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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

近日，记者跟随采访团来到中国海军海南舰采访，这艘

两栖攻击舰有着近 20层楼高的壮观气派。刚刚顺着舷梯走

入巨大的坞舱，一位浓眉大眼、皮肤黝黑、笑容阳光的上校

军官就迎了上来。

军官名叫张美玉，海南舰第二任舰长，他是来自大山的

苗族汉子，也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这些年来，他先后担任

国产新型护卫舰、驱逐舰、两栖攻击舰的指挥军官。近日，

他被评为“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

多年以后，张美玉依然记得首次上舰时的情形。2008

年 3 月，毕业没多久的他登上襄樊舰，担任副观通长。可没

几天，大海就给了来自大山的张美玉一个“下马威”，翻腾的

巨浪让他头晕目眩。更麻烦的是，虽是名校毕业，可他却是

通信专业的门外汉。

头晕就强忍着，没学过通信就从头学起。原襄樊舰观

通长吴跃刚回忆，张美玉特别能吃苦，还特别喜欢提问，“不

到 3 个月，他就由提问变成了答疑，由学生变成了教员。”吴

跃刚说。

15年后，说起张美玉，海南舰某部门区队长宋文君满是

叹服，“他向我咨询直升机的有关知识后才一个多月，就能

提出很多新的想法和建议”。

“事思敬，执事敬。无论在什么岗位，不会的知识努力

去学就行了。”提起这些事，张美玉轻描淡写地说。

这些年，从技术大拿到战舰舰长，专业不断转换，张美

玉的学习也不曾间断。

2020 年初，张美玉通过舰长全训合格考核，成为三亚舰

舰长。恰逢三亚舰停航维修，他发现自己对各种装备还没

完全摸透，于是和政委徐毅达成“停航不停备战”的共识，带

领官兵对装备逐个进行再学习、再研究。

“指挥新型战舰，不仅要保持学习，还得谋求创新。”张

美玉说。

2022 年 6 月，张美玉来到海南舰担任舰长，和几位舰领

导分工合作，历时半年编写形成了与舰艇装备作战运用相

关的多个参考手册。

不久后，海南舰驶入南海某海域组织实弹射击训练，各

战位严阵以待。

此时，目标靶机以平时 2倍的速度径直往海南舰高速抵

近，在副炮射界内一划而过。副炮操作手调整射角，捕获、

瞄准、击发……炮火声响彻海天。

射击通报传来，张美玉却眉头紧锁：目标虽被击中，但

上弹量少，弹着分布也不集中。犹豫片刻后，他判定对空抗

击训练“失败”。

得 知 这 个 结 果 ，官 兵 们 一 片 哗 然 。 但 张 美 玉 却 说 ：

“这次只是侥幸命中了目标，但靶机并未被击毁，战场不

容侥幸。”

随后，他带着大家收集整理每次实弹射击的数据，深入

研究战场环境，将射击效果评定由以往单一评分项目进行

细化，多维度综合评判，极大地提高了实弹射击质效。

通过不断学习与思考，如今的张美玉对海南舰的定位

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说：“作为全新装备，两栖攻击舰

是舰艇编队中的‘大管家’‘黏合剂’‘多面手’。未来，我们

不能仅仅充当两栖登陆作战中‘开大门’的角色，而要成为

整个作战流程中的关键一环。”

张美玉：两栖“巨舰”的学习型舰长

“嘀嘀嗒，嗒嘀嗒……”在一堂手键实操课上，留着短发

的女教员一边说着指令，一边在教室来回走着，仔细检查学

兵们的练习情况。这位教员就是 2023 年度“最美新时代革

命军人”、战略支援部队某信息通信团政治工作处少校副主

任赵丽。

提起赵丽，通信团的战士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有人叫

她“充电宝”，也有人喊她“小太阳”，更多人称她为“女神”。这

些俏皮的外号透着大家对她的喜爱和尊重。能让战士们心服

口服，没两把刷子可不行。赵丽的“法宝”是什么？

首先是有过硬的业务本领，用实力说话。赵丽于 2004

年 12月入伍，2012年，她前往原沈阳军区第一通信总站长话

连担任副连长，第二年成为该连第 25 任指导员。这让非话

务专业出身的她倍感压力。“一字一码，千军万马”，赵丽不

敢懈怠。一切从零练起，她起早贪黑、加班加点地熟背号

码，苦练脑功、耳功、口功和手功，不到半年时间，13 个课目

达到结业标准。

2018 年，赵丽来到团教导队担任教导员，承担为部队培

养报务专业岗位人才的新使命。“话务和报务隔行如隔山，

这就好比她刚登上一座山峰，转身就要接着去攀登另一

座。”团政委蒋铭鑫说。赵丽白天跟学兵一起学专业，晚上

召集教员骨干钻研教学方法。就这样，她带领教导队新修

订报务、话务、军事体育等 30 余份专业教案，编制了体系完

备的教材，为夯实战士们业务本领打下了坚实基础。

其次是有坚定的理想信仰，以理服人。赵丽坚信，只要理

论接地气，就能激发共鸣，作为教导员，在抓业务培训的同时，

也要抓战士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很多人不理解，现在已经是

数字化社会了，为什么还要学习手键？”赵丽说，“因为手键可

以作为极端条件下进行通信的保底手段。这也提醒我们，作

为一名战士，要时刻保持危机意识、树牢底线思维。”

