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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穿军装也是一个兵

—
—记
﹃
全国先进工作者

﹄
邓道陆

本版编辑 许跃芝 董庆森

身高 1.72 米的何贤达，一张国字
脸，双目锐利似剑，声如洪钟、走路带
风。他的战场，遍布在仗剑出征的万里
天疆；他的履历，记录在神剑问天的弹
道彩虹。在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的
第二炮兵某旅“导弹发射先锋营”，何贤
达处处演绎一名导弹精兵的人生突击。

1997 年底，何贤达当兵入伍，新兵
下连分到炊事班，但他却一直梦想着

“打导弹”。
白天烟熏火燎，一有空闲就用柴火

当模拟器材，摆开“战场”练操作；夜里
挑灯苦读，把厚厚一摞专业教材悉数翻
遍，嚼碎了装进肚里。半年后，全旅导弹
专业大考，“火头军”何贤达名列前三，
如愿以偿当上导弹转载号手。寒来暑
往，苦练精训，何贤达练就“一吊准”的
绝技，官兵佩服不已，“那吊臂就像从他
身上长出来的一样。”

1999 年，凭着“第一吊”的本领，何
贤达参加建国 50 周年国庆首都阅兵，
用 100 余次转载导弹无一差错的优异
成绩，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2002
年，他刻苦钻研，担任了当时全部由高
学历干部担任的某型号导弹发射“1 号

手”；2012 年，他苦学精练，通过严格的
资格认证考核，成为第二炮兵首批士官
发射指挥长。

这些年来，他 2 次为党和国家领导
人操作汇报演示，100 多名将军来旅视
察，都要到班里和他“唠唠”。

在官兵眼中，何贤达就是一名“打
仗达人”：28 次执行重大任务，8 次发射
导弹，13 次比武夺冠，5 次立功，被第二
炮兵树为“好班长标兵”、“第二炮兵十
大砺剑尖兵”，被评为“全军爱军精武
标兵”⋯⋯

当兵 18 年，班长干了 15 年，何贤达
说，互联网让时代变了、世界变了，战士
也变了，作为“兵头将尾”的带兵人，不
仅要带领战士抢占“导弹阵地”，更得带
着大家坚守“思想阵地”。他播“阳光”、

去“阴霾”，让战士的思想阵地处处充满
正能量，升华为仗剑出征的虎气、豪气、
锐气。

当班长之初，何贤达“立身为旗”，
很有号召力，他回想当年，至今一脸自
豪：“大喊一声跟我上，刀山火海都没人
含糊。”

然而，随着“80 后”“90 后”战士走
进军营，这一“绝招”有时却不好使了，
让何贤达陷入沉思：新形势下，如何带
领战士跟我上？怎样才能把战士拧成一
股绳？

思前想后，他逐渐明白：“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是咱们的传家宝，但不能
通过刻意“比苦”来激励士气，更不能人
为“造苦”来对待战士，传承精神实质最
重要。观念一变，方法就变，凝聚力更强

了，一班仍然一路领跑。
何贤达画了张“作战图”，根据每名

战士特点“因材施教”，推行高中级士
官、初级士官、义务兵层级管理，层层有
责任，人人有人帮，把一班锻造成为锋
利无比的尖刀。

基层琐事多，何贤达却始终抓住
“打仗”的事不松手，新老结对帮扶、常
开“诸葛亮会”、倡导“效率制胜”，一班
在各种比武中次次名列前茅。

良匠无弃木，好班不挑兵。何贤达
常说，一班是座“淬火炉”，进来都得变
成钢。近年来，何贤达带领一班 18 次夺
得军事技术比武 冠 军 ，9 次 名 列 全 旅
发 射 单 元 榜首，2 次荣立集体三等功，
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

