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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连的照片墙

铁汉柔情

家国担当

7 月底，武警安徽总队合肥支队举办先

进典型事迹报告会，邀请官兵家属一起与会，

分享荣光。

图①：中尉警官李洋站在舞台中央，分享

奋斗故事。

图②：报告会结束后，李洋和家人分享

喜悦。

特约摄影：徐 伟

去部队采访，常有这种感觉，走下

训练场的军人，往往和场上判若两人。

场上他们虎气生风，威风凛凛，场下却

忽然安静，变得温柔起来。

曾问过很多战友，他们大多会回问

一句“有吗”，并未觉察有何分别。直到

碰见一位刚刚“升级”为父亲的老兵，他

略想了想说道：“那可能是因为上了训

练场我们心里就只有国，而走下训练场

会想起家吧——这两种状态，自然不一

样……”

如 今 看 到 这 两 张 照 片 ，又 想 起 老

兵 这 番 话 ，觉 得 颇 为 有 理 。 军 人 确 实

如 此 —— 为 国 征 战 时 执 戟 挥 戈 、一 往

无前；洗去征尘回到家人身旁，则温柔

似水，尽显铁汉柔情。

（张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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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军 某 通 信 站 的 一 座 营 区 四 周

都是农田，从营门到公路要驶过一条

大约 2 公里长的田间小道，通常仅有

当地村民耕作时会用到这条小道，少

有 其 他 人 员 和 车 辆 ，故 而 营 门 未 设

拒马。

前不久一次检查，上级检查组认

为，即便往来人少车少，仍存在风险隐

患，营院还是要加强安全防范。

于是，该站完善营院安全管理制

度 的 同 时 ，决 定 在 营 门 前 增 设 拒 马 。

本也是寻常举措，执勤哨兵只需掌握

设备使用管理的相关要求即可。没承

想，几天过去，“拒马该怎么摆”竟引发

了一场讨论。

起初，警卫班姜班长带着大家在

营门前研究后，选定了一个既可以摆

成一条直线看起来美观，又能兼顾撤

收时便于操作的位置，征得连队主官

同意后，便开始这么运行。

几天后，分到警卫班的新兵在老

兵的帮带下，陆续走上值勤岗位。

上岗第一天，新兵小李就向班长

提出质疑：“班长，拒马的作用是不是

为了防止人员和车辆冲撞营门？”

姜 班 长 说 ：“ 这 还 用 说 ，当 然 是

了！”

“那拒马摆得离营门那么远，侧面

留那么大个空子，人和车不都能轻松

绕过拒马抵达营门了吗？”

小李的话让姜班长一愣，他突然

想起，刚设拒马时上等兵小方似乎也

提到了这个问题，自己当时并没把他

的话当回事，小方也就没再提过。

这次小李的质疑，让姜班长觉得

有理。他很快组织召开班务会，和大

家一起重新研究拒马的摆放位置。最

后，大家一致认为，应缩小拒马与营门

之间的距离，增强防范效果。姜班长

为此还专门表扬了小李，夸他工作有

思考有想法。

这事到此本该画上句号，但小方

的心里有些委屈：同样的事，为啥自己

说了没人听，新兵说了不仅管用还得

到表扬？他越想越不是滋味，工作积

极性大大降低，干啥都有气，偶尔还会

发几句牢骚。

小方的变化引起指导员郝开宇的

注意。郝开宇主动找小方聊天，这才

了解了情况。

郝开宇陷入沉思：为什么新兵发

现 问 题 敢 大 声 提 出 质 疑 ，而 老 兵 没

有？为什么新兵的质疑更能引起班长

骨干的重视和反思？

问号一天不拉直，心里一天不踏

实。郝开宇通过谈心谈话和留心观察

发现，以“00 后”为主体的新兵普遍思

维活跃、自我意识强，接受部队思想政

治教育和连队生活后，很快增强了主

人翁意识，敢想敢说。

另 外 ，受 一 些 网 络 思 潮 的 影 响 ，

个别带兵人认为“新兵不好带”“新兵

难 管 理 ”，应 该 多 花 心 思 和 精 力 在 新

兵 身 上 ，而 老 兵 普 遍 成 熟 稳 重 、思 想

稳定，不用太操心就能管理好。尤其

是一年两征后，带兵人基本上长期处

于带教新兵的状态，对老兵的关注难

免 有 所 减 少 。 这 容 易 导 致 一 些 老 兵

虽是部队建设的骨干力量，却时常感

到自己被忽视，以连为家的归属感逐

渐减退……

郝开宇在连务会上抛出自己的思

考，立刻引发干部骨干热烈讨论——

“新兵入营后感受到干部骨干倾

心尽力的帮助照顾、组织周到细致的

教育培养，能有效增强他们的主人翁

意识，但这种自上而下的高度重视可

能会让有些老兵‘吃醋’。”

