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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心铁血写忠诚丹心铁血写忠诚丹心铁血写忠诚
威风凛凛、英姿飒爽，踢

着正步威武雄壮地走过天安
门，接受国家领导人和全国人
民检阅时，是何等的自豪与光
荣。而这份满腔热血的荣耀，
李喆却两度拥有。

2015年、2019年，他曾两
次参加大阅兵，同战友们组成
武警方队，豪迈昂扬地走过天
安门广场。说起当时参加阅兵
的岁月，李喆的激动和自豪溢
于言表。

今年 30 岁的李喆是肃宁
人，19岁中专毕业后，选择了
参军，现为武警北京总队某支
队二级上士班长，先后荣立个
人三等功 1次、嘉奖等各类奖
励20余次。

在他 11年的从军生涯中，
两次参加阅兵是他终身的荣
耀。2012年，新兵连时，因各
项训练指标、各项业务都很突
出，李喆成为连队的训练标
兵。2015年，他被选去集训，
参加大阅兵。这是多少军人的
梦想啊！激动之余，李喆和战
友们铆足了劲，刻苦训练。
2015 年 9 月 3 日阅兵仪式上，
当他和武警方队的战友们雄赳
赳气昂昂地走过天安门时，他
真正体会到了作为一名中国军
人的荣耀。

2019年，新中国 70华诞，

李喆再一次度过了将近 9个月
的封闭训练。每天十几个小时
的高强度训练，艰苦枯燥，脸
上的皮不知蜕了多少层，汗水
不知多少次湿透了军装，每天
被汗水浸泡的双脚，常常浮肿
变白。在长时间的选拔淘汰
中，李喆以过硬的本领和坚强
的意志走到了最后。2019年10
月 1日，李喆和战友们赴天安
门接受检阅。

为此，他已经 5个月没有
跟家人好好打个电话、听听父
母妻子的声音了。阅兵仪式结
束当天，他拿起电话给家中报
平安时，妻子已经进入了产
房。为了让丈夫安心处理阅兵
之后事宜，一家人没有告知
他。等到第二天女儿出生，他
才知道一个小生命在他阅兵的
同一时刻诞生了。接连而来的
激动让李喆喜极而泣。

在每年的全国两会任务名
单中，都能看到李喆的名字。
2022 年冬奥会、冬残奥会期
间，他和战友们通常是每天奋
战十几个小时，连轴转了两个
多月，担负起首都北京重点区
域的武装巡逻任务。

岁月无迹，青春有痕。李
喆将无愧青春热血，在从军
的路上继续斗志昂扬、保家
卫国。

从军 13 年，他先后在战斗班、后
勤班和执勤班中摔打锤炼。在战斗班，
他多次组织手榴弹实投训练，累计
3000 余人参与，有效保证安全稳定无
事故；在后勤班，他是中队的顶级大
厨，伙食保障水平得到领导和战友们的
一致认可；在执勤班，除了日常执勤训
练外，他还担负起中队各项维修工作，
被同志们亲切地称为“中队里的‘厉害
人’”。

今年 33 岁的徐志强是河南商丘
人，现任武警沧州支队某班班长。先后
荣获个人三等功 2次、“四有”优秀士
兵 5次、嘉奖 8次；2018年参加总队教
练员集训，获得“总队优秀教练员”；
2020、2021、2023年参加支队军人运动
会，分别获得手榴弹投掷第二名、手榴
弹投掷第一名和负重组合第二名的好成
绩。

之所以被称作“厉害人”，在中队
有这么好的声望，徐志强说，这是对自

己严格要求、对战友以德相待的结果。
从军 13 年，他工作干劲始终旺盛十
足。任班长以来，更是不断带领班级建
设向上向好发展。为提高工作能力，他
始终坚持“三个学”，即向书本学、向
实践学、向战友学，努力学习科学文化
知识和业务操作技能，并大胆实践，积
极作为，逐渐成为执勤岗位上的明白人
和实干家。同时，战友们又都把他当作
是老大哥和贴心人，因为他所做的一切
都没有私心。部队是个大熔炉，很多所
谓的“刺头兵”，都在徐志强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的谈心交流下，变得越来
越踏实安稳。

2019年，中队组织营房翻新改造，
他一个人承揽了中队水、电等设备的维
修保养。每次正常操课完毕后，他都会
第一时间投入到维修工作中。无论刮风
还是下雨，黄昏还是黎明，中队到处可
见他专心忙碌的身影。

