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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您有什么事尽管找我们，我们

也 会 经 常 过 来 陪 您 的 ⋯⋯”2 月 末 的 一

天，武警黑龙江总队双鸭山支队饶河中

队的官兵又一次来到饶河县敬老院看望

居住在这里的老人们。

饶河是祖国东北边陲的一座小城，

隔着乌苏里江与俄罗斯相望，当地年轻

人大多选择外出务工谋生，有的老人一

年到头和战士们相处的时间，比和自己

的儿女还要长。

“我们这里不是雷锋故乡，雷锋也不

曾在这里服役，但雷锋精神在一代代中

队官兵身上传承。只要提起饶河中队的

名字，驻地群众都会情不自禁竖起大拇

指称赞：‘这是个雷锋中队！’”武警双鸭

山支队政委姜涌表示，近年来，中队教育

引导官兵自觉坚定信念、练兵备战、爱岗

敬业、崇德向善，在学雷锋精神、做雷锋

传人上走在前列，以实际行动践行雷锋

精神、矢志奋斗强军。

“我向雷锋学什么”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

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

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

一样残酷无情。”不久前，新兵下队后的第

一个教育日，武警双鸭山支队饶河中队官

兵自编自导自演的情景剧《雷锋，一个汽

车兵的故事》，以真挚的情感、生动的语言

引得台下刚入队的新兵掌声连连。

“《雷锋日记》是真实存在的吗？雷锋做

的都是小事，怎么获得那么多荣誉⋯⋯”不

少新兵看完情景剧后意犹未尽，纷纷提

出自己的疑惑。面对战士们求知若渴的

目光，中队指导员司凯胜一一作出解答。

“当下部分官兵对雷锋精神只是粗浅

地停留在‘助人为乐’这一表面意义上，只

有彻底将雷锋精神的内涵要义搞清楚、弄

明白，官兵才能更好地追随雷锋的脚步，

当好新时代的雷锋传人。”司凯胜说。

今年年初，该中队探索走开“一部情

景剧、一次演讲、一场知识竞赛、一堂教

育课、一个作品展览、一次志愿服务”的

“六个一”施教路子，引导官兵以实际行

动弘扬雷锋精神，唱响新时代雷锋之歌。

此外，中队利用黑板报、灯箱橱窗、

军营广播和强军网等载体宣扬雷锋精神

的时代内涵，定期组织“走近雷锋”观影

周、举 办《雷 锋 日 记》读 书 交 流 会、开 展

“我向雷锋学什么、学习雷锋怎么办”群

众性讨论活动，引导官兵畅谈学雷锋感

悟，深入学习理解雷锋精神的丰富内涵。

“雷锋藏着两件心爱的东西：一件红

领巾，一个大队长臂章⋯⋯”在中队教育

课上，司凯胜不拿粉笔、没有板书，而是

手持《雷锋日记》，从雷锋当兵前的故事

讲起，一直讲到其因公牺牲。一个个雷锋

故事串联起来形成一座“精神富矿”，45
分钟的课程中，热烈的掌声一次又一次

响起。

官兵们说：“教育课上，生动鲜活的

雷 锋 故 事 深 深 吸 引 了 我 们 。”授 课 结 束

时，中队官兵全体起立合唱《学习雷锋好

榜样》，雷锋的故事让 00 后战士们产生

了强烈的情感共鸣。

“回顾雷锋短暂的一生，似乎没有什

么惊天动地的壮举，可那些平凡又细小的

瞬间，总是让人热泪盈眶⋯⋯”雷锋纪念

日前夕，中队把官兵们读雷锋书籍、听雷

锋故事的心得感悟整理成册，在宣传展板

上公开展览，吸引着官兵们纷纷驻足阅读。

“‘雷锋兵’做好事，不用留名”

