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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论苑

本报讯 特 约 记 者王士刚报 道 ：

“没想到，打了一个电话就解了燃眉之

急，打心眼里感谢‘娘家人’对我们的关

心关爱。”近日，在空军某部服役的现役

军人王京京，给河南省舞阳县人武部打

来电话道谢。

王京京老家在舞阳县舞泉镇状元桥

社区。他常年在新疆服役，妻子则在浙

江攻读博士，小孩一直跟着岳父母生活

在河南信阳。今年，刚满 6 岁的孩子到

了上学的年龄，王京京决定让孩子回老

家就读，并由自己父母照顾。“孩子不是

本地户口能入学吗？父母不会办手续怎

么办？”一连串的问题，让王京京很焦虑。

无奈之下，王京京拨通了舞阳县人

武部值班室的电话。了解事情原委后，

该部立即安排专人进行对接，一对一指

导王京京提供孩子入学所需的材料，并

主动协调县教育部门办理相关手续，最

终，孩子顺利进入家门口的第四实验小

学就读。

记者翻阅舞阳县人武部双拥共建

工作日志发现，王京京的经历并非个

例。近年来，他们着力打通“部队所需”

与“地方所能”双向链路，积极协调解决

官兵急难愁盼的“后院、后代、后路”具

体问题，助力官兵安心服役。

“这得益于军地联合制定出台的

《舞阳县加强军地双拥共建工作协调机

制》。”该县人武部领导介绍，加强军地

协作，为军人军属纾困解难，目的就是

让他们少一份烦恼，多一份踏实，全身

心投入练兵备战中去。

下一步，他们将在全县开通军人

“一站式”绿色通道，建立县、乡镇（街

道）、行政村三级联系点，方便军人军属

就近寻求援助，打通服务保障工作“最

后一公里”。

河南省舞阳县

军地协作解决军人军属后顾之忧

“革命军人，应当向着最好处去

努力，朝着最明亮的方向来行动。”

最近翻看 10 多年前的采访本，看到

这 句 振 聋 发 聩 的 话 ，不 由 心 头 一

热。此言出自某工兵团参谋长关喜

志。他入伍以来，爬坡过坎不喊苦，

闯关夺隘不停顿，在多个岗位上交

出出色答卷，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

指挥员”荣誉称号。他的人生奋斗

经历启示我们：锲而不舍地向最好

处努力，朝光的方向奔跑，就会遇到

更好的自己。

人生向上攀登，事业向前迈进。

古往今来，那些建功立业的，无不是

勇敢肩负起时代重任，默默向下扎

根，搏命向上生长。“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几十年如一日忘我奋斗，一身

泥、一身水，苦其心志实现由“工”向

“ 匠 ”的 跃 升 ，以“ 一 粒 种 子 改 变 世

界”。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首

席科学家、总工程师南仁东心无旁

骛，8000 多个日夜奔走在崇山峻岭

之间，锲而不舍地攀登探索，甘坐“冷

板凳”破解难题，为“中国天眼”燃尽

生命，在世界天文史上镌刻下新的高

度。许多“很酷”的名字，无数“很燃”

的人生，面对纷繁世界种种诱惑干扰

总是坚守内心的平静，奋力朝着“猛

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壮阔目标

勇敢前进，在寻找希望的征程中收获

“吹尽黄沙始成金”的喜悦。

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于敏一

生致力氢弹与核武器研究，长期在艰

苦环境中工作，曾多次与死神擦肩而

过，却始终不改其心、不移其志，于

89 岁高龄荣获 2014 年度国家最高科

学技术奖。王淦昌坚守戈壁 17 年，

顶高温、迎沙尘、住土屋、挤帐篷、喝

苦咸水，冒着生命威胁现场指挥上千

次实验，见证第一朵“蘑菇云”腾空问

世。他年过花甲仍向激光核聚变、研

制准分子激光器等发起冲锋，其言

“60 岁的人是可以从头开始的”令人

难忘。众多奋斗拼搏的身影，身上透

着一股迎难而上、舍我其谁的慷慨之

气，成为“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

进”的生动注脚。他们信念如磐，葆

有“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使命感，

越是艰险越向前，打硬仗、担重活、攻

难关，创造出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

业绩。

“胜利不会向我走来，我必须自

己走向胜利。”能否矢志不渝地向最

好处努力，最终考验个人的意志力、

坚忍力和自制力，需要全心想事、尽

心谋事、一心干事、用心成事，始终不

为名利所累、不为世俗所扰、不为物

欲所动，做到“乱云飞渡仍从容”。人

一旦拥有了这种争取最大期望值的

能力，就能保持“满格电”、时刻“在状

态”，不会缺少闯的精神、创的劲头、

干的作风，在前进中始终处于主动地

位。这就如愚公移山，首先是在有精

神准备后激发更加昂扬的气概，充分

估计到光明前途，随时准备对付各种

艰难困苦，在成就自我的同时收获更

有价值的人生。正所谓：“责重山岳，

能者方可当之。”

