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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荣誉是军人的永恒追求。连队的厚

重历史和优良作风，有助于增强官兵的

荣誉感和使命感，感召和激励他们赓续

传统、岗位建功。第 73 集团军某炮兵旅

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由于旅队没有荣

誉连队，一半以上的官兵都曾有“普通连

队难以超越荣誉连队”的想法。

没有荣誉就创造荣誉，没有先进就

争创先进。作为第 73 集团军的“火力铁

拳”，该旅的装备性能不断升级，使命任务

不断拓展。为了引导官兵更好地把个人

成长融入旅队发展，该旅积极在基层连队

开展荣誉激励活动，激发官兵“见红旗就

扛、见第一就争”的拼搏意识，凝聚创造荣

誉的奋进力量。

荣誉“空白”，
进取动力不能缺失

下连之初，第 73 集团军某炮兵旅列

兵丁鹏柯有些失望。

在新兵训练基地，他听过几位荣誉

连队官兵的授课交流，非常渴望下连后

到荣誉连队历练一番。他常想象着自

己能像许三多那样，获得英雄连队独一

无二的成员编号，在激昂的连歌中，郑

重地向战友们介绍自己。

丁鹏柯被分到加榴炮三连。没有电

视剧里热血沸腾的场景，简单的入连仪

式，让丁鹏柯的内心少了些激情。

“不仅是新兵，不少官兵都感到连

队缺少荣誉，不容易出成绩。”加榴炮三

连指导员刘拓曾在连队做过一次调查，

大多数官兵都认为连队的荣誉历史对

官兵成长有很大影响，普通连队官兵难

有更大作为。

2020 年，第 73 集团军组织建制营

连比武考核，各旅抽选分队一较高下。

加榴炮三连主动请战。第一次整建制

参 加 大 项 比 武 ，所 有 官 兵 都 铆 足 了 劲

儿，希望能“一鸣惊人”。

“当时，连队有很多官兵午饭后顾

不上休息，加班加点训练。”刘拓回忆，

大家拿出了十二分精神备战，信心十足

开赴赛场。

然而，到了赛场，和“对手们”站在

一起，连队气势明显不足。“强军精武红

四 连 ”“ 红 色 尖 刀 连 ”“ 二 级 战 斗 模 范

连”……看着其他旅队高举一面面荣誉

旗帜威风走过，刘拓发现不少官兵的眼

神中闪过羡慕。

考核间隙，刘拓组织官兵进行思想

动员，有意在行进过程中多加几句提振

士气的口号。可在他听来，大家的口号

声还是不够响亮。

“相较于荣誉连队，普通连队官兵

不仅存在心理落差，还面临‘缺米煮饭’

的难处。”刘拓讲起去年参加上级授课

比赛的情形。

比赛前，刘拓查看此前的优质课程

录像资料发现，大都是荣誉连队主官的

授课。他们或是展示承载光辉历史的传

家宝，或是讲述英模典型的感人事迹，那

些交织着血与火的讲述令人十分震撼。

“普通连队的思想教育确实少了一

些身边的载体。”该旅许多指导员感同身

受。重大任务关口、布置荣誉室、对外开

展宣传……荣誉的“空白”让他们思索，这

样的“空白”不能造成进取动力的缺失。

“哪一项荣誉
不是拼来的”

