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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荣誉室前，武警浙江总队杭州

支队某中队指导员吴国源郑重地敬了一

个军礼。

手捧全军“四铁”先进单位标兵奖

牌，面对满墙的荣誉，吴国源感觉自己的

肩上又多了一份责任。

吴国源所在中队，是一支有着红色

传承的英雄部队，也是一个连续几十年

的“老先进”。

每一名来中队参观见学的人，都有

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让这个单位数十

年如一日保持先进？

在吴国源看来，他们的“秘诀”就是

紧紧抓住了“人”这个关键因素。

建队先育人，聚力先凝心。只有让

每一位战友都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实

现个人的成长成才，每一位战友的拳头

才能越攥越紧、越攥越有力。

育人是最好的建队方法，团结是最

大的抓建力量。“培养官兵，依靠官兵，当

所有‘拳头’都向同一个方向发力时，就

会爆发出强大的战斗力，锻造出过硬的

战斗集体。”吴国源说。

走心的回应有温度，
身边的英雄感召人

10 秒钟，一个人可以跑多远？

飞 人 博 尔 特 用 9 秒 58 跑 出 了 100

米。而在新兵罗鹏枭听到的故事里，主

人公 10 秒钟才跑了 40 米……

罗鹏枭第一次听到“蔡永祥”这个

名字，是在开往杭州的列车上。当时，

带兵干部给新兵们讲起了烈士蔡永祥

的事迹——

1966 年 10 月 10 日凌晨 ，蔡永祥正

在钱塘江大桥上执勤，一列火车向大桥

飞驰而来。借助列车灯光，他突然发现

离哨位 40 米左右的铁轨上，横着一根大

木头。

千钧一发之际，蔡永祥飞奔而去，奋

力抬起木头推出铁轨。乘客脱险了，大

桥保住了，这名 18 岁的士兵却永远倒在

了铁轨上。

“当时在火车上听完这个故事，我感

到很疑惑：蔡永祥牺牲前 10 秒钟只跑了

40 米 ，这 个 速 度 真 的 太 慢 了 。”罗 鹏 枭

说。

新兵下连，由于综合素质突出，罗鹏

枭被分到了蔡永祥生前所在中队。令他

没想到的是，他们下连后的第一件事，就

是重走英雄牺牲时的那条铁轨。

这是罗鹏枭第一次在铁轨上行走。

由于铁轨两侧没有预留人行通道，大家

不得不顺着倾斜的路基小心翼翼地向前

走。枕木之间布满大大小小的碎石，罗

鹏枭差点摔了跤……

那一刻，罗鹏枭终于理解，为什么蔡

永祥 10 秒钟只跑了 40 米：“在铁轨上想

平稳地行走都很难，更何况是跑，而且是

迎着火车向前冲！这得需要多么大的勇

气……”

