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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一篇互动 H5《我的 2022 年

计划清单》在网络上刷屏。一条条满是

正能量寄语的背后，蕴藏着一代年轻人

对成长成才的美好期冀。

2022 年 ，我 的 军 旅 生 涯 刚 好 跨 过

“10 年”的特殊节点。这 10 年来，从军校

学员到部队任职排长，再到提拔为中队

指导员，品味不同阶段的成长经历，我更

加清楚地感到，只有在经年累月的磨练

中，见不同的人、看不同的生活、听不同

的声音，尝遍酸甜苦辣的滋味，才能登上

梦想的天梯。

时序以固有节奏更迭，我以稳健脚

步迎接新的一年。作为 95 后基层主官，

我的每一次成长，都像是一朵奔腾翻涌

的小浪花，不断地从澎湃不息的时代长

河汲取着无穷动能。

关键词 抉 择

“就像‘小马过河’，路
要自己蹚才知道怎么走”

时间把每一年装订成册，一些特殊

的年份被放置在书架的显眼处。

中队军事训练从垫底到总队考核第

一、荣立集体三等功、上等兵罗浩被武警

部队表彰为“优秀执勤哨兵”……当新年

的进度条悄然开启，我也跨入基层主官

的第三个年头。

盘点过去的 2021 年，这张闪亮的成

绩单，成为中队党支部年终总结“最有分

量的一次叙述”。

对于一名年轻的基层中队指导员而

言，这既是一个打赢“翻身仗”的故事，又

是一次“逆袭者”追梦的历练。

“刚开口没说几句话，我就感到脸颊

发烫，内心忐忑不安。”这是我从未向别

人袒露的一段情节：2020 年 5 月，在支队

任职排长、机关干事满 4 年后，我的军旅

生涯面临下一个抉择——当时支队党委

组织满年限干部召开了一次面试座谈

会，我内心充满紧张和纠结。

按 照 惯 例 ，完 成 支 队 机 关 履 历 再

到 中 队 主 官 岗 位 历 练 ，是 一 名 年 轻 军

官最稳妥的成长轨迹。太多挑战和不

确 定 性 ，又 让 我 倍 感 压 力 。 就 在 同 一

阶 段 ，总 队 机 关 也 给 任 职 期 满 的 我 投

来“橄榄枝”。

“往上一级机关走，锻炼的机会更

多”“多好的机会，这也是你擅长的工作

领域”……在大多数人看来，这根“橄榄

枝”的优势让人心动，能够让我避开选择

基层带来的各种挑战和难关。

是顺从内心到基层栉风沐雨，还是

转身到上级机关干“老本行”？那时候，

我的大脑就像一团毫无头绪的线圈，两

头扯两头乱。

为了消除困惑，我向过来人请教，

试图从成功案例中寻找答案。其中，有

这样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基层是一个

机 遇 与 挑 战 并 存 的 地 方 ，你 可 以 怀 揣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的热血绘就色彩

斑斓的青春底色，但你又要为枯燥的琐

事而烦恼。

“一棵树苗，只有经历风吹雨打，才

能长成参天大树；一名干部，也只有经受

意志磨练，才能成长为优秀的指战员。”

在这个后浪奔涌的时代，个人选择何去

何从？从时代大幕下的一些重要特殊节

点，可以找到成功的路径指引。

2019 年 11 月，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

议召开，习主席强调，各级党委机关要强

化强基固本思想，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

向。2 个多月后，中央军委新修订的《军

队基层建设纲要》施行……

看 到 这 些 ，我 信 心 十 足 、充 满 期

待 —— 把火热的基层实践作为最好的

课堂，是成长成才的最佳路径。

于是，我踏上中队指导员的历练之

旅。上任前，我和支队领导有这样一段

对话：

“去了基层，有什么打算？”

“ 年 轻 要 敢 于 尝 试 ，就 像‘ 小 马 过

河’，路要自己蹚才知道怎么走。”

