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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媒视窗

4月 3日

我和我的勋表

前不久，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赴

异 地 执 行 任 务 的 10 余 名 官 兵 刚 归

队，便聚到一起召开任务交流会，分

享心得，提出建议。

“低温条件下，电源模块需加热

维护”“可自制电缆橡胶套代替篷布

套，提高耐磨度”……交流会中，他们

围绕新机保障明确多个具体事项，总

结归纳 6 条有益启示，梳理出需要研

究的十余项课题。某连中士吴凡提

出的问题，因对提升某型战机保障质

效作用关键，被该场站党委列为重点

攻坚内容。

“这些点子虽小，但很实用，能直

接为战斗力建设服务。”该场站领导

表示，发扬军事民主，集中官兵智慧，

能更好地助力练兵备战。

“ 简 单 的 小 创 新 ，自 己 开 展 就

行。难度大一点的，连队会提供助

力。需要多方协助的，场站直接搭台

子、铺路子。”吴凡表示，努力让每个

“金点子”都能结出“金果子”，是场站

上下的共识共为。

问计官兵，集智攻关。场务连连

长李强介绍，部队地处北疆，严寒天气

对保障装备设备影响大。官兵身处练

兵备战一线，对寒区保障的痛点感知

清晰，对装备设备在寒区的“脾气”摸

得透，理应成为解决难题的骨干力

量。这几年，前来场站驻训的单位多、

机型多，需要他们强化能力、丰富手

段，保障更多战鹰在此振翅高飞。

“无论是地理位置带来的考验，

还是使命任务拓展赋予的责任，都化

为我们奋进的动力。”该场站领导表

示，难题是“坎”更是“梯”，正是这些

问题、课题，“倒逼”大家不断挖潜、持

续强能。

为引导官兵积极发挥聪明才智，

该场站充分发扬军事民主，围绕破解

寒区保障难题、提高多机种保障能

力，定期召开恳谈会、“诸葛亮会”，广

泛组织问卷调查，鼓励大家多提意

见、多搞创新。

畅 通 民 主 渠 道 ，营 造 大 家 想 办

法、人人出主意浓厚氛围的同时，该

场站注重发挥组织功能，各单位党支

部、团支部、军人委员会一同发动官

兵找问题、研对策。某连指导员冷旭

东表示，去年冬天，他们发起一场“严

寒保障大家来‘找茬’”活动，充分调

动官兵主观能动性，及时发现了不少

问题。其中该连军人委员会主任、一

级上士田德威发现“-30℃以下某型

保障车辆气路易结冰引发故障”，引

起大家关注。

随 即 ，连 队 指 定 田 德 威 牵 头 攻

关。一番讨论后，有人建议能不能利

用电加热给车辆气路加温？大家感

觉有道理，顺着这个思路补充——

“不仅要给气路加温，还要能保温”

“为确保电路安全，最好增加实时监

测温度功能”……你一言我一语中，

初步设计思路“出炉”了。经过一次

次测试、改进，他们研制出某型保障

车辆除冰装置。

“有的小创新是举手之劳，有的

得费一番工夫。无论难易，只要大家

一起想办法，总能解决问题。”田德威

说。得益于该场站党委机关支持、官

兵群策群力，近年来已有数十条“兵

建议”被上级采纳，10 余项官兵自主

革新成果被推广运用。这些来自一

线的“金点子”，助力该场站出色完成

各类保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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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突降大雪，一辆送菜的车辆

被困在前往天文点、神仙湾方向的哈巴

克达坂上。

此前，团里天文点、神仙湾两个边防

连的储存蔬菜已所剩无几。接到通知，

连长找到我：“你是咱们团驾龄最长的机

械操作手，我们决定派你去，一定要安全

完成任务。”