文/李永飞 薛 凌

第二炮兵首批士官发射指挥长何贤达

刻苦练，锻造一把锋利的尖刀

维 和 一 线 的 坚 强 堡 垒
——沈阳军区赴马里维和部队加强党建工作纪事

本报记者 姜天骄 通讯员 杜善国

国际维和、出国援建、亚丁湾

护航、搜寻失联客机、非洲抗击埃

博拉⋯⋯随着我军参与国际事务的

职能使命不断拓展，境外执行任务

又面临人员分散、环境恶劣、任务繁

重甚至流血牺牲，如何在特殊环境中

增强部队凝聚力，充分发挥党组织战

斗堡垒作用，成为军队党建工作面

临的新课题。

沈阳军区赴马里维和部队在执行

任务期间，因地制宜创新党建工作方

法，凝聚起部队官兵战胜艰难险阻的

精神力量，开创了我军维和史上“首

次为外军提供全域防卫”、“首次成立

空中医疗救护队”等9项先河，受到

联合国赞誉——
上图 警卫分队在突发事件现场向上级报告事态进展。

下图 警卫分队在奔赴任务区执勤路上。 金 果摄

如何让中国首批援助

利比里亚医疗队队员们吃

得更好、吃得更舒心，这是

52 岁的医疗队后勤保障组

司务长邓道陆每天琢磨的

事情。由于当地食材有限，

仅有土豆、白菜、洋葱等不

多的食材，邓道陆和炊事班

战士们一起想办法，从国内

买回干辣椒，让占医疗队多

数的重庆籍队员解了馋。

作为一名转业军人，邓

道陆虽然没有穿军装，但他

的心一直和战士们紧紧连

在一起

武警水电二总队承建的贵州董箐电站，近日荣获安装工

程优质奖。国家重点工程董箐电站是“西电东送”第二批重点

电源建设项目之一，工程总投资约 60 亿元，电站以发电为主，

兼有通航、防洪、供水、养殖和改善生态环境等综合效益，总装

机容量为 88 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为 31 亿千瓦时。武警水电

二总队承担了电站四台机组的安装施工任务。

徐迎华摄

当地时间晚上 8 点，在中国
首批援助利比里亚医疗队营地，
忙碌了一天的医疗队员们已经吃
过晚饭，但炊事班却还没收工。

“ 明 天 可 以 做 个 水 煮 肉
片 ”、“ 炒 土 豆 的 时 候 放 点 醋
吧”⋯⋯52 岁的医疗队后勤保
障组司务长邓道陆正与炊事班的
战士们讨论明天的菜品，希望能
做出一点新花样。由于当地食材
有限，最常见的就是土豆、白
菜、洋葱，肉类只有腊肉、猪肉
罐头等，而医疗队员大部分都是
重庆人，喜欢吃辣，炊事班就从
重庆“扛”了 100 斤干辣椒来，
自制油辣子，让队员们解馋。

“那时候，全队一天就得消
耗 100 斤米、50 斤面粉，每人
一天半斤肉、一斤半蔬菜、两瓶
矿泉水，这些都得从国内采购齐
了。你算算，得多少东西？”邓
道陆说，柴米油盐直接关系到医
疗队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他半点
都不敢马虎。

老邓是第三军医大学的一名
职工。“1980 年 11 月入伍当兵，1988 年 12 月转业为军队职
工，我始终都在第三军医大学，30 多年始终围着大厨房的
锅碗瓢盆打转。”2005 年饮食保障社会化改革后，他负责的
食堂成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单位，但他却一直把“服务
师生健康、保障卫勤任务”放在第一位，主动跟进部队需
要，优质的服务得到广大教职员工的普遍好评。他连续 12
年承担学校军事医学卫勤综合演练伴随保障任务，特别是在
汶川和玉树抗震救灾任务中，他 2 次带饮食保障组跟随医疗
队深入震中重灾区，实施全程保障，赢得了震区群众和医疗
队员的高度赞扬。

“不管穿没穿军装，我都始终按‘兵’的标准要求自
己，因为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支队伍。”邓道陆骄傲地说。
2008 年 5 月 12 日，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发生后，邓道陆
主动请缨，在短短 3 个小时内完成饮食保障准备，随同三医
大抗震救灾医疗队奔赴灾区。“在交通中断的情况下，我们
保障组 6 个人每人扛着 40 多斤重的食品物资，步行进入重
灾区映秀。”见到老邓背着大锅来了，医疗队领导急切地
问：“老邓，今晚能有热饭吃吗？”“没问题！”老邓回答得很
干脆。来不及歇口气，他就带着战友在废墟中找来砖头、石
块垒灶，做了两大锅热饭。当饥肠辘辘的医疗队员和灾区群
众端上热气腾腾的饭菜时，大家都说这是世上最可口的美味
佳肴。

玉树抗震救灾，海拔 4200 米的高原，邓道陆出现严重
的高原反应，喘不过气，喝不进水，吃不下东西，可他硬是
每天坚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想方设法筹措食品，有效保障
了 56人的医疗队和大批灾区群众的饮食需要。

在赴利比里亚执行抗击埃博拉疫情任务期间，邓道陆克
服高温高湿和传染病风险等困难，带领行政后勤保障组手提
肩扛，在不到 2 天时间内，安装调试搬运完成近 10 吨、上
千台件后勤物资及装具。“我记得最重的是那 2 台灶，一台
好几百斤。没有任何搬运工具，全靠我和小伙子们用肩膀抬
到食堂。”

在食品物资极其短缺的情况下，邓道陆这个“老兵”，
带领着一群“90 后”的后勤战士，保证了 164 名医疗队员
的饮食，同时还主动承担了为埃博拉病患送饭送水任务。

