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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陆军“匠心杯”装备维修大赛

的领奖台上，第 73 集团军某旅修理二

连一级上士吴鑫斌一时间竟有些恍

惚，他没想到凭借自己这点“小手艺”

也能登上这么大的舞台。

吴鑫斌的手艺有多“小”？身为通

信修理技师的他，维修过的电子通信元

件，最大的不过指甲盖那般，最细小的只

比头发丝稍微粗点，直径只有0.5毫米。

起初，许多修理工也和吴鑫斌一起

钻研修理技术，但是随着新装备的列

装，通信设备模块集成度越来越高、电

子元件越来越小，有的人选择了“知难

而退”，而吴鑫斌却偏偏不信这个邪。

“这些元件平时坏了有厂家修，大

项活动中坏了可以启动备用模块直接

替换，为何还要费这么大力气？”有的

战友并不理解吴鑫斌的做法。

“厂家无法保证随时能来，实战中

备用模块有配给基数，总有用完的时

候。”吴鑫斌坚持认为，“即使这两种情

况同时发生的概率并不大，但我是通

信修理技师，必须考虑这些问题！”

为了防止万一的可能，就要付出

不止一万次的努力。微小元件，特别

是最小直径只有 0.5 毫米的元件修理

难度远超预期，难关相继出现在吴鑫

斌眼前。

首先是“工具关”。元件太小，肉

眼 很 难 看 清 ，他 就 找 来 头 灯 和 放 大

镜。原有的工具太大无法使用，他就

自己改装，将缝衣针焊接在万用表笔

尖上，将铜芯磨细磨尖后接到电烙铁

焊头上，解决了检测和焊接问题。

而后是“手法关”。元件小，焊盘

的焊点同样小，需要在夹取、放置、焊

接时做到稳、准、快。吴鑫斌想出招

法提高操作技能：别人用针线缝补衣

物，他用针线穿米粒，常常扎破手指。

为了模拟实战条件下的紧张状态，他

不时在体能训练后跑进车间拿起镊子

“开小灶”。

再次是“熟练关”。为了熟能生

巧，吴鑫斌不仅到报废车厂拆卸各式

各样可利用的电路板练习，还在战友

身边寻找练手机会。耳机、电动门、电

磁炉等等，他都修过。一段时间探索

后，他还为自己制订了训练考核标准：

对于 0.5 毫米元件，焊接 20 个用时 60

秒为优秀、70秒良好、80秒及格……

凭借过人的毅力，吴鑫斌连克三道

难关，双手伤痕累累，老茧一块连着一

块，让人看了心疼不已。随之而来的，是

他修理技术的日渐精进，每当元件出现

问题，他总能“手到病除”。

属 于 吴 鑫 斌 的 高 光 时 刻 再 次 到

来。在该旅刚刚结束的单车连贯综合

演练中，一台突击车电台突发故障，吴

鑫斌闻讯赶到，在昏暗狭小的环境中，

掏出工具包快速检测更换，不到 5 分

钟，故障就被排除。在场众人，无不对

他竖起了大拇指。

一句话颁奖辞：大舞台上的精彩

表现，源于小空间里的千锤百炼。正

是这种对于“工匠精神”的执着追求，

磨砺出一名保障尖兵的“锋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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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阵子，每逢弹药库执勤轮换那