古人有言，“一日无为，三日难

安”。向最好处努力，关键是居其位

谋其政、任其职尽其责，看准了就抓

紧干，能多干就多干些，绘就活力满

满的奋斗图景。如此担当有为的精

神境界，这种“万家忧乐在心头”的

家国情怀，为事业的成色与成就增

光添彩，让青春在挺膺担当之路上

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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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人武部

提升防汛抗洪能力
本报讯 崔小聪报道：近日，广东

省河源市源城区人武部组织民兵分队

到 新 丰 江 水 电 站 开 展 防 汛 课 目 训 练 。

他们针对丰水期水电站开闸泄洪中可

能出现的险情，组织参训人员重点演练

快速集结、人员转移等课目，进一步提

升防汛抗洪能力。

四川省德阳市

拥军优待项目扩容
本报讯 杨杰报道：近日，四川省德

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拥军优待项目清

单经过扩容，已达 440 项，涵盖文旅、医

疗、餐饮、商贸生活 4 大类。据了解，优

抚对象通过扫描拥军门店门口张贴的

二维码可获取“优待项目地图”，享受暖

心服务。

湖南省吉首军分区

组织民兵抗洪训练
本报讯 田芳、陈柯杰报道：进入汛

期，湖南省吉首军分区组织民兵开展抗

洪抢险骨干集训。他们采取理论学习和

实战演练相结合的方式，围绕水上航行

编队、水上打捞救生、人员转移等课目展

开专攻精练，着力提高民兵应急队伍的

快速反应和救援能力。

沈阳第二离职干部休养所

贴心服务送进家门
本报讯 罗春平、黄健伟报道：6月上

旬，辽宁省军区沈阳第二离职干部休养所

针对老干部年事已高、行动不便的实际，开

展“贴心暖心送进家门”活动。该干休所工

作人员结合上门巡诊、健康监管、走访慰问

等，逐一沟通搜集老干部意见建议，推进服

务设施适老化改造。

连日来,陕西省商洛军分区严格按照“院校式教学、连队式生活、正规化

管理”模式，组织参谋业务集训。图为参训人员进行短波电台实操训练。

南景明摄

本报讯 万成胜报道：“大家要看清

楚，这块红线区域内所有动土施工一定

要向军事单位报备，避免因工作疏忽导

致军事设施遭到破坏。”近日，重庆市梁

平区人武部组织开展军事设施保护协调

会，驻军某部参谋对照辖区地形图板，为

参会的各乡镇专武干部介绍国防光缆大

致走向，明确重点区域，讲清防护要求，

现场签订承诺书。这是该区抓实军事设

施保护的一个缩影。

随着地方经济建设和城镇化快速推

进，军事设施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统筹的问题增多，协调难度加大，发动社

会各界参与军事设施建设保护极为重

要。基于这一认识，该区把军事设施保

护列入区委议军会议题。

“保护军事设施人人有责，各乡镇街

道要无条件执行相关制度规定，积极开

展国防法规宣传，增强社会各界参与军

事设施保护的行动自觉。”议军会上，区

委书记、区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要求各

级党政领导干部认真学习军事设施保护

相关法规政策，加大宣传力度，共同维护

军事设施安全。近两年，该区筹措资金，

用于军事设施维护改造、战备公路拓宽

硬化、智慧安防升级扩容等，帮助解决驻

军部队反映的多个难题。

除此之外，区人武部还依托辖区联

通、移动、电信、广电等公司组建民兵支

援分队，定期与驻军某部通信连开展挂

钩 联 训 ，建 立 信 息 共 享 和 应 急 抢 修 机

制。同时，建立信息员工作制度，将军

事设施沿线乡镇街道专武干部、基干民

兵纳入军事设施保护信息员库，划片分

区、定人定位，加强管辖区域内的军事

设施日常管护，对发现并制止破坏军事

设施行为给予奖励，并纳入党管武装绩

效考评。

“前期市政管网改造，涉及一处军事

设施，我及时将情况上报，区人武部第一

时间协调驻军单位现场指导。”信息员谭

勤告诉笔者，自从担负国防设施看管任

务后，凡是遇到军事设施沿线动土施工，

他都会主动去了解情况，第一时间向区

人武部报告。目前，该区有近百名军事

设施信息员，他们定期发布所管片区巡

查结果，及时上报各种险情隐患。

“军事设施保护是一项持久性、长

期性工作，必须经常抓、抓长久。”梁平

区人武部领导介绍，截至目前，他们已

联合区委宣传部、区公安局、区教委等

多个部门和驻军单位一道，采取发放宣

传册、悬挂宣传横幅、举办知识讲座的

方式，开展军事设施保护宣传，共发放

宣传资料 30000 余份，悬挂横幅标语 20

余 条 ，举 办 军 事 法 规 进 村（社）活 动 10

场（次）。

重庆市梁平区

军地合力抓好军事设施保护

