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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年轻人的履历表上，亮点无处不在……
他，虽然毕业于航天领域的军中“清华”——航天工程大学，但初出校门就进了军

营。这位武器系统与发射工程专业的技术军官来到位于吉林和内蒙古交界的边远驻
地，扎根在基层连队一干就是5年；他，虽然带兵屡获殊荣，但任期满后，放弃了上级机关
抛来的橄榄枝，毅然选择“回炉”深造，通过自身努力考取了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军队指
挥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他，虽然身处部队改革转型期，但积极作为，迎难而上，诠释了指挥军
官和技术军官复核型人才的成长之路；他，虽然面临着生活中的诸多困难，但依然在家
人的全力支持下奋力前行。他就是驻白63856部队工程师王希阔。

挑战面前，他选择迎难而上……
揣着大学毕业证书，从北京回到东北，王希阔的内心有喜悦也有担心。喜的是家

在吉林省通化市的他终于可以离爸妈近一点儿。担心的是所学专业能不能在工作岗
位上发挥特长？这个问号在他的脑海里越画越大，直到他去技术勤务连任职报到，才
彻底让他意识到这个问号不是画在脑子里，而是实实在在摆在了他的眼前。

技术勤务连的工作与王希阔大学所学专业丝毫不搭边。实际工作与所学专业跨
度之大，是他没想到的，加之没有基层带兵经验，如何在基层连队成为优秀“带兵人”，
他无数次陷入思考。有人总觉得大学生干部带兵没经验、管理能力差、书生气重，缺少
甩开膀子干工作的魄力。在实际工作中，他以真心换真情，与基层士兵同甘共苦，在急
难险重任务的一线，总能见到他与战士们共同奋斗的身影。一次在草原救火任务中，
从接到任务到现场明火全部扑灭，一整天的时间他始终忙碌在救火指挥现场。部队完
成任务返回营区休整，他来到战士宿舍，为每一个参加救火任务的战士滴眼药水，这一
小小的举动，赢得了全连官兵的赞誉。有些连队的老兵在经历这件事以后，再次谈论
起这个他们原来眼中的“学生官”时，总是会说：“别看我们领导年轻，但心思非常细腻，
对我们的关心那是发自内心的。”

天道酬勤。王希阔在任期间，所带连队获得集体二等功一次。但这个集体荣誉来
之不易，技术勤务连建连68年来，至今历任20任主官，仅获得过3次集体二等功，是连
史上获得的最高荣誉。王希阔个人因工作成绩突出荣获三等功。作为大学生干部，王
希阔带兵用实力与实干带出了别样精彩。

在基层干满任期即将离开连队前，王希阔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去机关，依然从事
行政工作，这也是很多基层主官的选择；要么报考研究生进修学习。经过慎重考虑，王
希阔觉得自己虽然经历了5年的基层历练，但始终没有放下自己的专业，因工作需要，
远离了自己热爱的技术工作，如今有了选择的机会，自己怎能轻易错过。想到这里，他
主动和部队领导汇报了自己的想法。领导非常理解他的想法和愿望，但希望他能克服
困难，报考本单位发展急缺的军队指挥专业方向，为单位将来发展储备专业人才。

当时，报考研究生的困难非常大。2013年是全军第一次采用考试与考核相结合
的形式选拔培养在职干部报考全日制脱产学习研究生。面对严格的考核与考试双重
选拔，王希阔开始正视自己的学习现状。在基层连队工作了5年，想考试，就要从
头学起，专业课、英语成了他最大的“拦路虎”，没有可以求教的老师，只能靠自
学。而此时王希阔还依然在连队工作，他白天忙基层连队事务性工作，晚上熄灯查房
后挤时间复习。

2013年12月，王希阔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考试，以原总装备部第二名的好
成绩通过考核，考入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开始了军事指挥专业硕士研究生的脱产
学习。

