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16版 地址：山东省淄博市柳泉路280号 邮编：255000 广告许可证：鲁工商广字3700004000144 零售每份1.00元
新闻热线及投诉电话：0533-3585000 发行征订电话：0533-3595671 广告订版电话：0533-2270969 鲁中晨报印务有限公司电话：0533－8409106

93年前，南昌城头冲锋的号角，如同浩荡春雷，宣告了人民武装的诞生，造就了一支人民的军队。
如今，无数的人民子弟兵为了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正在用汗水、血水与肆虐的洪水战斗。

和平年代，人民子弟兵迎战寒冬酷暑，在训练上挥洒汗水练就护国安民的本领；危难之时，人民子
弟兵挺身而出用血肉之躯筑成长城，守护着百姓。

在第九十三个建军节来临之际，让我们一起走近驻淄博部队的这些最美子弟兵，倾听他们的故事，
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感受他们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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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我就
有个当兵梦，家
里出了5名军人，
他们穿着军装回
乡时样子让我十
分憧憬。”7月23
日，当武警淄博
支队某部教员王
庆毅谈及自己入
伍的初衷，仍记
忆犹新。30余次
圆满完成警卫安
保和急难险重任
务，50余次投身
部队新训、预提
士官培训、勤训
轮换和教练员集
训事业，培训学
员3000余人，带
过的800余名新
兵超过半数转改
士官，先后有300
多人走上班长岗
位，荣立个人二
等功1次、三等功
3次，3次被评为

“十佳士官”，2次
被表彰为“优秀
共产党员”，2010
年 被 总 队 评 为

“优秀四会教练
员 ”，2012年 、
2013年分别被武
警 部 队 表 彰 为

“优秀教练员”
“ 标 兵 教 练
员”……从怀揣
梦想步入军营的

“愣头青”到训练
出一批批精兵的
兵教头，不知不
觉中，王庆毅的
军 旅 生 涯 已 近
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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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直脊梁骨当兵

王庆毅，1985年2月出生于山
东临清一个普通农村家庭。17岁
时，初中毕业的他第一次向父母
提出要当兵的想法，却遭到了
拒绝。

“父母都是朴实的农民，他们
认为当两年兵不如踏踏实实打工
挣钱。当时我年龄小，从没自己
做过决定，心里更没底。”王庆毅
说，2002年，他只身前往大连，第
二年又去广东，凭着不怕吃苦不
怕受累的劲头，短短两年时间里，
他的月工资从400元提高到4000
多元。尽管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但每天重复做着体力活的王庆毅
对未来产生了迷茫。“我从小就羡
慕军人这份崇高的职业，一直向
往着走进部队，征兵入伍对年龄
有限制，眼见年龄一天天增加，不
想让自己留遗憾的想法占据了内
心。”

2004年9月25日，在广东打工
的王庆毅便瞒着父母辞工回了
家，在没有和家人商议的情况下
报名参军。“起初，父母知道后很
不解，觉得当两年兵就退伍回家，
不如在外边打工多挣点钱，那是
我19年以来第一次坐下与他们好
好谈心。”王庆毅回忆说，“当时我

告诉父母，就算当两年兵回家，以
后日子过得再苦，我谁也不怪，但
要是不让我去当兵，我肯定会埋
怨他们一辈子。”

参军离家时的场景是王庆毅
人生中难以忘怀的一幕，他说：

“走的时候，从小没有上过学的母
亲哭着和我说，人过留名，雁过留
声，不要在我离开部队的时候让
别人戳脊梁骨。”王庆毅将母亲的
话默默记在了心中，下决心要在
部队干出个样子来，当一个好兵、
当一个有本事的兵，为父母争口
气，两年以后，要穿着军装光荣
回家。

不肯服输的“愣头青”

来到部队后，王庆毅在训练
中并不突出。文化程度低、领会
能力弱、身体不协调、体能素质
差……一系列状况给他的军旅梦
浇了一盆冷水。“我的年龄在同一
批新兵中算大的，第一次穿着军
装走队列还顺拐，让我觉得丢人，
非常不好意思。”王庆毅说，那时，
他晚上经常用被子蒙住头偷偷流
泪，害怕实现不了对父母的许诺，
打起了退堂鼓，但一件小事却让
他树立了信心。