“鱼皮具有天然的花纹，用这种材料

制作而成的鱼皮画是其他美术材料无法

代替的⋯⋯”春节期间，武警饶河中队官

兵来到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为一些普

通话不太流利的赫哲族老人当起了鱼皮

画售卖免费的“解说员”。

饶河县位于黑龙江东北边陲，处于

乌苏里江中下游，与俄罗斯隔江相望，生

活在这里的赫哲族是北方少数民族中至

今仍保留着渔猎传统的民族，可是由于

部分赫哲族老人语言不通，精美的鱼皮

画常常卖不出去。

了解情况后，武警饶河中队官兵便

自发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帮助老人们叫卖

鱼皮画。“西巴尼合！”赫哲族老人付占祥

看到鱼皮画很快被售卖一空，激动得两

眼泛出泪光，连声用赫哲语表示感谢。

一同前来的，还有中队的卫生员赵

坤，他一早就布置好了便民医疗点。赵坤

介绍，“由于常年在江上捕鱼，村里不少

老人都患有风湿病，遇到阴雨天气或过

度劳累就疼痛难忍。我们每次过来都会

给老人们量血压、按摩，并且会准备一些

药，这样村里的老人就不用老往医院跑

了。”为了方便沟通，赵坤还学会了几句

简单的赫哲语。

“ 军 爱 民 、民 拥 军 ，军 民 鱼 水 一 家

亲。”武警饶河中队中队长冯廷伟介绍，

中队官兵把饶河当作第二故乡，把这里

的百姓当作亲人，常年坚持为驻地群众

做好事、办实事。

他们成立 3 个学雷锋小分队，利用

节假日之机走进敬老院，为老人打扫卫

生、理发按摩、陪老人唠家常，并为老人

们送上精心编排的文艺节目。此外，他们

还制作爱心捐款箱，官兵自发捐款，在节

假日时采购礼品、水果和生活必需品，为

老人们送去关怀和温暖。

“王大爷，您想要个什么发型？”“李

大娘，卫生间的下水管一直在滴水，我帮

您拧紧一些⋯⋯”不久前的一次驻地社

区志愿服务中，中队理发员负责为孤寡

老人剃须理发，中队修理工忙着为社区

群众修理门窗、家具电器，还有不少战士

拿起扫把、铲刀在社区里开展清理垃圾、

清除小广告等活动。

看着官兵忙碌的身影，社区居民庄明

华老人感慨万千：“这些小伙子经常来这里

做好事，每当我问起他们是哪个单位的、

叫什么名字时，他们都会说自己是一名军

人，渐渐地我们都管他们叫‘雷锋兵’”。

心系群众、热心助人，一个个爱民为

民的感人故事让雷锋精神始终闪耀着时

代光芒。中队战士孙明旭道出了官兵们

的心声：“我们是人民子弟兵，为人民服

务是我们应该做的，‘雷锋兵’做好事，不

用留名。”

“平时学雷锋，战时敢冲锋”

春节过后，一场以在押犯脱逃为背景

的演练在饶河县看守所内正式打响。面对

接踵而来的“突发情况”，中队官兵沉着应

对、见招拆招，成功将“脱逃犯人”抓获。

走下演练场，分队指挥员仵海洋感

慨地说：“作为军人，就要像雷锋那样立

足岗位精武强能，坚决完成各项急难险

重任务。”

“只有结合战位矢志精武强本领，聚

焦打赢当先锋，才能让雷锋精神在强军

征程中焕发绚丽光彩。”冯廷伟说，中队

广泛开展“战位学雷锋、精武当先锋”系

列活动，并将活动融入执勤训练，把“雷

锋哨位”设在执勤一线，引导官兵融入战

位学习雷锋精神、砥砺打赢本领。

此外，他们还常态组织“雷锋标兵”评

选活动，广泛开展“专业比武”“班班对抗”

