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８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高立英 杨悦7版

时空对话

在鲜红的党旗下·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版式设计：方汉 吴宗燕

官兵心声

2019 年，我接任武警深圳支队执勤

一中队中队长。早就仰慕这个连队的我，

站在中队门口下定决心：要把中队的精神

传承下去！

现实给我浇了一盆冷水——刚接手

中队，就挨了几次通报。我顿时灰心丧

气，深感“打江山易、守江山难”。于是，我

开始在工作上按部就班，情绪也变得消

沉。没想到，中队季度考核排名大幅下

滑，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时却找不到

根源在哪儿。

“陈畅同志，你现在的状态，就是消极保

安全，就是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民主生活

会上，支部委员简华业毫不留情地点名批评

了我。其他委员也各抒己见，诚恳提醒。

我的脸一下红到脖子根儿，连声检

讨，并保证改正。

会后，书记李昕阳语重心长地对我

说：“中队长，咱这是特区，‘敢为天下先’

是咱们中队的‘魂’和‘纲’，畏

手畏脚、知难而退，可不是特

区的作风。”

书记的话让我恍然大悟：

什么时候，咱都不能忘记自己

是特区的兵，不能忘记“敢为天

下先”的精神。我丢掉心里的

“坛坛罐罐”，重整旗鼓，年底我

们成功夺得第 28 个“总队基层

建设先进中队”荣誉称号。

中队鼓励我“敢为天下先”
■中队长 陈 畅

车水马龙，高楼林立。

这里是深圳。武警广东总队深圳支队执

勤一中队，就安静地驻扎在这座繁华的现代

都市。

今天的人们或许很难想象，40 多年前，这

里还只是一个落后的小渔村。

40 多年风云变幻，深圳为中国敞开了面

向世界的窗口。它的巨变，浓缩了华夏大地

最为波澜壮阔的时代变迁。在中国共产党的

指引下，这座城市勇立改革开放的潮头，开启

了一段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的航程。

40 多年峥嵘岁月，执勤一中队官兵笔直

矗立的身影未曾更改。这支部队守在“拓荒

牛 ”旁 ，守 在“ 霓 虹 灯 下 ”，护 卫 着 这 座 辉 煌

的城市，守护着这个伟大的时代。中队一代

代官兵用热血青春，书写着属于他们的时代

故事。

向着党指引的方向成长

“这是什么地方？”

列兵肖勇瞪大眼睛瞅着面前的营房——

斑驳的墙壁、逼仄的走廊、裹着铁皮的晒衣

场。指导员李昕阳告诉他：“这就是中队，你

们到家了。”