“努力用在平时，工作从一点一滴中

做起。”这是徐志强经常说的话。在担
任中队值班员时，他严格按照条令条例
和规章制度办事，抓好中队日常管理；
在担负教练员时，从备战打仗的核心职
能出发，按纲组训，提高部队执行多样
化任务的能力。他利用每天晚上的点名
时间，对中队一天中存在的问题讲评到
班、具体到人，针对一日生活制度落实
情况、内务卫生和言谈举止等问题常抓
不懈，使中队养成良好的作风习惯。他
关心班内战士的个人发展成长进步，尽
自己所能帮助大家解决实际困难。他舍
小家顾大家。2016 年结婚时，正值总
队首长检查，他担任重难点科目的演示
任务，匆匆举办完婚礼，就赶回了部
队。他与妻子经历 8年爱情长跑，现在
结婚 8年，有一个 5岁的女儿，可这些
年陪伴家人的时间，加在一起还不足一
年。

在日常工作中，他是带头实干能力
强的班长；在急难任务前，他更是冲锋

一线不怕死的战士。2011年大浪淀抢险
救援时，徐志强新兵下连刚3天。由于水
位太高，堤坝随时都有决堤的危险。为
不给堤坝增加压力，50多辆满载防汛沙
袋的大卡车，只能在坝前驻足。指挥员
一声令下，徐志强和战友们即用他们坚
实的臂膀，将几百吨重的防汛沙袋一袋
袋扛了上去。那一次，他们的肩膀、后
背被磨出了血，汗水混着泥沙洇红了军
装。

在国富市场的那场大火里，他和战
友们受令封堵所有进口，不让心急的商
户们进入内部、再次涉险，保障了人民
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一次，他们几
天几夜没有合眼，累得困倒在归途的车
上。

风雨中，历练人生；拼搏中，历练
坚韧。晨曦中，一声哨响，徐志强又带
领战士们开启了新一天的执勤训练，以
自己的一腔热血，奉献青春，保家卫
国。

徐志强徐志强：：中队里的中队里的““厉害人厉害人””

在王冲的收藏箱里，有一枚银质荣
誉奖章，这是属于空军飞行人员的一份
沉甸甸的荣誉——它意味着 37岁的王冲
已经安全飞行了2000个小时。

高三那年，王冲报名招飞。初检
时，学校去了7个人，只有他一个人通过
了筛查。那时，他听说全国有几十万人
报名，几万人通过初检。大体检时，他
去石家庄参加了为期一周的考核。那一
年，全国最终1万多人通过，他是其中一
个。

2004年入伍后，他先后荣立二等功1

次、三等功2次、嘉奖5次，两次被评为
“优秀学员”；还被评为“优秀个人”、
“四有”优秀军官。

多年来，他始终有一份强烈的使命
感和责任感，不断提升自身专业能力，
解决实际问题，当好飞行的“领头
雁”。

王冲把心思和精力主要用在作战训
练、学习研究上，坚持从难从严训练，
潜心钻研飞行技术，多次代表团队参加
各类比武竞赛和考核，在任务平台中锤
炼提升本领。

2019年，王冲担任大队长，注重学
习研究和体会交流，与大队人员一起分
析研究装备使用，加强课题攻关和新战
法的探索运用，并努力转变为实战能
力。对风险性大、难度大的课目，他积
极争取带头飞，主动为同志们积累经
验、创造条件。

作为一名优秀的飞行人员，他经
常利用业余时间和休息日研究业务。
面对大量的外文资料，他一个词一个
词地查，一句一句地反复推敲，撰写
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每次训练飞行结

束后，他一遍一遍看视频，一帧一帧
判飞参，找差距，总结得失，提升训
练水平。

在这种精益求精的追求下，改装训
练任务高质量顺利完成，王冲为部队战
斗力提升作出了巨大贡献。

“当兵就是要奉献，我从第一天穿上
这身军装，就明白了军人的责任和含
义。”他对飞行事业的执着进取，对部队
工作的无限热爱，无时无刻不在鼓舞着
大队飞行人员，用实际行动践行“忠
诚、无畏、精飞”的神圣誓言。

王王 冲冲：：当好飞行当好飞行““领头雁领头雁””

又是一个夜晚，北疆的月光一泻千
里。望着巍巍昆仑山，张华太的思绪又
一次回到了8年前。

8年前，张华太告别初恋女友，从盐
山来到了祖国边疆，圆梦入伍。8年后，
他已是新疆某部队副分队长，成了喀喇
昆仑山上的一位老兵。其间的故事感人
至深。

说起与新疆的缘分，28 岁的张华
太讲起了一位“老兵的期许”。这位老
兵就是他的岳父。8年前，刚上大一的
张华太选择了勇赴边疆。这样巨大的勇
气，除了梦想的力量，最重要的还是来
自女朋友父亲的支持与鼓励。未来的岳
父是一位老兵，也曾坚守在祖国的边
疆。