等群众性练兵比武，为官兵设立成才目标、

制订成长规划，激励官兵自觉将学习雷锋

精神的热情转化为练兵备战实际行动。

“雷锋当年驾驶的苏联嘎斯 51型汽车

是连队里有名的耗油大户，后来经过雷锋

的精心改造和维修之后，变成了一台‘节

油标兵车’⋯⋯”中队驾驶员曹译将雷锋

故事与自身成长经历相结合，激励大家学

习雷锋勇于“钻”、勤于“挤”、善于“研”的精

神，争取早日在战位上成长成才。

2021 年 11 月，武警双鸭山支队为饶

河中队配发了新的依维柯巡逻车。由于

对车辆不够熟悉，面对低温造成的发动

机 无 法 启 动 和 雪 地 轮 胎 打 滑 等 突 发 状

况，官兵们束手无策。这让曹译深刻认识

到，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驾驶员，不仅要

把车开好，还要能把车修好。

在零下 30 摄氏度的低温中，曹译钻

到车底，对照资料深入研究依维柯巡逻

车的各项性能，长时间的维修操作让他

的手被冻得几近麻木。正是靠着这种拼

劲儿，曹译很快熟练掌握了巡逻车的驾

驶和维修技能。

刚刚下队的新兵王琦，在中队学雷

锋浓厚氛围的影响下，为自己制订了一

份成长计划，内容不仅涵盖日常管理、执

勤训练、工作生活等内容，还专门加入了

“助民爱民”这一项。

“我要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将雷锋

精神作为指路前行的明灯。”王琦说，弘

扬雷锋精神就是要接过雷锋的钢枪，像

螺丝钉一样铆在战位，矢志精武强能。

“ 平 时 学 雷 锋 ，战 时 敢 冲 锋 。”多 年

来，该中队结合新使命新任务，将践行雷

锋精神融入铸魂育人、练兵备战、日常生

活等各个方面，中队连续 11 年被表彰为

基层建设标兵中队，连续 3 年被表彰为

“四铁”先进中队，两次荣立集体二等功，

6 次荣立集体三等功，连续 4 年被饶河县

委县政府评为“双拥共建先进单位”。中

队先后有 18 名官兵荣立个人三等功，涌

现出一大批学雷锋先进典型。

学雷锋 当先锋
——武警黑龙江总队双鸭山支队饶河中队官兵传承弘扬雷锋精神纪实 □ 李 康

仲春时节，海拔 4500 多米的喀喇昆仑高原腹地

依然寒风呼啸，呵气成霜。新疆军区某团作战支援营

正在高原上开展驾驶技能训练，教导员徐毅特意邀

请笔者去训练场看看他们的“大场面”。

果然，离宿营区不到 3 公里的河谷内，一片被官

兵们临时改造成驾驶训练场的开阔地上，警戒标杆

林立，数十台运输车穿梭来往，同时展开倒车入库、S
弯路、直角转弯和编队行进等多课目训练，眼前是一

派火热的练兵景象。

马达轰鸣，车轮滚滚。临近中午时分，驾驶员们

正练得热火朝天，突然从宿营区方向驶来一辆勇士

指挥车，行至我们跟前戛然而止。车刚停稳，一名身

高 1 米 7 左右的一级上士，带着两名战士从车上跳了

下来，满脸笑容地冲着大伙喊道：“兄弟们，开饭了！”

随后，转身跑向勇士指挥车，从后备厢里搬出几个大

大的迷彩保温桶。

看着眼前这位脸庞黢黑、双眼溜圆、全身上下干

净整洁的一级上士，我忍不住问教导员徐毅：“他是

谁？”徐毅介绍说，这是他们营的炊事班长黄大刚。

片刻间，数十台运输车已经停放整齐，官兵集合

迈着矫健的步伐走了过来。黄大刚一边有条不紊地

整理餐具，一边热情地招呼大家排队打饭：“兄弟们，

这两天辛苦了，我们特意调整了食材搭配，今天中午

给大家做了红烧肉和土豆炖牛肉，这边还有姜汤，大

家好好暖暖身子⋯⋯”

听着黄大刚介绍的菜名，我仿佛听到肚子发出

了咕噜咕噜的声响。教导员徐毅告诉笔者，“部队调

整改革后，全营的车轮子比人都多，部队机动能力大

幅提升，同时也对驾驶员队伍提出了更高要求，随着

部队整建制拉动演练日益临近，大家都在苦练驾驶

技能，虽然训练场离营区不远，但往返总会耽误一些

时间，黄大刚主动提出为大家送餐的办法，帮助大家

节省时间用于训练。”

