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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 务 进 步 有 尽 头 ，工 作 进 步 无 止

境。这就要求每名党员干部把握好做事

与做官的辩证关系，深刻理解“当干部有

限、干事业无限”的朴素道理，努力在平

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

仕途一时荣，事业千古事。衡量一

名党员干部的人生价值，不是看其官职

有多大，而要看其为党和人民作出了什

么贡献。每名党员干部都应该立志做大

事，而不是立志做大官。习主席在《之江

新语》中指出：“当干部的，不能老是想着

自己的升迁。‘莫道昆明池水浅’，一个干

部，无论处在什么岗位，只要心系群众，

都可以做出一番事业来。县委书记的榜

样焦裕禄，‘官’有多大？但他的形象是

十分高大的。当干部，不求‘官’有多大，

但求无愧于民。”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

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大凡能在历史上

留下英名的，都是那些想做事、善做事、

做成事之人。回顾党的百余年奋斗历

程，我们共产党人干事业、创政绩，为的

是造福人民，不是为了个人升迁得失。

过去搞建设、抓改革，是为了使人民群

众过上好日子。今天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为的是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的

生活。可以说，立志做大事，还是立志

做大官，一字之差，却是检验一名党员

干部党政修养、格局境界、情怀操守的

重要标尺，反映出原则立场、从政理念、

责任担当的截然不同。

职务只是做事的平台，不应成为做

事的目的。对党员干部来说，追求进步

本身是一种锐意进取的积极态度。但

如果一味用职务升迁来规划职业生涯、

用升迁速度和物质待遇来衡量人生成

败，就是“官本位”思想在作祟。把个人

进退得失看得过重，往往会患得患失，

一旦不如意就会牢骚满腹、消极懈怠，

甚至搞歪门邪道、误入歧途。仅把职务

当官位，可能越当越累；若把职务当平

台，则越干越有价值。这要求党员干部

更加注重自身政治素养、打仗本领、作

风品格等内在进步，最终要落到对战斗

力的贡献率上。

当 官 是 为 了 更 好 地 做 事 ，但 做 事

不能只盯着当官。新时代，“靠素质立

身、凭实绩进步”已成为共识。做事在

前 ，做 官 在 后 ；事 业 为 重 ，官 位 为 轻 。

每 名 党 员 干 部 都 应 该 明 白 一 个 道 理 ：

唯 有 为 ，方 有 位 ；要 有 位 ，必 有 为 。 应

自觉做到以敬畏心对待事业、职责，以

平 常 心 对 待 名 利 、职 务 ，想 干 事 、能 干

事 、干 成 事 ，全 部 心 思 向 打 仗 聚 焦 ，全

部工作向打仗用劲。只有摒弃利益得

失 的 干 扰 ，以 饱 满 的 精 神 状 态 撸 起 袖

子 加 油 干 ，才 能 干 出 经 得 起 历 史 和 实

践检验的真业绩。

﹃
不
求
﹁
官
﹂
有
多
大
，但
求
无
愧
于
民
﹄

—

弘
扬
奋
斗
精
神
凝
聚
奋
进
力
量
系
列
谈

■
苏

轩

“舰艇靠泊，准备补给。”日前，北部

战区海军某基地组织一场综合保障训

练，指挥员根据态势，适时调整保障方

案，迅即下达指令。

期间，指挥室内突然断电，供电分

队立即切换新能源微电网系统，为指挥

室紧急供电，保障训练顺利进行。

“ 新 能 源 微 电 网 系 统 就 像 一 个

‘超级充电宝’，可在市电切断情况下

快 速 为 重 要 部 位 提 供 持 续 稳 定 的 电

力 供 应 。”担 负 电 力 保 障 任 务 的 该 基

地某大队领导介绍，他们利用科技手

段提升保障质效，有效提高了部队战

斗力。

以往，该基地驻地电力供应主要

依 靠 市 电 保 障 ，供 电 模 式 较 为 单 一 。

尽 管 基 地 配 有 应 急 发 电 车 提 供 备 份

保 障 ，但 因 机 动 作 业 时 间 长 、续 航 时

间 短 ，无 法 满 足 应 急 保 障 需 求 。 为

此，他们积极探索新的野战应急供电

方式，建成集风力、光伏、柴油发电机

和 储 能 电 池 于 一 体 的 新 能 源 微 电 网

系统。

“向科学技术要战斗力，才能不断

提高保障力。”该基地领导介绍，他们

大力挖掘“科技+”保障潜能，利用新设

备运行、厂家送训、军地交流等时机，

采取自主引进、联合研发等方式，将技

术成熟、适应战场需求的设备引入保

障一线。

此外，他们强化创新驱动，充分利

用现有资源，加强维修、保障等技术人

才力量建设，成立多个专业专家委员

会，组建由高级工程师和高级军士带头

的创新团队，研究制订孵化带教机制，

培养了一批专业技术过硬的骨干人才，