的确，从一开始的紧张焦虑到后面

的态度坚定，这些都是我真实的内心写

照。如今看来，勇敢迈步的决心，恰是成

长册页上不可或缺的注脚。

关键词 蜕 变

“想着去改变别人，
最先变化的却是自己”

每逢新的一年，关注媒体献词是不

少人迎新的一种方式。

“落子无悔，抉择本身就是向前。”这

句话，成为今年很多年轻人微信朋友圈

的首选文案之一。

对于大多数初来基层上任的年轻

主官来说，踌躇满志或许是最客观的状

态描述。锻炼能力、干出成绩、带好队

伍……每个人的梦想清单上，都充盈着

满满的正能量。

“希望你能带去变化。”在我任职的

中队，曾经是支队的“老先进”，但这两年

中队建设走了下坡路……履新前，支队

领导对我有很大期冀。

面对中队建设的严峻形势，我铆足

劲头研究分析问题，一心想着尽快带领

大家改变现状——

每周二晚上组织中队骨干开展夜

学，提高理论知识水平；每月开展“我为

中队献一计”活动，调动大家工作积极

性；每逢教育日不打折扣地按照课件、教

育步骤组织进行，一切工作似乎都在按

部就班地向前推进。

没想到的是，这样的努力持续不到

半年，我就被大家浇上一盆“冷水”。“少

坐办公室，多去训练场”“人很好，但感觉

有些格格不入”“经常让大家提意见，但

兑现的不多”……当年年底，中队党支部

召开组织生活会，不少尖锐问题摆上台

面，让我特别窘迫。

“曾经构想过很多任职主官后的场

景，但唯独没有排演过这样的一幕。”事

后，我很失落——当梦想照进现实，一

切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光鲜亮丽。推开

基层这扇门，里面的世界比我想象的更

具挑战。

“放下思想包袱，大胆干！让自己的

内心变得强大起来。”当时，在中队蹲点

的支队领导看出我的困惑，给我讲起了

他的基层带兵经历……

“没有认同感就没有坚决服从，战

士们只有打心底认可你，工作中才会跟

着你的方向走。”那一刻，我下定决心做

出改变。当我主动拉近与战士们的距

离，一些可以看见的变化清晰地呈现眼

前——

想提高骨干能力素质，可以换个时

间组织学习，不一定非要占用官兵自由

活动时间；开展教育日，传统枯燥乏味的

授课模式，容易让大家心生厌倦，演讲辩

论赛、故事会、观影等全新模式可以让教

育更加走心；民主建队收集意见，重点不

在收集了多少条建议、开展了多少次活

动，而是要多办实事，哪怕是官兵们再平

常的一件小事，办成了也能收获人心。

热播电视剧《功勋》里，有一句台词对

我启发很大：“尊重和信任也是战斗力。”

“想着去改变别人，最先变化的却是

自己。”任职中队指导员 3 年来，这种变

化悄然上演，过去不善言辞的我主动走

到战士们中去，与他们打成一片、干在一

起，闻的汗味多了，他们自然掏心窝子说

真心话，把我当成亲兄弟。

关键词 成 长

“成就战士们的梦想，
也正是我的最大梦想”

2022 年春节前夕，下士孙恒给父母

送上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爸，我们班今年立了集体三等功！”