揭开迷彩保温桶，一股热气腾空而起，浓浓的菜

香味扑鼻而来。看着战士们吃得津津有味，还不时对

黄大刚的手艺连连称赞，笔者夹起一块红烧肉，仔细

一看，糖色充沛、肥瘦相间，放进嘴里轻轻一嚼，肥而

不腻、香甜松软，让人难以忘怀。如果在平原地区吃

上如此美味的红烧肉，也并不稀奇，在高原条件下，

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硬菜”，的确很不容易。

身旁的二级上士孙文一边吃饭一边介绍，来自

四川宜宾的黄大刚原来不是炊事兵，那年因为营部

原炊事班长退役，炊事班缺人，他主动从通信兵岗位

上申请调到炊事班工作。

“在高原环境下做出可口的饭菜是有难度，但克

服困难，保障战友们吃好吃饱吃出健康，是我们炊事

兵义不容辞的责任。”在笔者的询问下，黄大刚也慢

慢打开了话匣子。

“因为以前当通信兵，背记密码、操作电台、保障

演训，都是在‘快快快’的催促声中度过的，后来到了

炊事班，食品制作要快，热食前送要快，快餐化保障

更要快，快到连自己渐渐成了老兵都忘记了。”回忆

起这些年的经历，黄大刚笑着说，“炊事保障，岗位平

凡，凭的是良心，暖的是兵心，只有把官兵的伙食搞

好，才能对得起自己的初心。”

2019 年，已经担任炊事班长的黄大刚，曾担负

师伙食测算试点任务，选取食材、称重计算、调整搭

配、听取意见，两个月时间就探索验证了“686”保障

模式，并在全师推广。

这些年，黄大刚参加全团组织的炊事技能比赛，

多次摘得桂冠，战友们平时都喜欢叫他“黄大厨”。

2021 年，黄大刚所在部队整建制奔赴海拔 4500
多米的喀喇昆仑高原进行驻训，黄大刚把保障的脚步

紧紧跟随到了喀喇昆仑山上。

然而，高原的特殊环境和现实的残酷，给平日里

沉着稳重的黄大刚浇了一盆冷水。全营到达高原驻

训地的当天，已经过了饭点，看着战友们饥肠辘辘卸

物资、搭帐篷，黄大刚顾不上高原反应，带领炊事班

的战友架设给养单元、打气点火、切菜配料⋯⋯一顿

操作“猛如虎”，四菜一汤出了锅。

当战友们吃了几口后，又纷纷吐了出来，“饭还

是夹生的”“菜也是硬的”“这让人咋吃嘛”⋯⋯看着

战友们吐的吐、倒的倒，黄大刚的脸上瞬间“铺满了

阴云”。平原的“黄大厨”，到了高原却成了“黄不熟”，

着实让他感到了羞愧。

“高原的沸点低，不使用高压锅，饭做不熟是正

常现象，第一次失利不可怕，找到原因和解决办法，

努力进行纠改，一定还会再赢得战友们的认可。”黄

大刚坚信自己能够做好。

从那以后，黄大刚每天坚持学习高原环境下的

烹饪技术，不断尝试蒸米饭加少量油、做面条先用高

压锅煮等各种方法；还利用业余时间，向高原边防连

队的炊事兵们打电话请教，时间一长，黄大刚做出的

饭菜越来越接近平原时的水平，越来越让官兵喜爱。

一次，营里有一个连队外出执行临时任务，中午

无法返回就餐，营里安排炊事班为这个连队前送热

食。当时，有人建议给这个连队煮一锅鸡蛋面，既简

单又便捷；还有人建议，煮一锅大烩菜，既省心又省

力。可黄大刚两眼一瞪，“这个连队执行任务那么辛

苦，而且他们南方兵多，喜欢吃米饭的人多，菜谱上

是啥，我们就坚持做啥，并且要做得更好。”说完，自

己穿上制炊服，便切起菜来。

当黄大刚带领人员，将配有 8 个菜品、2 种主食

和 1 个汤的饭菜送到连队时，连队官兵感动不已，对

他连声道谢。黄大刚欣喜地说：“你们的训练你刻苦，

你们的胃口我照顾。”

