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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伍 16 年，北京军区某兵种训练
基地四级军士郭峰“磨”出一身好功
夫：熟练掌握 3 代坦克 4 种车型 8 个专
业用修技能，探索出新型坦克 10 种组
训方法，编写 15 个课目数十万字的教
案，13 次在上级组织的比武中夺冠，发
表论文 12 篇，带出一大批新型装甲兵战
斗骨干，成为全军闻名的懂使用、精维
修、善组训、能革新的“铁甲尖兵”。

2002 年，训练基地实行社会化保
障，厨艺顶尖的“伙头军”郭峰“下
岗”来到坦克一连当战士。“不蒸馒头
咱要争口气！”训练场上，别人休息，
他开着坦克练驾驶；坦克回场，他钻在
驾驶舱里练动作。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两年间，郭峰记下的学习笔记，摞起来
一尺多厚。他把无数枯燥的技术参数、

单调的装备原理、繁多的故障现象一一
写在本子上，记到脑海里。功夫不负有
心人。凭着这股钻劲，仅仅 3 年后，郭
峰就被任命为坦克一连技术员。

不久，新型坦克开始陆续装备部
队。看着驾驶舱里计算机、仪表、按钮
星罗棋布，指示灯闪烁不停、数据变幻
不断，郭峰出了一身冷汗：“过去的装
甲知识和技能，归零了！”

新型坦克教学即将展开，郭峰请
缨：为操作训练和装备维修编写教材。
一个“大头兵”能啃下如此“硬骨头”？从
基地司令员、训练大队长，到一个寝室
的战友，都感到疑惑。郭峰说，“这叫

‘逼入绝境学习法’，如果我能编出教
材，说明我真把新型坦克搞通了”。

冬天的太行山深处，零下十几摄氏
度。在阴冷的计算机房，冰冷的坦克驾
驶舱，郭峰昼夜攻关不停。一天，他累
得竟在坦克里睡着了，幸亏战友及时发
现，才没被冻成“冰雕”。天道酬勤，

新型坦克训练教材终于破茧成蝶，郭峰
的知识和技能也实现了从机械化到信息
化的跨越。接着，在训练基地探索“通
信驾驶一体化合编合训”教学模式中，
他又很快掌握了各种新型坦克电台的使
用和维修方法，并带出一批骨干，推动
了基地通信教学由静止训练向运动训练
转型。

2011 年初，士官郭峰挑起了代理
副营长的担子，负责装备管理和教学训
练保障。他不孚众望，潜心研究探索新
装备学兵的教学训练特点规律，与教学
人员一起在全军率先构建以信息化专业
技能为主导的新型学兵培训目标、素质
结构、训练与考核内容及标准体系，使
学兵培养在全军首次实现由单一技术操
作型，向能指挥、会组训、精专业、善
带兵、通维修的复合型转变，不经作战
部队适应性训练，就能直接遂行作战
任务。

接送新装备是个苦差事，吃住都在

坦克里，冬天像冰窖，夏天像烧烤，送
车路途时间短则 10 天 8 天，长则一两
个月。因为能与装备生产厂家的技术人
员密切接触，学到技艺，所以每次郭峰
都争着去。工厂师傅都说，“这个兵太
爱思考，太爱提问，水平确实高！”

一次，一台最新型坦克发动机出现
故障，无人能修，只好请来生产厂家技
术员。修理期间，郭峰寸步不离跟在技
术员身旁，问这问那，直观了解到最新
型坦克底盘构造和工作原理，总结归纳
出抽尘泵、发动机修理等 10 多种应急
修理办法。