2021 年支队年终表彰大会结束后，孙恒

迫不及待地打电话向家人报喜。

作为班长，这是孙恒的圆梦时刻。

电话里，他没有向家人讲述过去一年经

历的种种煎熬，但一旁的我是最懂他的

那个人。

时光轨道向前推移，还是上等兵的

孙恒各方面表现突出。他本想留队建功

立业，却在一次比武中受伤。一时间，孙

恒意志消沉，提出到期退伍的想法。

“你都没有试一试，怎么知道自己不

行呢？”眼看着好苗子蔫了，我有些坐不

住。联系康复医院治疗、主动谈心交心，

曾经那个生龙活虎的孙恒又回来了，看

着他努力训练的身影，我内心倍感欣慰。

就在刚刚过去的 2021 年，翻开孙恒

的履历，每一项都足够耀眼：班集体三等

功、“四有”优秀士兵、支队群众创破单项

纪录保持者……

每一粒种子，都有一个关于春天的

梦想。无论是自身选择奔赴基层，还是

成就他人留队追梦，这些正在发生的成

长故事，不仅是我交出的人生答卷，也是

更多年轻战友追梦的缩影。

如果有人问，年轻人喜欢熬夜，晚

上几点睡觉是常态？立志考学的上等

兵吴景江在微信朋友圈这样回应：“家

人们，你见过凌晨 2 点的星空吗？”因为

时间紧、任务重，他只能利用夜间休息

时间学习。

考学提干是很多战士的梦想。一些

战士文化课基础差、底子薄，我便组建考

学小组，挑选文化基础较好的排长一对

一辅导帮带……

有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吴景江的追

梦之旅也步入快车道。新年，他发的第

一条微信朋友圈是——“2022 年，努力

加油！”

任职中队指导员 3 年来，我欣喜地

发现，越来越多战友的成长印记正在融

入时代的前行轨迹：上等兵罗浩立足平

凡 岗 位 苦 练 本 领 ，被 表 彰 为 武 警 部 队

“ 优 秀 执 勤 哨 兵 ”；下 士 胡 欣 旭 兢 兢 业

业、任劳任怨，荣誉墙上支队“四有”优

秀士兵赫然在列；上士王铧在去年抗洪

抢险任务中，第一个跳入洪水搜救遇险

群众……大家都在用实际行动证明，赶

上了好时代，每个人都是追梦人，每个

人都在加速奔跑。

“为别人点亮一盏灯，也可以把自己

照亮。”这些普通士兵的“发光瞬间”“闪

亮日子”“无悔青春”，也成为我心中温暖

的力量。不久前，中队组织新年寄语活

动，请官兵分享“去年 10 个收获，今年 10

个目标”。

“比武争得前三”“跑步进优秀后邀

请父母来队探望”……看着这些愿望，

我明白了当初选择基层的意义：像一束

光拥簇另一束光，一份热爱感染另一份

热爱，成就战士们的梦想，也正是我的

最大梦想。

一位 95 后指导员的“梦想说”
■占传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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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说

成长横切面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用一个字总

结过去的一年，会是什么？

日前，有媒体发起一份问卷调查，上

万人参与话题讨论。其中，网友们选择

最多的一个字是：“变”。

奋进的中国，跃动的青春，成为铺展

在每位青年人面前的一幅时代图景。在

这个洋溢活力的时代，每个人都能感受

到改变的力量。

时光刻度分秒在变，心中梦想涌动

不息。把折叠起来的时间卷轴徐徐打

开，回望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心路历程，每

一道印痕都清晰可见。

2012年，我揣着“军校听起来还不错”

的想法，从江西到四川西行千里参军求

学，当时乘坐的绿皮火车的汽笛声，至今

仍时常萦绕耳畔。那年冬天，习主席视察

陆军部队，亲临演兵场观看实弹演习。那

次岭南之行，习主席鲜明提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

大的梦想。可以说，这个梦想是强国梦，

对军队来说，也是强军梦。”那一刻，我的

青春坐标上关于梦想的定位变得清晰了。

2017 年，我从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

武警浙江总队绍兴支队，在喜迎十九大

的浓厚氛围中开启了我的军旅新征程。

此后 5 年来的“官之初”，我没有把豪言

壮语常挂嘴边，但一直梦想着“诗和远

方”的精彩，在探寻意义与价值的路途上

一路前行、一路思考。

时代为平凡的我们赋能。当个人成

长经历与时代发展脉搏同频共振，无论

在这个过程是付出了还是奉献了，那份

发自心底的自豪感和获得感不断激励我

砥砺前行。一位前辈感慨地对我说：“你

真是赶上了好时代！”