就像被泼了一盆冷水，肖勇整个人都凉

透了。几分钟前，新兵们还在大巴车上遐想

着营区的环境：肯定有米黄色的地毯、柔软的

席梦思床垫，说不定还有……毕竟那可是深

圳特区啊！

然而，见到中队营区第一眼，肖勇就萌生

出“梦碎人醒”的感觉。

在特区当兵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潇洒。

几次考核下来，肖勇的杠端臂屈伸和 3000 米

成绩都是中队垫底。他的情绪渐渐消沉，训

练能躲就躲，公差能溜就溜。

班 长 简 华 业 看 着 肖 勇 的 状 态 ，心 里 着

急。为了不让肖勇掉队，每次整理荣誉室，他

都特意把肖勇带在身边。

那天，在一件只剩一只衣袖的青绿色迷

彩服前，简华业停下了脚步——

改 革 开 放 之 初 ，深 圳 是 创 业 的 天 堂 。

1992 年，全国各地人群涌向深圳，连夜排队购

买上市公司股票。

8 月 10 日，由于发行量有限，部分未买到

股票的人群情绪躁动，场面一度陷入混乱。

危 急 时 刻 ，中 队 官 兵 组 成 了 一 道 橄 榄 绿 人

墙。一名战士的衣袖被人群拽掉，于是便留

下了这件意义深刻的迷彩服。

“面对潮水般的人群，中队官兵仍然保持

冷静，以铁一般的作风纪律完成了任务。”每

讲到这，简华业的眼里都充满骄傲。

“他们是运气好，换成我，比他们做得还

好。”肖勇并不买账。

2019 年，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深圳市政府

决定隆重举行升旗仪式。肖勇主动报了名，

他想“到时候发个微信朋友圈，也让朋友们

‘馋一馋’”。

虽已入秋，南方海滨之城的暑热却丝毫

未减。穿着厚厚的礼宾服，汗珠一串串地从

鼻梁流入衣领间，肖勇整个人像是泡在水里。

“要不打报告退出吧。”歇息时，肖勇不止

一次地产生这个念头：为了发个微信朋友圈，

用得着这么遭罪吗？

可他的“报告”始终没能说出口。

新排长王坤为了担负好升旗手的职责，

甩哑铃甩到手抽筋；上等兵王澍因身高落选，

抱着被子哭得跟泪人一样……

白天的这些画面，熄灯后总是在肖勇脑

海里浮现：“大家都吃一样的饭，为什么他们

这么拼命？”

“特区的兵不是好当的。”大家都这样回

答他。

慢 慢 地 ，战 友 们 发 现 肖 勇 像 是 变 了 个

人。除了认真参加队列训练外，他在哨位上

态度明显端正了许多。

有 同 年 兵 问 他 ：“ 你 最 近 变 化 怎 么 这 样

大？”肖勇郑重地说：“是你们改变了我。”

升旗那天，阳光从东边缓缓拂来，掠过苍

茫的大海，给五星红旗镀上一层瑰丽的霞光。

凝视国旗，肖勇眼里泛起泪花：27年前，在

人潮面前，前辈携手组成人墙，是为了心中的

使命；如今，在国旗面前，官兵们依旧挺拔如

松，守护盛世。而自己，也向着党指引的方向

成长，成为这支英雄连队的一员。

回 到 中 队 ，肖 勇 第 一 时 间 走 进 荣 誉 室 。

阳光洒落，那件迷彩服像是披上一层金纱。

肖勇对着它，庄严地敬了个礼。

他们的每一步都是向上的

市委大楼门外，矗立着深圳的第一代城

市标志——青铜雕塑“拓荒牛”。

这牛埋头弓背，四蹄后蹬，拔起身后的树

根。自落地开始，这座雕塑便成为深圳的标志。

指导员李昕阳说，每逢新兵下连、主官交

接、老兵退伍等重大时刻，中队都会组织官兵

到雕塑前瞻仰。

刚 接 手 中 队 时 ，有 人 对 李 昕 阳 说 ：少 犯

错，保住安全才能进步快。

建队 42 年来，中队从来没出现过重大安

全事故。42 年的安全纪录，在谁手里中断都

无法向组织交代。

李昕阳背上了很大的思想包袱，就连战

士出门倒垃圾时间长了，都会怀疑他们是不

是出去乱跑。

看着种种自缚手脚的监管措施，李昕阳

有时也觉得矫枉过正。“一旦取消，安全的底

还能不能兜住？”他感到迷茫。

一次偶然的机会，李昕阳在“拓荒牛”雕

塑前驻足。绿树婆娑，花香缭绕，阳光穿过椰

叶空隙，在地上铺洒出一片斑驳的光影。

一切，犹如 29 年前。

1992 年 1 月，邓小平南巡视察深圳，在肯

定特区的发展成就之余，也对当时困扰人们

的“特区姓‘社’还姓‘资’”问题做出了回答。

小平同志曾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

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如何赶上时代、引领时代？中国共产党

人 用 伟 大 的 实 践 为 这 个 国 家 找 准 了 道 路 和

方向。

重温这段历史，李昕阳忍不住反思：消极

保安全到底图什么？究竟是为了战斗力，还

是为了个人成长进步？

遵循共产党人的初心，遵从军人的使命，

这份信念终究战胜了所有顾虑。李昕阳下定

决心——改！

很快，“休假人员上报活动轨迹”“谁冒泡

就操练谁”等土政策土办法渐渐被取消，官兵

们纷纷拍手叫好。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和现实困难，中队在训

练上一直存在弱项。李昕阳多次把“补齐短

板”这一议题提到支委会上，却遇到了不小的

阻力：

“ 训 练 搞 严 了 ，会 不 会 影 响 执 勤 站 哨？”