“事实上，几乎每名新兵都会对蔡永

祥的事迹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疑惑。”在指

导员吴国源看来，罗鹏枭并非个例。

中队的解决方法很简单：将课堂搬

到大桥上。

“不逃避、不敷衍，要想彻底解开官

兵心中疑惑，唯有用事实说明一切。”实

践中，中队通过体验英雄哨、还原 40 米

飞奔等方式，引导大家在与英雄时空对

话中增强直观认知，用融入日常的传承

实践，补足新生代官兵对使命的认知。

对英雄蔡永祥的崇敬，渐渐演化为

对胜战的向往，让新兵们爆发出令人惊

叹的力量。

“在新兵连时，我们的目标是合格。

但现在，我的目标是优秀！”下连几十天

后，罗鹏枭的单杠成绩达到优秀，3000

米跑的成绩大幅提升。

付出一片真心，还你
满腔真情

武警中士小陈有些无奈：本以为，高

中毕业能逃离班主任怀疑的目光；不承

想，参军入伍后再次遭遇指导员怀疑的

眼神。

那是 2020 年 3 月，小陈刚当上中队

文书，就接到一个统计任务。由于涉及

人员众多，加之刚接手这项工作，不太了

解情况，他专心致志地埋头工作，一言不

发。

突然，指导员吴国源从后侧猛地伸

出脑袋，紧紧盯住小陈手中的手机。确

认小陈正在用手机联系休假人员后，吴

国源才悄悄转过身去。

一个看似平常的举动，却如一块巨

石丢进湖中，在小陈内心掀起了狂风巨

浪。“自己明明正工作，却被中队主官怀

疑玩手机。”他的内心不是滋味，工作积

极性也一落千丈。

察觉到小陈的变化，吴国源主动表

达了歉意，但同时也说出了自己的考虑：

事实上，小陈以前曾被抓到工作时间偷

偷用手机玩游戏。文书作为中队主官的

“身边人”，一言一行都更应该注意。

直至这一刻，小陈才意识到指导员

的良苦用心。他的脸一下子红了。

在吴国源看来，干部若是对士兵缺

少信任，就要整天防着盯着、生怕出状

况；士兵如果对干部缺少信任，就不愿吐

露心声。长此以往，官兵就像“最熟悉的

陌生人”一样，在彼此内心筑起一道“心

墙”，势必影响单位建设发展。

实践中，中队坚持把信任作为建队

育人的“粘合剂”，用真挚坦诚的交心实

践，化解官兵之间的“心墙”——

每推进一项工作，中队都发动官兵

参与筹划；每次遇到难题，支部就组织大

家集智攻坚；每次处理敏感问题，中队主

官都向战友们交心交底。

如今，中队主官和文书小陈之间立

下“君子协定”：手机使用时间自我把握，

用完手机后自行放回。指导员甚至交给

小陈一把手机柜钥匙。

官兵之间的相互信任，生发出强大

而持久的力量。自那以后，小陈的干劲

更足了。用他的话说：“首先，手机使用

绝对不能出问题；其次，工作绝对不能掉

链子，不能辜负大家的信任。”

严在理上才有硬度，
爱在心坎才有温度

“今天，非要找出来这到底是谁扔

的！”看着垃圾桶里崭新的洗漱用品，班

长霍春奇顿时感到气不打一处来。

那天是新兵下连第一天，中队为每

名新兵购买了洗漱用品。可刚一转身，

霍春奇就发现，班里垃圾桶中“躺”着一

套崭新的洗漱用品。

“报告，是我扔的，我觉得我自己的

更好用，中队买的质量不行。”新兵小潘

的话，一时让霍春奇有些语塞。

小 潘 从 小 家 庭 条 件 优 越 ，习 惯 了

花钱大手大脚；他的体能素质比较差，

3000 米跑一直不及格；站在队列中，他

时 常 左 右 乱 动 ，值 班 员 每 次 都 反 复 提

醒……

“指导员，这样的兵我实在带不了。”

无奈之下，霍春奇找到指导员吐苦水。

“没有哪个兵天生不上进，关键是看

带兵人如何去带！你当初不也一样？”吴

国源的一番话让霍春奇有些脸红。

原来，当年霍春奇入伍前也是个“问

题少年”。幸运的是，他当兵后，遇到了

一个好班长。

“对小潘这样的战友，我们既要严管

也要厚爱，既要从严要求，同时也要走进

他的内心，用真情去感化他。”吴国源语

重心长地说。

严管，本质上就是厚爱。实践中，中

队划清严格管理与简单粗暴、抬高标准

与层层加码、依法依规与土法歪招之间

的界限，让官兵们既能感受到管理的力

度，又能体会到管理的温度。

在霍春奇看来，严管和厚爱相辅相

成。那次，中队组织自由活动。由于一

时玩游戏起劲错过了饭点，小潘没吃晚

饭就匆匆走上哨位。得知情况后，霍春

奇照常一顿批评。批评完之后，他又转

身来到厨房，为小潘煮了一碗面。

有温度的爱，蕴含着深厚的力量。

渐渐地，小潘工作训练劲头越来越大，霍

春奇的心里乐开了花。

“3000 米跑成绩优秀，单杠能拉 30

个，今年中队推荐他参加总队驾驶员集

训……”望着小潘的成绩单，霍春奇欣慰

不已。

化繁为简，实干为先

“都知道这个中队忙，没想到会这么

忙！”驾驶员祝雄辉清晰记得自己刚来中

队时的场景。

“队长好，我叫祝雄辉，向您报到！”