一扇崭新的大门向王希阔敞开了，未来的路，他将如何走下去？

考验面前，他选择突破自我……
如果说曾经取得的成绩是骄人的，未来的道路毕竟还很漫长，需要他不骄不躁，保

持昂扬的劲头儿在他所热爱的岗位上。
2017年，研究生毕业后，踌躇满志的王希阔回到了原单位，正准备大展拳脚的时

候，考验又一次摆在了他的面前。在连队工作了5年，王希阔在技术工作领域的成绩
为零。相对与同一批到单位从事技术工作的同志，慢了整整5年时间，无论是科研成
果还是试验任务，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白天在现场主持试验任务，晚上分析问题、整理数据，每个夜晚单位
最后熄灯的总是王希阔的办公室。时间长了，同事们也都知道他经常加
班至深夜，由于他的办公室在单位办公楼4楼，于是“4楼霸主”这个外号
也就自然而然的落到了王希阔的身上。通过自身的努力，王希阔在业务
能力方面得到了试验团队其他成员的认可。

王希阔仅仅用了两年的时间，拉平了他与同批毕业从事此项技术工
作干部的差距，并在枪械试验专业领域摸索出了自己独特的工作方法。
2018年底，因技术工作突出，获得优秀科技干部奖励。2019年作为单
位试验主持人代表，在中央7套《探秘轻武器试验场》专题记录片中崭
露头角。

有人曾问过王希阔，是否后悔曾经在连队被“耽误”了5年的时间？王希阔说：“感
激这段工作经历，有了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面对试验现场指挥心中更有底气，在统筹
试验安排策划上更加严谨细致。”

王希阔是实干型人才，不善于过多表达，但他把对国防建设的热爱体现在扎根边
远地区的实际行动中，把一份人生价值体现在国防装备的试验鉴定岗位上，始终充满
信心、充满激情。

家庭面前，他们选择携手同心……
其实，无论是在连队带兵时的基层历练，还是研究生毕业到技术岗位发挥专业所

长，在王希阔的背后都有一双虽然纤弱但绝对坚韧的手臂在支持着他一路走下去。作
为高中同学，郭晶没想到未来的一天会和王希阔走到一起。可是远在安徽财经大学数
学与应用数学专业读书时，她与王希阔在高中同学聚会时相遇了，也相爱了。大学期
间，虽然一个在北京一个在蚌埠，两个年轻人的情感迅速升温，但考验还是在两个人大
学毕业的时候出现了。郭晶面临进京就业，入职名气与待遇俱佳的IT行业，王希阔却
分到了位于东北边远的试验场。这一进一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郭晶的父母也对她
充满了期待，女儿留在北京、落户北京，生活前景不言而喻。

当郭晶把恋爱对象的实际情况摆在父母面前时，她的父母沉默了。女儿的前途
一片光明，王希阔这个小伙子也非常优秀，可这两地相隔，担心女儿以后的日子会
很辛苦。郭晶的父母虽然有犹豫和质疑，但军人出身的郭父在经过多方了解和慎重
思考之后，说服了郭母，支持女儿的选择。郭父动情地说：“我也当过兵，你不嫁军
人，她不嫁军人，军人如何能安心保卫这个国家？”就这样，郭晶和王希阔开始了6
年的两地恋爱长跑。

为了方便与王希阔相处，更为了婚后不让王希阔分心于家庭，郭晶毅然在会计专
业研究生毕业后，选择回到老家通化工作，这样她能替王希阔照顾父母。2011年11
月，郭晶入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通化市分行，先后从事信贷客户经理、授信审查、管理
等多个岗位。无论是恋爱时还是结婚后，郭晶由不了解军恋到不了解军婚，到接受与
军人共同生活。11年来，她也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尤其是有了女儿王艺涵以后，一
个人挑起来自家庭的重担，用郭晶的话来说：“总是告诉自己要挺住，别人感冒了，我一
定离远点儿，不是我怕生病，是我病不起，我倒下了，老公工作性质特殊不能回来，孩子
就得推给父母，父母年纪大了，不想增加他们太多的负担。”

作为家属，郭晶深知需要分担的责任以及需要面对的困难。恋爱时，由于年轻，工
作刚起步，忙起来也感觉不到孤独，但空闲时看到身边的青年恋人甜蜜相处，内心的
滋味顿时无法言表。特别是遇到困难时，老人或孩子病了，却得不到爱人的帮助，
欲哭无泪时还要装做什么事儿都没有，只能自己扛着，笑容在视频镜头内，眼泪在视
频镜头外。

