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一光荣榜

■记者 项乐茹 实习生 蔡如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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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参军，全家光荣。一人立功，全市光荣。去年来，瑞安籍官兵牢记家
乡人民的嘱托，立志军营，建功立业，涌现出一批可敬可学的先进典型,共有
13 名瑞籍军人荣立三等功，145 名士兵获得“优秀士兵”称号，荣登“八一光荣
榜”。

咱当兵的人咱当兵的人 个个都好样个个都好样
百多名瑞籍军人百多名瑞籍军人 荣登荣登““八一光荣榜八一光荣榜””

13名瑞籍军人荣立三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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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6 岁的余列锋是浙江边

防总队温州机场边防检查站综合办

公室副主任，主要负责该边检检查

站的政治工作。入伍19年来，他从

基层战士逐步成长，并始终坚守在

边检岗位上，是一名爱岗敬业的标

兵。

边检站主要担负对温州机场口

岸出入境人员及行李物品、航班及

其载运货物的边防检查、反偷渡任

务。去年 5 月份，余列锋在调任综

合办公室副主任后，积极搭建内部

架构和职能建设，克服了刚独立运

行机构无经验可循的困难，主动作

为，成为全省第一个指挥中心实体

化运转的单位，他个人也被公安部

边防局评为指挥中心建设先进个

人，被省边防总队评为指挥中心优

秀信息先进个人。

为了宣传边检站“阳光国门”的

形象，余列锋也算是宣传战线上的

“劳模”。在网络上随意一搜，可以

搜到多篇由他作为通讯员供稿的新

闻稿件。每当遇到有新闻价值的新

闻线索，他会立即到一线采集新闻

素材，并积极提供到各级新闻媒体

联系点上。同时，他还注重培养基

层士兵，形成了一批能文能武的通

讯员队伍。去年，该边检站新闻报

道实现了历史性突破，相关报道刊

登在中央级媒体上35篇，省级媒体

70 余篇，网络媒体达 100 余篇，年

度新闻报道工作位居全省三类边检

站第一名。

“边防检查站跟其他队伍不太

一样，跟地方经济联系地更紧密。”

余列锋说。为了更好地应对管理工

作，他还去自考了研究生学历，并在

去年毕业获得了软件工程专业的硕

士学位，是队伍里为数不多的高学

历军人。在工作上他坚持创新，并

于去年和温州新生代企业协会建立

联系，为温企“创二代”创业提供帮

助和支持，培养他们的爱国爱党意

识，开启了该站“政府机关、街道社

区、部队和非公企业”四位一体的警

地联建新模式，得到了上级组织部

门的一致肯定。

因为工作繁忙，加班对于余列

锋来说是一个常态，自然也顾不上

照顾妻儿。“以前和老婆是分居两

地，她怀孕的时候每一次医院体

检，我都没有陪在身边。”他说，因

为妻子也是军人，所以对他特别理

解，但他对此仍心怀愧疚，一旦有

了假期，他总是想方设法回家和亲

人团聚。

2014年荣立三等功的瑞籍军人名单
(13人)

优秀士兵名单
(145人)