“我们执勤单位，没必要把训练搞得那么严

吧？”……

面对大家的质疑，李昕阳再次带着官兵

们来到雕塑前，回顾 29 年前那个影响了全中

国的“春天的故事”。

“怕这怕那，就不是特区兵。”李昕阳的话

让许多官兵心中震动。

带回的时候，夕阳悄然西沉，洒下火焰般

的晚霞。官兵们排着整齐的队列，洪亮的口

号声传遍整个街道。

经过一个上坡时，李昕阳突然意识到：虽

然比平时费力，但他们的每一步都是向上的。

“杀出一条血路”的精神
不能丢

傍晚时分，鹏城的海风拂过椰林，空气中

飘着港口美食的香气。

看 着 欣 欣 向 荣 的 城 市 与 蓬 勃 建 设 的 中

队，中队长陈畅心中满是感怀。

2017 年底，因编制体制调整，深圳支队成

立了许多新单位，要从老牌中队抽调骨干前

往组建。

执勤一中队的支委会上，支委们一致决

定：“选最强的兵！要拥护改革，让他们像蒲

公英的种子，落地就能开花，到位就能形成战

斗力！”

离别时分，天上飘着蒙蒙细雨，朝夕相处

的战友提着行李箱含泪离开。中队 12 位正副

班长，一下走了 9 个。

这座被视为改革前沿的城市，目睹了太

多改革时刻——

1979 年 4 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广

东省委提议在深圳等地兴办出口加工区，邓

小平同志欣然同意，并指出：“中央没有钱，

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

路来。”

随后，蛇口工业区的一声巨响，揭开了深

圳特区改革开放的时代序幕。

“靠自己本事，杀出一条血路来。”学习特

区开拓创新精神，陈畅带着大家从最基础的

管理抓起。他自己卷起被褥搬进班排，和战

士们住到了一起。

评比不量化，管理不规范，一直是中队的

老问题。调整改革后，陈畅和支委商议决定：

既然上级还没形成规范，不妨自己蹚一条管

理“新路”。

为此，中队开创了“红星战士积分榜”制

度，整理出厚厚一沓试行手册：站哨形象良

好，受到上级表扬，加 10 分；帮助生病战友站

哨，加 20 分；主动要求出公差，加 10 分……

2020 年初，新冠疫情来袭，中队受领任务

搬运防疫物资。厚厚的防护服让许多官兵热

得透不过气来。陈畅集合队伍，郑重宣布：

“谁搬运一趟，积 10 分，最后我们比一比，谁干

得多，谁干得少！”官兵们的热情被调动起来，

争先恐后搬运物资……

最终，任务提前完成，官兵们聚在一起盘

点成绩。看着官兵们相互不服输的眼神，陈

畅满心欢喜。

夜深雨寒，查哨的路有点远，陈畅披好雨

衣，塞紧裤腿，大步往前走去。浓密的雨雾

中，市委楼前那尊“拓荒牛”筋骨硬朗，金色的

皮肤在雨水洗刷下闪闪发亮。

他停下脚步，望着“拓荒牛”出神。

那是一代人的精神源头，也是中国共产

党人的初心写照。

在过去的 40 多年里，“中国号”这艘巨轮，

冲破了思想禁区，挺住了狂风暴雨，在越来越

广阔的海域上扬帆起航。

远处天际，新一天的太阳即将升起。陈

畅心中坚定，朝着雨线更密处走去。

上图：武警广东总队深圳支队执勤一中

队官兵为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

龙开宁摄

武警广东总队深圳支队执勤一中队——

一 个 连 队 的 特 区 印 记
■本报特约记者 廖彬华 通讯员 滕福民 陈飞鹰

抚摸着金灿灿的三等功奖章，我心里

充满感动。

那年，支队组织“四会”政治教员比

武，鼓励政工主官报名参加。

看到通知，我犯了愁。我家乡口音

重，一开口讲话，底下的官兵常常捂着嘴

巴乐。能不能顺利讲完课，我心里一点底

都没有。

消息不知怎么传到官兵耳中，不少战

友过来给我打气。“指导员，你可不能放弃

呀！”“再不行，硬着头皮也要上！”……中

队最老的兵、四级警士长丘带和看出我的

犹豫，鼓励我：“指导员，你常说‘爱拼才会

赢’，这次为什么不拼一拼呢？”