“我们和荣誉连队的差距到底在哪

里？”刘拓曾和许多战友交流过这个问

题。那天，他接到战友刘林生的电话，

两人聊了起来。

去年年初，刘林生担任该集团军某

特战旅一营二连连长。一营一连是旅

里的标杆连队，曾被上级授予“特战尖

刀连”荣誉称号。平时，一连的训练标

准高、管理要求严、拼搏氛围浓，“一连

第一、二连第二”是大家默认的共识。

在 刘 林 生 看 来 ，荣 誉 要 靠 自 己 去

创造。他多次向一连连长李飞请教经

验 ，积 极 参 加 集 团 军 组 织 的 基 层 主 官

集 训 ，主 动 到 兄 弟 单 位 的 荣 誉 连 队 参

观见学。

荣 誉 连 队 的 精 神 状 态 确 实 不 一

样。比赛中，“红色尖刀连”官兵把刊载

连 队 光 辉 事 迹 的 报 纸 塞 进 背 囊 ，激 励

自己；“管理教育模范连”官兵时刻与英

雄前辈对标，反思成绩是否能再上一个

台阶；“强军精武红四连”官兵看到前方

飘扬的连旗，总能在力竭时再次奋力向

前……

“缅怀历史的意义在于创造历史。”

集训归来，刘林生更加坚定了心中的想

法，“只要激励大家付出同样甚至更多

的努力，普通连队也能不普通。”

后来，营里组织 5 公里武装越野，刘

林生带领全连和一连较上了劲。但没过

多久，冲在前面的二连官兵就越来越少。

晚点名时，刘林生特意组织官兵来

到一连的荣誉石前，直接发问：“是不是

我们缺少荣誉，就不配争取荣誉？”

官兵们一言不发，静静地盯着荣誉

石上属于一连的响亮称号。

“没有谁是天生的强者，哪一项荣

誉不是拼来的？”刘林生继续说，“同吃

一锅饭，我就不服气一连总是当第一。

以后在训练场上，我瞄准的就是一连连

长 ，你 们 瞄 准 的 就 是 一 连 ！ 连 队 的 过

去，我们无法改变。连队的未来，要由

我们去创造！”

那晚过后，刘林生明显感觉到连队

发生了变化：训练场上，相互较劲的人

多了；比武竞赛，主动报名的人多了；文

体活动，争当主角的人多了……

不久后，营里组织跨昼夜高强度训

练。推车前进比赛中，一连处于领先位

置。尽管二连官兵大都已精疲力竭，但

仍“咬”着一连官兵不放……

二连的紧追不舍，让一连也坐不住

了。今年，营里组织了 7 次军事训练评

比，一连拿了 4 次冠军，二连拿了 3 次。

“不是荣誉连队又如何？我们也能

创造自己的辉煌。”听了刘林生的讲述，

刘拓若有所思。

我们每天都在
书写连队的历史

最近，丁鹏柯跟随连队来到闽南某

演训场。虽然演训场条件艰苦，但包括

丁鹏柯在内的新兵们却充满斗志。

丁 鹏 柯 的 转 变 ，源 自 连 队 组 织 的

“战位第一课”。野外专业训练中，刘拓

结合演训实际，让各专业负责人讲述近

年来实战化练兵的经历，介绍旅队新装

备列装、处于转型发展关键期的种种摸

索，让新兵们倍受鼓舞。

“如今，信息化装备只要输入数据

就能自动解算，一键完成准备。”六班炮

手谢翔对新兵们说，“不过，新装备的速

度极限还有待探索。我们一起努力，力

争把装备性能练到极致、打出极限。”

走上阵地，新兵们干劲十足投入训

练。“比起传承荣誉，创造未来的兴奋感

同样能让官兵精神振奋。”刘拓感慨地

说，“作为一线作战部队，新的使命任务

本身就是一剂强心针。”

创造连队荣誉，增强连队凝聚力，

“仪式感”必不可少。加榴炮二连指导

员黄健对此深有感触：“荣誉连队都有

自己的连歌、口号和入连仪式，在引领

和激励官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黄健召集几名骨干，结合连队近些

年多次参加大项任务的经历，编写了一支

连歌。今年年初，旅里组织开训动员比

武，二连入场时，一开嗓就成为全场焦点。

“无人机起，俯瞰战场。激光指引，

一发制敌……”官兵们高声歌唱自己的

“战斗”经历，昂首阔步奔赴沙场。

把官兵的成绩写入连史，根据时代

特 点 总 结 新 的 连 魂 ，选 择 重 要 时 间 过

“建连生日”……黄健说：“这些仪式的

力量不可小觑，它让官兵真切感受到连

队的未来在自己手中。”

