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看，赵海的先进事迹被收录进
最新版的《英雄谱》了！”5月 16日，武警
浙江总队温州支队组织主题教育配合
活动——红色书籍赠送仪式，支队编
印的第三版《战斗在瓯越大地上——
英雄谱》刚一下发，立刻引来官兵们争
相阅读。

看着自己的故事被铅字印刷，赵海
的脸上满是喜悦。“2015年，支队组织士
官选晋考核，成绩一公示，我的心就凉
了半截。”赵海回忆说，当时，6人参考，
自己排名第五，臊得他脸上直发烫。

当时，恰逢支队第一版《英雄谱》印
发基层，书中第十四届“中国武警十大忠
诚卫士”许越峰的英雄事迹令赵海敬佩
不已：为了练就过硬本领，许越峰每天雷
打不动对着沙袋拳靶练习 1个小时，坚
持训练5公里武装越野、100米冲刺……

捧读这些荣誉背后的故事，赵海暗
下决心：争做一名“许越峰式”的精武标
兵。此后，赵海不仅成了训练场上的
“拼命三郎”，急难险重任务面前更是争
着站排头、当先锋。去年，超强台风“利
奇马”过境驻地，赵海满身泥污奋战救
灾一线，踩着乱石断木淤泥，和战友们
一起成功转移受灾群众100余人。

前不久，支队组织第 9期“身边典
型事迹报告会”，赵海走到聚光灯下，向
战友们讲述循着英雄足迹奋勇前行的
故事，他的发言材料也被支队新版《英
雄谱》完整收录。

从台下读故事到上台讲故事，从学
英雄事迹到成为身边典型。说起这本
激励官兵成长成才的《英雄谱》，该书主
编、支队政委赵海艇说起了一段追寻英
雄的故事——

当时，刚刚调任该支队政治工作处
主任的赵海艇，在当兵蹲连时发现，某
中队毗邻垃圾焚烧发电场，营区内常常
是晴天漫天灰，雨天遍地泥。然而，这
个中队一茬茬官兵不仅在这恶劣的环
境中扎了根，还连年获评先进。

赵海艇注意到，无论是集合集会，
还是点名讲评，中队官兵喊得最多的一
句呼号是“学习李日银，争当精武兵”。
原来，李日银是中队前身、原温州市公
安支队直属一中队五班战士。在当年
一次战斗中，他用刺刀尖顶着军帽作掩
护，在身负重伤情况下连续消灭多个敌
人，荣立一等功，被授予“英勇杀敌优秀
战士”荣誉称号。

由于中队经历多次转隶、搬迁，很
长一段时间，李日银的故事并不为人所
知。一次偶然机会，几名老兵回营参
观，说起当初和李日银一起战斗的故
事，才重现了那段英雄的历史。中队以
此为契机，掀起学习英雄事迹、争当英
雄传人的热潮，以此砥砺兵心士气、坚
定必胜信念。

在其他中队，是否也有类似“李日
银”的英雄事迹被埋没？蹲点结束，赵
海艇带领机关干部逐个中队“过筛子”，
不仅深入挖掘出支队历史上涌现出的
11 名一等功臣、22 名二等功臣的先进

事迹，还收集整理出一批先进个人励志
故事，汇编成第一版的《战斗在瓯越大
地上——英雄谱》，并明确后续补录新
涌现先进典型的标准和方式。

不仅如此，近年来，支队还以《英雄
谱》为中心向外辐射，结合英模事迹提
炼出“敢于担当、敢争第一、敢打必胜”
的队训，围绕英雄人物的战斗历程，寻
访并挖掘出大渔湾、胜美尖等战斗旧
址，通过定期组织重走战斗路程、回访
红色史馆，为官兵学习光荣传统、传承
红色基因提供了载体和抓手。

如今，课堂上，官兵捧读《英雄
谱》，回溯队史思荣誉、对照先辈找差
距；训练中，大家心怀英雄，扎扎实实
打基础，从严从难强素质，支队建设发
展接连传出喜讯：连续 6年被总队评为
先进支队，连续 6 年参加总队特战队
员、参谋业务等军事比武成绩名列前
茅，多次在总队年度军事训练考核中
排名第一，去年被武警部队表彰为“基
层建设先进支队”。

追寻一个英雄，追出一群英雄
——武警浙江总队温州支队连续5年续编《英雄谱》传承红色基因

■本报记者 陈 利 通讯员 项延伞 冯昭军

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史，也是一部

波澜壮阔的英雄史。他们中间，有为

了理想，浴血奋战舍生忘死的革命先

烈，也有坚守初心，无怨无悔倾情奉献

的普通官兵，他们用一个个英雄壮举

创下丰功伟绩，立起了一座又一座的

精神丰碑。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

雄才能英雄辈出。”我们连续5年续编

《英雄谱》，熔旧铸新，聚力成势，就是

想用更翔实的资料、更生动的细节，

让官兵熟知铭记部队建设发展历程

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大力营造见

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的良好

氛围。

我们欣喜地看到，这些年，从英雄

故事中汲取精神力量，已经成为官兵们

的普遍认同和行动自觉，大家在崇尚英

雄、学习英雄中，争做兢兢业业的埋头

苦干者、专心本职的刻苦钻研者、甘于

奉献的成绩突出者，争相在强军兴军征

途上书写属于自己的铁血荣光。

英雄的故事不会老
■武警温州支队政委 赵海艇

5月上旬，旅里组织伞降训练，要求
人人参训，教导员温曦被分到我们训练小
组。作为为数不多的上等兵教练员，大多
受训者级别比我高、兵龄比我长，但为了
完成好教练任务，我只能硬着头皮上。

