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军旅人生丨“兵王”赵俊锋：从普通一兵

到“工匠型”士官

赵俊锋（左）在进行操作把关指导

赵俊锋，河南省内黄县人，1976年出生，1993年入伍，现任中国人民解放

军某旅一级军士长。入伍27年间，他爱岗敬业，刻苦钻研，多次参加重大演训

任务表现出色，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申报科研项目4项，申请国家发明实用

型专利5项。被评为全军优秀士官人才奖，入选士官人才库工匠型士官，多次

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士官标兵，荣立个人三等功3次。

在我们的军营里有这样一群老兵，他们服役时间长、专业技术精、管理组

训经验丰富，是名副其实的士官队伍中的“排头兵”。他们不仅是各个专业领

域的行家里手，更是官兵心中的“标杆”，是当之无愧的“兵王”。那么，赵

俊锋是如何由普通一兵成长为一级军士长的呢？当初选择到部队家里人同意

吗？应征入伍的过程又顺利吗？

赵俊锋：“我父亲是一名老兵，对我穿军装非常支持。但奶奶70多岁了，

她不是很支持，怕我到了部队以后就见不到我了。当时入伍体检有个小插曲，

那时我身高是1米72，体重不到110斤，偏瘦，第一次体检就被淘汰了，好在

还有一次复查的机会。当时我也懵了，同镇的一个人就拉拉我的袖子，告诉我

说多喝点水，一下就把我点醒了，跑到外边水管旁猛喝水，再去称体重才过

了。”



赵俊锋（右）在检修汽车发动机

如愿以偿来到部队后，赵俊锋发现比他想象中要苦多了。

赵俊锋：“真正来到部队发现比我想象中的要苦多了，一天跑三个5公

里。因为拉不动单杠，我们班就想办法在下边放上水桶，每个人吊单杠 5分

钟，特别累。还有双杠、木马，每天都要雷打不动地练，对身体要求特别高。

手上起的全是血泡，后来是水泡，再最后变成老茧。给我的感觉怎么说呢，度

秒如年，咬着牙，一个数一个数自己数。”



赵俊锋（左）在进行导通测试

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才能勇往直前，坚持到底，您那时是不是也给自己定了

目标？

赵俊锋：“在新兵连，第一次去实装操作，很兴奋，对装备也很敬畏。当

时就特别崇拜我们的班长，他操作稳重、可靠，游刃有余，十分潇洒，我感觉

那才是明星的一种标准，所以我的目标就是要像班长一样独挡一面。第一次上

去，虽然规程、操作都背得很好，但等到通上电，指示灯一亮，心里一下就懵

了，不知道怎么操作了。之后我就更加用功，挤时间加班学习，20多年来我每

天都在加班，一般都在12点以后睡觉，自己努力学高等数学、大学物理，学汽

车底盘、发动机、电气自动化一体等知识。”

每一次成功的操作，背后都是成千上万次的探索和练习。赵俊锋在完成本

职工作的同时，一直潜心于装备研究，写了23本故障记录。

赵俊锋：“我最大的习惯就是记笔记，小本子一直在口袋里装着。我会详

细记录操作中出现的故障，包括天气、湿度、故障现象、操作人员的性格等

等，有什么感想也会马上记录到本子上，晚上加班的时候反复推敲论证，找出

一些改进措施，最后总结梳理。”



赵俊锋为新战友讲解设备原理

学习的方法有很多，哪些方法对你来说更有效？

赵俊锋：“我去过电机厂，利用探家的时间去汽车修理厂学习，不给钱也

干，管吃就可以。当时老板跟我说，到我这儿打工可以，我考你道题。他让我

5分钟内画出汽车的六档变速箱。我说不用，三分钟就能画出来，老板还挺惊

讶的。最后我们还交了朋友。在那儿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我学到很多东西，影

响很大。”

入伍以来，赵俊锋爱岗敬业，刻苦钻研，多次参加重大演训任务表现出

色。同时，他还注重把实践得来的经验理论化、体系化，发表学术论文30多

篇，申报科研项目4项，申请国家发明型使用型专利5项。写论文不仅需要实

践基础，还需要扎实的理论功底，对专门搞研究的人来讲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赵俊锋是怎么做到的？