“我们的每一天，都在书写连队的

历史。”今年年初，加榴炮二连连长汤包

财获得东部战区陆军教学法比武第一

名。这是该连首次在战区陆军级别的

活动中折桂，载誉而归的汤包财和连队

官兵交流时说：“希望我给大家开了个

好头，相信今后会有更多的人向更高的

荣誉发起冲锋。”

图①：第 73 集团军某炮兵旅官兵

参加 5公里武装越野考核。

李凯旋摄

图②：第 73 集团军某炮兵旅官兵

在实战化演训中砥砺过硬本领。

李振杰摄

图③：第 73集团军某炮兵旅官兵在

海训场进行训练。 朱 杰摄

（制图：扈 硕）

“连队的未来在自己手中”
—第73集团军某炮兵旅开展荣誉激励活动的调查报告

■牛伟萌 葛 斌

“黄瀚辉同志，你的荣誉编号是

201800331，感 谢 你 几 年 来 为 支 队 作

出 的 贡 献 ，希 望 你 在 新 的 起 点 上 再

创佳绩。”在前不久举行的老兵退役

仪 式 现 场 ，武 警 江 苏 总 队 机 动 支 队

领 导 为 退 役 老 兵 佩 戴 荣 誉 编 号 牌 ，

并与他们合影留念。

轻 拭 胸 前 的 荣 誉 编 号 牌 ，回 味

入 伍 后 的 点 点 滴 滴 ，黄 瀚 辉 对“ 荣

誉”二字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 军 人 为 荣 誉 而 生 ，为 荣 誉 而

战 。 一 名 向 往 荣 誉 的 军 人 ，必 能 勇

敢 战 斗 、争 取 胜 利 。”该 支 队 政 委 余

峰 介 绍 ，支 队 利 用 荣 誉 编 号 墙 、标

兵 路 、典 型 路 、龙 虎 榜 、事 迹 报 告 会

等 载 体 和 形 式 构 建 立 体 化 荣 誉 体

系 ，深 化 对 官 兵 荣 誉 观 的 教 育 引

导。

武警江苏总队机动支队构建立体化荣誉体系

荣誉之光照亮奋斗之路
■孙宏铭

9月 15日

军媒视窗

被支队评为“最美班长”后，侦察

中 队 二 班 班 长 李 彪 既 惊 喜 又 惭 愧 。

作为两次打破总队军事体育运动会

100 米跑纪录的体能达人，李彪是中

队所有新兵的榜样。对于这位龙虎

榜“王者”来说，也有过一段“走麦城”

