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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第 74 集团军某旅“三八线

尖刀英雄连”荣誉室里又添了几件文

物。这天，连队组织新兵参观，连队指

导员唐星韬为大家讲述了它们的来历

以及背后的故事。

作为一支抗美援朝功勋连队，官

兵们对荣誉传承格外看重。一次，唐

星韬在整理连史时，望着老连长冷树

国的照片出神——

冷 树 国 年 仅 16 岁 就 投 身 革 命 事

业，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带领“尖刀

组”与敌激战，俘敌多人，甚至活捉了

一 名 美 军 顾 问 ，战 后 被 授 予“追 击 英

雄”荣誉称号……

唐星韬清楚地知道，史料里的寥

寥数语、几个数字和仅有的两张照片

并不能还原那场战斗的真实场景，也

无法再现革命先辈们的英勇无畏。恰

逢旅里正在组织“寻根”活动，唐星韬

便萌生了联系老连长家属的想法。

一次连庆日，一些曾在连队工作

过的离休干部回到营区参观，唐星韬

借此机会四处打听，希望得到老首长

们的帮助。没想到，这一举动，开启了

一场双向奔赴的“寻亲”之旅。

今年 6 月，一个来自广东的陌生电

话，让身在北京的冷洪军心里掀起无尽

波澜。对方跟他说，自己是一名军人，

要跟他核实抗美援朝英雄亲属信息。

打 电 话 的 不 是 别 人 ，正 是 唐 星

韬。他与旅机关人员经过辗转联系、

多方查证，终于在地方公安和退役军

人事务部门等帮助下，联系上了冷树

国的儿子冷洪军。

“其实这些年，我也一直在寻找连

队。”大喜过望的冷洪军告诉唐星韬，他

出生在部队家属院，两岁时随父亲转业

离开了，但父亲经常给他讲自己当年与

战友出生入死的战斗故事。渐渐地，那

段历史与那支连队，就像一颗种子在他

的幼小心灵里生根发芽。

长大后，在父亲的影响下，冷洪军

选择报考军校、参军入伍。尽管与家

人聚少离多，但他对父亲口中那支英

雄连队的好奇与向往却始终在脑海中

萦绕。然而，随着军队调整改革、部队

移防部署，加之自己工作繁忙，冷洪军

的“寻亲”计划一再搁浅。直至退休，

他才有时间和精力寻找那支心心念念

了几十年的连队。

“没想到，你们先找到了我，我能

到连队看看吗？”电话里，冷洪军激动

得声音有些颤抖。

“ 当 然 可 以 ，我 们 早 盼 着 这 一 天

了。”唐星韬正式发出邀请。

相见的日子到了。那天一大早，

唐星韬就赶到了高铁站等候。

“您好，我是‘三八线尖刀英雄连’

现任指导员唐星韬。”

“指导员你好，我是冷树国儿子冷

洪军。”

本是初次相见，却像久别重逢，两

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踏进营区大门，冷洪军眼睛不停

地四处打量，激动地说：“如今总算是

回家了。”

冷洪军首先来到连队荣誉室，只

见一面面战旗熠熠生辉，一张张照片

整齐排列，一个个奖状写满荣光，老人

驻足凝视，不时发出感慨和赞叹。

正当讲解员介绍冷树国事迹时，

冷洪军打开随身携带的皮包，拿出父

亲珍藏多年的宝贝。

“这是我父亲的二级英雄奖章，这

是当时的战地简报……”冷洪军逐一

介绍着，将大家的思绪顿时拉回那段

战火纷飞的岁月。

“爸爸，我找到这支连队了，这些

宝贝也该回家了。”

按照冷洪军本人的要求，冷树国

的这些遗物全部赠予连队。

捐 赠 仪 式 上 ，冷 洪 军 再 次 谈 起

父 亲 当 年 的 战 斗 经 历 ，官 兵 们 听 到

了 很 多 此 前 并 不 知 道 的 细 节 ，更 被

革 命 先 辈 们 的 英 勇 壮 举 深 深 吸 引 。

“我 们 决 不 能 忘 记 历 史 ，我 们 要 时 刻

铭 记 英 雄 。”冷 洪 军 的 一 番 话 ，引 发

阵阵掌声。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

营养剂。笔者了解到，随着该旅“寻根”活

动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连队在“寻亲”之

旅中丰富了史料、教育了官兵——血战

四方台的“铁八连”副指导员刘泉深，为了

胜利、心脏一度停止跳动的“尖刀英雄连”

连长黄茂发，因抢救群众壮烈牺牲的爱

民模范李延发……一个个英雄形象更加

丰满，一个个战斗故事催人奋进。

某岸滩，夜色如墨，浪花拍岸。一

场多兵种联合演练即将打响，“三八线

尖刀英雄连”官兵个个精神抖擞，誓用

出色的表现完成战斗攻坚任务，将革

命先辈的精神传承发扬下去。

左上图：在唐星韬陪同下，冷洪军

参观连队荣誉室。 李 尧摄

一场双向奔赴的“寻亲”之旅
■杨明宜 陆星光

7月 27日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1周年纪念日。
前几天，我们收到一篇稿件，讲的是“三八线尖刀英雄连”官兵与抗美援朝英雄后代之间的