近日，新疆阿克苏军分区某部举办军营开放日活动，邀请驻地学校师生到军营参观，增强国防观念、厚植爱国情怀。图为该部战士向学生们介绍单位荣誉。

屈旭文摄

炎炎仲夏，声声蝉鸣。在湖南省益

阳市赫山区沧水铺镇金山村，一场革命

军事文物捐赠仪式正在进行。91 岁的

抗美援朝老兵谭志鸿身着老式军装，佩

戴荣誉勋章，在儿子谭喜言搀扶下，眼

含热泪将珍藏 73 年的老物件，交到湖

南革命军事馆工作人员手中。

“这是我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时穿

过的军装，上面还有血迹，有我的也有

战 友 的 。 这 个 破 损 的 地 方 是 一 个 弹

孔，当时，我被敌人的一颗弹片击中。

每当看到它，我总能想起战场上牺牲

的战友……”谭志鸿摊开一件血迹斑

斑的军装，带我们一起走进那个硝烟

弥漫的战场。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17 岁的谭

志鸿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号召应

征入伍，成为志愿军第 64 军 191 师独立

侦察连的一名侦察兵。

“侦察兵经常要深入敌后，摸清敌

人火力配备，兵力部署，为部队展开作

战 行 动 提 供 第 一 手 资 料 。”谭 志 鸿 告

诉笔者，在一次侦察任务中，他和战友

完 成 任 务 后 ，还 俘 虏 了 2 名 敌 人 。 在

后撤途中，他们被敌军发现，遭到密集

火力打击。谭志鸿不幸被弹片击中腹

部 ，肠 子 都 流 了 出 来 。 血 流 不 止 ，昏

昏 欲 睡 ，他 隐 约 听 到 战 友 大 声 喊“ 不

要睡！”

等谭志鸿醒来，已躺在病床上，原

来是战友们接力把他从敌人的炮火中

背到了战地医院。“大肠切除了一段，我

以为自己活不成了。”说罢，谭志鸿撩起

了衣服。笔者看到，在他的腹部左侧，

有一段长约 10 厘米的疤痕。当时，卫

生员见谭志鸿受伤时穿的那件军装已

经浸满血渍，准备处理掉，是他强烈要

求才保存了下来。“一直以来我都舍不

得洗、舍不得扔，这件军装上有我与战

友的血，我要把它保存下来留作纪念，

提醒我和家人要永远铭记那场战争和

牺牲的战友！”说到这，谭志鸿的眼睛已

经有些湿润。

伤愈归队后，谭志鸿又参加了马良

山战斗等大大小小战斗 20 余次，因在

战斗中表现出色，荣立三等功。1954

年，21 岁的谭志鸿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7 年退役回乡后，当地政府准

备给他安排工作，向他征求意见。谭

志鸿说：“我没有任何要求，也不想给

组织添麻烦。相比牺牲的战友，我能

活着回来就是万幸了。”他婉拒政府的

工作安排，回到家乡当了一名普普通

通的农民。后来，经村民选举推荐，谭

志鸿担任过民兵队长、大队会计、村总

支副书记等职务。

“ 父 亲 当 村 总 支 副 书 记 时 ，带 领

村 民 挖 沟 渠 、造 良 田 ，每 当 他 坚 持 不

下去的时候，他都会把这件旧军装拿

出来看看，鼓励自己要继续发扬不怕

苦 、不 怕 死 的 精 神 ，克 服 一 切 困 难 。”

谭 喜 言 还 告 诉 笔 者 ，谭 志 鸿 是 身 带 5

颗 弹 片 回 国 的 ，每 当 阴 天 下 雨 ，这 些

弹片就在身体里作祟让他疼痛不已。

1993 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 40 周

年之际，在党和国家的关心关爱下，谭

志 鸿 入 院 接 受 手 术 ，取 出 了 3 块 弹

片 。 还 有 2 块 因 位 置 不 好 ，手 术 风 险

较大，没能取出来。他总笑着说：“这

两枚弹片像是我的军功章，就留在我

的身体里吧。”

退休后，谭志鸿主动加入国防教育

宣讲队伍，先后百余次走进中小学校校

园、乡镇街道等场所，讲述战斗故事，深

受师生、群众欢迎。

“如今，我年纪大了，这些从抗美援

朝战争时期保存下来的旧军装、军功章

和 3 块弹片，能捐赠给革命军事馆，让

更多的年轻人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来

之不易，铭记那段烽火岁月，那就太值

了！”分别时，谭志鸿拉着赫山区人武部

领导的手感慨道。

“这些承载红色记忆、凝结红色传

统、流淌红色血脉的战场物品，是激励

湖南应征青年逐梦报国的生动教材。”

该部领导郑重地向谭志鸿说，“我们一

定继承好您的传统，做好宣传，讲好您

的故事。”

91岁抗美援朝老兵谭志鸿捐赠珍藏73年的老物件—

“这两枚弹片像是我的军功章”
■王希明 肖治平 高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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