那天训练，小组人员都在认真练习
动作要领，温教导员却忙着接打手机。
情急之下，为了不影响小组训练进度，我
不由得脱口而出：“教导员，训练期间不
能接打电话！”温教导员尴尬地把手机放
回兜里，官兵们齐刷刷地看着他。
“你们知道吗，刘克贵今天竟然批评

了教导员！”一时间，不少人都在议论此

事，我心里不是滋味，但反过来想想，我
做得并没错：训练场上本来就要严肃认
真，谁也不能例外，况且伞降是高危课
目，平时练不好，上了飞机可是要出大问
题的。

没承想，几天后，我的同年兵李志国
打扫卫生时，也和班长闹起了别扭。“会不
会是我批评教导员，带了个不好的头？”正
当我开始反思自责时，又一次伞降训练来
临，教导员依然在我的训练小组当中。

当练到着陆姿势定型这个课目时，
教导员的手机又一次响起，我感觉到背
后瞬间投来无数目光。还好，没等我开
口，教导员就迅速把手机放到宿舍。

那些天，处在舆论漩涡中的我有点
不知所措。一边是旅队大抓伞降训练的
严峻形势，一边是我和教导员的尴尬处
境。不知不觉中，我对训练的要求渐渐
放松了，只要不影响面上效果，对干部和

老士官的一些不规范的小动作，我也就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了。很快，
训练要求不严的影响就在考核中暴露出
来，在离机、平台和吊环这 3个课目中，
我那组的考核成绩不出意外地垫了底。

就在这时，教导员主动找到了我，
并对他在训练场上的错误举动道了歉：
“我不该把手机带到训练场，更不该影
响大家训练，你不要有思想包袱，发现
问题就要大胆指出来，我向你保证以后
决不再犯。”

教导员一番语重心长的开导让我重
拾信心。在接下来的训练中，我的严格
要求并没有给大家带来反感，组里每个
人的训练积极性反而提高了不少，教导
员还时常主动申请进行动作示范，我们
小组的训练成绩也实现了“逆转”。
（谢志豪、本报特约记者 张 旭整

理）

伞降训练，我当众批评了教导员
■第81集团军某旅特战六连上等兵 刘克贵

5月 12日，远在新疆阿勒泰某边防
连的排长罗伟，接到驻守彩云之南的第
75集团军某旅排长鲁鑫顺打来的电话，
顿时欣喜万分。

像往年一样，两人不约而同面向汶
川方向默哀 3分钟，然后才开始寒暄聊
天、相互勉励、分享收获，以此来纪念那
个永远不能忘却的特殊日子。

12年前，作为四川省什邡市蓥华镇
蓥华中心小学一名五年级学生，11岁的
鲁鑫顺和同学被埋在废墟下动弹不
得。不知道过了多久，他被一束强光唤
醒，映入眼帘的是一群模糊的身影。

这群人在废墟堆里用工兵铲刨、用锯
子锯、用双手挖，救出一个个幸存者。恍
惚中，鲁鑫顺瞥见托举他的救命恩人的衣
服是“一抹绿”，听见其他人喊他“罗伟”。

儿时的记忆是零碎的，但“一抹绿”
用双手托起他身体的画面，却永远刻印
在鲁鑫顺的脑海。“是解放军给了我第
二次生命，我要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
这样的想法一天天强烈，一颗从军报国
的种子在他心底发芽。

2015年高考结束，鲁鑫顺如愿被原
陆军军官学院录取，成为一名光荣的军校

学员。让鲁鑫顺惊喜万分的是，他还在学
校偶然遇见了当年的救命恩人、战士提干
的罗伟。当年那场生命救援，把两个人的
心紧紧地系在了一起，他们从此成为亲密
无间的兄弟、生死相依的战友。

在美丽的军校校园，他们经常一起
畅聊理想，一起训练学习。罗伟军事素
质过硬，在部队 8年 6次荣立三等功，他
总是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训练心得告
诉鲁鑫顺。而鲁鑫顺则充分发挥自己
文化专长优势，主动担起辅导罗伟文化
课的任务。他说：“你救我的命，我和你
一起成长。”

由于学制不同，2018年罗伟先毕业
回到新疆阿勒泰某边防连。2019 年 6
月，鲁鑫顺毕业选择了位于滇西高原的
野战部队。

一个在北疆，一个在南国，同一面
军旗下，他们并肩战斗，互相激励。罗
伟告诉鲁鑫顺，他的理论学习、授课教
学水平提升很快，今年还被评为“理论
学习之星”。到部队后，鲁鑫顺在群众
性练兵比武和专业训练中脱颖而出，获
得连队“钢刀尖兵”金质纪念章。