初来新疆，张华太看着荒芜的戈壁
滩、遍地的骆驼刺，还有一群群黝黑的

乌鸦，又听班长说，后面还要上高原，
条件更为艰苦。他不自觉地想起了女友
的浪漫、家里的温馨。张华太心里打起
了问号，这样的选择真的值得吗？

上高原那天，家里给张华太订婚，
双方父母、亲戚朋友都到齐了，唯独他
不在。“孩子，安稳的人生固然静好，但
是也平淡，你不觉得少了点什么吗？去
吧，到 25年前我修过的神仙湾哨所上看
看，不要怕！”手机视频中，准岳父眼含
期许地对他说。

初上高原，张华太面色苍白，头疼
欲裂，水米不进。“孩子，你看看我当年
比赛吃饭的视频，这个黑板上写着我的
名字，我头上还扎着背包绳，没什么大
不了的，挺一挺就过去了！”张华太拿起
手机，看着准岳父发来的纪录片，那是
25年前的珍贵视频。视频中，准岳父将

满满一大碗炒米饭填进胃里。碗刚放
下，转身又跑向垃圾桶。就这样，反复
几天，他终于适应了。

张华太走出连队，面对高耸入云的
哨所，心里想：您能做到的，我一样可
以！

后来，在准岳父的鼓励下，张华太
以超出提档线 60 多分的成绩考入了军
校。4年后，他又回到了新疆这个军旅梦
开始的地方，被分配到号称“戈壁明
珠”的军垦石城。

再上昆仑，他自诩“老高原”，顺利
成为了排里的“大哥”。看着排里的兄
弟，有的头疼，有的吃不下饭，个别的
还手足冻裂，他看在眼里，疼在心上，
尽自己所能去照顾他们：讲笑话，放电
影……

2022年，组织拟选他备战一个全军

性的比赛。“两年没回家了，婚期也定好
了……”起初张华太并不想去，于是他
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准岳父，希望征求他
的意见。

“组织指哪打哪，必须积极参加，婚
期可以推迟！”出人意料的是，准岳父给
了他百分百的支持。

于是他全身心地投入了集训，历经
层层严格选拔和 60 多个日夜的通宵达
旦，集训的人数也从100多人骤减到了十
几人。张华太成功晋级，站在了决赛的
考场上。一个月后，成绩出来了，张华
太拿到了全军第8名的好成绩，荣立二等
功。

今年春节前，张华太和女友步入了
婚姻的殿堂，全家的支持给予他更多力
量，在坚守边疆、保家卫国的道路上，
他会坚定地走下去。

张华太张华太：：昆仑山上一昆仑山上一““老兵老兵””

在泊头市，有这样一户“光荣之
家”，一家两代三人从军报国。王勇是

“光荣之家”的第三位，2005 年入伍，
投身国防事业，奉献了青春和热血。

王勇的父亲当过6年兵，退伍后结婚
生子。从此，这个家庭就与军营结下了
不解之缘。王勇还有一个姐姐，从小姐
弟俩就喜欢听父亲讲述军旅故事。耳濡
目染，他们十分向往军营。姐姐从河北
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没有选择优渥
的工作，而是进入军械工程学院，成为
一名军校教员。

从军的种子在王勇的心里深深扎
根，姐姐一步步实现理想的故事，也深
深影响着王勇。调皮的男孩慢慢地沉下
心来，扎进学习里，奋发图强，通过自
己的努力，考上了一所地方大学。大学
毕业后，特招入伍，开始书写属于他的
军旅人生。

从1971年到2005年，王勇一家两代
先后接力从军。一身戎装，承载了这个
家庭的执着，也默默传递着生生不息的
报国情怀。

王勇现为某部队上校工程师，平日

里，他紧扣实战化要求、紧盯实战化目
标，参加过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国庆安保
等重大演训任务，不但圆满完成了上级
赋予的各项任务，还探索研究提升航空
装备效能检测及相关工作流程，发掘出
一系列实用规律方法。

“他勤于学习、善于总结，经常带领
我们研究新装备，从陌生到熟悉，掌握
新技能，令我们十分敬佩！”王勇的战友
说。

作为队长，王勇钻研保障工作，
撰写的个人学习笔记就有 10 多本，还

写出了 10 多篇有关文章。在 《某型飞
机故障研究》 刊物发表 1 篇，在 《军
事飞行研究》 刊物中发表 3 篇。他积
累总结出大量的维护保障经验，有效
提升了当下两型新机通导、雷达、电
子战 3 个专业领域的技术理论建设水
平，先后荣立二等功 1 次、三等功 3
次，基层优秀干部 3次，“四有”军官
1次、嘉奖 7次。