“当时，新兵连的班长比我入

伍早两年，年龄还比我小。训练
期间，我突发高烧，他将我带回宿
舍，把被子、大衣盖到我身上，还
为我煮面条，这让我在迷茫中感
受到了部队的温暖。”王庆毅介
绍，班长对他的鼓励和关怀，让他
内心涌起为班争光、为父母争光
的决心。身体不协调，王庆毅就
练协调性，在操作间、在班里，一
个个简单的动作他练了一遍又一
遍；体能素质差，他就从最基础的
练，俯卧撑、仰卧起坐，不到精疲
力竭不罢休。武装越野，他腿上
绑上沙袋、身穿防弹衣跑10公里，
累极了，把嘴唇都咬破了，他就用
袖子一擦继续跑。

3个月的新兵连时光非常短
暂，下连后，王庆毅到了博山区中
队。他说：“我把目标定为每一天、
每一周、每一个月、每一个季度，当
时我专注于今天要学会什么动作，
这个周要参评内务标兵，这个月我
要争取被评为优秀士兵，这个季
度考核要取得什么样成绩，全年
总结我能不能被评为‘优秀士
兵’，给家里发张喜报……”

靠着不服输的劲头，年终考
核时王庆毅的军事成绩全部达到
良好以上，中队年终评功评奖，他
以最高票获得“优秀士兵”表彰，
也让他后来的军旅生涯步入正

轨，并于2008年初被调入武警淄
博支队教导队。

“逆袭”人生的兵教头

“没想到，我还能去训练别
人，当时我既激动又期待，同时更
清醒地认识到，要扮演好教员的
这个角色，对于我这个只有4年兵
龄、学历只有初中的普通兵来说，
知识储备、工作方法经验都和实
际岗位需要相差太远。”王庆毅
说，为了不因为经验欠缺而误人
子弟，自己把所有与训练有关的
教材翻了出来，对各科目的备课
试讲试教、军事训练的组织与实
施、教学方法的运用和讲解、训练
内容的落实与把关等内容一本本
地翻，一页页地看，向老教员学习
如何带新兵，然后找没人的地方
自己偷偷地练，慢慢地，王庆毅才
看出了苗头、学出了劲头，从而为
自己在8年的士官教员的岗位上
实践，积累了扎实的经验。

2011年，武警山东总队通知
各支队做好“滨海-11”演习准备，
并确定以处置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为课题进行临战演练。武警淄博
支队将处置突发事件的重点科
目——— 防暴队形使用交给王庆毅
进行教学准备，并组织基层抽调
上来的42名军事骨干进行先期的
相关训练，为支队抽调的参演兵
力临战演练奠定基础。

“这是武警山东总队近年来
第一次演习，武警淄博支队从上
到下都在忙着准备，也许是初生
牛犊不怕虎，我硬着头皮扛了下
来。”回想起当时的情景，王庆毅
仍历历在目。

王庆毅把所有与训练有关的
教材翻了出来，《军事训练与考核
大纲》《训练指导法》新旧两个版
本的电教教材，最后他在《分队警
官训练教材》上找到了相关的训
练内容。吃透了相关理论后，王
庆毅白天带着各中队的训练骨干
一遍遍地排练队形，推演实战应
用效果，晚上带着大家将白天训
练的心得编写成书面教案，供各
单位更好地参照训练。

从懵懂到视野开阔，从一名
打工青年成长为武警部队的标兵
教练员，部队的生活伴随了王庆
毅的成长，实现了新的人生跨越。

“今年是我当兵的第十六个
年头，我的部队生活还剩下4个来
月。”王庆毅感慨道，“在部队的时
间无论长短，我仍抱着感恩的心
去发挥一名老兵的光和热。离开
军营的那天，我会有底气地说我
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没有辜负
16年的青春时光，更没有辜负部
队的培养，没有丝毫后悔。”

武警淄博支队某部教员王庆毅

老兵不舍强军梦“逆袭”化身兵教头

王庆毅（右）组织武警官兵进行障碍训练。

王庆毅（左二）带领士官帮带小分队在基层
开展帮带工作。

王庆毅（前左）向大家演示摔擒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