我立刻驾驶挖掘机赶赴现场，用了

1个多小时终于把被困车辆从雪窝里拉

出来。为了保证送菜车的行驶安全，我

向连队请示“护送”车辆驶过危险地段。

10公里长的哈巴克达坂，高度差足足

有1200米。我们两辆车一前一后，转过近

百道弯，沿着山路盘旋了两个小时才驶过

达坂。回到营区，天色已经暗下来，刚竣工

不久的军史长廊亮起暖黄色的灯光。

吃过晚饭，我拿着解说词来到军史

长廊。前段时间，团领导指派我担负军

史长廊解说员，为即将上山的新兵讲解

团队历史。

戍守天文点、建卡河尾滩……军史

长廊展板上的许多老照片，也串联起我

在“最高战位”的军旅足迹。凝视着它

们，仿佛走进一条 19年的时光隧道……

2005 年，高中毕业后我入伍来到新

疆。列车沿途风景壮美，到达终点站下

车时，迎面扑来的却是漫天黄沙。

新兵下连，我来到某边防团道路工

兵连，成为一名机械操作手。还没来得

及开展机械操作训练，我们就接到前往

天文点边防连守防的通知。

从团部出发，经过 3天跋涉，我们来

到海拔近 5400 米的天文点边防连。虽

然住在固定营房，但晚上狂风袭来，就像

长了“眼睛”，总能顺着缝钻到我们的被

窝里。宿舍里烧起煤炉取暖，到了半夜，

一氧化碳报警器会“嘀嘀”地响。

不过，“嘀嘀”声只响了一个晚上。我

原以为是煤味减弱了，没想到后来发现一

个秘密。那个深夜，我迷迷糊糊听到有动

静，睁开眼看到班长陈国伟正轻轻地把一

扇扇窗户拉开一条缝。他坐在床边，等煤

味散去，又仔细检查制氧机的工作情况，

才回到床上重新躺下。后来我了解到，这

是连队的传统。每当新兵上山，连队会安

排专人检查新兵夜间休息情况，确保新兵

能更快适应高原环境。

初上高原的新鲜感，在艰苦的环境

中慢慢消散。唯一让我“乐此不疲”的，

是抬头观星。

天文点，因上世纪 50年代天文气象

勘察工作者在此测定天文气象而得名。

这里空气稀薄，不适宜人类生存，却是绝

佳的观星之地。每一次站夜岗时仰望浩

渺星空，我都不禁惊叹大自然的神奇，仿

佛一伸手，就能摘下满天繁星。

那次站夜岗，陈班长告诉我，几乎每

个天文点边防连的老兵都喜欢数星星，

因为“每颗星星的背后都有故事”。北斗

七星，“代表”连队第一批官兵。1959

年，他们仅靠几峰骆驼、几顶帐篷、一口

铁锅，就在天文点扎下根。北极星，“代

表”连队原副指导员陈炳利，他坚守天文

点 8年，多次有下山机会都让给别人，最

后因肺水肿牺牲……

“一代代边防军人在这个离星星很

近、离家很远的地方守卫边防、守望星

空，也守着心中的信念、肩上的责任。”陈

班长的话，让我若有所思。

天气转暖。除了执行日常巡逻任务，

我开始进行机械操作专业训练。白天在

驾驶舱里熟悉“铁疙瘩”，晚上在书桌前钻

研理论。几年间，我逐渐掌握了推土机、

装载机、铲车等 10余种工程机械车辆的

驾驶技巧。2010年，在上级组织的工程

机械操作比武中，我获得第一名。年底，

我荣立军旅生涯第一个三等功，又以专业

技能全团第一的考核成绩顺利留队。

2011年初，上级命令新组建连队前

往海拔 5418米的河尾滩建卡，并抽调我

们连几名骨干一同前往，配合建设营

区。那晚，连长在连队俱乐部宣布命令，

我和几名老班长向前一步，出列请战。

不久后，我们跟随第二批上山车队进驻

河尾滩。

河尾滩因位于河流汇集的滩头而得

名，每年 6 月至 9 月，经常会出现间歇性

河流，给巡逻带来挑战。2013 年，我再

次赴河尾滩参与营区建设。那一次，我

随队巡逻，要乘车前往 30多公里外的点

位，途中会经过一条间歇性河流。

途经那处河床时，最让我担心的事

还是发生了——巡逻车陷入河床里。由

于巡逻车自身较重，只能依靠其他车辆

救援。我带一名战士徒步返回连队求

援，当我们乘着救援车返回时，融化的雪

水已经流经河床，水位大约有 1米深，还

在不断上涨。

当时已是傍晚。看着上涨的水位，

连长说：“党员骨干带头下水，把拖车绳

挂上。”连长第一个下了水。雪水非常冰

冷，每人只能在水里待两分钟。一个接

着一个，我们接力把拖车绳挂到车上，成

功将车拖上岸。

回到连队，我向连长提议清理河床、

铺上石头，这样就不会再发生陷车。上

级批复同意施工，连队召开军人大会，宣

布成立施工小组。

我所在班是施工主力班。这条“石

头路”，我们耗时近 1 个月铺设完成，不

仅缩短通行时间，也提高了巡逻安全系

数。我们班因此荣立集体三等功。

颁奖仪式上，我作为代表走上领奖

台。台下，战友们静静聆听我们班在执

行任务时并肩战斗的故事。我告诉他

们，当一名边防军人，最重要的是要有不

畏艰险的勇气。当班里每名成员都具有

这种品质，任何困难都难不倒。

2018年，上级指派我担任某营代理

排长。那时，“卫国戍边英雄”陈红军是

新任营长。营里配发了新装备，营长带

领我们营连骨干成立攻关小组，从研究

零件到编写教材，精钻细研该装备在高

海拔地区的训练方法。在他的带领下，

全营实现“当年列装，当年形成战斗力”