覆盖油料、卫勤、维修、监测等多个后装

保障领域。

VR 仿真训练平台、可升降旋转清

罐载具……在该基地近期举办的革新

成果交流会上，多项革新成果登台“亮

相”，其中不少成果已应用于战场保障

一线，推动部队保障能力快速提升。

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

科 技 赋 能 提 升 保 障 力
■崔 旭 王 帅

本报讯 郭建国、特约通讯员苏建

国报道：日前，国防科技大学某基地副研

究员叶磊带领团队承担的科研项目取得

重要突破。该基地领导介绍，他们持续

培育“忠诚笃信、为战争先、融创自强、实

干奉献”的特色文化，有效激发了官兵干

事创业的热情动力。

近年来，该基地注重打造特色鲜明

的军营文化，在潜移默化中持续培塑官

兵向战为战意识。他们在营区建设“号

令”主题雕塑，主干道上悬挂强军文化标

语，让官兵时时处处接受文化熏陶；结合

任务实际，评选官兵身边的“最美奋斗

者”，将先进典型的强军故事搬上舞台、

进入灯箱，激励官兵勇当研战先锋、争做

保障尖兵。

“战争年代，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

血，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战斗精神的丰

富内涵和强大力量。如今，干事创业的

环境和条件大为改善，我们更应弘扬敢

为人先、开拓进取的奋斗精神，创造属于

我们这代人的业绩！”在该基地组织的一

场成长感悟分享会上，一名老兵结合自

己的奋斗历程畅谈心得体会，赢得热烈

掌声。

“提升部队战斗力、凝聚力，必须用

特色鲜明的军营文化浸润官兵心田。”

该基地领导介绍，在特色文化浸润下，

官兵锚定战斗力建设奋勇冲锋，取得扎

实成效。今年以来，基地官兵勇于挑重

担、敢啃硬骨头，通过大项任务驱动、战

法牵引攻关、演训活动验证等方式，推

动科研成果向战转化，更好地服务部队

战斗力建设。

国防科技大学某基地

打造特色文化
浸润官兵心田

日 前 ，第 75 集 团 军 某 旅 组 织

飞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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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枚镌刻着“兰陵县退役军人事务

局”的印章重重扣下，尚未干透的红色

印记，与旁边刚刚盖好的部队印章相互

映衬。印章上方，清晰的黑色铅字映入

记者眼帘——

“经核实证明，戴如义、载玉义、代

玉义、戴玉义为同一人，系中国人民志

愿 军 第 38 军 112 师 335 团 1 营 3 连 连

长，在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松骨峰战斗

中英勇阻敌，壮烈牺牲。”

一纸证明，重若千钧。6 月 14 日上

午，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鲁南革命烈士

陵园宣教室内，第 81 集团军某旅“松骨

峰特功连”指导员双手接过这份崭新的

《烈士联合正名书》，动情地说：“老连

长，我是‘松骨峰特功连’第 3352 名传

人、第 35 任政治指导员。现在，我们接

您‘回家’。”

对今天的官兵来说，“戴如义”这个

名字可能有些陌生，但他的故事早已被

写进那篇脍炙人口的战地通讯——《谁

是最可爱的人》。这个名字，也与那场

“以气胜钢”的著名战役——“松骨峰阻

击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宣教室内，刚刚见证这一重要时刻

的志愿军老兵、“松骨峰特功连”官兵、

兰陵县人武部官兵、兰陵县退役军人事

务局工作人员、学校师生等军地代表，

神情肃穆地聆听“松骨峰特功连”指导

员动情讲述戴如义烈士的战斗故事，重

温那场惨烈的阻击战斗——

1950 年 11 月 30 日，335 团 1 营 3 连

连长戴如义和指导员杨绍成带领全连

官兵，奉命占领松骨峰东侧一个小山

包，阻击南逃美军。在无险可守的情

况下，全连官兵用简陋的武器阻击拥

有飞机、坦克、火炮的美军第 2 师部队

长达十几个小时，为主力部队围歼敌

人、夺取第二次战役胜利争取了宝贵

时间。战斗结束时，全连官兵仅幸存 7

人。战后，志愿军总部授予连队“攻守

兼备”锦旗一面，记特等功一次。战斗

中，戴如义左腿被炸断仍坚持爬到最

危险的地方靠前指挥，不幸头部中弹，

壮烈牺牲。

台下，坐在记者身旁的一名身着校

服的学生聆听这段历史，眼泪不由自主

地滑落。她叫刘雨菲，是兰陵县尚岩镇

初级中学初一学生。听了戴如义烈士

的战斗故事，她深受震撼：“战斗激烈残

酷，戴连长却如此英勇。我虽然学过

《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课文，却第一次

知道里面提到的三连连长，是从我们县

走出去的英雄！”