对于儿女们的选择与成长，王勇的
父母感到十分欣慰，鼓励他们继续践行
发扬军人的优秀品质与优良作风。

王王 勇勇：：一家两代三人从军一家两代三人从军

李李 ：：
两次参加大阅兵两次参加大阅兵

仲夏时节，北京某学院
迎来了新的一批陆航学员。

“热烈欢迎 2023 期陆航飞行
学员回家……”在门前迎接
他们的是大队长王超，这是
他即将培养的第二批陆航学
员。

王超是吴桥县铁城镇人，
2000 年，以过硬的身体素质
和 优 异 的 学 习 成 绩 招 飞 入
伍。2004 年，从军校毕业后
被分配至陆军某团担任直升
机飞行员，期间多次完成反
恐演习、抢险救灾、护林防
火、飞船回收等任务。因工
作能力突出，于 2012 年被抽
调担任总部和军队院校机关
参谋，先后参与筹划组织重
大演习、国庆阅兵、改革试
点等重大任务，现任陆军某
学院大队长。他掌握多机型
技战术能力，累计安全飞行
3000 余小时，荣立个人二等
功 1次、三等功 4次，获嘉奖
6 次，多次被评为优秀学员、
优秀飞行教员、优秀参谋等。

“常思祖辈精神，传承红
色基因”是王超不变的初心。
他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祖父
兄弟二人都是革命军人，特别
是大祖父在淮海战役中壮烈牺
牲。从小，王超就埋下了一颗
好男儿要当兵的红色火种。长
大后，祖国的召唤和儿时的梦
想让他热血沸腾，高三那年，
他毅然决定报名招飞。经过一
轮轮严格残酷的筛选淘汰，他
脱颖而出，如愿成为一名飞行
学员。刚入校时，王超成绩并
不拔尖，学习和体能带来的双
重压力，转化成前进的无限动
力。在集体组织的体能训练
外，他自己加压加码，不仅每
天跑一个 5公里，还要多冲一
个 400米；每天晚上的自习室
里，他总是最后离开，不仅要
把一天所学消化吃透，更要背
得滚瓜烂熟……凭借着这股不
服输的韧劲，王超毕业时，成
绩名列前茅，被组织分配到北
京某陆航部队工作。

“刀在石上磨，人在事上
练”是王超走上工作岗位后
的生动写照。他沉下心、静

下气，找准自身定位，补齐
能力短板，在一次次的任务
历 练 中 ， 很 快 就 从 “ 跟 着
干 ” 的 机 组 成 员 ， 成 长 为

“扛大旗”的领头雁。首次参
加联合反恐演练就受到军委
总部首长表扬肯定；连续近
10 年听令参加大、小兴安岭
森林防火护林任务，航迹遍
布 东 北 三 省 。 特 别 是 2009
年 ， 伊 春 发 生 草 甸 森 林 火
灾，火场面积超 6000 公顷。
面对火场温度高、风力大、
地形复杂等诸多不利于直升
机救火的困难因素，作为任
务机组飞行人员，他凭借过
硬技术，不畏艰险、沉着处
置 ， 圆 满 完 成 森 林 灭 火 任
务，贡献突出。

因能力素质过硬和工作经
验丰富，2012年总部机关选调
王超担任机关参谋；2015年，
为满足陆军新型作战力量人才
培养需求，他又被调至陆军某
学院从事飞行人才培养管理工
作。

“善于学习钻研，敢于突
破创新”是对王超走上管理
岗位的真实评价。他多次参
加全军业务培训，不断学习
提高工作能力，快速实现角
色转变。在 2019 年，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国庆阅兵和 20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飞
行庆祝表演活动中，圆满完
成了陆航空中梯队阅兵组织
指挥工作，受到阅兵指挥部
的高度肯定。在学院机关工
作期间，他聚焦陆军新型作
战力量飞行人才培养需求，
创新组织联教联训、直升机
实弹射击及各类实战化训练
活动，为军队院校实战化改
革作出了贡献；任大队主官
以来，积极探索创新学员培
养体系，最大限度提高学员
培养质量，真正把学员大队
带成为战抓教、向战转型的
战斗队。

20 余载的军旅生涯，见
证着王超从出色驾驭到细心
培养“战鹰”的不断突破，
更彰显着他对强军事业的无
限忠诚和热爱。

王王 超超：：
从驾驭到培育从驾驭到培育““战鹰战鹰””

本报记者 齐斐斐 寇洪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