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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个 故 事 要 从 今 年 3 月 份 讲 起 。

当 时 ，记 者 到 东 部 战 区 海 军 某 旅 采

访 ，某 连 代 理 指 导 员 陈 德 嘉 看 着 一 堆

要 上 报 的 表 格 ，模 仿 网 络 用 语 说 道 ：

“我太难了！”

“除日常职责范围的工作，还得应

对通知传达、材料上报等各项工作，常

常是‘眼睛一睁，忙到熄灯’。”当时陈

德嘉告诉记者，代理指导员以来，他每

天都忙至深夜，尤其是赶上季度末，“双

争评比”“福利费管理”等各类信息上报

接踵而至，实在有点顶不住。

信息上报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干了

7 年文书的中士俞黎明告诉记者：“就拿

看似简单的请休假来说，我得先去集中

文印室把审批表打出来，然后拿给领导

审批签字，最后交给业务部门。”俞黎明

介绍，这两年，部队执行外训任务愈加

频繁，有的单位驻地分散，一项信息统

计背后至少是 5 次以上的电话通联，遇

到有信息需要更新或是修改，又得从头

到尾走流程折腾一遍。

基 层 有 基 层 的 苦 ，机 关 有 机 关 的

难 。 人 力 资 源 科 干 事 曾 文 浩 也 很 无

奈。去年，旅里从近 3 年的“四有”优秀

个人中选配新年度骨干，他要对照各营

的请示和旅里的奖励通令，逐个核查数

百名人员的信息。“任何一项数据上的

错误都可能影响官兵的切身利益，核查

工作必须细致再细致，认真再认真。”曾

文浩说。

为 何 数 据 统 计 让 基 层 机 关 都 犯

难？记者了解到，虽然机关各部门都掌

握一部分的官兵信息，但各个部门系统

不兼容，数据难共享，导致官兵信息重

复上报、杂而不全。

该 旅 政 治 工 作 部 主 任 刘 润 科 告

诉 记 者 ，其 实 这 个 问 题 此 前 已 经 引 起

了 旅 领 导 的 高 度 重 视 。 去 年 12 月 他

们 在 地 方 院 校 和 政 府 部 门 调 研 后 ，决

定运用“数据共享”理念，开发数据中

心 系 统 ，打 破 各 部 门 间 的 数 据 信 息 壁

垒 ，让 基 层 官 兵 少 跑 腿 。 当 时 ，这 个

系 统 已 经 处 于 研 发 的 冲 刺 阶 段 ，等 投

入 运 行 后 ，机 关 业 务 科 室 需 要 采 集 信

息 时 ，会 优 先 调 用 数 据 中 心 的 信 息 ，

确 属 数 据 缺 项 的 ，才 由 基 层 统 计 上

报。

5 月初 ，记者再次来到该旅 ，得知

“数据中心”刚刚正式运行。采访中，

政 治 工 作 部 组 织 科 干 事 祝 鹏 铖 正 在

使 用 数 据 分 析 功 能 ，一 键 生 成 各 单 位

党 员 信 息 统 计 表 ，然 后 针 对 性 下 发 通

知 文 电 ，节 省 了 统 计 计 算 的 大 量 时

间 。 等 记 者 再 次 找 到 此 前 发 牢 骚 的

陈 德 嘉 时 ，他 说 自 己 上 周 接 手 某 项 补

贴 费 上 报 工 作 ，仅 用 10 分 钟 就 完 成

了 信 息 核 对 。 陈 德 嘉 感 慨 道 ：“ 有 了

数 据 中 心 ，信 息 统 计 上 报 变 得 越 来 越

便利了。”

东部战区海军某旅建成数据中心——

信息统计上报难题有解了
■张煜安 戴沅伸 本报记者 刘亚迅

4 月下旬，鄂北腹地某空降着陆场

碧空如洗，数架满载全副武装伞兵的大

型运输机从高空呼啸而过，空降兵某旅

新型运输机全员全装检验性跳伞任务

拉开序幕。

对于张升超来说，此次跳伞不同寻

常。因为他既是投放员，要确保全部跳

伞员安全离机，又要作为炮班班长随连

队跳伞完成空降集结任务。

投放员随队跳伞，是该旅紧贴实战

练兵的一次重要尝试。为最大限度提

升人员投送率，该旅以此次检验性跳伞

任务为契机，探索投放员、跳伞员同机

同降空降空投保障模式。

为了顺利完成检验性跳伞任务，张

升 超 每 天 不 仅 要 组 训 ，自 己 还 要 跳 平

台、练离机、体验抗眩晕太空环，平均要

比其他人多训练两个小时。由于前期

在伞训队落下了腰肌劳损病根，加上大

强度的训练，张升超训练结束后常常直

不起腰，睡觉也是趴着。

连长蒋安看到张升超伤情加重，心

疼地说：“实在不行，你就不跳了，着陆

后 让 副 班 长 替 你 指 挥 ！”张 升 超 答 道 ：

“小伤小病算个啥，班里还指望我带着

他们第一个到集合点呢。”