故事。继承发扬人民军队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是传承红色基因、永葆纯洁光荣的永恒主题。
我们相信，这个连队的故事会启迪更多的战友寻根溯源、饮水思源，永远记住那些曾在我们的
连队里牺牲奉献的前辈。

老前辈是我们的英雄，更是我们的家人。本期“特别关注”，让我们通过这篇稿件，一起踏
上这段“寻亲”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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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连队受到上级表彰，李威严功

不可没！”近日，在半年工作总结会上，二

级上士王海洋起身发言，讲述上等兵李

威严的事迹，引发大家共鸣。

原来，营里组织的比武考核在即，

部 分 战 士 急 于 突 破 自 己 ，拉 伤 了 肌

肉。卫生员李威严采用针灸结合推拿

的诊疗方法，有效缓解战友们的症状，

明 显 缩 短 了 康 复 期 ，使 比 武 没 有 受 到

太多影响。

听着战友们的夸赞，李威严有些难

为情：“大家都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这

是我应该做的……”此时的他，胸前佩

戴的勋表里多了一枚集体三等功略章，

发生在几个月前的那一幕又浮现在我

的脑海。

去年底，连队因出色完成保障任务，

荣立集体三等功。按理说，连里每名官

兵胸前都应当佩戴这枚略章。作为一名

基层带兵人，我一直认为细节最能反映

战士的思想动态。所以，趁着队伍解散

的机会，我叫住了李威严。

“你的勋表里，怎么不见集体三等功

略章？”

“我刚来连队，虽然参与了保障任

务，但只做了一些辅助性工作，我觉得自

己没有资格佩戴它……”再三追问下，李

威严支支吾吾地道出了原因。当时的

他，从营卫生所调入连队不久，由于担心

被战友调侃，就把集体三等功略章收了

起来。

考虑到李威严自尊心较强，我便结

合《军队功勋荣誉表彰条例》《军人勋表

管理规定》等规章制度对他进行开导：

“勋表是军人胸前的‘荣誉墙’，应当按照

规定规范佩戴。同时，每一枚略章都代

表一段奋斗故事，能够时刻激励我们不

忘初心使命，继续争创荣誉……”

听了我的话，李威严似懂非懂地点

点头。

接 下 来 的 日 子 里 ，我 有 意 安 排 李

威 严 多 参 与 连 队 的 工 作 ，他 也 逐 渐 凭

借 过 硬 素 质 和 出 色 表 现 ，赢 得 战 友 们

认可。

有一次，旅里组织卫勤专业考核，救

护小组到达指定地域后，埋伏在附近的

小股“敌人”猛然发起进攻。小组成员、

中士刘欢在转移过程中用力过猛，造成

胳膊脱臼。紧急情况下，李威严喊出一

句“掩护我”便一跃而出，冲到刘欢面前，

一手抓住他的肩膀，一手拉伸他的胳膊，

只听“咔嚓”一声，关节成功复位。

“多亏了李威严，我才得以及时救

治，顺利通过考核。”事后总结交流，刘

欢 的“ 情 景 再 现 ”感 动 了 在 场 的 战 友 ，

大 家 踊 跃 发 言 ，讲 述 考 核 过 程 中 发 生

的 暖 心 事 ：“ 要 不 是 李 威 严 帮 忙 ，救 护

所也不会搭得这么快”“幸好李威严及

时 提 醒 ，否 则 外 部 环 境 消 毒 就 会 留 下

死角”……

见此情形，我因势利导，组织了一场

以“为集体争创荣誉”为主题的讨论会。

会上，李威严主动举手发言：“我们都是

连队这个集体的一员，有一分热，就要发

一分光！”

“小李，现在你认为自己有资格佩戴

集体三等功略章了吗？”会后，我询问李

威严。

“有！”李威严笑着回答：“今后，我要

继续扎扎实实地工作训练，争取为连队

再添一项荣誉！”

（王一鸣、李泽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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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连日志

最近，空军某部排长刘子尧喜事连

连：在指导员岗位见习锻炼半年多来，他

的教育授课被上级评为精品课，开展经常

性思想工作受到官兵广泛好评……

一名排长怎么干起了指导员的活儿？

原来，从院校毕业来到该部后，刘

子尧一直担任排长职务，曾带领全排荣

立集体三等功。4 年前，刘子尧符合晋

升条件，可由于副连职岗位满编，他只

能在排长岗位上继续等待。

不久后，又一名新排长分配到刘子尧

所在排。时间一长，俩人都感到成长空间

受限。这也难怪，一个排就二三十号人，配

备两名排长确实容易产生内耗。而且，一

些任职时间较长的排长由于迟迟得不到提

拔使用，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开始下降。

该部人力资源科干部崔晓亮告诉记

者，为解决这个难题，他们想了不少办法，

但收效都不理想。去年，空军下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基层军官队伍建设的措施，该部