“每天顶着 30 多摄氏度的高温，炊事班在简易板房里整日跟
火打交道，每做一顿饭汗水就像淋浴一样，不到两天全身就
长满痱子。但同志们一声不吭，照样超负荷运转。”

2015 年 4 月 28 日，邓道陆被党中央、国务院表彰为
“全国先进工作者”。 文/李燕燕 胡红升

在武警安徽省总队来安县中队副
中队长余峰的抽屉里，珍藏着一颗撬掉
底火的子弹。这是他第一次打靶卡壳
的那颗子弹。余峰说，留着它，就是要
警醒自己任何时候都不要“卡壳”，在关
键时刻像子弹一样呼啸出膛。

2010 年，余峰参加上海世博会安
保任务。一天傍晚，一男子持刀疯狂追
杀一女子。正在附近巡逻的余峰见状
飞奔上前，面对歹徒迎面劈来的砍刀，
一个轻盈的移步避开刀锋，顺势一招

“挟臂夺刀”将其拿下，动作干脆利落。

现场掌声如潮，不少外国友人也纷纷向
余峰竖起大拇指。

2013 年 10 月 23 日，湖北一名歹
徒残忍杀害炸药保管员，抢得炸药雷
管制成炸弹捆绑在身上，窜至安徽省
来安县半塔镇北涧村，欲与其前女友
一家同归于尽。余峰带领应急班前往
处置。

隔着虚掩的房门，余峰与丧心病狂
的歹徒距离不足３米。瞅准时机，他果
断出手，一个箭步跃至对方身后，左手
钢箍一般锁住歹徒喉咙，右手铁钳一样

钳住歹徒右臂⋯⋯“守护百姓平安是自
己义不容辞的职责，不论面对什么危
险，都要勇往直前。”余峰说。

训练场上熟识余峰的人，都喊他
“余疯子”。当兵第二年，余峰在一次训
练中意外摔伤胳膊，班长让他休息，他
却说：“胳膊伤了，腰腿还能练。”别人
做 俯 卧 撑 ，他 就 在 旁 边 练 深 蹲 起 立
⋯⋯年底支队组织军事大比武，余峰
名列第三，是唯一进入龙虎榜前 10 名
的义务兵。

余 峰 在 同 年 兵 里 第 一 个 当 上 班

长。他明白，好班长不光要自身素质过
硬，还应带领全班都过硬。

来安县中队营区小，训练场地受
限。余峰因地制宜，发明出一套钻窗
户、跳花坛、爬树等项目的“一条龙”体
能训练法，使官兵乐训不疲。他在班里
搞实验，自制手靶脚靶，让战士人手一
靶围成圈，每名战士轮流站到圈中间对
着相应靶形“拳打脚踢”。结果，他们班
擒敌技术考核获得支队第一名，这套训
练法还被支队推广。

一次训练，三班长朱伟讲解“掀腿
压颈”动作，余峰主动给他当配练，这
个动作原本应是配练起右脚横踢，孰
料，余峰却起左腿横踢，若不是他及时
收脚，朱伟左脸势必结结实实挨上一
脚。余峰说，我们要以变制变，当“智能
战士”。

支队参谋长韦伟说，余峰就是这样
一个时刻想着带兵打仗、练兵打仗的铁

“教头”。 文/刘仕琪

红色文化构筑精神高地

维和部队抵达任务区加奥之时，马
里时局动荡、基础设施瘫痪、通讯联络
不畅、恐怖袭击频发，官兵们精神压力
较大。如何让国内的“好声音”传播正
能量，让维和官兵在异国他乡找到精神
依靠，临时指挥部党委从“微平台”找
到了突破口。“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两会亮点解读”、“军事名家的甲
午殇思”⋯⋯一条快速通道，在祖国与
维和营地间架了起来，迅速组成了党员
管理教育的“红色微信群”。

很快，各个任务分队联“群”成
“网”，别开生面的“红色微信”在维和
部队遍地开花，产生了非凡效应。临时
党委因势利导，组织官兵创制红色博
文、红色漫画，群发到党员干部的手机
里，成为大家心系祖国的情感寄托、精
神归宿。

战士黎德柱在他的维和日记中写
道：“西非虽远，我们并不孤单，感觉
祖国就在身边，任何困难我们都不怕！”

心中装满对党忠诚的信念，才能在

艰巨的维和任务面前不畏惧、不退缩、
不懈怠。各分队党委注重用“红色文
化”滋养“红色信仰”，他们把“听党
指挥”四个大字刻在墙上，将战斗标语
口号悬挂在树上；借助营区地势修建了
党建长廊，定期编印“战地快报”，组
织展播“红色影片”，唱响“红色歌
曲”；元旦、春节，组织官兵写春联、
猜灯谜，把对祖国和亲人的思念化作听
党指挥、为国争光的战斗意志。

