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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儿子林裕昌再次立功的喜讯，

福建省漳州市华安县先锋村村民林长

松，忙招呼亲朋好友喝庆功酒。

林裕昌，是第 81 集团军某旅电子对

抗 营 一 名 中 尉 参 谋 。 军 校 毕 业 不 到 4

年，他多次带领分队执行任务，研究成果

2 次获奖，连续两年荣立二等功……

一时间，许多目光聚焦在这个 25 岁

的年轻人身上——这几年，林裕昌到底

经历了什么？他有什么过人之处？他的

成长路线，其他人能否复制？

第 一 次 见 到 林 裕 昌 是 在 学 习 室 。

当时，他正专心致志给战友们普及无线

电理论，没有注意到身后多了一个“旁

听生”。

“林参谋，你感觉到自己火了吗？”休

息期间，笔者问道。

“其实真没啥。我只是和战友们一

块干了自己喜欢的事情而已。”林裕昌

说，“我现在只想一件事，把我的信号分

析方法再进行一点创新……”

很惭愧，林裕昌后面说的话，已经进

入到笔者的知识盲区。答案，在对话中

显而易见——无论是立功受奖还是调职

晋衔，这个年轻军官还真没想那么多。

前不久，组织征求林裕昌从营参谋

调整到连队主官岗位的意愿。他坦诚地

说，自己更乐意继续在营参谋这个岗位

上干出点新成绩。

营参谋，参与营一级训练筹划和作

战指挥，辅助营指挥员决策，在演习训练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过，在很多人看

来，营参谋属于一个小岗位，能施展才华

的舞台并不大。但林裕昌用实际行动证

明，小岗位也可以有大作为。

不居功自傲，不停下脚步，对正在

做的事情充满热爱……这些平常字眼

不断涌入笔者脑海。随着采访不断深

入，笔者越发觉得，这个年轻军官单纯

而踏实。

这些看似没啥特别的品质，能一以

贯之地坚持下去，并非易事。思来想去，

笔者脑海中闪现出这样一句话：心有多

大，舞台就有多大。

从 林 裕 昌 身 上 ，我 们 学 习 借 鉴 的

并 非 某 一 种 特 质 。 采 访 完 林 裕 昌 ，笔

者 明 白 ，作 为 基 层 部 队 万 千 官 兵 中 的

普 通 一 员 ，他 的 成 功 并 非 偶 然 。 热 爱

岗位，抓住机会，是每一名官兵成才的

前提。

林参谋连续两年荣立二等功
■毛茂宇 周华勋

像电波一样穿透阻碍

“不能为失败找借口，只
能为成功找方法”

训练场上，随着装备天线扎入云端，

一条波浪状起伏的信号，出现在装备方

舱显示屏上。

这些看似没啥区别的波形，在第 81

集团军某旅电子对抗营参谋林裕昌看

来，就像是一个个熟悉而又蕴藏玄机的

音符，读懂它们，充满挑战和乐趣。

林裕昌与信号的“相识”，源于军校

大二期间的一次实习。

“林排长，这种情况怎么调试？”装备

方舱内，上等兵姚浩满眼期待地望着林

裕昌。面对满屏“雪花”，林裕昌脑海中

许多公式来回翻滚，却对解决眼前的问

题一筹莫展。

作为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到

基层部队实习的“高材生”，林裕昌没想

到，自己第一次登上装备车就碰了壁。

至今谈起那次实习，林裕昌仍觉得

尴尬。

初识波形，林裕昌第一次感觉到本

领恐慌。返校后，林裕昌暗下决心，要打

好基础，将来到了部队，才能立得住脚

跟。针对不足，他开始给自己“补课”，每

天泡在实验室研究案例，分析复杂数据，

把不懂的问题反复研究，直到弄懂为止。

在这个过程中，林裕昌学会了主动

检索和归纳，掌握了逆向思考和问题迁

移的能力。后来，他积极参加难题挑战

赛，成为解题小能手……

一次小挫折，改变的不仅是林裕昌

的成绩，更改变了他对待学习和基层部

队的态度。像自己热爱的电波不断穿透

阻碍一样，他向着目标踏实前进。

从“校门”到“营门”，林裕昌给自己定

下目标：“每一次任务都要尽力完成好。”