在战士们心中，赵丽像个“知心姐姐”。无论在工作、学习

还是生活上遇到困惑，战士们都愿意找她“谈话治疗”。她时

刻关心每一位学兵，为他们分别建立了“档案”，以记录其基本

情况，同时也会跟进学兵的思想动态。在赵丽的循循善诱与

积极引导下，不少官兵成功解开了心结。

当然，最让战士们佩服的是她的以身作则。教导员是

女兵连中的“男子汉”，男兵连中的“女汉子”。为了提升学

兵岗前培训质效，每逢全团组织演训任务，赵丽都要前往演

训场。即使在零下 30 摄氏度的寒冬，赵丽仍坚持负重 50 斤

装具徒步行军。每到一处宿营地，她都会和男兵一起搭建

撤收帐篷。不论是营区房屋翻修还是拉练野训，总能在现

场看到她忙碌的身影。

担任营连主官 10年，赵丽带过的兵有 1200多名，其中 24

人考学提干，100余人立功受奖，9人走上主官岗位。“您最有成

就感的一件事是什么？”面对大家的提问，赵丽说：“每当我走

到一个营区，我都能自豪地说，‘这里有我带过的兵’。”

赵丽：基层战士的知心人

很多人或许还记得，2020 年夏天

九江抗洪的大堤上，一个左手打着绷

带的黝黑汉子，不仅担任着指挥员，还

不时凭单臂搬运沙袋，争当战斗员。

他就是第 71 集团军某旅“济南英雄

连”连长孙金龙。那时，孙金龙接受左

肩手术出院仅五六天，他被绷带包裹

的肩膀里还埋着一枚钢钉。

“我是连长，我的连队在哪里，我

就要在哪里。”孙金龙说。那一役后，

“钢铁连长”的美名不胫而走。

黝黑的脸庞，是他扎根基层的标

签；能征善战，是他向党交出的答卷。

入伍以来，孙金龙荣立个人一等功 1

次、二等功 1次、三等功 3次。前不久，

他被评为“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

这并不是孙金龙第一次带伤上

阵。2016 年，孙金龙代表中国参加在

澳大利亚举办的国际轻武器射击技能

大赛。距离比赛 10 天时，他不慎扭伤

右脚脚踝，一用力就钻心的疼。

军医劝他退赛，但孙金龙想要为国争

光，便咬着牙坚持了下来——跪姿射击

时，右脚踝疼得跪不下来，他就逼着自

己改用左脚。10 天的时间里，他每天

加班训练。最终，他拼下了3金4银和1

枚荣誉奖章。

“听党话、跟党走，是打胜仗的必

要条件，此外还需要过硬素质的支

撑。”孙金龙说。

2019年，孙金龙刚到“济南英雄连”

就任连长时发现，官兵们一到体能训练

场就生龙活虎，一学专业理论就无精打

采。原来，从传统步兵连转型为合成营

体制下的装甲步兵连，官兵们思想里免

不了还有“老步兵”体能为王的旧思路。

“强军之道，要在得人。”孙金龙与

党支部一班人商议过后，决定在“济南英雄连”掀起学习、创新

的热潮。

他不仅对训练方式进行创新，还在连队成立“兵专家工作

室”，让优秀官兵参与训练器材革新。2 年多时间里，他们先

后自主研发了“夜视仪辅助装置”“车内协同指示灯”等 6项实

用成果，有效反哺了军事训练。

孙金龙常说：“不能身子进入现代化，脑子还停留在过去

时。”去年 9月，“济南英雄连”喜迎新装备，一批新型步战车正

式列装。然而，在新型步战车实弹射击考核时，该连的一台步

战车竟然全部脱靶。

孙金龙经过观察发现，新装备自动化程度高，可以自行测

算距离、计算诸元，操作更便捷，但需要先选择弹种、确定计算

参数，而射手却忽略了这个重要的操作步骤，导致计算参数与

弹种不匹配，最终炮弹脱靶。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归根结底还是官兵没有把新装备

训实训精。”复盘会上，孙金龙指出问题根源，并向营长建议暂

停实弹射击，组织官兵再次展开新装备基础理论和专业技能

攻关研练。随后，孙金龙结合战术训练，带领连队官兵展开

“头脑风暴”。他们充分发挥新型步战车战场机动性好、火力

突击能力猛、装甲防护能力强等优势，运用新配发的小型无人

机、无人侦察车研练成果，率先展开新战法训法的研练攻关。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近年来，“济南英雄连”50