的经历。

进入服役第 11 个年头，受进退走

留等因素影响，李彪的思想出现波动，

在实装通过 300 米障碍考核中成绩不

佳。得知要被“精武龙虎榜”除名后，

李彪找到指导员卢志文，希望可以“通

融通融”。

“荣誉不是面子工程，这样维护

荣誉的方式要不得。”回绝李彪的同

时，卢志文也在循循善诱中帮他解开

心结。

后来，李彪凭借有目共睹的成绩

在月末评比中重登榜首。几个月里

的起起伏伏，让李彪对荣誉的认识越

发清晰。

“荣誉不是休止符，成绩不是‘功

劳簿’。”在去年年底的支队总结表彰

大会上，支队长王志军指出，荣誉等不

来、要不来，只能靠踏踏实实干出来。

荣誉催人奋进，但片面追求外在

的荣誉，则会止步不前。支队建设荣

誉体系的初衷，是为了让荣誉观深植

每名官兵的内心。若是错误地将荣

誉看成炫耀的“功劳簿”、抵过的“挡

箭牌”，荣誉就难免成为前进道路上

的“绊脚石”。

对此，该支队广泛开展“对待荣誉

怎么办、维护荣誉怎么干”大讨论，官

兵们结合自身经历展开交流，在思想

辨析中厘清观念，在纠偏正向中深化

认识。此外，他们还建立信息公开、工

作报告、检查监督等工作机制，增加荣

誉评比的公信力，强化维护荣誉的使

命感。

前不久，该支队组织“魔鬼周”极

限训练。出发前，参训官兵在荣誉编

号墙前庄严宣誓，誓为荣誉榜再添新

光彩。

读懂荣誉分量，邂逅更好自己

今年年初，根据工作任务需要，李

二洋等 20 名警士调离原单位，来到机

动支队。从巍峨天山来到烟雨江南，

在新单位度过的第一个晚上，李二洋

辗转反侧。

本 以 为 融 入 新 环 境 需 要 漫 长 的

“阵痛期”，没想到李二洋的顾虑很快

就消除了。

来到支队的第三天，李二洋从组

织纪检股领到一枚勋章样式的编号

牌。翻看时他意外发现，自己在原单

位取得的荣誉赫然记录在内。

“这就是我和你提到过的荣誉编

号牌。”“在支队礼堂还有一面荣誉编

号墙，抽空我陪你去看看。”同班战友

纷纷围上来，解开了李二洋的疑惑。

随后，在指导员王铁根的带领下，李二

洋等人来到支队礼堂荣誉编号墙前，

浏览属于其他官兵的荣誉编号牌，聆

听荣誉背后的故事。

这堂支队新成员的必修课，让李

二洋收获颇丰。在王铁根的引导下，

李二洋将自己的荣誉编号牌悬挂在对

应位置。编号牌落位的那一刻，李二

洋知道自己有了新的目标。

支 队 政 治 工 作 处 主 任 孙 成 刚 介

绍，从 2018 年开始，支队给每名官兵

分配一个专属编号，并在荣誉编号牌

内镶嵌个人照片和基本信息，记录取

得的荣誉。支队据此制作荣誉编号

墙，将金灿灿的编号牌整齐排列在造

型为武警部队旗的鲜红墙面上。这面

墙是写满青春印迹的军旅日志，一枚

枚编号牌如同一个个点燃的火把，照

亮官兵的奋斗之路。

在荣誉编号墙建成后，这里很快

成为支队开展队史教育、党日活动的

首选“打卡地”。官兵的热情也推动

支队探索建立荣誉体系的新路径：制

作“三十佳警士英雄榜”，开展“强军

典型”成长成才事迹报告会，举办“十

佳好军嫂”颁奖典礼，举行誓师动员

大会……新的活动不断涌现，完善着

荣誉体系的框架。

谱写军旅日志，擦亮荣誉编号

标兵路是往返支队训练场与营区

的必经之路。在标兵路路口的第一个

灯箱上看到自己的照片，防化中队战

士黄文杰格外自豪。

防化专业对文化水平要求高，专

业知识覆盖面广。最初，高中学历的

黄文杰因吃不透专业知识，总是掉链

子。指导员崔鑫鑫发现黄文杰的低落

后，指着标兵路旁灯箱中曾海飞的照

片说：“这位二等功臣，在入伍之初也

只是一名普通战士。”