荣誉是对军人的最好褒奖。去

年，13 名瑞籍军人因政治思想强，军

事技术精，作风纪律严，工作表现突

出等荣立三等功，145 名士兵（学员）

表现优异，获得“优秀士兵”称号，荣

登“八一光荣榜”。

近年来，广大瑞籍现役官兵认

真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和

“瑞安精神”，积极投身实现中国梦、

强军梦的伟大实践，在国防战线上

勇于担当、无私奉献，涌现出一大批

具有时代特色的先进典型，受到军

地各级的褒奖，成为全市人民的骄

傲。为适应传媒时代特点，激发当

代军人建功立业的荣誉感，持久深

入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从 2013 年起，省、市、县三级主流媒

体分别建立“八一光荣榜”，分层级

张榜公布上年度立功受奖的浙江籍

现役官兵。

据悉，去年荣立三等功的 13 名

瑞籍军人来自全市各镇街。在这个

队伍中，既有经验丰富的部队军官，

也有初出茅庐的 90 后士兵，他们分

布在海陆空三军及武警部队，驻扎

在全国各地，展现军人风采。

施世剑
“火头军”
也有大作为

在一般人印象里，做饭的炊事兵，冲锋陷

阵与他们关系不大，立功受伤也总是擦肩而

过，是别人心中不太引人注意的后勤保障兵。

但是，已当了3年炊事兵的高楼人施世剑，在平

凡的岗位上实现自己的价值，证明“火头军”也

能有作为。

施世剑是辽宁省凌海武警8614部队79分

队的炊事班班长。平时，他带领的炊事班要负

责一个营200多号人的伙食，起早贪黑准备一

日三餐。每天，他最熟悉的就是那口长约 90

厘米、高60厘米的大锅，一顿饭要准备好几吨

饭菜，不过这对于他来说已经是轻车熟路。

然而，要在海拔4000米上的高原上做饭，

却不那么容易。2013 年 8 月 12 日，西藏昌都

地区左贡发生6.1级地震，当时正驻扎在昌都

地区芒康县进行维稳任务的8641部队马上接

到了命令，加入到抗震救灾中去。在 4000 多

米海拔的高原上，空气异常稀薄，甚至呼吸困

难。而施世剑发现，在高原上用普通的电饭

锅、蒸笼，根本煮不熟米饭、蒸不透馒头。

“高原上做饭还有学问。”施世剑说，为了

确保高原上战友的伙食保障，他每顿饭要提早

准备，先把米饭在大锅里煮到六七成熟，再放

到为高原环境特制的高压锅中压制，才可以熟

透。高原环境下也要求炊事班的效率要更高

更麻利，才能保证战友在抗震救灾中的伙食供

应。

其实，对于施世剑来说，炊事班并不是他

当兵的第一志愿。从小有练习武术、散打的

他，在看过《士兵突击》后，就立志入伍当许三

多那样的战士，冲击一线保家卫国是他的梦

想。2004年入伍后，他加入部队特勤连，争当

一名特警，平时训练刻苦，成绩最差也是前

三。在特勤连的几年时间里，他先后参加了侦

察比武，上海世博安保，海关执勤，藏区维稳，

北京安保等重大任务，表现出色，曾获得三等

功表彰。

而在2011年，一次技能比武中，他在跑障

碍中右膝盖半月板不慎受伤。起初以为是“小

毛病”的他想站起来继续，没想伤势严重。“我

还能训练吗？”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不停地问

医生。最终，上级基于身体考虑，让他转入后

勤岗位。

“刚开始心理有落差，有情绪，觉得之前的

汗水都白流了。”施世剑说，刚到炊事员岗位上

时，还不能马上适应，心里比较低落。但经过

领导开导，自己调整后，想法也转变了。

在炊事班班长的岗位上，施世剑也挥洒着

同样的热血和汗水。一次抗灾任务中，他们所

在队伍长途跋涉十小时后进入灾区。由于物

资贫乏条件艰苦，部队里又临时断了食用油，

不好开火做饭菜，士兵们只能拿干粮充饥。看

着士兵们难以下咽，施世剑组织炊事班找来了

几袋面粉，做了几锅面疙瘩，受到战友们欢

迎。“看他们吃压缩饼干我心里不好受。”他说，

相比其他岗位，后勤岗位上同样能发挥价值，

“火头军”的作用无可替代。

黄文蓉
奋战在震区
防疫一线