“好的，先把包放下，和大家一起打

扫卫生吧。”中队长常颜回答得简短干

脆。

祝雄辉有些懵：报到第一天不是应

该先适应一下环境吗？怎么变成打扫卫

生了？

在祝雄辉记忆中，那段时间特别忙，

白天出车到处跑，晚上回来还要帮忙打

扫卫生，一刻都停不下来。时间长了，他

体会到：打扫卫生只是一个缩影，中队各

方面都保持着高标准。

那年，上级来检查，中队本以为准备

很充分，结果却遭遇“滑铁卢”。事后，一

名支委的话引起大家反思：“工作忙点累

点都不怕，怕的是没干到点上。”

中队党支部一班人由衷感到：“搬

砖”理论、“留痕”做法、“突击”行动，都是

违背新时代基层抓建规律的。

实践中，他们将化繁为简、提高效率

作为转型的“突破口”，理清头绪、把稳节

奏；带兵骨干加强手把手、面对面帮带督

促，用抓细抓长的日常养成代替临时突

击的忙乱。

思路一变天地宽。简约务实的工作

方法，带来的是心情顺畅、积极作为的生

活环境。

如 今 ，祝 雄 辉 没 有 了 刚 来 时 的 忙

碌。闲暇时分，他更喜欢和战友们一起

在营区门前的草坪上踢足球、挥洒汗水。

带部队就是带风气，
好风气人人受益

今年年初，新兵屈成的父母来到中

队。刚停好车，父亲便将屈成悄悄拉到

一边，想把随车带来的土特产送给中队

长和指导员。

“爸，还是别送了，中队长和指导员

不会收的。”屈成忍不住泼了盆冷水。

中队干部不收任何东西，这是中队

官兵公认的事实，也是中队风气的一个

缩影。

士兵小李的父母常年患病，家庭负

担较大。小李面临选晋考核前，他的母

亲忍不住给指导员打来电话。

“阿姨，请您相信我们中队党支部，

也相信小李不会让您失望。”电话里，吴

国源一边为老人讲清了部队的现状，一

边介绍了小李的现实表现。

事实上，小李的综合素质不错，一直

以来的表现有目共睹，党支部早已将他

列为预选对象。最终，小李不负众望，靠

自己的努力拼搏，以优异的成绩实现了

留队愿望。

“针尖大的窟窿，透过斗大的风。有

些看似小事小节，但处理不好就可能破

坏风气、影响士气。”在指导员吴国源看

来，单位风气好，部队士气就高，战斗力

就强，兵就好带好管。反之，就会矛盾重

重，问题不断。

武警上等兵小叶，今年服役期满。

日常工作训练中，他表现突出。中队党

支部研究决定，将小叶作为今年三等功

推荐人选。

然而，消息一出，中队内部随即出现

不同声音：评功评奖是不是应该优先考

虑服役期满的老同志？这么年轻就立

功，会不会“翘尾巴”？

中队党支部力排众议、坚持原则，不

搞平衡照顾，全凭实绩说话。最终，中队

为小叶报请三等功。

“凭素质立身、靠实绩进步”“把自

己 交 给 工 作 、把 进 步 交 给 组 织 ”，这 是

中队党支部一直倡导的好风尚。吴国

源 说 ，在 推 荐 技 术 学 兵 、考 学 入 党 、选

晋警士、评比表彰等环节，他们始终坚

持 重 大 问 题 发 扬 民 主 ，敏 感 事 务 依 规

依纪，切身利益公私分明，让歪风邪气

没有市场。

带兵一阵子，育人一
辈子

前不久，一则新闻引爆网络：56 岁

退役老兵两次扎入水底，救回已昏迷落

水者……

“好样的！向你学习！”面对群众的

夸赞，吴建明的一番话让人肃然起敬：

“我是从部队出来的，老连队蔡永祥精神

深深感染了我。无论何时，当人民群众

有危险时，我必须冲在第一个。”