的目标。

营长对待工作认真细致的态度，令

我受益匪浅。一次平整训练场地，因为

一个细节我没注意到，他反复强调：“高

原环境特殊，做任何工作一定要精益求

精，坚持标准。”这句话，后来也成为我的

工作准则。

工作中，营长是我们的主心骨；生

活上 ，他是我们的老大哥。2018 年 8

月，妻子临近预产期，我向连队提出休

假申请，很快得到批准。然而，就在我

出发前，一通电话打来。“山上突遇紧

急任务，要派你去……”电话那头，指

导员也很为难。那一瞬间，我心里有

些沮丧，但作为代理排长，我必须为大

家作表率，有任务就得上。

第二天晚上，营长到帐篷里找到我：

“听说你不下山了？怎么回事？”听完缘

由，他安慰我说自己也遇到过相似的情

况，“那年，我的父母生病，需要人照顾。

就在我请完假准备离队前，接到了执行

任务的通知。接到通知那晚，我就退掉

机票，准备上山的物资……”

自古忠孝难两全。2020 年，我和营

长一同赴边防一线执行任务。就在营长

牺牲的前一天，我还看到他从怀里掏出

妻子的照片，满心欢喜地说：“再过 4 个

月，我就要当爸爸啦！等完成任务，我要

回去好好陪陪她。”我还记得，他原本打

算给妻子打个电话，由于工作繁忙，他说

晚点再打电话报平安。谁能想到那通未

拨通的电话，竟成了永别……

4 年时间转瞬即逝，英雄精神在一

代代高原军人的心中生根发芽。在相互

陪伴和鼓励下，我们在这片英雄的土地

上共同成长。

今年的新兵上山了。我特意穿上常

服，沿着军史长廊的 8 个板块为他们一

一解说团队的光荣历史。

一位新兵问我：“班长，在这里当兵

是什么感觉？”“你觉得会是什么感觉？”

我反问道。

“我觉得会很苦，也很光荣。”新兵

回答。

“在高原当兵，吃苦是免不了的。

但除了‘苦’，其他的感觉需要你们自己

去品味和寻找。”我指着一张张照片告

诉他们：天文点边防连四周荒凉，老兵

刘军用铁丝拧出两棵绿意盎然的“铁

树”；神仙湾边防连哨楼旁，每年七八月

份总能长出雪菊、雪莲，大家都会摘一

些寄回家乡；河尾滩边防连的巡逻路

上，一到冬天可以从积雪的山顶一路滑

下来……

看着新兵们亮晶晶的眼眸，我不禁

回想自己初上高原时，是不是也像他们

一样充满好奇与向往。如今，我的胸前

已经有一面 5排 13枚略章组成的“荣誉

墙”。两次荣立三等功，6 次获得嘉奖，

获得一级卫国戍边纪念章略章……这面

“荣誉墙”，是我在高原戍边，找到的属于

自己的“甘甜”。

站在“新时代卫国戍边英雄群体”的

板块前，我对新兵说：“明天，你们就要前

往各个哨所。希望你们能像英雄一样，

爱上边防、守好边防、扎根边防，为祖国

撑起一片天空。”

（张乂心、黄路飞整理）

高原之上高原之上，，
当当顶天立地的兵顶天立地的兵

■■新疆军区某边防团新疆军区某边防团三级军士长三级军士长 陆岩东陆岩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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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日，第 73集团军 2024年春季入伍新兵开启新训生活。