通话中，两人聊起了如何带兵。“具
有鲜明网络时代特征的地方青年来到
军营，我们带兵人的‘知兵雷达’需要及
时捕捉战士的‘心灵电波’，让关爱的
‘ 及 时 细 雨 ’浸 润 战 士 的‘ 思 想 心
田’……”随着刚入伍新兵的补入，罗伟
在带兵上遇到了瓶颈，鲁鑫顺的一番话
让罗伟豁然开朗。鲁鑫顺说：“感谢 12
年前，你为我拼过命。好兄弟，我们携
手同行，共同进步！”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李思锐 郭海林

人生是一条长河，总有一些记忆，

在我们生命里留下深深的痕迹。汶川

地震发生以来，很难准确统计测算，一

次抗震救灾，让多少曾经的少年像鲁鑫

顺一样，因为废墟中那抹象征希望的

“迷彩绿”，因为那双染满鲜血而温暖有

力的大手，因为那奋不顾身且不知疲倦

的脚步，而在心中笃定信念，埋下从军

报国种子，走进“绿色方阵”。

对这些少年而言，长大后我就成

了你，是对那段难忘经历最好的纪

念，是对当年救命恩人最好的感恩。

那一片迷人的绿色，那一场独特的

“遇见”，终将成为他们人生记忆中永

远的珍藏。

时间煮雨，锦瑟流年。长大后我就

成了你，才明白在摇摇欲坠的废墟上救

人，需要多大的勇气；长大后我就成了

你，才明白穿上这身绿军装，需要怎样

的坚持；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才明白站

在同一面军旗下，该如何把自己锻造成

为强军事业的优秀“接班人”。

那是一场独特的“遇见”
■陈典宏

采访感言

这几天，第 79 集团军某旅三营六
连副连长张森很郁闷，因为他精心准备
的微课文章《练兵备战，我们需要“女排
精神”》遭到了战友质疑。

那天上午，旅里推出了以战斗精
神为主题的“微课好文”评选活动。张
森是个体育迷，休息时间总喜欢用手
机看看体育赛事。去年女排世界杯比
赛，中国女排以摧枯拉朽之势，豪取 11
连胜成功加冕世界冠军，让五星红旗
飘扬在国际赛场，令张森激动不已。
“直面挑战，永不言败；勤奋努力，

永远战斗；追求卓越，挑战极限”——这
些代表“女排精神”的词汇，与军人身上
所蕴含的战斗精神有不少相似之处，张
森决定写一篇关于“女排精神”的文章。

“中国女排姑娘们输过比赛、丢过
冠军，但从不放弃、永不低头……”经过
一番精心打磨，张森自信满满地将文章
《练兵备战，我们需要“女排精神”》交到
指导员陈志慧的手中，然而在评选过程
中，官兵中却出现了争论。
“其他连队选用的都是身边战友和

各级先进标兵的典型事迹，咱们连队主
推体育明星会不会引发争议？”讨论中，
四级军士长杨帆表明了自己的担心。
“年轻官兵大多喜欢体育，推送这

篇文章更能引发官兵共鸣。”中士李孝
臣则十分支持张森的想法。

为稳妥起见，指导员陈志慧还是参
照其他连队做法，将几篇中规中矩、四
平八稳的文章上交机关。张森有些失
落，但并未就此放弃，他把精心修改好
的文章投到了旅强军网上，文章很快被
审核通过，刊发后竟然好评如潮。
“战场之上，狭路相逢，也许胜算不

大，但依旧拼尽全力，这既是女排精神
的最好诠释，也是我们身为军人必须具
备的品质。”勤务保障营营部文书苏博
文第一时间跟帖。
“曾经我认为‘女排精神’离我们很

远，其实这种精神就在我们身边”“扎扎
实实做好练兵备战工作，我想这也是对
‘女排精神’的弘扬”……仅一天的时间，
文章下方的留言就达上百条。

不仅如此，得知张森的经历后，旅
领导将这篇好文推荐到军营广播播发。
“下面播送的是三营六连副连长张

森的来稿，《练兵备战，我们需要‘女排
精神’》……”结束一天的紧张训练，听
到广播中自己的微课好文，张森既感觉
斗志昂扬，又深感责任重大。“让我们从
女排姑娘感人至深的故事中，感悟初心
使命、汲取前进动力，积极为新时代强
军事业贡献力量！”面对接下来的训练
任务，张森心中早已暗暗定下了目标。

副连长和他的“女排精神”微课文章
■本报记者 宋子洵 通讯员 刘星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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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空军某基地组织开展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部队全时段作战能力。图为飞行员快速登机，准备开展对抗

训练。 徐晨桐摄

5月15日至

17日，武警某部

机动第八支队组

织展开兵种骨干

集训，提高各专

业兵种骨干教学

研训水平和分队

作战保障能力。

图为官兵进行重

机枪射击。

赵雨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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