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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搅拌机的“保健医组”

身离部队心系军旅， 中国人
民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2017级博
士研究生周晓辉退役回校后创办
军事自媒体平台 “一号哨位 ”，
以 “互联网+军营” 的方式讲述
军人故事， 传播军队正能量， 延
续军旅情缘。 如今他已成长为军
事 “大V” ， 全网粉丝超过 600
万， 今年被评为 “全国模范退役
军人”， 成为全国荣获此荣誉的
唯一在校学生。

创办自媒体，“一号
哨位”传播军旅文化

今年暑假， 周晓辉没有放松
过一天， 每天都在学业和创业活
动中穿梭， 这种假日无休的状态
他已保持了5年。 下午3时记者见
到他时 ， 周晓辉的脸上透着疲
惫， 但聊起一手创办的军事自媒
体， 他顿时来了精神， 条分缕析
地讲述起5年来的创业经历。

2014年8月 ， 周晓辉把在部
队两年写下的714篇日记整理出
100多篇， 准备结集成册。 当时，
微信公众号刚兴起， 学院团委书
记得知他的想法后， 提议把这些
日记先发到公众号上供人阅读，
名气若能打响对出书会有帮助。

一席话提醒了他： 自己是学
传播学专业的， 又有部队经历，
具备了多重优势。 于是他和同样
退役回来的同学桂从路创办了一
个公众号， 方向就定为他们最熟
悉的军旅生活。

公众号叫什么名字好呢？ 他
在部队站的第一班岗在 “一号哨
位”， 它是军营的大门哨， 无论
进入军营还是离开军营都要经
过， 是军营内外的连接点， 本身
就含有媒介的性质。 于是他选择
“一号哨位” 这个名字， 意为在
“一号哨位” 继续站岗， 连接和
陪伴那些心系军营的人。

从零起步，3个多月
订阅用户破5万

2014年8月31日 ， “一号哨
位” 公众号正式上线， 最初的粉
丝只有他们身边的同学、 朋友。
他们没有任何背景和支持， 每一
天的内容推送， 都是两个人绞尽
脑汁琢磨撰写出来， 一点一点去
吸引关注， 用真实的故事和真挚
的情怀去打动人。

创办之初， 周晓辉正在带本
科新生军训 ， 策划了 “军训生
活” 系列原创内容， 有了最初的
订阅用户； 他去给人大和外校的
国防生讲课， 介绍军营生活， 顺
便推介自己的公众号； 《退伍前
要做的几件事》 《部队里的三行
情书》 等多篇充满真情实感的文
章发表后， 点击量超过百万， 实
现订阅用户的 “原始积累”。

“这个公众号能被大家认
可， 这个名字有一半的作用。 只
要是当过兵的人， 看见 ‘一号哨
位’ 都会觉得亲切。 加上我们的
文章篇篇围绕军营展开， 唤醒集
体记忆， 引起共鸣， 而那时与军
旅文化相关的新媒体账号寥寥无

几， 社交平台的裂变效应惊人，
用户增长也就水到渠成。” 短短3
个多月， “一号哨位” 粉丝数量
就从零升到5万 。 周晓辉感慨 ，
“‘一号哨位’ 是幸运的， 是移动
互联网时代和军营文化的发展共
同作用的结果， 现在很难复制。”

从创办到现在近5年的时间
里， “一号哨位” 已发展成为以
微信公众平台为内容中心和连接
点， 其他多平台共同发力的新媒
体矩阵， 致力于弘扬军旅文化，
塑造新时代军人和部队形象。 这
个军事自媒体先后获得由新媒体
联盟颁发的 “2015最具影响力新
媒体奖”、 2017年北京地区高校
大学生优秀创业团队一等奖等多
个奖项， 他也被评为 “新浪微博
十大军事大V”。

周晓辉红了， 他在新媒体运
营上的经验逐渐受到认可， 不仅
受邀为部队多个单位分享新媒体
运营经验， 社会单位也纷纷邀请
他前去演讲， 还有越来越多的广
告商联系他， 意欲在公众号上做
广告。 他研究后拒绝了大多数认
为不适合的广告。 “我希望这个
平台比较纯粹 ， 保持它的公益
性， 不想做过于商业化的东西。”

目前， “一号哨位” 的全职
员工只有3人， 还有一批固定的
专栏作者， 所幸创业伙伴们看重
的不是眼下利益。 “我们都喜欢
做这件事， 也看好这个平台的发
展前景。” 有军人情结的胡爽是
最早一批关注 “一号哨位 ” 的
“老粉”， 经过慎重考虑她干脆从
国企辞职 ， 全职加入这个自媒
体， 而她现在的同事则是一名准
军嫂。 编稿、 运营、 策划……她
们每天做起事来有滋有味， 身兼
数职， 内心极其充实。

从学生到优秀士兵，
生铁逐渐炼成好钢

每天忙忙碌碌， 读文献、 构
思论文框架、 想自媒体选题、 思
考怎样更好地传播军旅文化、 设
计军旅文创产品……热火朝天的
军营生活看似远去， 却一丝一毫
没有被周晓辉忘记。

在武警黑龙江省总队当兵两
年， 他至今可以信手拈来一串数
字 ： 714天里站了 500个小时夜
岗 ， 在雪地拉练300公里， 打扫
过400多次厕所， 在抗洪前线战
斗20天， 立过一次三等功， 吃掉
4000多个馒头……

来自新疆的他去参军似乎是
一次冲动选择 。 2011年他上大
三 ， 生活宛如一池静水没有波
澜， 百无聊赖中看到征兵海报，
想打破平庸状态的他一下子来了
劲头儿， 说服父母、 报名、 体检
……完成道道流程后他顺利入
选， 从人大新闻学院学生变成一
个 “新兵蛋子”。

