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一个个武武警警中中队队的的光光荣荣与与梦梦想想
——— 武警菏泽支队成武县中队强军育人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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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菏泽支队成武县中队组建于1949年，主要担负县看守所外围武装警戒任务。中队始终坚持铸忠诚品格、葆传统本色，全面建
设不断发展进步，连续19年被树为“基层建设标兵中队”，先后荣立集体一等功1次、二等功4次、三等功11次。用行动表明了“做党和人
民的忠诚卫士”的坚定信念。

让尚武精神成为心中图腾
练出的战士个个是“尖刀”

多年来，成武武警中队党支部坚持无论竞赛比武还是维
稳处突，冲锋陷阵都靠一线官兵，必须把战斗力“刀尖”打磨得
更加锋利。为此，他们始终把提高遂行任务能力作为重中之
重，锤炼锻造“刀锋战士”。

这里的官兵常讲，战场要想打得赢，操场就要练硬功。他
们把执勤处突当作打仗，一招一式向实战对接，一哨一位与打
赢对表。扎实开展专勤专训，组织实战化训练和实案化演练，
摸索出三员互控“五提醒”做法，提高勤务质量；自制5类模拟
射击靶和体能训练器材。根据可能担负的处突任务，如押解、
抓捕、武装巡逻、设卡堵截、解救人质、抢险救灾等，研究处置
战法，探索训练路子，加强实战性演练，不断提高遂行任务能
力。

一枪毙敌、一招制敌是武警战士的矢志追求。“无限忍耐，
只为绝杀一击。”这是“狙击战神”范明明的格言。

范明明2011年12月入伍，入伍前，他对狙击根本不了解，
只从影视画面中看到过。明白狙击在反劫持战斗中的作用和
地位后，他暗暗下决心要成为一名“狙击战神”。

为“绝杀一击”，范明明在水泥地上练据枪，一趴就是3个
小时，身上压15公斤重的沙袋，肩上压2块砖头，头顶放半瓶矿
泉水，枪管上放3个弹壳。这样的训练，目的就是练定力、练平
衡。光据枪这一个简单的动作，他一练就是3个月，胳膊肘磨破
了，肉和衣服常常粘在一起。

为“绝杀一击”，他迎着狂风，练瞄准一练又是3个月。中队
还为他配备了电扇，无风的日子，就打开电扇，对着他的眼睛
送风吹沙。范明明和狙击助手王辉，眼睛肿得像桃一般，但每
天的训练课目分毫不减。

穿针引线，小事一桩。但如果让你狂奔400米后马上穿针，
你可能连针眼都看不清。范明每次训练这一课目时，先跑一个
400米障碍，接着在1分钟之内穿10根针。他的最高纪录是跑完
400米障碍后，1分钟穿18根针，定力可见一斑。

范明明常说：狙击手只有一次扣扳机的机会，失手就意味
着死亡。看得出来，中队官兵从难从严训练的自觉意识，来自
他们对特战兵使命任务的清醒认知。

支队长任孔记称赞，正是这样极度苛刻、极端严格的训
练，造就了一批定力过人、能力过人、胆量过人的“狙击战神”。
在任何复杂情况下，他们都能做到闻令即射，百发百中。

他们着力打造加钢淬火的熔炉，锤炼官兵不惧凶险的胆
魄、克敌制胜的硬功。尚武习武砺血性，把驻地“武术之乡”的
大洪拳、小洪拳、梅花拳引进中队，课余时间耍几套、练几招，
设立“好男儿龙虎榜”，让尚武精神成为官兵心中“图腾”。

近年来，成武中队在上级组织的军事比武竞赛中勇夺26
个冠军、创造11项记录。一天，村民张某因吸毒精神失常，持刀
砍伤两名群众后，窜至县城劫持一名人质。中队五名官兵迅速
赶赴现场，面对挥舞的砍刀毫不畏惧，运用娴熟擒敌技能将凶
犯制服。

据悉，自组建以来，成武中队连续50年确保执勤目标安
全，先后制止犯人企图脱逃事件39起，圆满完成处突维稳、抢
险救灾等急难险重任务150余起。

把“忠诚”深刻牢记心中

设爱心存折资助贫困学子

忠诚是革命战士第一位的政治品格，立忠诚信
仰的过程就是立人的过程。成武武警中队坚持把忠
诚于党作为建队兴队之魂，扎实打牢官兵“忠在骨子
里、诚在根子上”的思想基础。

在中队荣誉室里，至今仍保留着一块20世纪60
年代旧营房门上镶嵌的“忠”字玻璃。

这块“忠”字玻璃带有一个特殊时代的烙印。那
年月，全国上下普遍兴起跳“忠字舞”，那时的中队官
兵也怀着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跳起了“忠字舞”，并
在中队营房玻璃门上镶嵌了红色的“忠”字，每次政
治教育课、日常训练和重大任务时，官兵们都要手拿
毛主席语录，对着“忠”字玻璃表决心。