宋凯琦摄

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传承发扬

我军“三大民主”光荣传统，发动官兵

想办法、出主意，破解多个寒区保障

难题，不断提高多机种保障能力，有

效凝聚和激发了官兵干事创业的动

力活力，值得学习借鉴。

发扬军事民主，是我军建设和作

战的重要经验。回顾历史，许多管用

实用的战术战法、革新发明，都源于

一线官兵的聪明才智。道理显而易

见：一是创新不拒小，人人都能上手

一试；二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多个

人就多个思维“破圈”的可能；三是创

新源于实践，基层官兵身处练兵备战

一线，是名副其实的“需求侧”；四是

发明创新成效如何，基层官兵的感受

最直观，利于迅速改进。

当前，新理念、新技术、新装备不

断涌现，各级面对的新机遇多、需要

解决的新问题也多，更需要人人动起

来、学起来、思考起来，汇聚更多谋战

研战的“金点子”，让优良传统在新时

代焕发新活力。

群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众智之

所为，则无不成。发扬军事民主，要

充分发挥组织功能。党支部应经常

听取群众反映，团支部、军人委员会

要不断引导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解

难题，带动广大官兵为战强能、向战

冲锋。充分尊重官兵的主体地位和

首创精神，鼓励大家多提意见，珍视

好点子的同时也重视小点子，为可行

思路尽快搭台，让“兵点子”结出“金

果子”，抓紧落地落实，促进成果转

化。还可以成立创新团队、攻关小

组，经常性组织互帮互助互教等活

动，让大家在思维碰撞中不断激发创

新活力，凝聚攻坚合力。

“兵点子”结出“金果子”
■徐金龙

图①：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官兵巡逻途中。

图②：陆岩东的勋表。

图③：陆岩东（左一）为战友讲述戍边英雄事迹。

图④：陆岩东为战友讲解机械修理知识。

供图：郑晓林、程允聪

制图：扈 硕

“曹姐，假期是你值班呀？”

“是呀，最近来了一些家属，我看看

大家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4 月 6 日上午，第 72 集团军某旅的

几 名 军 嫂 带 着 孩 子 走 进 该 旅“ 军 属 之

家”，接待她们的是该旅家属委员会副主

任、某连副连长曹思逸。

“最近家属委员会组织活动吗？”“孩

子入学什么时候开始报名？”……军嫂们

的问题，曹思逸一一作答。没办法立刻

回答的，她就记在工作日志上，列入下一

次家属委员会例会的议题。曹思逸身后

的那面墙上，张贴着一张《家属委员会工

作规定》，上面列出 10 余条规章制度，让

家属委员会的工作内容“一目了然”。

该旅家属委员会的成立，还有一段

由来。2022 年初，该旅人力资源科科长

孙长胜为几位军嫂办理随军相关事宜

时，发现她们在生活和就业中遇到一些

难题，但由于各项事宜办理环节复杂、科

室力量不足，进展并不顺利。

孙长胜了解到兄弟单位成立了家属

委员会。借鉴他们的工作经验，孙长胜

向旅党委建议成立家属委员会，在机关

协助下协调军属相关工作，解决矛盾困

难。当年 5 月，该旅家属委员会成立，由

政治工作部领导兼任主任，某连副连长

同时也是军嫂的曹思逸任副主任，从踊

跃报名的军嫂中遴选出 5 名军嫂担任委

员，分别负责教育、外联、医疗等相关工

作，按照“每日上报情况、每周召开例会、

每月联系家属”的值班制度运行。“军属

之家”还设立了军娃学习室、心理咨询室

等，让家属活动有组织、娱乐有场所，搭

建起家属与部队沟通的桥梁。

那一次，某营教导员吴岳捷在外出

差时，他的妻子患急病住院。在他一筹

莫展之际，一个电话让他放下心来。原

来，妻子住院时，家属委员会将他们的孩

子接到值班委员家中照顾，还安排多名

家属轮流去医院陪护。

“我们家属的心事，还是嫂子们懂。”

家属们有了“娘家”，一些难办的家务事在

互帮互助中迎刃而解，官兵和家属的一些

实际困难也得到及时解决。得知几名军

嫂想在驻地找工作，家属委员会向机关建

议让军嫂参加为即将退役士兵举办的就

业培训；官兵驻训返营后，家属委员会牵

头举办“军营开放日”、双拥文艺汇演……

服务家属就是服务官兵，就是服务战

斗力。该旅政治工作部领导介绍，该旅将

继续推进家属委员会建设，充分发挥家属

委员会服务家属和部队建设的职能。

家属委员会成立时，我的心里有些

忐忑。部队如今训练任务重，家属委员

会如何更好发挥作用？让我们欣喜的

是，虽然与兄弟单位相比，我们旅的家属

委员会成立较晚，但起步速度并不慢，对

部队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是教育

“督导员”，鼓励家属与部队开展联教联

育；也是家庭“调解员”，针对性做好官兵

和家属的疏导工作；还是部队“好帮手”，

牵头举办一系列暖心活动，进一步鼓舞

军心士气。

家门连着营门。家属委员会不断

打通让官兵放心、家属暖心的“最后一

公里”，成为拉近家属与部队距离的“连

心桥”。

——第 72 集团军某旅人力资源科

科长 孙长胜

（黄昱晖整理）

服务家属，也是服务战斗力
—第 72 集团军某旅成立家属委员会的一段经历

■张子庚 聂钰霏

心 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