女儿刚开始冒话时，看到别的孩子叫爸爸，女儿也跟着叫，每当遇到这种情况，郭
晶的心里都是酸酸的。现在女儿3岁了，总是会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爸爸是不是
快回来了？”“爸爸是不是在回家的路上？”这样的问话总是让郭晶一面心疼孩子、一面
思念爱人。但困难面前，对丈夫的支持不变，一切只为不让王希阔分心家庭，安心工
作。并且时时刻刻在孩子心里树立爸爸的高大形象，让孩子从小就以爸爸为榜样、以
爸爸是军人而荣耀。

都知道军嫂不容易，郭晶是个要强的人，也坚决不让自己沉重的家庭负担成为工
作的阻碍，她一人承担家庭和事业双重重担，工作上始终任劳任怨、兢兢业业，经过几
年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2012年和2014年分别获得吉林省通化市邮政储蓄
银行先进个人。

鲜花怒放的时候，军人的忠诚写在丰收的大地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军嫂的奉献写
在军娃的酣梦里；铁壁铜墙铸国防的时候，军人的豪迈写在铿锵的步伐里；迎着曙光放
飞白鸽的时候，军嫂的坚守写在挺举的手心里……

回家，是无数像王希阔一样的军人从军路上永远不变的主题，在圆梦的路上，郭晶
一次又一次的支持，将永远是莫大的助力！ （图片由朱建党提供）

前不久的一天傍晚，通榆
县包拉温都蒙古族乡在乡文化
活动中心举办了文艺晚会，歌
颂党、歌颂祖国、歌颂民族团结
进步、歌颂新农村建设，各族群
众100多人观看了演出。

乡青年农民“四自”学习小
组的8名女青年上台了，她们
中有养鸡大户安海鸽、养牛大
户王桂花、种田大户郑世红、经
营种子化肥致富带头人景艳侠
等人，随着琴音笛韵跳起了欢
快的舞蹈，舞出了新时代巾帼
风采；一位13岁蒙古族女学生
穿着民族服装走上台来，她叫

孙佳慧，是迷子荒村孙长义的
女儿。由于家庭生活困难，党
和国家给予补贴，当地政府还
把她家确定为贫困户，由村干
部包保，精准扶贫。如今，她家
盖起了80多平方米的砖瓦房，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小佳慧时
时不忘党的恩情，情不自禁唱
起了《唱支山歌给党听》；随后
是省、市、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梁海清老人用蒙古族“乌
力格尔”的演唱形式演唱《在党
的领导下，我们生活越来越
好》。梁海清老人的演唱把晚
会推向了高潮。（张树森 赵强）

装潢简洁时尚，陈列别出心裁，茶点饮品一应俱全……
最近，各地出现了不少个性鲜明的“网红书店”。但在纷至
沓来的顾客中，有不少“到此一游”的“打卡”拍客。有人感
叹：拍照的流量要是能转化成阅读的流量就好了。

面对掌上阅读、网络购物的冲击，不少实体书店转变经
营思路：有的创新内涵，提供多种知识服务；有的着眼外观，

让文化空间更别致；有的往上游拓展，定制产品、收购版权；
有的往下游延伸，与咖啡厅、艺术展、手工坊连接……由单
纯的图书卖场变身为兼具教育、展览、休闲等功能的复合空
间，跨界融合的尝试让实体书店呈现勃勃生机。满足消费
者的多元化选择，“网红书店”就有了更多受众为之驻足。

时下，“泛阅读”“云阅读”重新定义着读书的边界，一本
纸书难以满足读者的知识需求。如何把消费的人气转化为
阅读的文气，这是一个新课题。提供可听可看可触的知识
产品，打造沉浸式的阅读体验，倡导时尚健康的生活方式，

“书店+”的新兴业态才有望激发出“文化+”的精神力量，让
书店点亮文化的角落，润泽人们的心灵。

王希阔作为试验主持人下达试验开始命令。

琴 音 笛 韵 颂 党 恩

图为省、市、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梁海清用蒙古
族“乌力格尔”的演唱形式演唱歌曲《在党的领导下，我们
生活越来越好》。 张树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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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一家人。

集体攻关研究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