厂家技术员夸奖说：“我去过不少部
队，像郭峰这样敬业的老兵，还是头次
见。”这些年，郭峰提出 7 个新装备定型
部件改进建议，都被生产厂家采纳。

从“伙头军”到“铁甲尖兵”，郭峰获
得全军爱军精武标兵、全军士官优秀人
才奖一等奖、全军学习成才先进个人，荣
立一等功 1次、二等功 2次。

“像这样的荒山根本没有路，你根
本不知道前面是什么，如果贸然行进就
会十分危险。”化探组长王力边挥舞着
砍刀边跟我们说。果然，刚钻进林间不
久，大家就感觉到了呼吸压抑，有种巨
大的窒息感，一片黑压压的植物挡住了
去路，感觉此时的我们不知道在什么地
方，不知道哪里是尽头，随着太阳的升
起，热浪也开始滚滚袭来，第一个工作
点还没到，大家的衣服已经彻底湿透。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一片名为
六万大山的深处，武警黄金第九支队区
矿调中队的 36 名官兵，在 3 年时间里，
完成了国土面积万分之一——960 平方
公里的地质矿产调查任务。走近他们，我
们才真正体会到了黄金战士的苦与乐。

在王力的带领下，我们终于摸索到
一处稍微开阔一点的地方，这时的心才
稍微安定了一些。战士们熟练地标记、
刨土、采样。所有工序完成后，没有片
刻休整，大家又一头扎进了茫茫灌木
林。王力指着地图说，别看这座山海拔
不过 312 米，即使天气晴好一切顺利，
山上遮天蔽日的灌木林也能把整个工作
进度无情地拖延。

忍受着压抑、汗湿和窒息，我们终于
一点一点以手代脚爬到山顶。此时，整个
山体的风景一览无余，但是体力透支的我
们已没了欣赏的情致。晌午时分，官兵们
从背包里拿出早晨打包好的午餐，捧在手
里竟然还是热乎的，谁都知道这是高温
炙烤的结果，但是大家更愿意打趣地说
是饭盒的保温效果好。狼吞虎咽之后，我
们又开始赶路，因为谁也不想在这滚烫的
山石上把体能耗干。经验丰富的老兵告诉
我们，实际到达终点的距离要比眼睛观察到的远得多，如果不
加快行程的话，我们的夜晚就要陪着野兽在山上度过了。

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况且此时每个小组成员的身上都
挂满了沉甸甸的泥土样品，平均每个人比刚上山时多负重
10 余斤。几步路后，山体突然陡峭起来，山崖上到处是悬
浮生长的荒草，很容易踩空，我们的脚经常不知道向着什么
地方去，只能用手来帮忙，有时两只手已经把东西抓住了但
是脚还没探到底，只能用身子慢慢贴着山壁滑下去。眼前不
时冒出一丛丛长满倒刺的植物，几度让我们更改“下滑”的
路线。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里，战士们仍然利用手中的
GPS向既定的工作点坐标靠近、再靠近。

天公也不作美，刚刚还透着阳光的头顶即刻转阴，阵阵
山雨不带一丝犹豫地袭来。战士们纹丝不动，依然井然有序
地刨土装样。看到我打起寒战的狼狈样，王力忍俊不禁地笑
道，就几片云，过去就好了⋯⋯就这样，直到完成了当天的
任务，此时我们已在山巅穿行了整整 7个小时。

迈着轻快的脚步，回家的黄金兵融入了晚霞之中。六万
大山留下了黄金兵们的青春和汗水，也留下了他们的自豪和
骄傲。 （李泱 张栋 洪远）

澳门凼仔军营，红黄相间的小洋
楼，见证了游子 MACAU 的百年沧桑，
冠如华盖的大榕树，讲述着“八一军徽”
与“白莲花”的生动故事。1999 年 12 月
20 日，澳门回归祖国母亲怀抱，人民解
放军进驻澳门履行防务。15 年来，驻澳
门部队听党指挥、爱国爱澳、苦练精兵、
严守法纪，圆满完成了以履行防务为中
心的各项任务，赢得澳门各界高度赞誉
和真诚认同。澳门这颗镶嵌在中国南海
之滨的璀璨宝石，也以祖国为强大后
盾，焕发出前所未有的迷人魅力。

一尘不染的“莲花卫士”