2013 年 4 月 20 日 8 时 2 分，一场突如其来

的强震打破了四川芦山的宁静。7.0级的强震，

让这片祥和的土地蒙受了空前的灾难。来自马

屿的90后小伙黄文蓉，第一时间就投入到了抗

震救灾第一线。

当天8时许，正在队伍营地的黄文蓉，忽然

发现窗户一阵抖动。“不好，地震了！”从来没经

历过地震的他，告诉自己尽快冷静下来，马上要

加入到抗震救灾任务中去。作为武警四川总队

雅安支队的一名卫生班班长，他将面临一场严

峻的震后防疫战。

“地震发生后的救灾工作，除了搜救生命、

重建家园，卫生防疫也至关重要。”黄文蓉说。

在震后的一段时间里，因为灾后居住环境、基础

设施遭到破坏，各种物、生活垃圾堆积在地表，

大量禽畜尸体来不及处理，这些都给病原体的

繁殖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环境。为了避免水质等

污染的发生，预防灾后传染病流行，第一时间对

灾区环境进行消杀，对从灾区污染区域出来的

群众和救援人员实施预防性卫生处理等手段等

消毒工作一定不能怠慢。

背上洗消器，穿上防疫服，黄文蓉和其他战

友们开始对营区驻扎地的帐篷、民房等进行消

杀。地震过后，震区大部分倒塌，大量家畜、家

禽被埋在废墟中，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恶臭，但

黄文荣却不能停下来，他明白灾后防疫无小事，

不能漏掉任何一处，必须进行地毯式洗消。

消杀的任务不容懈怠，更艰巨的困难迎面

而来。震后的灾区，迎来好几天连续的阴雨天

气，给消杀工作又加上一层难度。“下雨不仅影

响洗消效果，一旦发生疫情，也会随着雨水扩

散。”黄文荣知道，这是一场与时间的战争，他恨

不得长个三头六臂，像机器人般不知疲倦。每

天每隔 2-3 小时就进行新一轮消杀，没有时间

休息，他饿了就啃几口干粮，渴了喝几口矿泉

水，天黑了就戴着头灯继续干，连续好几天每天

只能睡1至2小时，完成了十余天高强度的防疫

工作。

作为卫生班班长，黄文蓉的主要工作要处

理好队内的医务工作，特别留意伤病员的情

况。一次，一位新兵在训练中不小心崴了一下，

以为只是普通扭伤，自己并不是很重视。黄文

蓉关心战友，仔细观察后觉得可能已经伤到了

骨头，他当机立断把新兵送到了地区医院，诊断

后发现骨折比较严重，又转院市级武警医院进

行治疗，及时避免了伤情的恶化。

自从2009入伍后，黄文蓉已在部队度过了

近6年的军队生活。“当兵的初衷是想锻炼身体，

没想到当兵让我改变了很多。”他说，自己高二

时入伍，当时比较懒散，书也读不进去，是老师

眼中的“问题生”。刚入伍时，在新兵连，军事化

的作息时间和管理，跟他以前的生活完全是两

种节奏，马上把他之前邋遢懈怠的生活状态纠

正了回来，思想上也成熟很多，树立了新的价值

观和人生观，更具团队意识和责任意识。“当兵

回家后，家人也觉得我改变很多，当兵让我焕然

一新。”他说。

100 米步枪卧姿打靶，能打中多

少环？

“5 发至少 45 环！”能打出如此

包票的，正是武警郑州市支队十一

中队战士陈东良。

陈东良是马屿人，因为怀揣着

一个从军梦，他在 2012 年选择了入

伍。

在部队班级里，陈东良是成绩

排在前列的训练尖兵。总环数 50

环的打靶训练，他每次至少能打出

45 环的优秀成绩，并保持着从来不

失手的纪录。

这样的成绩是如何取得的？陈

东良回答得很谦虚：“可能是以前学

生时代射击游戏玩多了，摸到枪就

有了感觉。”

然而，优秀训练成绩的背后，必

然需要经历血与汗的锤炼。陈东良

深谙这个道理。到了部队，在高强

度、高密度的训练下，他训练刻苦，

不断提升自身素质和能力。在夏

季，他们每天早上经过 5 公里晨跑

后就在沙堤进行格斗训练。一天训

练下来，衣服上除了留下的汗渍痕

迹，耳朵、嘴里都是沙子。“迷彩服里

的口袋往外掏，全部都是沙子。”他

说。但是这些训练中的小困难他都

能一一克服。

不过，陈东良也曾在一科训练

项目就遇到了难题，拖了后腿。“你

可能会觉得很意外，是长跑训练。”