就这样，不管时代怎样变迁，一茬茬官兵对着
“忠”字玻璃开展思想教育的传统始终没有丢，并随
着时代的发展赋予了它新的内涵：当兵就要当一名
忠诚于党和人民的合格卫士。每逢党、国家和军队重
大方针政策出台，每当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武警部队
作出重要指示，每遇特殊敏感时期，每次遂行重大任
务，中队都要在“忠”字前面重温《忠诚卫士誓词》、唱

《忠诚卫士组歌》，强化官兵的军魂意识和使命意识。
每年新兵下队、老兵复退，中队都要围绕这个“忠”字
给战士上一堂教育课，引导大家“站好每一班岗、做
好每一件事、尽好每一份责”，切实做到绝对忠诚、绝
对纯洁、绝对可靠。

中队官兵还自办了《冲锋号》小报。20年不间断
传播党的声音，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主
席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为基本教材搞好学习解读，
将主要观点制成记忆卡、编成快板书，在“卫士网”登
体会、晒心得，让创新理论成果融入官兵思想。同时
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他们的行动中得到更好发扬。

“兰州大学！那可是我入伍前梦寐以求的大学。”
2012年8月28日，战士们拿着成武县高考“文科状元”
王涛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争相传看，那股子高兴劲就
像自己考上了一个样。

王涛是中队官兵资助的一名贫困学生，家中兄
弟三人，父亲打工时摔伤右腿造成残疾，全家就靠母
亲几百元的收入维持生计。家庭的困境，让成绩优异
的王涛多次产生放弃学业的念头。“不能让这么优秀
的学生因为家庭困难上不起学。”中队官兵了解情况
后，主动和王涛结成帮扶对子，为他办理了一张“爱
心存折”，每月定时给他汇款作为生活费用。

从1998年开始，中队官兵每月从工资津贴中拿
出一部分作为特殊党团费，先后办理了数十张“爱心
存折”，用于资助驻地贫困学生，目前资助金额已达
5 . 4万余元。一张张“爱心存折”是官兵十多年爱心
接力的见证，在资助的62名贫困学生中，有32人考上
了大学。

让官兵人人成长成才

出了部队也是把好手

中队支部一直有这样一个共识，强军先强
队，强队必强兵，让官兵人人成长成才。

他们引导官兵把个人理想抱负融入强军
梦，把个人奋斗目标与强军目标对接，指导官兵
结合自身职责制定岗位目标、年度目标和服役
期目标，明确成长“路线图”，把大目标变小、远
目标拉近，使强军目标与中队建设、个人成长有
机统一。

注重发挥每名战士的特长，为官兵成长设
计“路线图”，让军事技能过硬的担任军事小教
员，文化水平高的担任学习辅导员，有音乐特长
的担任教歌员。每年新兵下队，都让新战士露一
手，根据特长安排相应“小职务”，让大家在中队
这个大熔炉里都有出彩进步的机会。

有一次，新战士赵超阳下队后，认为自己没
有特长，在中队“献技日”上说什么也不上台。第
二天，中队干部找他谈心，了解到他当兵前在建
筑工地打过工，就安排他担任中队的小泥瓦匠。
没多久，中队营区搞建设，赵超阳主动承担硬化
路面、粉刷墙面等任务，不仅质量好，还为中队
节省资金3000多元。

近年来，随着战士学历层次的提升，大学生
士兵比例越来越高。中队注重发挥他们的作用，
辐射带动其他战士同步提高。大学生士兵张海
洋被安排担任中队理论小教员和学习辅导员，
他联系家乡青岛的经济发展变化和自己的大学
生活经历，结合中队建设实际，把党的创新理论
变成通俗的语言给官兵授课，受到官兵们欢迎。
他自己也在授课中提升了能力，代表中队参加
总队演讲比赛获得一等奖。

中队针对青年战士活泼好动、个性张扬的
特点，注重丰富业余文化生活，有特长的发挥特
长，没特长的培养特长。通过走出去学、请进来
教，使每名战士都能熟练使用一至两件乐器，并
相继成立了腰鼓队、舞蹈队、快板队，发动官兵
根据身边人身边事自编自演小节目，多次在山
东省和武警部队的文艺汇演中获奖。

如今，中队官兵人人能写会画，人人能登台
演讲，人人参加继续学历教育，人人掌握两门以
上实用技术，人人有拿手绝活，成为在部队有作
为、到地方能发展的人才。这些年从中队走出的
官兵中，19名干部走上了团营职岗位，26名战士
考学提干当了警官，46人成长为副科级以上干
部，37人当上了村支书，82人成为当地的致富带
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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