键交汇点。

刘丹和战友们坐在电脑前，戴着耳

机，电话应答声此起彼伏，手指在键盘

上翻飞。每通电话接起来，对方话音刚

落，女兵就已经接通了目标信道。

在这一方小小的通信值班室内，时

间 随 着 电 话 中 的 信 息 流 一 起 高 速 流

转。直到“外机被成功驱离”的消息传

来，刘丹和战友们才松了一口气：这次

突发任务，她们零失误。

“零失误是我们的底线和常态，因

为任何失误的后果都难以估量。”起初，

刘丹这句话并没有引起记者注意。然

而，当记者了解到，刘丹所在班每年受

理的电话将近 30 万件，而这 30 万件全部

零失误时，不禁深感震撼。

更令人震撼的是，这个“零失误”的

骄人战绩，她们已经保持了 22 年。

22 年来，刘丹所在班连续多年荣立

集体三等功，累计 8 人获评全军或空军

优秀话务员。2017 年，她们获评“全国

巾帼文明岗”，今年 3 月，被全国妇联表

彰为“全国三八红旗集体”。

把 简 单 的 事 做 到 极 致 就 不 简 单 。

前不久，记者走进这个先进集体，试图

揭秘这群总是深居幕后、隐藏在电话另

一头的话务女兵，探寻她们平凡背后蕴

藏的制胜密码。

“青春不只诗和远方，还有耳机和

键 盘 。”值 班 结 束 ，刘 丹 笑 着 跟 记 者 感

慨。低头想了一下，她又补充说：“只要

梦想不灭，三尺机台就是离诗和远方最

近的地方。”

“零失误是我们的底线和常态”
■本报记者 段江山 通讯员 韩露露 陈锦海

身在通信部队，经常会听到这样

的言语：“我的岗位太平凡了，每天做

的都是琐事”“入伍就想能天天舞枪弄

炮，没想到现在天天布线放缆”……

相信有不少战友也有同感，总觉得

自己岗位平凡、工作普通，离硝烟弥漫

的训练场比较远，认为无法在岗位上成

就一番业绩。还是拿通信部队来说，岗

位众多、专业繁杂，既有主干通信专业，

也有非主干的卫生员、驾驶员、炊事员、

保管员等勤务保障类专业，在主干的通

信专业中，还能细分出话务、光端、短

波、卫星等各类具体岗位。在这些岗位

中，有的要全时值守，有的需每天架设；

有人处于一线岗位，也有人处于后台保

障；从地理位置上看，有的身处都市，也

有的地处深山。每个岗位带来的对备

战打仗的体验感各不相同，于是也就有

了上述一些战友的认识偏差。

军人生来为打仗。新的编制体制

下，每个岗位都有其重要意义，都要认

识到自己是在为战斗力服务。“一字一

码，连着千军万马”“小小值班员，连着

指挥员”“值班就是作战，机台就是战

场”这些话语，是对通信兵主干专业职

责使命的生动诠释。非主干专业岗位

也不能自甘落后。作为保管员、驾驶

员、炊事员、卫生员等，一样在战斗序

列，战时可以为台站、阵地输送器材、运

送物资，为战友保障伙食，开展营救伤

员等，同样意义重大。从上文刘丹、李

凯珊的经历也可以看到，从最初她们认

为自己岗位平凡，到慢慢领悟其中的使

命责任，再到刻苦训练成为骨干独当一

面，最终实现了军旅的“逆袭”。

小岗位也能有大作为。不管做什么

工作，身在哪个岗位，我们都应该干一

行、爱一行、钻一行，实现从平凡岗位到

关键作用的升华。鲁迅先生曾说：“我们

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

干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身处平

凡岗位的同志，只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

初心，坚持把每件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

平凡。反之，如果精力不集中，工作不扎

实，能力素质不过硬，就算是在“吃劲”岗

位，也挑不了重担，很容易成为拖累战斗

力的那块短板。

青春因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

而升华。军旅的岗位各式各样，我们

要学会在平凡中保持积极的心态，在

平凡中练就坚韧的意志，在平凡中绽

放多彩的青春。

坚守平凡 创造非凡
■羊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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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战区空军某通信旅话务班班长刘丹（左一）正在给新兵讲解连队历史。 乔张翔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