此后，在标兵路“榜上留名”成了

黄文杰最大的愿望。靠着自身努力和

战友帮助，黄文杰一次次突破工作中

遇到的瓶颈。

荣誉是军人最纯粹的渴望。在荣

誉激励下，官兵往往能激发出连自己

都难以想象的潜力。几个月后，黄文

杰主动请缨参加武警部队应用侦毒比

武。在 40 多摄氏度高温下，他戴着闷

热的防毒面具咬牙坚持，最终拿下总

评第一的好成绩，被武警部队评为“优

秀学员”。

军人的字典里，对荣誉的执着，始

终占有特殊的一页。近年来，该支队

在采取标兵路、龙虎榜、荣誉编号墙等

评比表彰形式激发官兵荣誉感的同

时，还积极通过数字化手段为荣誉体

系建设赋能增效。他们通过“荣誉之

家”平台系统为每名官兵建立画像，逐

步完善典型资料库、荣誉积分榜、意见

统计表、目标雷达图等模块，优化数字

化荣誉体系流程。

浏 览“ 荣 誉 之 家 ”平 台 系 统 ，每

名官兵都能在上面找到自己的专属

档 案 。“ 看 到 其 他 战 友 沉 甸 甸 的 荣

誉，想想自己的还是一片空白，心里

就开始憋着一股劲。”去年通过考核

加 入 特 战 大 队 后 ，上 等 兵 姜 鑫 下 定

决 心 ，“ 今 后 一 定 要 加 倍 努 力 ，不 能

在退役时让自己的‘荣誉之家’遗憾

留白。”

努力突破自我，赢得青春奖章

“驾驭命运的舵是奋斗。”第一次和新兵们

交流，我把自己的座右铭和亲身经历分享给他

们，激励他们通过个人奋斗去争取荣誉。

军校毕业时，有位学长提醒我，一定要争取

去荣誉连队，对个人成长进步大有裨益。然而，

受专业所限，我最终还是被分到普通连队任

职。下连后，指导员找我谈心，把这句座右铭送

给我。他告诉我，外部环境对个人发展很重要，

但关键还是要靠主观努力，“要我做”变成“我要

做”，才会更充分地激发自我完善的动力。

此后，我迅速调整心态，扎扎实实练素质，

勤勤恳恳学本领，不仅顺利掌握了炮兵专业技

能，还在旅里考核比武中接连夺冠，一年之内

两次荣立三等功。

只要有一颗崇尚荣誉、永不服输的心，立

足岗位、鼓足干劲，一定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

精彩。在我的鼓励下，新兵们也精神振奋，决

心用努力奋斗书写自己的荣誉篇章。

（某指挥保障连连长 成帅康）

立足岗位，创造荣誉

优秀的集体成就优秀的个人是大家的共

识。然而，优异的个人表现也能为连队进步贡

献力量。

初入军营，正逢计算机应用逐渐推广，我

敏锐地意识到信息化将给装备带来巨大变

化。当时转改士官时，我主动报名从炮手转

岗为火炮技师，自费买了一台电脑进行学习，

并申请到院校研学深造。虽然我只有初中学

历，但经过刻苦钻研，纯英文的说明书、冗长

的数学公式、复杂的信息化电路，都被我一一

攻克。

多年来，我不仅为连队装备执行重大任务

保驾护航，还带出了一大批维修骨干。部队调

整改革以来，因演训成绩优异，连队多次被评

为先进基层单位。

如今，连队又列装了新装备。面对更大的

挑战，我信心满满，一定继续努力，和战友一起

为连队创造更多荣誉，与连队共成长同进步。

（某远火连一级军士长 谢振基）

我的成长，“你”的进步
连队组建之初，人员从各单位抽组而来。

面对“空白”的连史，我们甚至没办法布置一间

像样的荣誉室。我在和大家交流中发现，一些

官兵的进取意识和团结精神也不强，认为新连

队还在打基础阶段，没有什么出彩的机会。

为了激励大家的斗志，我召集大家来到荣

誉室，面对空白的墙壁对他们说：“荣誉‘留

白’，正好可以轻装上阵。让我们看一看，谁能

为连队挂上第一面荣誉锦旗。”

荣誉“留白”，放手去搏。战风浪斗酷暑，风

里来雨里去，训练场上，官兵们的精神状态发生

很大变化。经过日复一日的努力，有的官兵在

旅里开展的比赛中崭露头角，有的官兵走向集

团军的赛场。如今，连队的荣誉室不再空荡荡，

大家凭借努力将一个个奖杯和证书捧了回来。

今年年初开训动员比武中，四排长陶铤第二次

获得军官组综合第一。我把他的奖杯和证书摆

进荣誉室，激励大家为连队争取更多荣誉。

（无人机连指导员 龙柳青）

荣誉“留白”，放手去搏
官兵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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