几天，我就感觉对同班战友格外亏欠，

甚至不敢直视大家的眼睛。为啥？这

还得从班长对我的格外关照说起。

自从班长杨丰得知我有留队的想

法后，就对我特别上心：平日里有什么

能在全中队“露脸”的工作都极力推荐

我参加，而那些“默默无闻”的公差勤

务，则安排给班里其他战友。

我知道，现在中队的军士选取竞争

越来越激烈，班长这样做是想让我在中

队好好表现，给大家留个好印象。如班

长所愿，那段时间，无论点名还是开会，

我经常被表扬。

中队领导认可，身边战友肯定，不

出意料，我被中队推荐参加上级组织

的预提指挥军士集训。

离集训还有一段时间，恰好遇上弹

药库执勤轮换，我便向班长申请参加。

毕竟，为了能让我在中队好好表现，班里

战友已经付出了很多，我正想趁此机会

也帮大家分担分担。

可没承想，班长竟当场回绝了我的

请求。他告诉我，弹药库距离较远，平时

执勤很少有人看到，我现在处于关键时

期，需要在领导“眼皮底下”多挣表现。

最终，班长决定让战友小田参加执

勤。得知这个消息，小田欲言又止，神

色复杂地看了我一眼，然后默默地转身

收拾个人物资。我知道，小田已经连续

两次参加执勤了，看着他疲惫的身影，

我心里很难受。

当晚熄灯后，看着小田空荡荡的

床铺，我辗转反侧，终于忍受不住内心

煎熬，起身去找班长倾吐苦恼。谁知，

班长却不以为意，认为他这么做都是

为我好……可能是我俩在楼道里说话

的声音太大，结果将正在查铺查哨的

中队长谢科烽吸引了过来。

中队长详细询问了缘由，稍作沉

思后说道：“徐宇航的工作表现我们一

直看在眼里，组织不会因为谁在领导

‘眼皮底下’表现得更积极就对谁厚爱

一分，是否踏实肯干、履职尽责才是评

判工作好坏的标准。”接着，他又话锋

一转，“杨丰作为班长骨干，部署工作、

安排任务要科学合理，不然不仅会打

乱工作节奏，更会影响全班凝聚力。”

这番话令班长恍然大悟，也让我如

释重负。打那以后，无论是能够“露脸”

的任务还是“默默无闻”的公差，班长都

会公平合理安排，我也有机会为集体出

力。如今，我们班变得更加团结，各项

任务完成出色，并且作为一个集体，得

到了更多的表扬肯定。

（丁 一整理）

我谢绝了班长的格外关照
■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机动四中队战士 徐宇航

“本周的‘作风纪律优胜班’是七

班！”听到连长公布评选结果，看着大

家信任和赞许的目光，一股成就感涌

上我的心头。回想起刚刚担任副班长

时，那次经历仍然历历在目……

一天清晨，急促的紧急集合哨音

将我从睡梦中惊醒。起身穿衣，整理

装具，用最短的时间飞奔到集合场，我

立 即 开 始 收 拢 人 员 。 其 他 班 陆 续 到

齐，我们班却差军士董顺新一人，我开

始焦急起来。终于，在我望眼欲穿的

目光中，董顺新的身影匆匆出现，我急

忙 整 队 向 值 班 员 报 告 ，可 为 时 已 晚 。

早操结束讲评时，我们班因出动速度

过慢被连长点名批评。

这件事发生在我担任副班长的第

二周。大学本科毕业后，我作为直招

军士入伍，服役一年后按有关规定直

接晋升为中士，但由于缺乏经验，在一

些老兵眼中，我依然是“新兵”。特别

是上任不久恰逢班长休假，面对我这

个年轻的副班长，班内战友的状态开

始松懈，不管是军事训练还是作风纪

律都出现了明显下滑。

内务卫生标准低，上级检查时排

名垫底，点名时我指出了几名军士的

问 题 ，反 而 引 起 他 们 的 不 满 ；体 能 训

练，班里人员出现“摸鱼”现象，还对我

的组训方法提出了质疑……眼瞅着一

个标杆班挂上了“倒车挡”，一股强烈的

挫败感油然而生，我甚至开始对直升中

士感到后悔，工作干劲也明显下降。

连长杨博看出了我的异样，在一

次训练间隙将我喊到一旁，询问近期

情况。借着这个机会，我将心中苦恼

一股脑地说了出来。

“自从班长休假后，班里小问题不

断。我也想当好这个副班长，可大家

对我这个中士身份好像并不认可，工

作中总带着轻视和质疑，我真不知道

该怎么办了！”