澳门，酒绿灯红的世界，不足 30
平方公里的地面上开设了娱乐博彩公
司千余家；5000 多张赌桌，煎熬着全
球游客的定力。驻澳部队氹仔营区被
周边的娱乐场“裹挟”，每当夜幕降
临，疯狂的霓虹灯令人炫目。

“在‘一国两制’条件下履行防
务，就是置身在多元思想文化的漩涡
里，诱惑腐蚀触手可及，撩拨着每一
名官兵的心。怎么办？就是理直气壮
讲好大道理，不断增强政治免疫力，
让官兵方向不迷失、信念不动摇！”驻
军政治委员马必强斩钉截铁地说。

15 年来，驻军党委坚持把思想政治
建设摆在首位，紧跟党的理论创新步
伐，深入抓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武装。结合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主席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专题学习，编写“10
个怎么看、10 个怎么办”4 类 50 多万字
辅导教材，采取“集中授课阐述基本道
理、现场互动回答热点问题、讨论辨析
弄清是非观念”的教育方式，扎实开展
理想信念和“驻澳精神”教育，广泛组织

“牢记强军目标、献身强军实践”主题教
育活动，对一些涉及意识形态领域的理

论问题，旗帜鲜明地讲“大道理”、明“大
是非”，引导官兵划清是非界限、强化政
治定力，始终让社会主义价值观主旋律
和强军正能量充满营区，确保官兵在复
杂政治生态和特殊环境中永葆本色。

心有“定盘星”，行就不迷航。驻军
物资采购供应站担负澳门、珠海两地营
区的保障任务。今年 3 月，澳门一个老
板从越南进口了一批沉香木，想转手内
地。他费尽心机找到物供站站长王尽
葆，“你帮忙运到珠海，利润五五分成如
何？”“有损国家利益和军队形象的事
情，我们不能干！”王站长断然拒绝。

15 年间，驻军官兵多次遇到别有用
心的人重金购买情报、要求进入营区

“避难”、邀请政治签名和挑衅哨兵等情
况，官兵都从容自信妥善处理，还涌现
了勇擒歹徒、被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马万
祺赋诗称赞的战士王准利、吴培、陈
伟斌，被网民誉为中国“最美保安”
的退伍战士龚波等一批先进典型。

马必强说，“作为国家主权的象
征 ， 驻 军 在 担 负 澳 门 特 区 防 务 的 同
时，也是向世人展示社会主义中国和
人民军队形象的窗口”。

围墙外，你“马照跑、彩照博”；营院
里，我“兵照练、枪照瞄”。驻澳 15 年，威
武文明的年轻官兵没有发生任何政治
性问题和损害国威军威的事，被澳门市
民称赞为一尘不染的“莲花卫士”。

不负重托的“定海神针”

“我是子弹，忠诚是我的生命，勇猛
是我的性格，出枪膛看谁敢嚣张。铁骨镇
守南疆，保我祖国安康，谁敢兴风作浪，
叫他就地灭亡⋯⋯”驻军官兵原创的歌
曲《我是子弹》，豪情激荡，直冲云霄。

澳门地处南海前哨、珠江咽喉，战
略位置一目了然。驻军司令员王文对记
者说，驻澳以来，着眼“宣示主权、维稳
制乱、抢险救灾、防卫作战”四项职责，
驻军不断拓展深化军事斗争准备，锻造
维护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定海神针”。

在澳门这个“弹丸之地”，“蜗居”在
大喊一声就会惊动四邻的营区，兵怎么
练？参谋长朱安平介绍说，驻军在积极
寻求拓展训练场地的基础上，突出实战
技能和单装整体作战效能训练，探索总
结出“澳内与澳外、室内与室外、在营与
跨营、分训与混训、自训与送训、实兵与
模拟”相结合的组训模式，建立起信息
化城区模拟对抗系统和实弹对抗训练
系统，利用模拟技术和信息技术破解了
训练场地不足的难题。