然而，现实总喜欢给年轻人当头一

棒。第一次随队参加任务，复杂的电磁

环境、陌生的地域特点，让缺少相关专业

经验的林裕昌一时不知从何下手。原本

信心满满的他，最终铩羽而归。

夜 色 如 墨 ，林 裕 昌 在 车 场 来 回 踱

步。月光照在装备车上，拉出一个长长

的影子，仿佛和自己相对而立。林裕昌

陷入深思。

“不能为失败找借口，只能为成功找

方法。”林裕昌抛开杂念，“立足当下，做

好自己的事情，为完成目标努力。”

机会再次降临。那次，林裕昌接到

上级指示，带队赴南国密林执行某任务。

起初，任务进行得并不顺利。林裕

昌白天在外勘测路线、寻找点位，晚上便

想尽办法搜集相关资料，学习软件设备

操作，倒推公式原理。

昏黄的灯光下，一个年轻的身影被

逐渐拉长。林裕昌的注意力伴随着陌生

的电波上下跳动，直至深夜……

无形“对手”时隐时现，唯有韧劲和

毅力才能将其捕获。由于受地形限制，

装备效能发挥并不理想。林裕昌调查了

一圈，打算剑走偏锋：在周围高地建立一

个新的侦察点位，以便于更好地捕获信

号。

然而，林裕昌和战友们研究半天，也

没有找到一条适合装备转移的路线。他

抄起一把镰刀，清理出一条路，带着便携

式装备上了山。

湿热南方丛林，植被疯长，时不时还

窜 出 蛇 虫 …… 几 天 监 测 下 来 ，收 效 甚

微。难道就这样放弃？林裕昌陷入思想

斗争。“困难面前只有两个选项，不妥协，

那就继续战斗。”他挠了挠身上的痱子，

拎起不再锋利的镰刀，再次“消失”在茫

茫大山中……

荆棘密布的山林中，终于出现了一

条通往山顶的小道。后来，这个小小的

移动站多次发挥作用，为林裕昌的研究

方向提供了珍贵数据。

像天线一样集聚信号

“这些成绩不是我一个人
的，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林裕昌是科班出身，有一定理论功

底。我觉得，可以让他去试试。”由于临

时任务冲突，队长姚乾龙无法带队执行

侦察任务，便推荐林裕昌顶替自己。

2021 年初夏，林裕昌作为“替补”队

长领衔出征。临行前，他心里不托底，拿

着任务计划表，和有任务经验的老班长

聊了个遍。

塞北某地，林裕昌在装备方舱内疑

惑地盯着屏幕：“这个信号波形有点奇

怪，好像在书上看到过相关的分析。”

