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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阳光照亮了小镇。起床后，

我清扫了一下昨晚剪贴报纸掉落在地

上的碎屑。看着剪贴本越来越厚，我心

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吃完早饭，我来到店里，看到门把

手上斜插着最新一期的《解放军报》。

小镇的邮递员常常打趣我，说一个中年

妇女看不懂军报。他不知道的是，这份

报纸里，有我的牵挂。

我的父亲是一名军人，我年轻时也

曾两次报名应征，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如

愿。好在女儿替我圆了梦，2020 年大学

毕业后参军入伍。

女儿入伍后，我便开始关注一些军

事类的新媒体。有时，我看到一些战士

刻苦训练的画面，难免有些心疼。

我时常鼓励女儿不要浪费时间，闲

暇时多记录军旅生活。女儿从小喜欢

看书，也喜欢画画，这对她来说并非难

事 。 后 来 ，女 儿 成 了 单 位 的 新 闻 报 道

员。我很替女儿高兴，庆幸她在热爱的

军营找到了努力的方向。

2022 年 4 月 22 日 ，小 镇 下 起 大

雨 。 那 天 并 不 是 周 末 ，女 儿 却 通 过 微

信 转 发 给 我 一 个 链 接 ，紧 接 着 跟 我 视

频 通 话 ，一 脸 笑 意 都 快 溢 出 了 手 机 屏

幕。

“ 妈 ，你 快 去 邮 局 订 一 份《解 放 军

报》。”我挂断电话后赶忙将“有事外出”

的牌子挂在店门口。因为太着急，我没

带伞就冲进雨里。

等我跑到镇子东头的邮局，全身都

湿透了。邮局工作人员赶紧递来一杯

热水，问道：“你这是干啥嘞？咋这么着

急？”

我说赶紧给我一份当天的《解放军

报》，上面刊登了我女儿的绘画作品 ：

“ 这 报 纸 是 全 国 发 行 的 ，我 女 儿 可 厉

害。”工作人员挠挠头说：“《解放军报》

没有单份的，你也没有提前订，今天的

几捆都是镇政府订的。”

我央求工作人员帮我找一份，刚好

镇武装部的工作人员来取报纸，得知情

况后，便将刊登女儿画作那天的一份军

报送给我。

我 心 满 意 足 地 将 报 纸 装 进 塑 料

袋，裹在外套里快步走回店里，找出一

本 相 册 ，将 那 篇 画 作 剪 下 来 装 在 里

面 。 后 来 ，我 在 邮 局 订 阅 了《解 放 军

报》，每天除了看一看军事类新媒体 ，

中 午 店 里 不 忙 时 就 趴 在 柜 台 上 ，翻 看

军 报 。 如 果 有 女 儿 的 文 章 ，我 就 剪 下

来夹在相册里。

2023 年 6 月，女儿说她在写一个边

防连班长王守绿在戈壁滩植树“守绿”