“其实不是没有老兵发现问题，而

是没人为此事较真，这里面除了有‘上

级怎么说就怎么干’盲从思想作祟外，

还有‘说了未必有用’的顾虑，是主人

翁意识淡化的表现。”

“新兵老兵本无矛盾，不能因为带

兵人无意的偏颇导致新老兵之间、班

长骨干与战士之间产生误会，我们要

想办法把每名官兵团结起来，共同为

单位建设贡献力量。”

思 想 火 花 碰 撞 后 ，理 越 辩 越 清 。

连队干部骨干一致认为：新兵老兵都

是 连 队 的 宝 ，带 兵 爱 兵 要 一 碗 水 端

平，既要让新兵快速融入连队这个大

家庭，也要注重维护老兵作为家庭一

员的归属感，用真情把官兵拧成一股

绳，为着共同的目标团结奋斗。

在郝开宇的提醒下，姜班长认识

到自己在带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

此，他在班务会上公开就自己没有重

视老兵意见进行了自我批评，保证以

后会认真倾听每一名同志的意见，希

望大家能够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

把班里建设得更好。

会 后 ，小 方 悄 悄 地 对 姜 班 长 说 ：

“班 长 ，以 后 有 什 么 想 法 我 还 会 给 你

说。”

“好嘞！我一定认真对待！”姜班

长用力地回答。

后 来 ，全 站“ 我 为 安 全 管 理 献 一

策”等群众性讨论活动陆续展开，该连

官 兵 争 先 发 扬“爱 站 爱 岗 爱 通 信 ”精

神，踊跃建言献策，梳理出问题 10 余

项、提出意见建议 20 余条，经站机关研

究 论 证 后 ，近 一 半 建 议 得 到 采 纳 和

实施。

新兵老兵的“跷跷板”重归平衡，

连队建设蒸蒸日上，但由“拒马风波”