“炊事兵的岗位很平凡，但黄大刚却干得不平

凡。”教导员徐毅说，两年来，黄大刚带领炊事班边

学习、边实践，先后摸索出高原条件下无人机前送、

炊事车保障、简易灶保障等多种保障方法，熟练掌握

了高原条件下 11 种主食和 40 多种菜品的烹饪制作，

有时能让战友们连续一周吃得不重样，让战友们吃出

了幸福感。

“这些年，部队遂行任务越来越多样化，练兵足

迹逐渐向更复杂的地域延伸，我们炊事兵也得跟着

时代变、跟着任务变，走出厨房搞保障，跟到雪域练

保障，努力让伙食保障给战斗力提供源源不断的能

量。”黄大刚语气坚定地说。

听完黄大刚的一席话，让笔者不禁感触万千，虽然

他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炊事兵，但从他的身上，让人看

到了新时代青年官兵挺膺担当、奋斗强军的缩影。

高原大厨

□ 于耀阳 范桂颂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裴楠

“包装工具必须卡准位置，确保伞衣

舒展、伞绳无扭劲⋯⋯”近日，空降兵某

基地模拟训练场上，装备技术教研室副

主任、文职教员赵莉手拿秒表，正在组织

学员进行阻力伞包装考核。

只见学员们默契配合、熟练操作，不

一会儿阻力伞就包装完毕，平均完成时

间比训练之初快了 30 多秒，赵莉脸上露

出了满意的笑容。

赵 莉 2019 年 由 原 来 从 事 的 伞 材 维

修教学专业转型到目前的航空救生装具

员专业。这是一个新开办的专业，没有经

验可循，当时甚至连备课叠伞的专业场

地都没有。

面对重重困难，赵莉找到领导申请，

把泳池放干水用来开展训练。为精确掌

握装备数据，她还带领大家走进伞厂、场

站调研，向伞厂高工和缝纫师傅请教，走

进航宇公司逐个逐件了解装备性能。

“教战研战，没有过硬本领，哪里担

得起责任，拿什么去讲担当。”赵莉还专

门向该部空投大队技师、一级军士长丁

晓楠“拜师学艺”。通过长时间的实践摸

索，她梳理出了一整套“救生伞具折叠教

学办法”并投入到教学中，大大提高了学

员对课程学习的质效。

“军队和教学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

选择。”入职 15 年来，这已不是赵莉第一

次在教学“战位”上面临转型挑战。2008
年，大学毕业后，赵莉经过层层选拔来到

原空降兵学院，成为一名基础课文职教

员。入职不久，学院新增了军事通用专业

系，承担士官职业技能鉴定培训，急缺焊

工教员，面对教学需要，刚刚“扎稳根”的

赵莉主动报名。

为了胜任岗位需求，从没接触过焊

工专业的赵莉，克服对焊接时火花四溅

的恐惧，一遍遍进行操作练习。长时间接

触电焊，导致她眼睛红肿、胳膊烫伤、手

脸脱皮。

“那段学习经历留给我刻骨铭心的

记忆。”赵莉回忆说，成长为“女焊子”的

过程增强了她迎接各种挑战的信心。

开学后，她即将迎来第一堂专业课，

虽然前期做足了准备，但她心中还是没有

底。“教电焊专业的竟然是个女教员？”“能

拿得起焊枪吗？焊得住工件吗？”果然，她

刚走进教室，台下学员就窃窃私语起来。

行动永远比语言更有说服力。只见她

走上操作台，检查气瓶密闭性，打开焊机，

拿起焊枪，左手捏住焊丝，右手按下按钮，

火花四溅中，一套焊接动作如行云流水。

作业完成后，学员们凑近看到，一道

道 鱼 鳞 般 的 焊 丝 层 层 相 叠、熠 熠 闪 光 。

“焊接严丝合缝，专业！这个‘女焊子’强！”