跃火障、过泥潭，特战队员交替掩
护通过“恐怖分子”设置的各种障碍，
分头控制街区外围有利地形。“‘恐怖
分子’挟持人质负隅顽抗，行动小组立
即展开营救和清剿！”随着指挥员一声
令下，两名狙击手“唰”的一声从直升
机滑降占领有利位置，4 名队员“嗖嗖”
攀上房顶，随即下滑钻窗、突入楼内，
枪声瞬间响起⋯⋯这是驻澳部队加强
特战排联合反恐行动演练正在珠海训
练场依次展开。

近年来，驻澳部队也逐步在澳内展
开野外训练，部队官兵素质更直接地展
现在澳门社会面前。每次在澳门路环
岛山上组织拉练，上百人全副武装的队
伍，拉练全程近 4 个小时，但所经道路
从无一片纸屑、一样垃圾遗落，向澳门
市 民 展 示 了 威 武 文 明 之 师 的 良 好 形
象。广大澳门市民目睹此景，都由衷赞
叹：“‘驻澳兵’很有素养，真是好样的！
有这样的军队守卫澳门，我们的生活更
加安心。”澳门特区保安司司长张国华
在立法会上发言表示，驻澳门部队是澳
门治安的坚强后盾。

“只有人人练成精兵，实现特战分
队精英化、步兵分队特战化、保障人员
战斗化的精兵目标，才能真正成为维护
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定海神针’，不负
祖国和人民的重托。”王文坚定地说。

15 年来，驻澳部队不断提升履行防
务能力，成功组织 9 次“濠江”实兵实弹
演习，13次接受总部、军区考核成绩均为
优秀，1024人次评为军以上训练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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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澳部队官兵正在站岗执勤。 邢 朝摄

郭峰：从“伙头军”到“铁甲尖兵”
张坤平 吴鸿宾

珠江口外，万山群岛，海防前线。
驻守在这里的珠海警备区某海防团一代
代官兵，扎根海岛，以岛为家，传承艰
苦奋斗精神，科学推进营区建设，曾经
的简陋房舍在官兵们手中正变成一座座
现代化的生态营区。今年，该团党委在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从解决官兵
实际困难和具体问题入手，在提高营房
设施人性化水平上下功夫，为战斗力落
地生根提供了有力保障。

金秋时节，桂山岛上。“嘟嘟嘟
⋯⋯”紧急集合哨骤然响起，团机关全
体官兵全副武装展开拉动。这是海防团
每月例行的紧急演练，然而这次的集结
时间比过去缩短了一半。

原来，今年年初，在海防团营区升
级改造计划会上，团党委一班人达成共
识：营区改建必须突出作战牵引，确保
营房布局便于战备、功能设施利于战
备。为进一步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团党
委特意改造了机关办公楼，拆除了影响
部队机动和安全的部分设施，将作战值
班室和战备物资库放在同一层楼，所有
战备物资“三分四定”井然有序；将库
房大门加宽加高，道路由 4 米加宽到 6
米，增大转弯半径；还调换了应急分队
驻防位置，部队快速处突反应时间大大
缩短。

海防团分散驻防在万山群岛上，官
兵家属上岛探亲本就困难，而士官家属

房又十分有限，逢年过节更是“人满为
患”，官兵家属不免有些怨言。今年，
在保障战备营建的基础上，团党委下决
心扩建改造了全团每个驻防营连的家属
房。在外伶仃岛海防营，记者看到，士官
公寓一室一厅一厨一卫的套间内，电视、
电话、床具、厨具、热水器、饮水机等生活
设施一应俱全。官兵们说，今年中秋，
20 多名来营区家属全部“拎包入住”新
公寓。这是团党委践行群众路线为官兵
办的大实事，凝聚了兵心，鼓舞了士气，
美丽的海岛就是我们的家。

“官兵们的家属任劳任怨支持丈夫
守海疆，不能让她们苦了日子又凉了
心，我们还要不断提升家属上岛探亲的

生活质量。”在万山群岛守防 20 多年的
团长杨振英所说的“质量”，是团队正
在打造的营院休闲区。

在部队扎营的桂山岛山顶上，依
山而建的凉亭和鱼塘清风送爽，雕塑
和石刻以激励斗志。几名军嫂正带着
孩子嬉戏玩耍，大石头上镌刻的一个
大大的“家”字，给官兵家属们指引
着回家的路。