35 年前，吴建明在部队服役时，就

曾救下一名落水青年。如今，面对同样

情况，吴建明的选择依然那么坚定。

回忆当兵时的经历，吴建明说，端正

三观、塑造品行是部队教会他最宝贵的

东西。

带兵一阵子，育人一辈子。中队既

注重锻造官兵胜任岗位的过硬本领，又

教会他们为人处世的道理，更着力培养

他们忠诚、刚毅、奋斗的品质，助力官兵

全面发展，让他们在部队有战斗力，回到

地方有竞争力。

“在部队，我历练出了永不服输的信

念。这股力量也支撑着我回地方后在事

业上不断开拓发展。”吴建明说。

副中队长郭嘉豪，曾是中队的一名

优秀士兵，后来成功考学提干。毕业后，

他再次回到中队任职。

按理说，郭嘉豪干工作应该如鱼得

水。然而，刚回中队时，他竟有些手足无

措——大项任务接踵而至，没有适应期；

碍于情面，曾经的同年兵管理起来束手

束脚……

那段时间郭嘉豪又累又急，状态有

些低迷。感觉支撑不住时，他常去中队

荣誉室转转。

中 队 有 句 口 号 ：所 有 人 只 有 给 中

队 争 光 的 义 务 ，没 有 给 中 队 抹 黑 的 权

利 。 看 着 中 队 满 墙 的 荣 誉 ，郭 嘉 豪 内

心再次蓄满力量。作为中队团支部书

记，他沉下心来，积极着手加强团支部

建设。

今年，中队团支部被武警部队评为

“红旗团支部”，郭嘉豪也当选为浙江省

第十五次团代会代表。“中队就是一方良

田沃土。把根深深扎在这里，我就充满

成长的力量。”郭嘉豪说。

统计显示，中队先后有 178 人考学

提干，3 人当选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4 人荣立一等功，6 人荣立二等功，156 人

次荣立三等功。

观察样本 武警浙江总队杭州支队某中队

攥紧 每 一 位战友的拳头
■周 豪 吴晨煜 王成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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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了，出来了！”手术室外，一阵

嘈杂声响起。

麻醉药效让武警下士李森一时无法

睁开双眼，可他还是辨别出了中队长和

指导员急切的声音。

“请家属让开，不要围上来。”尽管护

士不断提醒，武警浙江总队杭州支队某

中队中队长常颜还是趁机握了一下李森

的手。

“那一瞬间真的很感动，战友们仿佛

一直和我在一起，从没有离开。”李森动

情地回忆着当时的情景。

两年前一次训练中，李森的左臂不

慎受伤，住院治疗了大半年。身在病房，

李森感觉自己从未离开过中队——

住院期间，指导员吴国源每天微信

交流、每周视频电话。那年春节，中队专

门将李森从医院接回营区，和战友们一

起热热闹闹过年。

那段时间，中队里谁代表中队出去

比武了，谁在训练中又出糗了，李森一清

二楚。“尽管聊的都是些家长里短的事，

可我知道，这是指导员用他的眼睛帮我

观察战友们的点滴变化。”

不仅如此，逢年过节，中队都会第

一时间将慰问品送到李森手中。中队

长 的 爱 人 在 医 院 工 作 ，她 经 常 给 李 森

买 书 、塞 礼 物 、送 水 果 ，把 他 当 亲 弟 弟

来照顾。

去年 5 月，李森康复出院。当时，他

一心想留队，可飙升的体重成了“拦路

虎”。

“你想留队，那就下决心刻苦训练。”

事实上，常颜早“盯”上了这个好苗子，

“除了体能训练成绩目前有短板，我实在

找不到什么理由劝他放弃。”

常颜不仅为李森制订了训练计划，还

常常用背包绳拉着李森跑步。李森的训

练成绩，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断提升。

然而，训练进入瓶颈期后，李森一度

想要放弃。此时，吴国源开始“发力”：他

先做通李森父母的思想工作，再让父母

去说服李森。

“ 那 段 时 间 ，爸 妈 一 给 我 来 电 话 ，

我就感觉很奇怪。我爸讲出的话听上

去 非 常 熟 悉 ，一 句 句 都 特 别 像 指 导 员

讲的……”直到后来，李森才知道指导

员 和 父 母 联 起 手 来 给 自 己 鼓 劲 打 气 。

那年夏天，李森如愿留队，还当上了副

班长。

“中队就像家一样。在我成长的每

个节点上，战友们总会倾尽全力、真心实

意去帮助我。”回顾过往经历，李森脑海

里只有一个念头：多为这个家干点事！

“中队就像家一样”
■王 达 谢炳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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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浙江总队杭州支队某中队官兵正在训练。 胡 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