耐心听我说完后，连长语重心长

地劝慰：“这段时间你的遭遇我都看在

眼里。大学生士兵文化基础好、学习

能力强，给直招军士直接授予中士军

衔，本身就是对你们价值和能力的一

种肯定。你干劲很足但是经验相对欠

缺，只要保持好以身作则干工作的劲

头，同时虚心向身边的同志学习请教，

相信战友们一定能逐渐接受你、认可

你。”连长的一席话点醒了我，我暗下

决心，一定要干出个样子来。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处处严格

要求自己，努力改进工作，不断发现问

题和改正不足：班里内务秩序差，我便

先将自己的标准提升到最高，再去要

求督促其他人；组训方法不科学、日常

管理考虑不细致，我就不断向其他干

部骨干请教经验方法，并定期与班内

战友谈心交心听取意见建议……

时间不长，身边战友消除了对我

的偏见，全班各方面工作也有了很大

改观。前些天，营里计划组织“以案说

法、析事论德”警示教育观摩演示。得

知消息后，我第一时间主动请缨，随后

带领全班精心设计方案，加班加点完

善脚本，最终高标准完成任务，还得到

了教导员的表扬。

回到班里，当战友们纷纷向我竖

起大拇指时，长期困扰我的苦恼瞬间

烟消云散。

（屈 乐、孙铜锴整理）

我用实干化解了心中苦恼
■第 82 集团军某旅侦察营侦察一连副班长 孙德鑫

小 咖 秀 带兵人手记

两则“兵说兵事”的主人公，一位是敢对别人
说“不”的战士徐宇航，一位是容忍别人说“不”
的大学生士兵孙德鑫。他们看似截然相反的心路历
程背后，实则都反映出当代青年官兵渴望被认可的
迫切心情，也折射出他们希望通过实力赢得认可的
自尊自信。

“网生代”青年官兵，个性特点更加鲜明、自
我意识更加强烈、价值取向更加多元。当这个代表
新鲜血液的新时代群体与火热军营发生邂逅，必然
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或许他们经验不够丰富、
经历相对缺乏，在成长的道路上偶尔还会陷入迷茫

彷徨，但他们内心阳光，充满朝气，渴望创新，有
的是闯劲和血性。

也正因为如此，当遭遇班长格外关照时的苦恼
和初任副班长时不被认可的沮丧，徐宇航与孙德鑫
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用实干来破解、用沟通来化解、
用真心来疏解，通过努力最终赢得了战友们的认可
和尊重。

希望更多的年轻官兵能够通过自己的实际行
动，在军旅道路上实现人生的价值，收获成长的
快乐。

——磊 峰

写 在

前 面

近日，空降兵某训练基地组织官兵进行跳伞训练。

图①：登机前加油鼓劲。

图②：从天而降伞花开。 盛 超、邵江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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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有烦恼，请在信件上写下编

号和内容，并于次日根据所写编号取走

对应回信。”

这是连队“解忧箱”的说明书。今年

年初，连队一名新同志精神状态不佳，可

谁也问不出来个究竟。

面对陌生的环境和战友，新同志有

心事不愿跟别人说，这很常见。但有些

困 惑 憋 久 了 ，就 容 易 憋 出 问 题 来 。 于

是，我效仿一部小说里的创意，设立匿

名咨询箱，力求解决藏在新同志心里的

苦恼。

一天早操过后，部分同志发现了我

放置在楼道的“解忧箱”，边上还附着说

明书。看着大家在好奇议论，我内心也

充满了期待。

然而，刚开始的信件不仅很少，写的

内容也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好在

有人愿意主动“讲一讲”，我都认真一一

给予回复。

“现在最苦恼的就是人际交往，作为

一名新同志，我有一种很难融入连队的

无力感，每天都不开心……”

针对这一问题，我在回信中写道：

“心连心，一家亲。刚开始不适应很正

常，不妨积极参加连队周末组织的文体

活动，找一找和自己兴趣相投的好伙伴；

还可以主动找班长骨干说说心里话。相

信我，你一定能在互相交流中拉近与战

友的距离，尽快融入集体。”

与此同时，我要求干部骨干应多和

新同志谈心交心，利用休息时间组织文

体活动增进感情。没想到，过了一阵子，

“解忧箱”里还有了“意外收获”：一些军

士也开始投信——“家里孩子得了比较

严重的病，可单位有任务，我该怎么办？”

经侧面了解，我得知咨询人是十班

班长董紫阳。他想回去照顾孩子，但是

任务当前不能辜负组织信任，两难之下

才写了这封信。

针对这一情况，我第一时间向上级

汇报，经研究决定，同意董紫阳休假回

家，让专业技术过硬的战士兰友方代替

他执行任务。如今，董紫阳女儿的身体

已经恢复健康，他归队后积极报名参加

了后续比武活动。

此外，我还采取“每人一信”的方式，

让连队官兵轮流抽取“解忧箱”里的咨询

信，并根据自身经验回复解答。随着活

动的深入开展，连队官兵不仅学会了换

位思考，还有了更多的同理心。

前不久，我在宿舍门口收到了一封

来自列兵贾旭荣的实名信：“多亏了您设

立的‘解忧箱’，咱们连队氛围特别好，我

每一天都很温暖很开心，谢谢您！”

看着这封信，我心里特别满足。对

于基层主官来说，没有比同志们团结一

心、单位建设向上向好更令人欣慰的了。

（郭昱含、焦梦梦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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