的故事。女儿给我读了一遍初稿，我也

被 王 班 长 和 他 父 亲 的 军 旅 故 事 打 动 。

人到中年，我更能切身体会到他们的不

易。他们能始终如一守在戈壁，内心肯

定充满了对部队、对国家的大爱。

我是农民，知道地里的庄稼是如何

生长收获的，就跟女儿说了自己的一点

感受。一个多月后，这篇《戈壁滩，一片

绿色在生长》的文章在军报刊发。女儿

说，她收到了边防连官兵的感谢，原来

把 别 人 的 故 事 写 出 来 那 么 有 成 就 感 。

我为女儿高兴的同时，告诉她一定要戒

骄戒躁。

记得女儿刚入伍时，并没有流露出

服役期满后留队的想法。如今，她在工

作中获得了成就感、满足感，愈发坚定

走从军路，选改了军士。去年 10 月，女

儿入伍后第一次休假回家，我为她准备

的礼物，就是一本收藏了女儿发表作品

的报纸剪贴本。接过剪贴本的时候，女

儿红了眼眶。

女儿的成长，让我和丈夫感到部队

真是个能锻炼人的地方。去年 6 月，儿

子大学毕业。没想到儿子也想去当兵，

今年 3 月应征入伍，追随姐姐的脚步去

了新疆。有亲友说，我们真舍得把两个

孩子都送到千里之外的边疆。我却认

为，孩子在部队能成长得更快更好，把

孩子交给部队我放心。每天，翻一翻军

报，看看部队官兵的报道，就像看见了

自己的孩子一样……

这份报纸里，有我的牵挂
■郭 英

军媒视窗

前不久，南部战区空军某基地某

旅某连指导员罗杰在迎接所在基地机

关工作组检查前，收到一份详细的检

查清单，“拉干条”式的检查内容和标

准要求一目了然，大都是条令法规明

确的基本要求。

晚上，文印室里没有像往常那么

热闹，罗杰也没有熬夜“补本做表”，连

队的训练和生活节奏一如往常。罗杰

直言，这些新变化，源于之前的一次迎

检经历。

那次，该基地机关工作组对所属

单位开展阶段性工作检查，来到罗杰

所在连队时，发现每项工作都单独成

册，配合活动照片、讨论发言、考勤表

等一起装订，还附带各类责任书、承诺

书。这和前一个迎检单位类似的情

况，引起了工作组的关注。

堆满一桌的“高质量”迎检材料，

出自罗杰带领连队骨干几天的“废寝

忘食”。上级有检查，基层就连轴转？

种类繁多的迎检材料，背后反映出什

么问题？

追问之下，罗杰道出苦衷：“为避

免给机关留下不好的印象，只好在迎

检材料的内容和形式上‘加料’，主要

为了防止疏漏也凸显成绩。”

如此迎检，显然偏离了检查的目

的。问题出在基层，根子还在机关。

该基地党委一班人认为，基层在迎检

中自我“加料”，归根结底是因为机关

业务部门对基层实际情况不熟、检查

方案制定不科学、评价方式过于单一，

还存在信息不畅、工作重复、检查标准

随意变化等问题。

“部队战训任务繁重，所有工作都

要向战斗力聚焦，不能搞‘花架子’、不

能做虚功。”该基地党委明确，机关在

统筹好工作、减少下基层检查频次的

基础上，由牵头检查的机关处室列出

检查清单，明确要点及标准，不简单以

书面材料评高低。

“瘦身”的检查清单为基层减负释

压。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区分军事、政

工、专业技术等领域，按相关制度法规

所明确的内容设置“任务卡”，检查组

对照任务完成指标查找过程性问题，

客观评判任务完成情况。同时，针对

例行性检查讲评，他们明确不搞“问题

摊派”，而是以单位建设发展实际情况

和自身问题解决进度等，检验评估工

作成效和人员能力。此外，对基层单

位的亮点工作、经验做法，由机关人员

进行总结梳理，不再给基层增加“材料

负担”。

不仅如此，该基地还建立容错纠

错机制。细致划分工作中可容错的内

容和界限，结合问题实际给予基层限

时整改的机会，并有针对性地组织“回

头看”，验收整改情况。

新的检查办法施行以后，很多基

层主官表示，检查清单内容明确、要求

具体且有针对性，回归了条令条例等

规章制度所明确的基本要求，让官兵

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练兵备

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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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完成支援棉船镇抗洪防

汛任务，接上级命令，现在组织回撤！”

7 月 15 日下午，随着副支队长余震一

声令下，我们坐上回撤的车辆。看着

渐渐远去的棉船镇棉船码头，百般滋

味涌上心头。

7 月 3 日，我和战友们奉命抵达江

西九江彭泽县棉船镇棉船中学，支援

棉船镇抗洪防汛工作。十几天来，我

们一直坚守在一线。每当执行任务

时，我总能听到身边有群众说：“你们

来了，我们就有希望了。”他们的心情，

我非常理解。因为这样的场景，我也

曾经历过。

2018 年 9 月，我的家乡广东汕头

发生洪涝灾害。当时，父母有事外出，

读初二的我，正在家写作业。雨越下

越大，水位越涨越高，因与外界失去了

联系，我只好顺着楼梯爬到房顶等待

救援。

这时，洪水中驶来一艘冲锋舟。

船还没到，几名身着迷彩服的哥哥的

声音已经传过来：“别担心，我们来救

你了！”