所有对部队的诗意向往， 都
被一个个 “卧倒 ” 和 “抱臂背
摔” 的口令彻底去除。 新兵连的
4个月里天天在雪地里训练， 他
每次跑完步后热汗浸湿棉衣， 过
一会就结成冰； 手套打湿了， 手
指粘在一起再慢慢融化， 整个人
如同经历了一场 “变形记”。

在挺过一个小时的标准军姿
后， 在雪地上卧倒匍匐后， 在零
下30摄氏度熬过一场高烧后， 周
晓辉感觉每一根骨头、 每一块肌
肉、 每一寸肌肤、 每一个细胞都
挺拔起来， 生铁逐渐淬炼成了好
钢。 他在服役期间被评为优秀士
兵， 其中2013年8月参加了黑龙
江流域抗洪抢险任务， 荣立三等
功一次。

“我永远无法割舍那个地
方， 这是一种印记， 也是一种永
远的获得， 这个深深的烙印改变
了我的命运走向。” 他感叹道。

2015年， 他出版近20万字的
个人从军文集———《我还青春一
次远征》， 以生动的笔法书写了
大学生士兵的从军历程。 很多看
过书的退役军人说， 翻开书， 就
像回到了疼痛而畅快淋漓的军
营。 人大新闻学院执行院长胡百
精教授评价，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
的青春故事， 这本书的另一个名
字也许可以叫 《新青春之歌》。

2018年， 周晓辉被评为 “北
京优秀在校退役大学生士兵 ”，
作为征兵形象大使赴北京多所高
校宣讲， 以他从军和退役后的故
事鼓励许多在校学子参军报国。

也正是对部队的情怀促使他
走上创业之路， 借助新媒体手段
讲述中国军营和军人的故事。 如
今， “一号哨位” 开始发布更深
度的文章， 比如他正在做百名退
役军人创业故事 ， 准备集结成
书， 鼓励更多的退役军人像在军
营里一样积极生活。 其中一位退
役团职军官去工地打工的故事点
击量达到130万， 让他对这个计
划更有信心。

梦想有多远 ， 未来就有多
远。 周晓辉认为， 自己的多重身
份， 似乎注定了会做这项工作，
去推动军旅文化的传播， 心系军
营， 以退役军人的身份继续为国
防和军队建设贡献力量。 对他来
说， 这是情怀， 也是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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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洁

辉辉煌煌中中国国 奋奋斗斗有有我我

———记北京建工新材公司建恒站机械操作班

“搅拌机里声音不对， 应该
卡住了东西， 走， 咱们去看看。”
北京建工新材公司建恒站机械操
作班班长邓晓光拍着组员李中虎
的肩膀说道。

异响就是命令， 9年的时间
让邓晓光练就一双敏锐的耳朵，
在嘈杂的作业环境中， 搅拌机的
声音只要有一点异响， 他都能听
得出来哪里出了问题。 工作中，
他和班组成员维修解决了一个又
一个故障。

邓晓光带领的这个操作班在
建工新材公司建恒站名气很大，
被大家称为混凝土搅拌机把脉诊
治的 “保健医组”。 “这个班组
不一般， 他们工作中相互配合，
解决了不少搅拌机的问题。” 该
站机械部副部长张朋说。

目前， 操作班共有9人， 平
均年龄31岁， 负责混凝土的搅拌
工作以及对设备的日常维护。 在
邓晓光的带领下， 解决了砂子下
料不畅、 摸索变速箱自主检修等
难题， 为企业节约了生产成本。

从2012年至今 ， 操作班6次
获得新材公司 “先进班组 ” 荣
誉， 而邓晓光也先后获得 “个人
先进” 和 “青年岗位能手”， 以

及3次 “优秀员工” 荣誉。
去年底， 操作班在巡查时发

现搅拌机运行异响， 大家都觉得
是小冰块撞击搅拌刀的声音， 但

邓晓光仔细听后感觉响声没那么
简单。 他提议停机检查。 但是当
时正赶上项目工地连续底板浇
筑， 如果停机会影响工程进度，
大家意见出现分歧 。 为确保安
全， 邓晓光坚持停机检查。 检查
发现主机内的搅拌刀长时间高负
荷运转折断了。 大家赶忙拆卸更
换， 将事故危险解决在萌芽中。

班组成员每想起这件事还后
怕， “如果不停机检修， 引发的
后果可能会更严重， 不管是机器
设备还是供应保障， 造成的损失
会更大。”

每年冬、 春两季， 砂子下料
不畅就成为了搅拌站的老大难问
题， 打不出去灰， 操作班万分着
急， 如何解决技术难题， 如何助
力企业解决难题， 摆在了邓晓光
及班组成员面前。

为了攻克这一难题， 邓晓光

带领班组成员查阅资料， 在现场
蹲点研究， 经常到了深夜。

“是不是可以在下料箅子下
安装振动设备来解决下料不畅的
问题呢？” 一天晚上， 大家集体
讨论 ， 邓晓光提出了自己的想
法。 随后和班组成员不断尝试和
改进， 技术慢慢成型， 最终应用
到实际中， 下料不畅的问题得到
了改善， 下料的整体速度比原先
提高了近40%。

自2016年到2019年新材公司
建恒站的产量逐年递增， 从日产
2000方到日产6000方， 从年产60
万方到年产冲击100万方， 搅拌
机通过不断改造实现了产能的不
断提高， 管理也随之优化， 操作
班全体成员积极适应， 从岗位技
能到劳动强度， 凭借着优良的传
统作风， 过硬的技术本领， 为生
产任务的顺利完成保驾护航。

退役不褪色 建功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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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辉：军事“大V”延续军旅情

邓晓光（中）和班组成员一起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