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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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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此时，当地政府发布公告

疏散群众，组织人员撤离。一边是

个人安全问题，一边是基于军人的

职责，必须全面保障部队和地方通

信通勤。翁春芳没有犹豫，拉上装

备和几名经验丰富的官兵，在洪峰

刚刚过境，国道上还满是江水的时

候，沿着群众外撤路线“逆行”而

上，成功保障军、地通信指挥系统

的正常运转。

这样险象环生的工作场景，翁

春芳和官兵们在高原上已不知遇到

过多少回。进深山巡线，他总是走

在最前面披荆斩棘；上悬崖抢修，

他将自己的保险绳拴在战士腰上，

把手攥得很紧很紧……从2014年入

驻高原至今，翁春芳身先士卒，在

危险和困难面前带头上，带领着官

兵累计巡线10多万公里；多次在发

生泥石流、山洪、雪灾时，保证了

部队通信光缆通畅，连续5年未出现

一次责任性阻断；圆满完成多次重

大军事任务和抢险救灾保障任务。

把连队建成家

走进五连驻地，营区虽然不

大，却打理得井井有条。除了必要

的工作和训练场地外，战士们在后

院开辟出一片“小天地”。他们搭

建了一个塑料大棚，在里面种植了

卷心菜、西红柿、南瓜、辣椒、草

莓等果蔬，还养了六七只兔子、十

几只鸡、5条藏獒和昆明犬。

“高原的日子很难熬，我们闲

暇时就来打理菜地，养鸡养兔，这

成了我们最重要的娱乐活动。”上

士左涛笑着说。这位已有12年兵龄

的老兵告诉记者，过去连队里生活

十分枯燥，除了工作就是学习，最

多打打篮球，加上高原环境恶劣，

不少人到连队没多久，就开始“打

退堂鼓”。有一年，连队10多名服

役期满的战士，到年底只有一人打

报告留下来。官兵情绪不稳定，也

为工作埋下了隐患。

翁春芳到连队后，很快就注

意到了这些问题。他积极组织召开

党支部会议，在训练和工作中，虚

心向工程师王耀、士官陈文雄、李

强、左涛、熊铄灵等多年驻守高原

的老兵们请教学习，与他们一起摸

索出一套高原抗眩晕、抗恐惧和安

全防护训练的措施和办法，有效缩

短了新兵的高原适应期。

看到官兵的生活单调，他又

号召大家一起把连队建成家。翁春

芳带头协调了营区周边一个无人打

理的臭水塘，和官兵一起花了20多

天时间，把它改建成一个漂亮的鱼

塘，专门让官兵用于垂钓休闲；营

区后面原来是个垃圾场，为了改善

生活环境，他带领官兵将其改造成

养鸡场，又自掏腰包买了1条藏獒和

1条昆明犬看护营院。

看到连长如此用心，战士们都

感动了。司务长朱国风从家里找来1

只老母鸡和一窝小鸡，左涛买来几

只小兔饲养。每天体能训练完，大

家都会到大棚摘草莓、浇菜……连

队一时间其乐融融。拥有40多名成

员的一个大家庭，就这样在高原建

成了。

在家里，翁春芳是兄长，在连

队，他也一直充当大哥的角色，照

顾连队的官兵们。过去由于连队生

活单调，一有休息时间，大家就喜

欢往香格里拉市里跑，经常三五人

一起外出“下馆子”。翁春芳知道

后，一面加强制度管理，一面以兄长

的身份一个个找大家谈心。

士官杨星说：“连长告诉我

们，大家不少人都是农村出来的，

当了士官，国家给的津贴不少，部

队生活也可以，为什么还要花钱到

外面吃喝呢？应该学会存钱、买

房。”在翁春芳的带领下，大家外

出的次数一下子少了，花销也明显

减少，“存钱”在五连成了传统。

如今，五连中士以上的士官，几乎

都在驻地或老家置办新房。

“有了家，大家才能安心，带

兵既要严格，也要用情。”翁春芳

说，危险面前身先士卒，让战士有

归属感，是他最朴素的带兵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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