在 他 们 的 帮 助 下 ，我 坐 上 冲 锋

舟。转移到安全地带后，我借用其中

一位哥哥的手机联系上父母。父母心

急火燎地赶到后，一个劲地道谢。

后来，我才知道，救我的是驻守在

汕头的武警官兵。从那时起，我便想，

长大后我也要像他们那样，在人民群

众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

去年，高考结束后，我被广州商学

院录取。报到前，收到入伍通知书的

我，办理了保留学籍手续，参军入伍。

到了部队，我才发现军营生活并

不是每天都能冲锋。班长对我说，只

要努力奋斗，训练执勤、站岗放哨，一

样也是自己的“冲锋时刻”。于是，我

调整心态，积极参加各项军事训练。

“受降雨和长江上游来水影响，棉

船镇水位超警戒线……”7 月初，中队

接到抗洪抢险预先号令和棉船镇的汛

情通报。

“我曾经被困于洪水中，是武警

官兵将我救出。现在人民群众有难，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我更应该挺身而

出 ……”回想起当时被救的场景，当

晚，我写下请战书。

经中队党支部批准，7 月 3 日，我

和战友们随部队向棉船镇开进。在棉

船镇新光联圩处，江水距离堤坝顶端

已经很近，堤坝下是 73 岁老人陶善友

的房屋和庄稼。

大家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锹接

着 一 锹 地 装 填 沙 袋 ，不 敢 有 半 点 懈

怠。子堤构筑完成后，我和战友又来

到陶善友家中，帮助老人将家具家电

搬至二楼。回营前，老人紧紧握住我

们的手，感激地说：“谢谢你们，当兵的

真是好样的！”

老人眼含热泪的脸庞，让我回想

起 6年前父母看到我被救后的模样。

于是，我仿佛充满了力量，只要出

任务，就冲在前、干在先。

7 月 12 日，棉船镇的抗洪任务基

本结束，转入备勤阶段。当天上午，任

务官兵在棉船中学举行抗洪故事分享

会，我作为代表登上讲台，讲述自己的

抗洪经历。

走下台，战友杨帅军问我：“长大

后，你成了当年的‘他们’，感觉如何？”

我说：“很光荣，很自豪！”

（曹先训、曾帅整理）

附：翁熠楠的请战书

尊敬的党支部：

当前，彭泽县棉船镇抗洪形势严

峻，抢险救援刻不容缓。这不禁让我想

起，我曾经被困于洪水中，是武警官兵将

我救出。现在人民群众有难，作为一名

武警战士，我更应该挺身而出，为抗洪抢

险尽自己的一分力量。在此，我写下这

封请战书，请求组织能够批准我前往抗

洪抢险一线。请组织相信，无论任务多

么艰巨，环境多么恶劣，我都将以最饱满

的热情和最坚决的行动投入到这场没有

硝烟的战斗中去，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构筑一道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

请战人：翁熠楠

图①：李瑞昊的请战书。

图②：翁熠楠的请战书。

图③：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官

兵在转移受灾群众。

图④：李瑞昊在清淤现场。

图⑤：翁熠楠（左）在装填沙袋。

图⑥：武警江西总队九江支队官

兵在抗洪一线执行任务。

供图：曾 帅、史港泽、刘 晨

制图：扈 硕

我成了“你”的模样
■武警江西总队九江支队某中队列兵 翁熠楠

这些天，支队组织的群众性练兵比

武激战正酣。尽管任务繁重，但我仍会

在休息时间关注各地的抗洪动态。每当

看到新闻画面中肆虐的洪水，我就仿佛

回到 20多天前那场惊心动魄的救援中。

6 月上旬，广西桂林漓江水位迅速

上涨，超出警戒线。接到上级命令后，

中队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汛情紧急，我

们必须做好一切战斗准备！”中队长话

音刚落，战友们纷纷请战。

由于我在前期训练中不慎受伤，任

务编组时，中队未将我纳入出动人员名

单。虽然组织照顾我，但我不想在任务

面前退缩。

于是，我写下请战书，主动找到指

导员：“请中队相信我，我的身体状况绝

不会影响执行任务……如果能有机会

出任务却去不了，我内心的坎可能永远

都过不去……”

“瑞昊，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我们必

须做好风险评估。在后方服务保障，同

样也是为抗洪尽力。”看完我的请战书，

指导员说。

虽然奔赴一线的愿望强烈，我还是

听从组织安排，和部分战友担负留守营

区的任务。

6月 19日 12时 05分，紧急集合的哨

声响彻营区。放下碗筷，战友们便登上

奔赴抗洪一线的车辆。奋战到深夜，他

们安全归建时，身上的军装都已湿透。

指导员忙着安排工作，我则协助第二天

出动的战友整理装备。

6 月 21 日，发生内涝的第 3 天。城

区的洪水基本退去，但不少社区街道被

淤泥、垃圾覆盖。接到上级命令，中队

将派出官兵分赴受灾点开展清淤工作。

当时，经过休养，我的伤已经好得

差不多。我再次找到指导员：“指导员，

这次的清淤任务，请让我参加。我保证

不会拖后腿，圆满完成任务！”