他说，刚入伍时，他还是一个体重超

过 80 公斤的“胖子”。第一次跑 600

米，他刚跑了半程，就上气不接下

气，被身旁的队友超了过去，落在了

队伍最后。

“当兵就要当好兵，就要有勇争

第一的勇气，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

力。”陈东良说。面对自己的薄弱环

节，他没有轻言放弃，一边重视减重

锻炼，一边在给自己循序渐进地加

强跑步训练。2 公里、3 公里、8 公里

……跑步能力慢慢地跟了上来，他

还不满意，在训练里给自己加训，额

外背上枪支穿上防弹衣，负重 5 公

斤 10 公里长跑，硬把弱项转变成为

强项。

除了突破体能上的极限，陈东

良也经受住了复杂环境中的种种考

验。一次，他随队执行双规执勤任

务，和另外一名战士 24 小时轮班，

负责监管“双规”对象。在监管过程

中，“双规”对象提出重金酬谢请他

们帮忙，面对引诱，陈东良丝毫不为

所动，并及时向中队汇报，自觉抵制

住了诱惑。

陈东良
样样全能的
训练尖兵

余列锋
坚守边检19载

的敬业标兵

（注：部职别及军衔均为受奖年份、排名不分先后）

塘下镇（20人）：蒋测墨，林奇幸，竺勇威，蔡 威，戴齐本，夏振烽，

谢 财，池林育，颜权威，戴煜瑞，叶元锋，陈曙阳，戴志祥，陈高斌，

黄庭威，吴一凡，项德权，杨魏，翁贤磊，林序。

马屿镇（6人）：陈师华，苏忠都，曾隆隆，黄益隆，孙晓翔，曾强强。

陶山镇（7人）：林盛虎，任建金，何众，戈章瑞，孔朋，黄日耀，包兴杰。

湖岭镇（8人）：黄瑞霸，林益聪，娄明珍，娄亚茜，马驹骅，叶仁豹，陈

梯，诸葛爱坚。

高楼镇（16人）：颜财盛，鲁鑫鑫，魏舜受，胡晓武，苏忠一，郑士丰，

周月镪，杜佐龙，钟德钦，黄祥剑，郑国杰，董大麟，周日雷，王建立，

张维余，高雷。

安阳（5人）：缪正春，葛仁智，曾浩桀，吕秋黎，缪东来。

玉海（13人）：鲍伟力，陈力，胡宇亮，阮瑞斌，叶有龙，陶冶，张鑫，

胡炜，周律，苏忠斌，黄睿，陈志豪，金杰（先进个人）。

锦湖（7人）：林威，伍晨晨，支绍威，张林鹏，梁杰，徐琪，黄荣超。

东山（6人）：戴彬彬，林高飞，陈端阳，张照，叶增兴，胡金星。

上望（6人）：林陈才，黄超杰，薛迪建，贾飞鹏，蔡星伟，贾育林。

莘塍（21人）：陈鹏程，蔡鹏飞，江忠禹，肖建国，张伟，张宇宙，陈志文，

张万富，葛预双，叶翔翔，阮世勇，蔡定锋，吴建翔，郑万敏，林星翰，

丁豪炜，叶成强，缪超翔，张锐，陈金博（营嘉奖），杨潮浩（团嘉奖）。

仙降（12人）：王长光，蔡庆庭，杨霖，梅山亭，高有鹏，贾海波，

仇知浦，郑淑娴，张锦国，曾步坚，朱友洁，黄传磊。

飞云（7人）：施伟，詹金其，雷信财，章钦，应祖乐，应檬檬，叶江伟。

南滨街道（11人）：陈旻祥，陈沙洋，朱宏达，林建东，黄斌，金池孟，

薛昊，陈浩，彭继豪，梅三伟，陈津健。

陈东良 武警郑州市支队十一中队战士（上等兵）

林冠君 73675部队13分队班长（下士）

黄文蓉 武警四川总队雅安支队班长（中士）

林建余 91765部队司务长（上士）

施世剑 辽宁省凌海武警8614部队79分队一班班长（三级士官）

童 敢 福州73683部队司令部技术股参谋（上尉）

项 琦 武警温州支队苍南中队政治指导员（上尉）

沈晓光 东海舰队后勤部（中校）

陈春雨 东海舰队工程指挥部（上士）

薛 镭 75200部队（中士）

余列锋 浙江边防总队温州机场边防检查站综合办公室副主任

（少校）

林邦钦 91991部队523舰（上士）

张伟光 73687部队站长正营（中校）

施世剑在雪地训练施世剑在雪地训练
施世剑在射击施世剑在射击训练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