“挂拉绳弹簧钩，检查电台耳机，活动

双腿双脚。”飞机快要到达预定空域，舱门

即将打开，和之前的投放流程一样，张升

超流畅地组织战友完成所有检查工作。

“战歌如雷，马达怒吼，英雄的空降

兵飞向敌后……”看着有的战友面露紧

张，张升超带头唱起了《空降兵战歌》，

嘹亮的歌声涨红了大家的脸庞，也让张

升超忘记了疼痛。

很快，黄色信号灯亮起，大家低头弯

腰，快步就位。“绿灯亮，跳、跳、跳……”

在张升超的精准投放下，跳伞员们勇敢

跃出机舱，朵朵伞花在蓝天中竞相绽放。

看着战友们出舱姿势稳定，开伞全

部正常，张升超终于松了口气。

没过多久，飞机又回到了这片指定

空域。轮到张升超班最后一个波次跳

伞，他开始清点人数，嘱咐大家认真听

对空广播、着陆后向预定位置集结。

“保持姿势、三点并紧、着陆后召集

人员……”黄色信号灯再次亮起，透过

舷窗望着低空飘动的伞花，张升超在心

里默念着。随即，在投放长的指挥下，

张升超跃出了舱门。大约两分钟后，张

升超和班组成员安全着陆，他们迅速解

脱伞衣伞具，手持钢枪向远处的高地发

起了冲锋……

“投放员随队空降，不仅有助于提

高全旅参跳率，更是着眼实战对部队整

建制空降作战能力的检验。”该旅领导

介绍，他们后续将进一步深入研究，探

索更高效、更符合实战要求的空运空降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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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竹板，震天响，唱一唱咱光荣伟

大的中国共产党。树有根，水有源，咱

们回到公元 1921 年……”

海 拔 4100 多 米 的 西 北 边 陲 ，寒 意

尚浓。周末傍晚，夕阳余晖洒满这座被

雪山包裹的军营——新疆喀什军分区

托克满苏边防连。在被官兵称为“天然

氧吧”的温室大棚里，不时传来热烈的

欢呼声。该连“开心乐队”正结合党史

学习教育，给全连官兵奏唱自编自演的

快板节目，帮助战友们深化对党史知识

的理解掌握。

“这里的山脊高过云头，这里的太

阳晒化石头……”紧接着，“开心乐队”

风格快速转换，排长张奇峰身背吉他，

引吭高歌，演唱一曲《我站立的地方是

中国》，瞬间把氛围引向了高潮。

张奇峰是“开心乐队”的负责人，说

起 组 建 乐 队 ，他 坦 言 源 于 一 次 偶 然 。

2019 年 8 月，张奇峰从军校毕业分配到

雪域高原，荒凉、单调的边关生活让他

有些不适应。一到休息时间，他便取出

随身携带的吉他，盘坐在连队门口的石

墩上弹唱自己喜欢的歌曲。

让张奇峰没想到的是，他每次弹唱

都会吸引几名战友围观，最热闹时竟多

达十几人。不仅如此，在张奇峰的感染

下，连队平日喜欢吹口琴的下士王威，

也自告奋勇参与了演奏。“自己弹唱的

歌曲这样受大家欢迎，喜欢音乐的战友

越来越多。”这让张奇峰不仅找到了存

在感，也萌生了组建一支“开心乐队”的

想法。

说干就干！在连队干部骨干的支

持帮助下，随着吉他、口琴、快板等乐器

购置到位，一支 5 人组成的“开心乐队”