“第一次”，这个简单的词汇给记者

带来强烈的心灵冲击。一个在抗美援

朝战场上荣立特等功的连队，一位身受

重伤仍坚持战斗直至牺牲的英雄连长，

其光辉事迹终于为家乡人民所知。曾

经，“戴如义”这个被一代代“松骨峰特

功连”官兵所熟知的名字，在他的家乡

却“查无此人”。

近 年 来 ，该 连 通 过 开 展“ 寻 找 松

骨 峰 战 斗 英 烈 ”活 动 ，先 后 找 到 数 十

名英烈，并将刻有烈士姓名的水晶纪

念碑送到烈士家乡，供参观者纪念和

瞻仰。

该 连 官 兵 告 诉 记 者 ，“ 寻 找 松 骨

峰 战 斗 英 烈 ”活 动 中 ，山 东 省 临 沂 市

兰 陵 县 一 位 在 抗 美 援 朝 战 场 上 牺 牲

的“载玉义”烈士，引起连队退伍老兵

张忠金的关注。据他了解，这位烈士

的名字在家谱中记载为“代玉义”，而

兰陵县县志中记录的名字却为“戴玉

义”。

名字虽不相同却有相似之处的烈

士，会不会就是老连长“戴如义”？为弄

清事实，该连与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联

系，联合军史专家经过长达 3 年的调研

和考证，最终经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认

定，这几个名字与连队老连长戴如义就

是同一个人。

战争年代，受条件所限，名字记录

有出入的现象并不鲜见，却给英雄“回

家”增添了不少阻碍。而今天这场活

动，无疑是一场让所有人期盼已久的双

向奔赴。

那 一 刻 ，记 者 被 这 场 感 人 的“ 寻

亲”深深打动，正如兰陵县退役军人事

务 局 一 名 领 导 所 说 ：“ 对 待 烈 士 的 事

情，我们必须‘较真’，不容许出一丁点

差错。这是对历史负责、对烈士负责、

对未来负责。”

老连长找到了，大家又发现一个新

的问题：戴如义烈士已无直系亲属，给

他开具的《烈士联合正名书》由谁来保

管？“虽然老连长没有后人，但‘松骨峰

特功连’每一名官兵都是他的传人。我

们要把这份证明文件带回连队永久珍

藏，让官兵时刻记住他、永远怀念他。”

该连一名干部说。

作为纪念，这份《烈士联合正名书》

将交由“松骨峰特功连”保存。为戴如

义烈士联合正名仪式现场，“松骨峰特

功连”指导员将抗美援朝老战士曹家麟

制作的一座刻有戴如义烈士姓名的水

晶纪念碑转赠给兰陵县退役军人事务

局，下一步将存放在烈士陵园，供参观

者凭吊、瞻仰。

鲁南革命烈士陵园办公室主任赵

恒浩告诉记者：“接下来，我们将与部队

对接，梳理戴如义烈士的生平和事迹，

收集相关图片和视频资料，与纪念碑一

起向公众开放展示，让烈士的英雄故事

在家乡广为传颂。”

装裱、擦拭……回到连队，官兵们

将《烈 士 联 合 正 名 书》放 置 在 显 眼 位

置。该连一名干部告诉记者：“松骨峰

战斗已成为历史，但‘松骨峰精神’代

代相传。作为英雄传人，我们要高擎

革命先辈扛过的英雄战旗，在新时代

的长征路上接续奋斗。”

英 雄 保 家 卫 国 、与 敌 人 血 战 到

底 ，为 了 什 么 ？ 亲 历 老 连 长 戴 如 义

“ 回 家 ”之 路 ，记 者 对“ 谁 是 最 可 爱 的

人 ”有 了 更 深 刻 的 理 解 。 今 天 ，过 上

幸福生活的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为国

牺 牲 的 英 烈 。 正 如 一 名 老 兵 所 说 ：

“ 人 民 没 有 忘 记 我 们 ，我 们 的 牺 牲 就

值得。”

左上图：戴如义烈士联合正名仪式

现场。

李乃超摄

第81集团军某旅“松骨峰特功连”官兵迎回戴如义烈士的《烈士联合正名书》—

跨越 74年，接老连长“回家”
■本报记者 张科进 刘 敏 特约记者 曹 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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