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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营

记者感言

一线直播间

以考促训，夯实基础。前

段时间，第 73集团军某旅组织后

装专业比武考核，检验阶段性训

练质效。图为一名战士在没有千

斤顶的情况下更换轮胎。

金之焱摄

新春将至，陆军某团官兵

精心布置营区。你看，挂起灯笼、

贴上福字，军营里顿时有了喜庆

的氛围。

仇鑫龙摄

新闻前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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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配电间工程建设，我全程监

督 ，所 有 环 节 符 合 规 定 ……”前 段 时

间，海军某部基层风气监督员、一级上

士周洪涛向单位纪检部门作了工作汇

报。走出办公室，他感慨地说，如今开

展 监 督 工 作 有 了 明 确 的 规 章 制 度 支

撑，基层风气监督员依法履职，说话更

有分量了。

笔者了解到，在此之前，请示汇报不

畅通、业务知识有盲区、权责边界不清

晰、监督时机不明确等问题，曾一度困扰

着该部基层风气监督员队伍。

“风气监督工作敏感、专业性强，应

进一步明确监督职责并加以公示……”

一次会议上，周洪涛讲出了他的思想顾

虑，引起在场官兵共鸣。对此，该部经

过广泛调研、听取意见后，依据有关文

件制订出台了规章制度和可行办法。

其中，《基层风气监督员工作手册》

规定了基层风气监督员的权利、职责与

监督方式；《基层敏感事务处理程序及

监督要点》对监督的内容、程序、方法、

时机进行了规范；“报告工作制度”明确

了“直通车”式报告情况的时间节点，使

党委、纪委可以跟进掌握基层廉政建设

最新动态。针对各行业领域重难点问

题，他们及时开展业务培训，通过解读

政策依据、厘清监督重点，帮助基层风

气 监 督 员 丰 富 知 识 储 备 ，破 除 认 知 盲

区，提升监督能力。

“去年年底，该部党委为全体基层

风气监督员颁发了聘书和红色胸牌，现

在哪里需要监督，‘红胸牌’就出现在哪

里。”周洪涛介绍，随着监督员业务能力

不断提高，这支队伍逐渐告别了说“外

行话”、当“稻草人”的窘境，每每遇到涉

及官兵利益的大项工程和经费开支等，

他们都会第一时间到场全程监督，排除

廉政风险。

既要培养能力，更要催生动力。在

二级上士何海平看来，从严开展风气监

督，做到不得罪人已属不易，他没想到，

自己还会因此受到广泛认可。

“近期何海平同志多次反映主副食

供应存在问题，经过调查取证，情况属

实，已勒令供货商作出整改……”一次工

作总结会上，该部机关一名领导对何海

平专门提出表扬，并将其认真履职事迹

通报所在连队，赢得战友点赞。“从事风

气监督工作以来，我不仅学到了业务知

识，提高了履职本领，更感受到了组织和

战友们与日俱增的信赖。”何海平说，他

为自己作为一名基层风气监督员而感到

自豪。

“基层部队风气持续向上向好，这

些‘ 红 胸 牌 ’功 不 可 没 。”该 部 领 导 说 ，

基 层 风 气 监 督 员 身 在 一 线 ，对 官 兵 身

边 的 不 正 之 风 感 觉 更 敏 锐 、发 现 更 及

时。眼下，春节将至，正值廉洁风险易

发 多 发 期 ，也 是 基 层 风 气 监 督 员 发 挥

重 要 作 用 的 时 候 ，相 信 他 们 能 交 出 一

份合格答卷。

海军某部建强基层风气监督员队伍——

依法履职，“红胸牌”在行动
■杨旭光 陈晓曈

“ 辰 辰 ，我 们 还 有 几 个 月 就 见 面

了 ！ 你 要 听 妈 妈 的 话 ，健 康 成 长 。”春

节 前 的 一 天 ，第 74 集 团 军 某 旅 二 级 上

士黄小勇隔屏凝望妻子倪萍和咿呀学

语 的 孩 子 ，眼 睛 湿 润 了 。 这 是 属 于 他

的幸福时刻。

去年 5 月，因技术过硬，黄小勇被单

位选中，成为中国第 22 批赴黎巴嫩维和