维和部队每天少则分成十五六个
组，多则二十七八个，在方圆 100 平方
公里的任务区，点多线长，人员分散，
临时党委按照工作性质相近、隶属关系
相同的原则，对党员进行动态编组，确
保执行任务时 3 人以上有党员、7 人以
上有党小组，人人在组织中，组织在人
人 心 中 ； 通 过 党 员 思 想 汇 报 “7 个
讲”，批评与自我批评“10 个看”等方
式，引导党员不断提高发现自身问题、
分辨是非能力。

为提高动中和散中抓建质量，他们
运用“每天在一起的人开碰头会，互相
通报情况；不在位的电话和短信沟通，
随时解决影响党员思想稳定的问题”等
工作方法，做到“难题不出党支部，小

事不出党小组”，使党建工作随时到达
维和任务的每一个角落。

身处异乡，遭遇挫折打击时，最渴
望得到组织的关怀。医疗分队战士李凡
耿得知父亲病危，家中难以承担巨额医
疗费，这让平时外向阳光的小伙子情绪
跌入低谷。分队党委了解情况后，立即
上报上级党委为其父申请大病统筹基
金，发动医务人员介绍知名专家。

组织和领导的关爱，让李凡耿大大
增强了战胜困难的决心。他在执行任务
期间加倍努力，连续 5 个月荣登“维和
尖兵”光荣榜。

战斗堡垒坚守维和一线

面向尼日尔河，背依撒哈拉沙漠的
加奥古城，风景美不胜收。然而，贫困
与战乱，使这里成为维和任务区中武装
派别斗争激烈、恐怖袭击频繁、人员伤
亡严重的地区。一年多来，60 多次火
箭弹袭击，50 多次自杀式爆炸或路边
炸弹袭击，6 次武装交火、3 次劫持，3
次社会骚乱⋯⋯把这里变成人间地狱。

从到达任务区第一天起，临时党委

就广泛开展“党员先锋岗、党员示范
组、党员突击队”挂牌上岗活动，采取
誓师动员、战旗上签字、党员突击队佩
戴标志等方式；树立“官兵信服、党员
敬佩、组织信赖”的党员典型，形成

“周边有先进，身边有榜样”的良好氛
围，激励党员在急难险重任务中担重
任、打头阵。

在临时党委的坚强领导下，警卫分
队官兵面对大规模暴力游行、自杀式汽
车炸弹袭击等突发事件，最近一发火箭
炮弹爆炸点距哨位仅 200 米的险情，没
有一个人退缩；工兵分队官兵每天在近
50 摄氏度高温环境下超负荷工作 16 个
小时，人人都出现过严重的不适，最多
一 天 高 烧 人 数 达 37 人 ， 始 终 坚 守 岗
位；携带艾滋病、肝炎等病毒的患者对
医疗分队官兵的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
胁，但他们坚守人道主义精神高地，倾
心为当地患者治病，被誉为“联合国马
里维和特派团二级医院典范”、“维和军
人的钢铁卫士”。

去年 4 月，工兵分队在距离一支反
政府武装不到 1000 米的营地施工，26
天里 6 次遭遇袭击、示威游行和武装冲
突，但官兵们不惧艰险，昼夜施工，在
最短时间为多国维和部队构设起坚固的
防御设施。尼日尔维和部队致信“联马
团”，赞扬中国军人的出色表现。

马里基达尔危机爆发后，冲突袭击
升到最高级别。医疗分队由 13 名党员
干部带领的我军维和部队首支空中医疗
救援队，往返飞行近 7 万公里，创造 24
小时内连续 5 次起降、3 次更换旋转翼
和固定翼的纪录，多人在超强噪音中出
现耳膜穿孔⋯⋯深入交战冲突极其危险
的地区转运 35 名重伤员，受到国际社
会广泛赞誉。

去年 5 月 19 日，不断恶化的安全
形势造成恐慌，加奥市爆发大规模暴力
游行示威。民众点燃汽车轮胎，手持棍
棒、砍刀等冲击“联马团”东部战区司
令部。临时党委闻讯后，立即组成“党
员突击队”，冒着生命危险，冲上一线
积极斡旋。警卫分队战士王长军面对暴
雨般倾泻而来的石块，坚守岗位，他的
头盔和防弹衣被砸得砰砰作响，颈部被
砸破血流不止，身上多处受伤，仍坚持
到危机化解。临时党委专门为他报请上
级记二等功。

执行马里维和任务期间，共有 47
名官兵光荣入党；临时党委组织部队出
色完成了 130余项重大行动任务。

武警安徽省来安县中队副中队长余峰

关键时，像子弹一样呼啸出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