名官兵在各级比武竞赛中摘金夺银，连队连续 4 年被表彰为

“四铁”先进连队，荣立集体二等功两次。

去年，孙金龙光荣当选党的二十大代表。党代表通道上，

他的发言铿锵有力，“面对未来战场、面对使命任务，作为新时

代革命军人，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战胜一切强劲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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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上半个人高的踏板，记者坐在了某新型运输车驾驶

室内。系好安全带后，司机熟练地挂挡、打方向，随后一脚

油门，车便“嗖”地冲了出去，来到了一处弯道涉水路段。

听着引擎不断嘶吼，但司机却没有要减速的意思。只

见他快速打轮，双脚灵巧地在各个踏板之间游走。运输车

冲进了弯道中的水坑，颠的记者从座位上弹了起来，但司机

却仍然稳稳地保持着驾驶姿势，控制着车辆。待记者回过

神来，车辆已安全通过这一路段。

这是近日联勤保障部队某汽车团官兵进行驾驶技能展

示时的场景。这位驾驶员，是该团某班班长向跃东。近日，

向跃东被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表彰为“最美新

时代革命军人”。

2019 年 10 月 1 日，向跃东迈着铿锵的步伐走过天安门

城楼，接受习近平主席和人民检阅，这是他一生的荣光。然

而在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国庆阅兵仪式选拔之初，

向跃东却因出腿不够快、腿型不够直、砸地不够响，被教练

称为“水上漂”。

“我一定要走过天安门！”向跃东暗下决心。在阅兵村，

他刻苦训练，终于把“水上漂”练成了“铁脚掌”，从排面第 17

名逐步成为排头兵。

2021 年初，得知联勤保障部队将首次代表国家、代表全

军参加“国际军事比赛—2021”汽车能手项目，向跃东按捺不

住内心的激动与兴奋，果断提交了请战书。

赛场设在俄罗斯沃罗涅日州，那里的赛场环境与国内

差异很大，首次适应训练时，赛场中一段长 20米、最深达 1米

的泥浆路使向跃东的车辆深陷其中、动弹不得，这让大家都

犯了难。

既然车辆过不了，那就用双脚来“探险”！向跃东不顾

阻拦跳下车，泥浆直没腰际，巨大的阻力令他举步维艰。他

用自己的双脚一步步探测，足足花了 40分钟，硬生生蹚完了

这条路。十几个深浅不一的泥坑被他牢牢刻入脑海，一条

通往终点的最佳路线在他脑中逐渐清晰。比赛当天，向跃

东一举斩获汽车能手项目队长赛桂冠。

为战育人，向跃东不断摸索实践，提升车队运输保障能

力。

2023 年 1 月，向跃东所在任务分队在高原执行任务时，

发现在室外停了一夜的车辆，第二天启动时总是打不着火，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向跃东决定从蓄电池入手，减少低温对

蓄电池的影响，通过“夜间让蓄电池住进帐篷”这一方案，

“医治”好了“罢工”的汽车。

某新型运输车列装部队后，为了摸清车辆极限驾驶性

能，向跃东亲自做起了“试车员”，一次次用不同的速度过急

弯、下深坑，得到了大量车辆性能的一手数据，并将其总结

成驾驶经验教给战友，他自己却因多次挑战车辆性能极限

而受了伤。

执行任务返营后，向跃东对高原特殊路段驾驶技术深

入钻研，在反复推演后总结出 3 份高原模拟训练教案，被编

入团队高原驾驶训练指导手册。此外，他还总结出野外环

境下车辆常见故障与处置方法、重装运输车驾驶经验合集、

高海拔优化保障小妙招等，并在团队推广运用，有效缩短了

运输保障力生成周期。

青年者，国家之魂。向跃东始终牢记统帅嘱托，把青春

奋斗融入时代主题，争当排头兵和生力军，让青春在打不

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上焕发绚丽光彩。

向跃东：运输线上的铁骑尖兵

◎实习记者 朱 玺 通讯员 刘子健 赵 凡

◎实习记者 裴宸纬 通讯员 黄 翊 张 红

◎本报记者 张 强

岗位建功共筑强军梦岗位建功共筑强军梦

向跃东向跃东（（右一右一））在训练场传授高架桥驾驶技巧在训练场传授高架桥驾驶技巧。。索飞索飞摄摄
孙金龙孙金龙（（左一左一））为战士讲解新式狙击步枪的使用方法为战士讲解新式狙击步枪的使用方法。。

黄振宇黄振宇摄摄

张美玉张美玉（（左二左二））在驾驶室为舰员讲解航行处置及相在驾驶室为舰员讲解航行处置及相
关注意事项关注意事项。。。 赖炳章赖炳章摄摄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应俊应俊摄摄））

赵丽赵丽（（左二左二））与战士一起定向越野与战士一起定向越野。。张家军张家军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