建筑工兵分队的一员。得知消息后，他

一度陷入纠结，一边是组织的信任，一边

是怀孕的妻子需要照顾。那晚，黄小勇

独自在营区主干道徘徊了很久，虽然他

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申请不去，但为了履

行军人的使命，他最终选择踏上异国的

土地。

黎巴嫩当地与国内有 6 个小时的时

差，手机信号不好，还经常断网，有时候

发出一条短信，对方隔天才能收到。随

着妻子预产期的临近，黄小勇内心五味

杂陈，既觉得对不住家人，也担心有意外

发生，而最强烈的情感，便是对妻子的愧

疚——当她最需要丈夫的时候，自己却

不能陪在身边。

1 月 2 日 ，黄 小 勇 随 队 外 出 执 行 施

工 任 务 。 出 发 前 ，他 接 连 给 妻 子 打 了

几 个 电 话 ，一 直 无 人 接 听 。“ 不 会 出 什

么 事 了 吧 ？”顿 时 ，他 的 脑 海 里 浮 现 出

各种胡思乱想。没等黄小勇进一步核

实 ，急 促 的 集 合 哨 响 起 ，他 迅 速 入 列 ，

携装出营。

傍晚回到营区，黄小勇急忙拿出

手机，只见有几十条妻子发来的未读

信 息 。 打 开 一 看 ， 他 又 惊 又 喜 。 原

来，妻子预产期提前了，孩子已经出

生。黄小勇急不可耐地拨打妻子的手

机，在接通的一瞬间，一阵响亮的婴

儿啼哭声传来，这位坚强的汉子泪流

满面。

“老公，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宝宝都

等不及了。”妻子倪萍声音虚弱，却没有

一丝责怪。“老婆，辛苦你了！对你的亏

欠，我用往后余生偿还……”

笔者了解到，在这支分队里，不仅

有像黄小勇这样为国出征而错过孩子

出生的父亲，还有新婚不久就告别妻子

的丈夫，有父母病重却不能尽孝床前的

儿子……几乎每一名有故事的军人背

后，都有一个默默付出的家庭。

龙 年 新 春 将 至 ，为 了 缓 解 维 和 官

兵 对 家 人 的 思 念 之 情 ，该 旅 专 门 组 织

军 属 们 录 制 了 祝 福 视 频 。“ 别 担 心 家

里，你在部队好好干，我们等你平安回

来。”一次“亲情连线”，一段真情告白，

充 满 了 父 母 对 孩 子 的 叮 咛 、妻 儿 对 丈

夫的牵挂。

而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营，此时也

年味渐浓：大红灯笼、中国结、彩带、福

字、对联、窗花等悬挂张贴完毕，威风锣

鼓、舞龙舞狮等文体活动准备就绪，年夜

饭食材储备充足，静等下锅……驻地百

姓和维和友军纷纷前来，感受中国传统

佳节的别样氛围。

“为世界和平而来，为人类共同命运

坚守。”这是分队官兵的新年心愿，更是

他们对祖国、对家人的郑重承诺。

跨越万里的真情守望
■王 忍 庄小好

今年初的一天，第 82 集团军某旅

某榴炮连新下连的战士来到荣誉室，

参加一场别开生面的连史教育课。这

堂课没有专人讲解，而是由战士扫描

一件件传家宝旁边的二维码，进行自

主学习。

“济南战役打响后，敌人炮火猛

烈，时任卫生员的周进卿奋不顾身，扑

到伤员身上，用身体挡住弹片，壮烈牺

牲……”新兵张国辉站在一封写于 70

多年前的临战遗书前，聚精会神地观

看一段自制视频，视频中的主人公正

是写下遗书的周进卿烈士。

与周进卿的遗书同柜展出的，还

有连队首任指导员潘宗道的手写回忆

录。根据其内容制作的电子沙盘，重

现了数十年前的那场战斗：作战地域

城墙高耸，城外一马平川，代表进攻

分队的红色箭头一次次被城墙挡住，

又 在 一 次 次 消 失 后 重 现 。 1、 10、

30、50……在这枚箭头旁，一组不断

闪烁变化的数字，代表战斗推进过程

中牺牲的官兵人数，旁白来自潘宗道

老英雄的回忆：“这场战斗打了整整

8 天 8 夜，连队牺牲了 56 人。”

“身处和平的国度，从未亲身经

历过战火硝烟。今天真切感受到，我

们幸福安宁的生活，都是先辈用生命

换来的。”在手机屏幕上看完全景呈

现的血战，张国辉眼角有些湿润，“前

辈们用鲜血打下的红色江山，我们一

定要用生命去捍卫；他们留给我们的

宝贵精神财富，我们一定要传承发扬

下去。”