上等兵邓杰反问：“这不就是一个普

通的噪音吗？”“别大意，不能放过任何一

点信息！”老班长贾浩然随即眉头紧皱。

贾浩然曾多次参加任务，是营里公

认的装备操作“大拿”。看到老班长的

反应，林裕昌更加确定这个信号有“猫

腻”。

由于首次带队执行任务，林裕昌一

时心里发慌，不知该如何解释。

“这种信号会持续一段时间，我们先

记录下来，再慢慢研究。”贾浩然看出了

林参谋的窘迫，开口“解围”。

林裕昌这才缓过神来：“我的任务经

验不如大家，但理论基础还可以。我负

责对照查阅、统计分析。”随后，他开始分

配任务：贾浩然心思缜密，经验丰富，负

责实时记录数据、梳理重点信息；邓杰负

责持续监测其余频段信号，一有情况及

时上报……

信号捕捉是林裕昌的短板。每天，

林裕昌都第一个来到装备前，仔细观察

战友操作。天线架设的速度慢，他便请

战友演示动作，再给自己卡表计时，反复

练习。遇到装备上的疑难杂症，他总是

“抓住”战友问个不停。

“林参谋是我们小队里的‘十万个为

什么’。在我们值班的桌子上，总是摆满

了他的各种数据表和零件……”贾浩然

笑着说。

战友们白天一起上机值班，晚上开

始查阅资料梳理信息。看着密密麻麻的

波形图，大家眼花缭乱，头都大了。这

时，林裕昌会主动讲解理论知识，耐心和

大家分享经验。

一次次相互学习，一次次密切配合，

林裕昌和战友们连续奋战。为了一个不

起眼的信号，林裕昌带着小分队连续值

机 100 多个小时，终于在抽丝剥茧中，找

到了这个信号的“与众不同”。

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林裕昌带领

的小分队成功判明了这一重要信号。后

来，该成果获得全军一等奖。

由于装备性能受周围环境的影响较

大 ，林 裕 昌 又 开 始 琢 磨 如 何 提 高 侦 察

效率。正当毫无头绪时，桌子上“嗞啦”

作响的收音机引起了他的注意。

林裕昌迅速拿出装备说明书，跑到

车上研究起了天线。大家跟了过去，却

不知道队长要干什么。

“或许我们可以从源头入手。”林裕

昌说道。有了第一次成功的探索后，战

友们这次选择相信林裕昌，二话不说就

跟着干了起来。

林裕昌设计出多种方案后，贾浩然

便带着战友们开始研究装备结构……很

快，装备换上新天线，不仅侦察效率有所

提高，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也显著提升。

返 营 后 ，他 们 立 即 着 手 升 级 改 造

营 情 报 处 理 室 。 查 阅 资 料 ，做 图 表 数

据，设计布局，林裕昌带领战友忙得不

亦 乐 乎 。 现 在 ，官 兵 们 不 出 营 门 就 能

完 成 相 关 训 练 ，信 号 研 究 分 析 能 力 得

到整体提高。

面对众多赞誉，林裕昌说：“这些成

绩 不 是 我 一 个 人 的 ，是 大 家 努 力 的 结

果。”

高树靡阴，独木不林。团队里的战

友们大都有了长足进步，除了林裕昌两

次荣立二等功，先后有 14 人获得“四有”

优秀士兵，6 人获嘉奖；班长杨理亮带领

五班荣立集体三等功；上等兵邓杰任务

结束后不久就担任副班长……

像接收机一样匹配频段

“学有所用是一件幸福的
事，有位和有为同样重要”

训练场上，毕业不久的林裕昌正在

当兵锻炼。他刚刚完成一次收放线训

练，正气喘吁吁地整理着缠在地上的被

复线。

“侦察苦，有线累。”林裕昌刚下到

机 动 通 信 连 ，就 体 验 到 了 其 中 的 不

易 。 跑 完 一 个 来 回 ，他 的 思 绪 也 随 之

乱作一团。

这个连队是全旅闻名的先进连队，

新排长如果能分配到这里，实属幸运。

然而，林裕昌很焦虑。在有形的被复线

和无形的“波浪线”之间，他更想选择后

者。

训练间隙，林裕昌向连长赵永世询

问 情 况 ：“ 连 长 ，我 们 当 兵 锻 炼 快 结 束

了。您了解新排长下连分配的情况吗？”