赶上好时代的并非我一个人，越来

越多的强军一代正跟着时代节拍乘风而

上。中队列兵吴景江，是“两征两退”新

政策施行后的第一批春季大学生士兵。

当初，他自备一副 10 公斤重的沙背心到

新兵连，就是为了“训练更强一点”。如

今，他又在考学路上逐梦奔跑。上等兵

罗浩默默坚守平凡岗位，去年年底表彰

走上了武警部队的荣誉殿堂……

遇见新时代，改变自己、实现价值成

为青春激流中最为真切的呼声，更让这

些平凡士兵们拥有值得期冀的未来。我

们坚信，努力乘上时代的风，每一朵云都

将在梦想的天空尽情遨游。

让每一朵云努力乘上时代的风
■占传远

我的抽屉里，收藏着 12 张小纸条，

小纸条落款是同一个名字——林靖哲。

提起林靖哲，过去中队很多人都会

直摇头。

性格内向、自制力差，来到部队后，

林靖哲总比别人慢半拍。同批兵已经

掌握单杠四练习，他还只能在单杠一练

习上徘徊不前。就这样，糟糕的成绩、

战友的调侃、骨干的批评，让他越来越

焦虑。

有一天，他鼓起勇气把个人想法写

在小纸条上，交给我。

“怎么练都没有进步，感觉自己干

啥啥不行。指导员，我该怎么办？”第一

次收到小纸条，我有些意外，但很快意

识到，或许是他不善言辞的缘故，一张

小纸条更方便表达他的真实想法。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成长基点，只

要今天比昨天好，就是一种进步。加油

干，肯定行！你的每一点进步，我都看

在眼里。”在给林靖哲的小纸条上，我回

复了这样一句话。

晚饭后，我召集中队骨干语重心长

地说：“对待进步慢的同志要有耐心，不

能一味地批评，更不能取笑战友。”

第二天中队组织体能训练，林靖哲

明显更加努力，精气神也比以往更足。

从那一天起，小纸条成了我和他心照不

宣的沟通方式。

几周后，临近老兵退伍，我的办公

桌上又多了一张小纸条：“指导员，这段

时间大家都在帮我，我想在老兵退伍晚

会上给大家表演一个小品。”

透过这行字，我明显感到林靖哲

的状态有了很大起色，也决定帮助他

登上舞台。结果，令人惊讶的是，平常

看似胆小内向的他，表演起小品却是

气场十足。

一次被认可，让他信心满满、干劲

十足。跑步跟不上，他就主动找班长监

督，背着 20 斤重的沙袋背心加压；单杠

拉不上，他就每天跟着素质好的战友们

加练，手心的茧子越磨越厚……苦心人

天不负，在后来的一次 5 公里越野考核

中，林靖哲跑出自己的最好成绩。

“从以前的不及格，到如今的良好，

进步显而易见。”虽然与中队其他战友

们相比，成绩还是靠后，但对林靖哲而

言，这已经是一次跨越。他的努力，值

得点赞。

回望成长路上的点点滴滴，人生

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在时代的宏大叙

事里，我们的角色是那么普通，我们的

岗位是那么平凡，但失落与勇毅、迷茫

与执着……这些情感关键词奇妙地融

合到了一起，一路跟随我们抵达梦想

的彼岸。

以后的日子里，我陆陆续续收到林

靖哲不同内容的小纸条，其中有分享进

步的喜悦，有遇到挫折的困惑，也有“表

现好了想外出一下”的小愿望。

最近，林靖哲又给了我第 12 张小

纸条，上面写了这一年的变化。我在给

他的小纸条上写下这样一句话：起初，

理想是远处的高山，看似遥不可及，但

我们持续努力向上攀登，就会发现山顶

近在咫尺。

我收藏了 12张小纸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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