该连干部高明宇向记者介绍，去

年，连队官兵曾与潘宗道一起到济南

英雄山祭奠先烈。山顶上，老英雄颤

抖地从口袋里掏出烈士周进卿的遗

书，给大家讲述老战友的故事，在场官

兵无不闻之动容。为了能让更多官兵

熟知周进卿烈士的英雄事迹，在征得

潘老同意后，高明宇将遗书作为新的

传家宝带回连队。

让高明宇没想到的是，这件传家

宝 放 入 荣 誉 室 后 ，鲜 有 官 兵 驻 足 观

看。其实，荣誉室陈列的其他传家宝，

也经常面临这种情况。在与官兵谈心

交流中，高明宇意识到，这些传家宝放

在玻璃柜里，无形中与官兵们拉开了

距离。加之年代久远的缘故，现在的

年轻官兵对其缺乏了解。这就是大家

在英雄山和荣誉室，对同一份遗书的

反响差别之大的主要原因。

“每一件传家宝背后，都有一个可

歌可泣的动人故事，我们要考虑的是

如何讲好这些故事，引起官兵情感共

鸣”“传家宝是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

如果不能让它们感染人、打动人，就起

不到教育人的作用”……支委会上，大

家你一言我一语进行商议，决定探索

更加直观形象、官兵喜闻乐见的方式

展现传家宝、用好传家宝。

为此，他们利用撰写连史、修编

年鉴等契机，通过多种手段和途径，

摸 清 每 一 件 文 物 的 历 史 承 载 ，组 织

有绘画、动漫、视频制作等特长的官

兵 进 行 深 度 挖 掘 ，形 成 具 体 可 触 可

感 的 文 创 作 品 ，让 连 队 传 家 宝 鲜 活

生动起来。

传家宝“走出”玻璃柜，很快收到

成效。平日里来荣誉室参观的官兵慢

慢变多了，有的热情邀请友邻营连的

战友前来参观，有的将文创作品转发

给亲朋好友广泛传播。“这样的连史教

育方式感染力更强，大家深受触动，以

连为荣、岗位建功的自觉越发坚定！”

二级上士姚万龙说。

“荣誉室展出的是物件，传承的

是精神。”榴炮连的探索引起了旅领

导的关注，决定推广他们的做法，并

借鉴综艺节目、历史情景剧和 VR 等

形式作了进一步完善。与此同时，他

们还集中组织官兵，寻访旅队参战老

英雄，广泛收集红色传家宝，让官兵

从党史军史中不断汲取精神营养、激

发奋进力量。

上图：连队新兵正在参观荣誉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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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床破烂棉被、一盏陈旧马灯、一

张泛黄遗书……从革命年代保留下来

的 红 色 文 物 ，被 作 为 传 家 宝 代 代 传

承。这些传家宝是传承红色基因的有

形载体，也是培育红色传人的生动教

材，蕴含着巨大的精神力量。如何用

好传家宝，培育“四有”新时代革命军

人，是各级需要深入研究思考的重大

课题。

记者在采访中感到，每一件传家

宝都是一笔宝贵财富，如果仅仅满足

于收藏了、陈列了、展览了、介绍了，

而不去花心思、下功夫做好紧跟时代

发展、紧贴官兵思想的阐释、传播、转

化工作，很容易与新生代官兵产生疏

离感。

习主席强调：“上思政课不能拿着

文件宣读，没有生命、干巴巴的。”同

样，“没有生命、干巴巴的”传家宝，也

很难发挥出应有的教育作用。各级要

像第 82 集团军某旅某榴炮连这样，植

根新时代沃土与时俱进，找到传家宝

的“正确打开方式”，让新生代官兵看

得见、摸得着、听得懂，从而产生共鸣、

触动灵魂。

“传统不是守住炉灰，而是热情

火 焰 的 传 递 。”对 传 家 宝 最 大 的 尊

崇 ，不 是 束 之 高 阁 、只 可 远 观 ，而 是

深 度 开 掘 其 背 后 的 感 人 故 事 、精 神

内 核 和 教 育 价 值 ，让 革 命 先 辈 的 宝

贵 精 神 财 富 一 代 代 传 承 下 去 ，激 励

官 兵 不 忘 初 心 、牢 记 使 命 ，矢 志 报

国、奋斗强军。

找到传家宝的“正确打开方式”
■张科进

Mark军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