赵俊锋：“我第一篇论文写了十年，这十年也是我学习进步的十年。发现

问题容易，但论证很麻烦，因为它涉及到高等数学的很多知识，我就边学边论

证。我还订了很多杂志，要写论文就要写最先进的论文，要了解一些新的概

念，否则跟不上这个时代的发展。好多人说我太执着了，前段时间我搞了一个

专利，解决在地震中无法实现照明的问题。地震产生晃动，能不能把这个晃动

的能量转换成电流，实现照明？当时我用牙签做震级，我一直在家里实验。我

家属说我太痴迷了，好不容易休息一次，试验做了一天。其实我之所以这么

做，从大的方面是为大众服务，小的方面，就是自己想搞明白这个问题。”



训练结束，赵俊锋（左）做总结讲评

赵俊锋在部队奉献了20多年，受到大家的尊敬，赢得了很多荣誉。都说军

功章的背后离不开亲人的付出，赵俊锋的家人给了他很大的支持。

赵俊锋：“家人很支持我在部队搞工作，从来没有抱怨过。我妻子2004年

生了一场大病，当时把家里的钱都花没了，我老爹把吃的粮食都卖了。那时我

的信念是没有过不了的火焰山。好多人也跟我说，怎么这么大的病，咱中国都

没见过这种病，我说花再多钱也要去治。后来妻子在北京天坛医院做了开颅手

术，那个时候压力也有，害怕手术后会怎么样，因为妻子老是昏迷不醒。她做

手术的时候我在外面看高等数学，家属后来跟我说你这个人心怎么这么大，我

说你让我怎么办？我不看书，我也使不上劲，如果需要血，我可以给抽血，但

是现在我解决不了。我家属也很乐观，每次还开导我，人要知足，知足常

乐。”

妻子手术后不久，因为工作需要，赵俊锋带着满心的担忧和歉疚回到了部

队。

赵俊锋：“回到军营以后，看到连长我就哭了，半天没说出来一句话。连

长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现在瘦得都不像个人了’。那个时候最多110斤，

因为睡不好，这个事不想也不可能，我就是一个平常人。现在小孩都上六年级

了，我都没有参加过一次学校的家长会。孩子大约 3岁的时候，胳膊上长了一

个囊肿，需要做手术，医生要给他做全麻，我家属说小孩没事，不用做全麻，

只做局部麻醉就可以。医生问孩子能不能挺住，孩子当时握着个拳头，说没有

问题！我家属就跟医生说，孩子爸爸是当兵的，他受这方面的影响。我感觉这

是我一生最自豪的时候。”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从小就这么坚强，相信长大后一定会有大的

作为。赵班长，作为一名老兵，您现在最大的目标是什么？这一路走来，回首

军旅生涯，您最深的感悟是什么？

赵俊锋：“还有三年就退休了，我整理了一百多项课题，小到装备车辆的

一个螺栓改进，大到对武器装备的完善，比较全面，也是为下一步的新装备改

制提供理论与实际的支撑。我感到军营是一个大学校，站在科技最前沿人才济

济，只要你想学，再加上坚持，都会实现人生的价值。部队不只是酸甜苦辣，

更有广阔的舞台，我希望广大青年能积极投身强国、强军的伟大事业，尤其是

青年官兵，要坚守岗位，为祖国和人民站好第一班岗。”

赵俊锋与战友进行学术论文研讨

在赵班长心中，什么样的人能称得上是“兵王”呢？

赵俊锋：“一是能力素质过硬，在某个训练或者专业领域能达到首屈一指

的地位；二是资历老；三是贡献大，能成为兵王的人一定是对单位贡献大的

人。能兼备以上三点的兵在我心目中就可以称为‘兵王’。”

一级军士长常常被称为“熊猫兵”，也就是“国宝”的意思，在部队中的

声望非常高，可以说是士兵中的巅峰、强军丰碑中的基石。您几十年如一日坚

守在自己的战位上，想过有一天会成为官兵心目中的兵王吗？

赵俊锋：“兵王不敢当，但是以上也正是我所努力的方向。入伍27年来，

先后经历多次武器装备更新换代，每次换装我都时刻提醒自己要在最短时间

内，掌握了解手中武器装备，让装备具备战斗力。另外我始终秉承活到老、学

到老的理念，在重难点科目训练上、在棘手问题处置上、在装备故障排除上，

反复查阅资料后，我都会问自己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处置。我始终认为作为军



人，我的责任就是在战争来临时，想尽一切办法打赢战争，维护国家和人民安

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