这句话戳中了我的心：特区人民凭借

“爱拼才会赢”的精气神白手起家，创造奇

迹，在这点上，我绝不能退缩。

此后，我坚持每天写教案，对着镜子

练姿态，通宵达旦做课件，在操场上放开

嗓子练习普通话。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比

武中，我从 30 名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夺

得第一，荣立三等功。

拿到奖章，我更深刻地理解了“爱拼

才会赢”的含义。

官兵教会我“爱拼才会赢”
■政治指导员 李昕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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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还有几个月退伍，武警深圳支队执勤一

中队上士周扬扬愈发牵挂营门哨位后的那棵

树。这个月划分卫生区，周扬扬主动要求承

担这棵树的修剪、施肥等任务。

大树扎根于此，已有 38 年。

这棵树的故事，是“师傅”孙铭远告诉他

的：刚搬进营区时，还没有岗亭，哨兵晴天太

阳晒，雨天被水淋。本该笔直生长的树苗似

乎是心疼战士，奇迹般地歪着身子向门口蔓

延，在哨兵头顶盘旋出一片荫凉。

此去经年，阳光雨露滋养，当年弱不禁风

的小树，如今已藤蔓缠绕、亭亭如盖。大树的

枝干牢牢扒住围墙，根须深深钻入地底，用坚

韧的身姿见证着中队内外的风云岁月。

围墙里，时光轻缓，38 年宛若一日。围墙

外，躁动的城市经历脱胎换骨的巨变：一条条

道路纵横延伸，一座座高楼错落而起……繁

华与静默，喧嚣与孤寂，仿佛定格于同一瞬

间。

墙里墙外的巨大差距，让不少战士产生

了“熬日子等退伍”的想法，周扬扬也不例外。

那 年 ，义 务 兵 期 满 的 周 扬 扬 打 算 脱 下

军 装 。 孙 铭 远 却 希 望 他 留 下 来 —— 周 扬 扬

队 列 好 ，能 吃 苦 ，升 旗 方 阵 急 需 这 样 的“ 接

班人”。

多次劝说无用，孙铭远只能在树下独自

叹气。

这一年，强台风登陆深圳，暴雨倾泻。大

树的叶子落了一地，树干在风中摇晃。

“嘀——”就在官兵们准备休息时，哨声

骤响，紧急集合！驻地发生洪灾，中队接到上

级命令前往增援，加固河堤。孙铭远和战友

们没有丝毫犹豫，直奔“战场”。

周扬扬清晰记得，“师傅”在大堤上奔走

的身影。

扛沙袋、疏散群众……孙铭远在暴雨中

疾跑，始终冲在最前。他的大腿被铁丝划破，

鲜血直流。孙铭远咬牙坚持，直到雨歇天晴，

他脚下的血迹才被发现。看着这一幕，周扬

扬心中满是触动。

“太平盛世，总得有人奉献与坚守。”周扬

扬的眸中闪着光，“我们眼前并不是孤寂，而

是旁人看不到的繁华。”

春风吹过，树叶婆娑。在 38 道年轮之间，

大树见证深圳特区的拔节生长，也见证了中

队官兵的代代传承。

风云巨变的时代浪涌间，总有人舍弃繁

华，守候于此。懂得取舍的人生，才是

有意义的人生。

如今，已成为班长的周扬扬不仅

是 中 队 的 骨 干 ，还 带 出 了 一 批 徒

弟。

深夜下哨，周扬扬像往常

一样，在树下停留片刻。墙

外的灯火依旧喧嚣，他抬

眼望去，头顶的星空分

外 安 谧 璀 璨 ，像 极 了

中 队 官 兵 甘 守 寂

寞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