很快组建完成。从此，课余时光，往日

只有踢足球、打篮球的营院，又平添了

欢快的乐器声。

担 任 乐 队 负 责 人 以 来 ，张 奇 峰 可

谓“ 双 丰 收 ”：通 过 乐 队 这 座 桥 梁 ，和

战 友 亲 密 无 间 、朝 夕 相 处 ，让 他 逐 渐

爱 上 了 边 关 的 一 草 一 木 ，读 懂 了 奉 献

的 真 正 内 涵 ；作 为 排 长 ，张 奇 峰 所 在

排 去 年 被 上 级 评 为“ 巡 逻 执 勤 先 进

排”，两名战士考上军校，张奇峰个人

也喜获嘉奖。

“乐队给战友们带来了欢乐，也让

我拔节成长。”张奇峰感慨地说，“通过

陪伴一支乐队的成长，我慢慢体悟到了

边关生活的真谛，只要胸怀家国安宁，

永葆初心，坚韧不拔，就会成为合格的

边防战士。”

其实，这支乐队，不只是感染着张

奇峰，也感染着连队的每一个人。

一 年 前 ，战 士 张 杰 初 到 高 原 时 ，

心 情 低 落 ，工 作 提 不 起 精 神 ，很 不 合

群 。 张 奇 峰 通 过 了 解 得 知 ，张 杰 入

伍 前 学 过 架 子 鼓 ，于 是 便 将 他 拉 进

“ 开 心 乐 队 ”，并 专 门 向 连 队 申 请 购

置 了 一 套 架 子 鼓 。 一 入 伍 便 能 发 挥

个 人 专 长 ，张 杰 渐 渐 找 到 状 态 ，融 入

集 体 。

“如今的‘开心乐队’已成为高原官

兵的精神‘加油站’。”该连指导员秦伟

伦说，“再过一段时间，乐队又要‘上新’

了，一批聚焦连队练兵和戍边主题的音

乐节目将会新鲜出炉。”

边防连队有支“开心乐队”
■本报特约通讯员 胡 铮 记者 韩 成

内地已入夏，但喀喇昆仑山脉上仍

一 片 雪 白 ，海 拔 5000 多 米 的 神 仙 湾 哨

所，被四周的雪山包裹得严严实实。

“职责叫我来巡山，我把界标转一

转……”突然，一首改编的歌曲伴着汽

车的轰鸣从远处传来。

歌声悠悠，也许不够专业，甚至不够

动听，却拨动着官兵的心弦。因为这歌

声里，有戍边人笑傲艰险的乐观情怀。

巡逻车一路北上，哨所在远山的映

照之下，美得就像世外桃源一样。

“注意观察两侧情况，快到边境线

了。”新疆军区某边防连指导员李士福提

醒大家。

在过去的 3 年里，李士福一直与雪

域高原耸立的雪峰和漫长的边境线打交

道。他自己也记不清多少次走上巡逻

线，但他把每次巡逻都当成第一次。

随着海拔不断升高，积雪越来越厚，

氧气越来越稀薄，车辆行驶变得小心翼

翼，四周除了茫茫雪海，连一只飞鸟都见

不到。即使处于这样的环境，李士福的

脸上也始终保持着微笑。

由 于 有 些 官 兵 刚 上 山 不 久 ，巡 逻

经验不足，望着白茫茫的雪域高原，有

的年轻战士心里犯怵。“这才哪儿到哪

儿，兄弟们，接着唱！用歌声征服这片

雪域！”李士福大声鼓励道。他的话仿

佛 一 针 强 心 剂 ，再 次 激 发 了 巡 逻 队 的

热情。

“我看见界标了！看见界标了！”经

过艰难跋涉，界标终于出现在不远处，战

士们下车激动地快步走了过去。

站在界标前，巡逻队的官兵举起右

拳庄严宣誓，誓要为祖国的神圣边防献

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我幸运，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

“我看见
界标了”