团政治处主任郑威深有感触地说：
“官兵家属们把咱们的海岛当成了‘贴
心娘家’，支持丈夫、理解丈夫已经成
为家属们的共同行动，形成了家属支持
丈夫事业、干部稳心尽责奉献的良性互
动，促进团队建设不断跃上新台阶。”

美丽海岛我们的家
郑 威 邓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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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树、敬业树、精武树、成才树⋯⋯”11 月上旬，
我们冒着又一场不期而至的风雪，艰难地走近哨位海拔
4867 米、被世人称为“生命禁区”的武警青海总队昆仑山
隧道守护中队，映入眼帘的是 26棵挺立的“励志树”。

“每棵树的背后都饱含着一个感人的故事。”指导员武伟
安抚摸着一棵雪松感慨地说，这些树已成为中队教育官兵扎
根昆仑、建功立业的活教材。

中队常年担负青藏铁路守护任务，这是武警部队海拔最
高的哨位，空气含氧量仅有海平面的 60%，六月飞雪、狂
风暴雨夹杂冰雹，是这里诡谲气候的常态。在这里待久了，
40%的人会心肺扩大、关节肿大、心率过缓，被称为“生命
禁区”中的“禁区”。如何让青年官兵在这里扎下“信念之
根”？8 年前，中队组建之初，党支部颇费了一番脑筋。他们
决定让表现突出的官兵种下一棵“励志树”，既激励自己，
也鼓舞别人，让树成为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的“代言人”。

在一棵碗口粗的青杨树旁，武伟安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原中队长李正彪矢志爱警精武，在总队军事比武中多次夺
冠，总结出了高寒地适应性训练法，被表彰为“武警部队优
秀指挥警官”和“全军优秀指挥军官”，他亲手种下一棵

“精武树”。然而，不到一个月，树就死了。他从不气馁和抱
怨，在冻土层上反复试验，采取塑料包裹牛羊粪混合土、海
绵垫吸水防冻保温保水等办法，精心呵护树的成长。李正彪
在中队长位置上干了 4 年，终于在营区种活了这棵深扎他心
底的“精武树”。战士们感动地说：“中队长是用行动告诉我
们，精武强能要有百折不挠的信心！”

“瞧，这一棵棵‘励志树’长得多好啊！”武伟安满意地欣赏
着树，就像注视着中队的官兵，他如数家珍地介绍起来。

四级警士长、代理排长马全林，入伍时只有初中文化，
但他不畏昆仑缺氧记忆难，8 年坚持自学高中、大专、本科
课程，全部拿到了考试合格文凭，2013 年被武警部队评为

“优秀士官人才奖”，他在营区特意种下了一棵“成才树”；
现任中队长杨富祥，从海拔 4050 米的三岔河到 4574 米的沱
沱河，再到 4867 米的昆仑山，越待越高，8 年从未离开过
青藏铁路守护线，被官兵誉为“青春在云端打转”的队长，
他在营区种下了一棵“扎根树”⋯⋯

一棵树就是一个鲜活的榜样、一面飘扬的红旗。多年来，
该中队官兵无一人主动要求调离，部队累计排除铁路险情160
多起，确保了 8万多趟列车安全通过，中队连续 4年被评为“基
层建设先进中队”，连续5年被评为“正规化执勤一级单位”。

“孩子，昆仑山太艰苦，工资就 4000 多元，回家帮妈
经营生意吧!”今年老兵退伍前，士官文庚的母亲写信劝孩
子退伍回家，别在这里遭罪了。文庚饱含眼泪在电话中对母
亲说：“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空气，我真的舍不得离开隧道
和战友们。”他特意在营区种下了一棵“扎根树”。文庚的母
亲感动地说：“儿子长大了，长得像昆仑山的树一样，我尊
重他的选择！” （王金兵 齐明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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