“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小林，不

论分到什么岗位，踏实干、踏实学，都能

出彩……”连长鼓励道。

林裕昌机械地点了点头。其实，他

内心还是盼望，自己能分配到专业对口

的岗位，把自己所学用于实践，更好地实

现价值。

宣布下连命令那天晚上，当林裕昌

听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某电子对抗营

时，那颗激动的心随着脑海中浮现的波

形上下跳跃起来。

那 一 年 ，该 旅 花 大 力 气 按 照 新 排

长 实 际 专 业 情 况 安 排 岗 位 ，保 证 了 绝

大多数人专业对口。他们还根据每名

新 排 长 的 专 业 、性 格 、爱 好 等 特 点 ，定

期 进 行 跟 踪 调 研 ，开 展 任 务 牵 引 式 人

才储备。

“新排长要尽量适岗分配，把专业对

口放在首位……”深夜，时任人力资源科

科长孙敬武办公室的灯还在亮着。他正

忙着认真筛选分析新毕业学员的专业、

特长等信息。

那一批毕业学员有几十个，全旅大

大小小的不同专业却有几百个。旅党委

的原则是：就算不能完全对口，也要严格

按照岗位相近原则进行调控。

信号接收需要调整接收机频率，才

能解调频段相对应的信号。人才培养也

是如此，把合适的人放在对口岗位上，才

能形成“闭合回路”。

在 基 层 部 队 ，工 作 出 不 出 彩 ，主

要 靠 斗 志 和 拼 劲 。 虽 说 如 此 ，但 比 起

“ 硬 着 头 皮 干 ”，尽 量 满 足 新 排 长 们 适

岗 分 配 的 愿 望 ，让 他 们 的 军 校 所 学 与

部 队 快 速 接 轨 ，才 能 更 好 释 放 出 岗 位

潜能。

林裕昌没想到，自己刚毕业不到半

年，就和另外十几名战友作为“苗子”型

人才，出现在旅党委会议桌上。

翻开该旅《人才队伍建设措施》，里

面详细规划了各型人才的培养成长路

径。他们通过超前培养和持续帮带等方

式，以送学培养、集中轮训改训、大项任

务历练、岗位实践锻炼等形式，充分发挥

骨干人才的辐射带动作用。许多像林裕

昌这样的“苗子”，将自身优势发挥得淋

漓尽致。

士兵提干学员刘超，毕业后分配到

适岗专业，多次参加通信专业比武，荣立

二等功，并培养出一大批专业尖子；一级

上士崔佳佳，在组织推荐下多次赴院校

学习充电，成长为无人机技师，成为攻关

新装备的骨干……

“学有所用是一件幸福的事，有位和

有为同样重要。”林裕昌感慨，自己的努

力和合适的岗位相融合，才有了现在的

成绩。

那天，接受完采访，林裕昌又登上装

备车，调整接收机频段，对着屏幕上的信

号开始研究。

“星河里闪耀着警惕的眼睛，电波里

凝聚着战士的忠诚。谁在长空舞长缨，

是我光荣的电子对抗兵……”电波，既是

林裕昌形影不离的“战友”，也是他永远

研究不完的“对手”。

一名营参谋的“自勉格言”
■张钧泓 周华勋 李文松 张弼朝

“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

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

比光明。”习主席的殷切期望，为广大青

年官兵的成长成才指明了方向，也激励

着年轻官兵立足岗位建功强军事业。

人才是强军事业发展壮大的中流

砥柱。人才不是天生的，而是依靠岗位

锻炼磨砺而来。“像电波一样穿透阻碍”

“像天线一样集聚信号”“像接收机一样

匹配频段”……林裕昌的“自勉格言”，

有一名“技术派”参谋的鲜明特色，也饱

含着年轻人成长成才的机理规律，更是

他挚爱的岗位给予他的智慧和启迪。

他的感悟告诉我们，年轻官兵要努力把

自身成才需求与岗位任务相结合，珍惜

每一次历练机会，积蓄成才的底气，鼓

足成长的心气。

现实中，一些官兵认为自身岗位

“没什么前途”，或者觉得个人成长速度

达不到自我预期，从而选择“躺平”，工

作 得 过 且 过 。 古 语 云 ，伏 久 者 ，飞 必

高。扎根基层岗位既要有激情、勇气，

更需要决心和毅力。所有成长进步都

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年轻官兵

来说，目标点和落脚点应该聚焦在如何

更好地完成任务提高能力。把自身本

领练精练硬，成长进步才会有底气，向

上攀登才能有心气。

基层是人才成长的沃土。把适合

的人放在适合的岗位上，是一项重要工

作，也是一项长远的战略工程。部队各

级要深入了解官兵的专业特点进行适

岗分配，同时以任务为牵引，让广大官

兵在实践中茁壮成长。要注重人才培

养的连贯性和创新性，让人才建设培养

成为具体可行的实践工程。此外，要建

立以实绩评先评优的鲜明导向，让官兵

在岗位磨砺成长的同时，感受到组织的

关怀和温暖。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激

发官兵立足岗位成长成才的热情。

积蓄底气 鼓足心气
■侯军飞

第 81 集团军某旅电子对抗营参谋

林裕昌正在排除装备故障。

尹小元摄

完成编组训练后，第 81集团军某旅电子对抗营参谋林裕昌（左五）和战友在返回营区的路上交流经验。 尹小元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