■刘 栋 张耀东

最近，第 81集团军某旅地空导弹营

上等兵肖斌心情格外舒畅，因为自己精心

制作的哨位提示牌再无用武之地了，困

扰他已久的叫哨顾虑也随之烟消云散。

原 来 ，在 连 值 日 桌 上 放 置 一 个 醒

目的红色牌子，这是肖斌的创意。不

同于其他点位的哨位，连队门前的哨

兵只有一个，所以夜间执勤时由哨兵

自己叫下一岗哨兵。为了防止叫哨过

程中被检查人员误认为不在位，他专

门打印出“正在叫哨，马上回来”8 个大

字，贴在了牌子上。

事出有因。上周二凌晨 3 时许，肖

斌担任连队执勤哨兵。上哨后，他一直

保持高度警惕，认真履行职责。结果没

想到，下哨前几分钟他去宿舍叫醒下一

班哨兵，再回到哨位时，桌上留下了一

张纸条：3 时 12 分，哨兵不在位。见状，

肖斌急忙查看周围情况，可检查人员早

已杳无踪迹。

果不其然，第二天机关的检查通报就

下发到了连队：哨兵肖斌夜间执勤期间不

在位。眼看给单位抹了黑，肖斌心里有苦

说不出，于是他一方面找到连长牟立辉，

道明事情原委，一方面自己制作了一个

“正在叫哨，马上回来”的提示牌放在连值

日桌上，防止其他战友再因此而被通报。

让肖斌没想到的是，在随后召开的

机关基层双向讲评会上，牟连长反映了

这个问题，引起了机关的反思。特别是

当天夜查的相关科室认为，这块小小的

提示牌折射出机关作风的不扎实，还没

有搞清楚情况就着急通报批评。会上，

机关各科室明确表态：将进一步端正服

务基层的态度，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组织

开展检查指导，坚决杜绝一味找毛病、查

问题，通报前做好问题对接与核实，避免

类似的“误会”再次发生。

现如今，该旅机关基层沟通联系更

加紧密，形成了上下齐心、双向联动的

良好局面。这不，哨位“提示牌”也光荣

下岗了。

哨位“提示牌”下岗了
■孟祥熙 尉 岩

清晨，与往常一样，火箭军某保障

大队四级军士长张华早早起床整理内

务，准备出操。在军容镜前，他跳动步

子，晃动上身，快速出拳……整套动作，

依然是那么专业、帅气。

16 年 前 ，他 正 是 凭 借 着 这 双“ 铁

拳”，力克美国选手，成为首届“武林风”

中美功夫对抗赛冠军。如今，已是四级

军士长的张华，拳风依旧强劲。

2005 年 12 月，声名远扬的张华决

定 入 伍 ，这 成 了 当 时 散 打 界 的 新 闻 。

队友劝他，教练也劝他：“你成为冠军

太不容易了，不要轻言放弃。况且，你

的事业正处于上升期，半途而废实在

可惜……”

张华还记得，当初他参加散打比

赛，每赢一次、获一次奖，都是父老乡

亲津津乐道的喜事。可铁了心的张华

还 是 不 愿 回 头 ，临 行 前 他 跟 教 练 说 ：

“与打倒对手相比，我更憧憬用双拳保

家卫国，我特喜欢一句话——愿得此

身长报国！”

入伍后，张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

军仪仗大队的一员。良好的身体素质

是 优 势 ，但 更 令 人 钦 佩 的 是 他 的 坚

韧。别人做 100 个俯卧撑，他就加倍做

200 个 ；别人跑 5 公里，他绑上沙袋跑

10 公里……就这样，新兵未下连，他便

获嘉奖；入伍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了班长，荣立三等功。

能够参加一次阅兵，对每一个军人

来说都是一个巨大荣耀。而这样的经

历，张华有 4 次。2009 年国庆 60 周年

阅兵，他担任护旗方队班长、教练员；

2015 年“九三”大阅兵，他担任将校领

队教练员；2017 年朱日和沙场阅兵，他

是火箭军受阅部队的副总教练；2019

年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阅兵，他是

全军各徒步方队唯一的战士副总教练。

更巧的是，3 次担任阅兵教练员，

他每次都负责将校方队，因此，大家也

称他为“将军教练”。

阅兵场上是“将军教练”，军营里

是“砺剑尖兵”。从最初的三军仪仗队

到如今的火箭军某保障大队，为了尽

快掌握导弹维修技术，张华见缝插针

学技术、背理论。几年来，他参加多项

武器维修和导弹检测任务，成了装备

维修操作骨干。

从散打运动员到四级军士长，一

晃 16 年。张华说，他很庆幸自己能够

穿上这身军装，用自己的方式为强军

出力。

一句话颁奖辞：从散打界的“铁拳

手”，到将校方队“兵教练”；从对抗赛

冠军到训练场尖兵，你紧攥双拳，一路

搏击！

从“武林风”冠军到阅兵场教练
■李 辉 王 博

连日来，火箭军某团阵地管理连通过开展党史知识竞赛、传唱红色歌曲、讲述“我家乡的党史故事”等活动，激励官兵

学习感悟真理力量，传承发扬红色基因。图为该连战士郭赛为战友讲述“半条被子”的故事。

郭 吴摄影报道

营连日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