依托“用足用好政策、激发动力活力”专项

行动，经过广泛征求意见、深入研究论证，

制订 10 项具体措施，对排长培养模式进

行了调整优化，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

推荐优秀排长到连指导员、营参谋等岗位

进行见习锻炼。

“我们按照‘有为者有位、优秀者优

先’原则，遴选优秀排长到有关岗位见

习锻炼和模拟代职，让他们提前熟悉工

作，提升任职能力，一旦岗位出现空缺，

就能快速补充。”崔晓亮进一步解释道。

刘子尧就是这样走上某连“见习指

导员”岗位的。为了让他更好地熟悉岗

位职责、掌握工作方法，旅里指定该连指

导员对其进行帮带。经过半年时间的锻

炼，刘子尧能力提升很快，基本可以独立

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积累了不少抓建基

层的经验。前不久，他还被营里推荐参

加上级组织的基层政治工作培训。

年轻干部丁佳毅同样是调整优化排

长培养模式的受益者。去年，在排长岗位

干了两年多的他，被推荐到营参谋岗位见

习。上岗以后，在战友们的帮带下，他取

得了长足进步，工作筹划思路清晰，组织

协调有模有样，得到机关和基层一致认

可。前段时间，该部机关参谋岗位出现空

缺，丁佳毅成为预备人选之一。经过层层

考核，他最终脱颖而出。

从基层排长到“见习营参谋”，再到

机关参谋，在新模式助力下，不到 3 年，

丁佳毅实现了跨越式成长。

据了解，除了组织排长到指定岗位

见习锻炼，该部还统筹安排排长参与大

项活动跟学跟训，让他们见世面、经风

雨、壮筋骨、长才干。同时，为了加快排

长队伍流动，他们盘活人力资源，遴选

适合的排长补充到紧缺急需专业。

“现在，排长见习有了新岗位，年轻

干部成长成才的路径更多了、空间更大

了，大家的干劲越来越足。”刘子尧说。

空军某部—

排长见习有了“新岗位”
■王武锋 本报特约记者 戚勇强

“ 两 名 不 明 身 份 人 员 冲 击 营 区 门

口，已被我成功控制，请迅速派人前出

处置……”近日，一阵急促的警报声打

破了夜晚的宁静，第 76 集团军某旅坦克

一连官兵迅速按照预案展开行动，大家

各司其职，密切配合，顺利完成应急战备

演练。

“如此高效地处置突发事件，得益于

上级下发的抓建基层工具箱。”回顾演练

全程，该连干部武星宇指着一张营连重

点工作流程图说，今年他刚到连队任职，

面对繁重的基层工作和战备任务，常常

手忙脚乱、顾此失彼。

据了解，武星宇遇到的情况并非个

例。由于旅队常年处于动散状态，一些经

常性工作落实难免踏虚走空，加之个别营

连主官刚刚履新，缺乏工作经验，对如何

抓好自主建设一时不知从哪里下手。

鉴于此，该旅所在的战区陆军对照

《军队基层建设纲要》，结合相关政策法规，

精心制作下发了抓建基层工具箱，里面装

着“按纲抓建五件套”，即点名日记、强军台

历、营连重点工作流程图、基层军官经常性

工作手册、基层安全管理手册，既明确日、

周、月、季必干工作形成抓建清单，又区分

主责主业履职、日常工作落实、能力素质培

育、行业领域规范、安全管理托底等方面，

形成一套经常性工作流程，为基层营连自

主抓建、按纲抓建提供了具体指导。

“‘按纲抓建五件套’让我们看了就明

白、照着就能做，开展工作更加得心应手。”

武星宇介绍，他们使用点名日记精准掌握

每一名官兵的思想动态、训练状态，借助强

军台历梳理各时间节点的工作任务，对照

基层军官经常性工作手册、营连重点工作

流程图、基层安全管理手册，强化履职尽

责，抓好工作落实，确保部队安全稳定。

装步二连连长王永鹏对此感同身

受。前不久，指导员因事不在位，连队组

织发展第二季度党员，他按照营连重点

工作流程图中的“发展党员”有关要求，

依规有序完成了相关工作。事后，王永

鹏深有感触地说：“‘按纲抓建五件套’真

好用，是我们抓工作落实的新法宝。”

据了解，该旅目前正围绕“按纲抓建

五件套”使用情况，汇总官兵反馈，梳理

各种意见，为进一步充实抓建基层工具

箱提出合理化建议。

第 76 集团军某旅—

基层抓建有了“工具箱”
■李彦文

右图：前不久，武警青海总

队西宁支队某中队官兵家属来

队探亲。图为一名战士与自己

的孩子共度快乐时光。

朵民祺摄

下图：近日，空军航空兵

某旅开展飞行训练。图为战

机滑行。

王峰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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