在我一再坚持下，我得以前往一线

执行任务。21 日上午，我们来到受灾严

重的桂林市七星区五通社区。抵达任

务点后，只见淤泥、垃圾堆满街道，我和

战友们迅速明确分工、展开作业。

由于积淤严重，清理难度较大，不

一会儿，我们的脸上、军装上，汗水和泥

水混在一起。

在和战友将垃圾搬运至集中点的

途中，我们经过一个被杂物堵住的下水

道口，决定先进行疏通。由于铁锹太

大，没法将杂物挖出。我便徒手去掏，

将杂物一点点清理出来。

下水道疏通后，我们马不停蹄继续

转运垃圾。直至中午，我们终于清理了

大部分淤泥。由于太过劳累，大家坐在

路边休息。我摘下满是淤泥的手套，双

手 因 长 时 间 浸 泡 在 污 水 中 已 发 白 起

皱。我费力地拧着手套上的泥水，汗水

不停地从额头滴落。

就在这时，一位记者扛着摄像机

走过来，将我坐在地上拧手套的一幕

拍摄下来，并对我说：“你身上沾满了

泥巴……”

我抬起头回应：“为人民服务嘛，毕

竟穿上这身军装，就要担起这份责任。”

6 月 22 日 ，抗洪清淤任务终于结

束。经过两天的战斗，原本一片狼藉的

街道恢复了往日的整洁。没想到，军队

的新媒体账号发出这段采访视频后，许

多新媒体账号纷纷转载，我和战友们在

网络上“火”了起来。

在那段以《不知道又是谁家的宝

贝》为题发布的视频下方，网友们纷纷

评论：“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

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

“我小时候，有一年，也是他们来帮助我

们”“都是爹妈的孩子，辛苦了”……

看到这一条条令人感动的留言，

我想说：“我只是做了一名子弟兵该做

的事。”

（施晨洲整理）

附：李瑞昊的请战书

尊敬的党支部：

近 日 来 ，桂 林 多 地 受 到 强 降 雨 影

响，人民群众安全受到威胁，这是我们

践行军旗下誓言的时候，也是体现人民

军队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时候。日前，中

队加紧准备物资，而我却没能进入战备

编组名单，我深知中队是考虑我的身体

因素，决定让我留守，但我依旧渴望和

战友们一起去一线。请中队相信我，我

的身体状况绝不会影响执行任务。由

于我即将服役期满，这可能是我第一次

出任务，也是最后一次出任务。脚上的

伤过段时间就会康复，但如果能有机会

出任务却去不了，我内心的坎可能永远

都过不去。请中队放心，我坚决服从命

令，听从指挥，如果能参加此次任务，我

会在保护好自己的同时，发扬不怕苦、

不怕累的精神，圆满完成任务。穿上迷

彩，担起使命，请中队党支部给我一次

机会。

请战人：李瑞昊

迈过心里那道“坎”
■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某中队上等兵 李瑞昊

这是两封普通的抗洪请战书这是两封普通的抗洪请战书，，却见证着两名年轻士兵的赤诚却见证着两名年轻士兵的赤诚。。
李瑞昊李瑞昊，，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某中队上等兵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某中队上等兵，，因训练受伤被安排留守因训练受伤被安排留守。。经两度申请经两度申请，，

伤势好转的他伤势好转的他，，奔赴抗洪一线清理淤泥奔赴抗洪一线清理淤泥。。面对记者的镜头面对记者的镜头，，浑身泥浆的他自然地说出浑身泥浆的他自然地说出““为人为人
民服务嘛民服务嘛””，，一时间在网络上刷屏一时间在网络上刷屏。。

翁熠楠翁熠楠，，武警江西总队九江支队某中队列兵武警江西总队九江支队某中队列兵。。66年前年前，，身陷洪水之中的他身陷洪水之中的他，，曾被武警战曾被武警战
士救出士救出。。如今如今，，入伍不到一年入伍不到一年，，他坚定请战他坚定请战，，奋战在抗洪一线奋战在抗洪一线，，和战友一起守护人民的安全和战友一起守护人民的安全。。

铮铮誓言铮铮誓言，，拳拳情意拳拳情意。。穿上军装穿上军装，，他们就是战士他们就是战士。。脱下军装脱下军装，，他们还是孩子他们还是孩子。。经本人同经本人同
意意，，本期刊发两名年轻士兵的请战书并讲述背后的抗洪故事本期刊发两名年轻士兵的请战书并讲述背后的抗洪故事。。

我我请战请战，，上一线上一线
——讲述两名义务兵请战书背后的抗洪故事讲述两名义务兵请战书背后的抗洪故事

④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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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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