赵莉不仅打破了人们对焊工教员的刻板

印象，更凭借实力赢得了学员们的尊重。

“身为文职教员，要敢于从头开始，

在新起点上开拓前行。”2017 年，伴随单

位转隶，赵莉又在伞材维修教学专业岗

位上开始了新的冲锋。不久后，因为教学

能力突出，她被教研室推荐参加基地教

学能力竞赛。

面 对 各 教 研 室 云 集 的 “ 能 人 ”“ 大

拿”，她毫不畏惧，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取

得了一等奖的好成绩。“用拼搏与坚持，

挥洒青春热血，立好文职样子，我们只争

朝夕！”站在领奖台，赵莉激动地说。

近年来，部队建设突飞猛进、武器装

备迭代更新速度加快，这对院校教育提

出 了 更 高 的 要 求 。2022 年 ，上 级 机 关 计

划挑选首批文职人员到部队当兵锻炼，

时长 3 个月。

得知消息后，赵莉第一个报了名。单

位领导考虑她身上艰巨的教学任务，没

有第一时间批准。但赵莉清楚，课堂连着

战场，学员们毕业后都将成为部队的一

线战斗员，教员也必须跟上部队练兵备

战的步伐。她再次找到领导提出了申请：

“闭门造车难以培养出打仗急需、部队所

求的实战型人才，我需要到基层一线去

调研、去学习。”

不久后，赵莉如愿来到空降兵某场

站代职学习。与老单位工作生活非常便利

相比，基层工作环境艰苦、任务繁重，赵莉

积极参加代职单位的各项任务和训练。

“来到这里，我就是普通一兵，必须

要深入官兵训练生活，才能掌握紧贴部

队需要的教学方法。”代职单位领导担心

她不适应艰苦环境，提出要给她换个好

点的房子，被她婉言谢绝了。

为了快速熟悉工作，积累教学经验，

赵 莉 专 门 给 自 己 制 订 了“ 代 职 双 向 计

划”。一方面，她积极对照基层岗位职责，

了解官兵需求，充分发挥自己教学经验

优势，加班加点帮助官兵制订业务培训

计划，修订和完善航材军械规范化建设

方案。

另一方面，她经常跟着基层“师傅”

们学习叉车驾驶、桁吊流程、仓库保管、

发付调拨等经验技巧，不断提高自身能

力素质。在基层当兵代职的宝贵经历，也

逐渐浓郁了赵莉身上的“兵味”“军味”。

“新的教学模式能更好地适应现在

的教学任务。”回到单位后，她主动扩

展教学思维，针对学员人数多、伞型种

类广、教学骨干少等现实问题，结合代

职期间总结的经验做法，创新运用“格

罗 SSDL 模式”教学，将教学分为四个

阶段，让学员从依赖者、兴趣者、参与

者，进一步转变为组训的实施者。

“不仅学员的角色在转变，教员的角

色也在变。”该部装备技术教研室主任陈

俊兴奋地说，“格罗 SSDL 模式”教学，采

取优秀骨干面对面传授、手把手示范、一

对一帮带的形式，能最大限度调动学员

训练积极性、主动性。

统计显示，通过运用“格罗 SSDL 模

式”教学，官兵知识留存率相比以前提高

约 60%，专业训练成绩优秀率比往年提

高 21%，战斗力生成周期有效缩短。

“ 现 在 ，我 们 对 教 员 的 课 越 来 越 期

待。”谈及“格罗 SSDL模式教学”带来的变

化，航空救生装具专业学员陈猛说，精品好

课越来越多、课程质量越来越高，大家不仅

有知识上的收获，更有思想上的启迪。

入职 15 年来，历经 3 次成功转型，赵

莉收获了属于一名文职教员的精彩。她

先 后 完 成 2000 余 课 时 教 学 任 务 ，教 出

500 多名军械修理焊工、100 多名军械仓

库机械操作手、1000 余名航空救生装具

员，参与完成多项科研项目。2014 年，因

为教学成绩突出，赵莉荣获军队院校育

才奖银奖。

随着军队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越

来越多的优秀人才加入文职队伍，作为

一名“老文职”，赵莉见证了文职人员制

度的不断完善。她说：“我一直相信，心有

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作为新时代的军队

文职人员，我们在强军兴军的道路上必

定大有可为！”

立起军队文职人员好样子

近日，空降兵某部文职教员赵莉（中）组织阻力伞折叠授课，为学兵示范折叠方法。 臧 猛/摄

武警饶河中队官兵到驻地荣久社区看望留守老人。 刘 冬/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