引起的带兵思考仍在继续——

过去部队有句老话：新兵下连，老

兵过年。随着时代变化，部队带兵方

式也在变化，以情带兵、注重人文关怀

的理念被大力倡导与推行，新兵越来

越受到各级的关注和重视，老兵不仅

没能“过年”，相比之下还可能受到“忽

视”。

在连队建设中，有时会见到这样

一幕：新兵老兵执行相同的任务，都完

成得很好，但在讲评时，值班员往往会

更注重表扬新兵。虽然能力有高下、

经验有多少，完成同一项任务时付出

努力和艰辛的程度有深浅，但得到认

可和鼓励的心理需要是相同的。带兵

人多关注新同志无可厚非，但注意焦

点放在新兵身上的同时，也要看到老

兵 们 为 连 队 建 设 贡 献 力 量 的 赤 子 之

心，万不可忽视他们被倾听被认可的

精神需求。

为啥“新兵说了更管用”
■张 鑫

前不久，经过两个星期的紧张治疗，

某部一名突发热射病的战士终于转危为

安。该部领导告诉记者，这名战士能在

短时间内得到有效救治，多亏了联勤保

障部队第 910 医院在体系部队训练场附

近搭建的“医疗前置点”。

近年来，部队练兵备战强度越来越

大。为高标准做好训练场突发急重症

的紧急救治工作，这个医院针对体系部

队一些单位远离医院的实际，探索创新

救治模式，全力打通为兵为战服务“最

后一公里”，将救治链向训练场一线延

伸，让官兵在发生训练伤后第一时间得

到科学有效的治疗。他们主动与体系

部队训练场附近的县、乡（镇）医疗单位

签订了“医疗前置点”救治协议，建立官

兵救治绿色通道，如遇部队官兵突发急

重 症 时 ，可 由 部 队 先 送 到 就 近 就 便 的

“医疗前置点”实施抢救。医院同时派

出专家紧急支援，待病情稳定后转入本

院继续治疗。

为提高“医疗前置点”精准施救能

力，这个医院与地方医疗单位签订共建

协议，通过军队专家帮带、地方医务人员

来院进修、开展远程示范教学等方式，对

地方医务人员进行培训，确保伤患者能

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医院还在偏远

的体系部队增设“前置药房”，常年配置

百余种急救及常用药品，官兵通过网络

会诊可直接从“前置药房”取药治疗，方

便快捷。

全覆盖全链路的保障模式，让“医疗

前置点”成为守护官兵生命安全的“健康

接力站”。前段时间，某部战士小吴在进

行武装越野训练时突然倒地。卫生员诊

治发现小吴意识不清、体温过高，立即打

电话向该医院求救。医院重症医学科李

主任根据卫生员描述初步判断为热射病

后，一边远程指导部队卫生员进行散热、

降温等应急处置，一边与附近的“医疗前

置点”取得联系。“医疗前置点”医护人员

初步处理、稳定病情后，立即将战士送往

该院进行综合治疗，最大限度地提高了

救治时效。

近两年，该院共建立了 10 余个“医

疗前置点”，成功救治 20 余名急重症官

兵，受到部队官兵的一致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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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接通的那一刻，陈军亮感动地

哭了。

他没想到，刚刚领完结婚证，就收到

了单位的表彰奖励，更为感动的是，连队

党支部还为他们举行了一场特殊的“云

端”颁奖仪式。

仲夏时节，雪域高原依旧寒风凛冽，

但新疆军区某团“十颗红星炮连”俱乐部里

却暖意浓浓。这天，在海拔4000多米驻训

的连队官兵，通过视频会议系统，邀请立功

受奖官兵及家属举行了一场“云端”颁奖仪

式，让官兵和家属共享“高光时刻”。

“组织‘云端’颁奖仪式是我们团积

极利用‘互联网+’创新教育模式，构建

部队家庭联管联育的有力探索。”该团领

导告诉记者，近年来，团党委广泛开展军

地联合送喜报、邀请家属为官兵拍摄祝

福视频等活动，营造“一人立功，全家光

荣”的浓厚氛围，激励官兵争创荣誉、建

功军营。

这次，他们着眼部队长期在高原执行

驻训任务的实际，经过团保密委员会审

批，举行了一场以“共建国防、共享荣光、

共话成长”为主题的“云端”颁奖仪式。

“再复杂的电路故障都能迎刃而解，

再困难的高炮操作也毫不畏惧，他用灵活

的双手在高射炮上奏响动人乐章……”仪

式现场，下士张耀堂宣读了“三等功臣”陈

军亮的颁奖词。今年初，师里组织练兵比

武，陈军亮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报名。为

尽快练强排障本领，他不厌其烦地向有经

验的老班长请教，长时间铆在炮位上训

练，手上的老茧被一遍遍磨破……最终，

他在全师高炮维修专业比武中取得了优

异成绩。

随着主持人动情讲述，陈军亮那些

挥汗如雨、夜以继日的拼搏场景，浮现在

官兵眼前，现场掌声雷动。身后的大屏

幕上，同步参加活动的陈军亮的新婚妻

子李慕遥，忍不住掉下了泪水。

“感谢组织对他的关心和培养，作为

他的妻子，我为他感到骄傲！”屏幕上，李

慕遥抹去泪水，露出欣慰的笑容。此前，

陈军亮因执行任务，婚期一再推迟，直到

不久前才得以休假回家举办婚礼。

“执戟从戎承前志，敢笑邦锋不丈

夫。作为入伍仅一年多的同志，他积极好

学，勤学苦练，敢作敢当……他就是‘四

有’优秀士兵兰邦锋。”紧接着，张耀堂宣

读起大学生士兵兰邦锋的颁奖词，并讲述

了他立足岗位默默付出的奋斗故事。

“没想到在部队一年多的时间，邦锋

的变化这么大，更能吃苦也更有孝心了，

希望儿子继续在部队好好干……”家属

发言环节，兰邦锋的母亲说到动情处，有

些哽咽。

此 时 ，兰 邦 锋 的 眼 角 也 泛 起 了 泪

花。他对母亲说，一定不辜负父母的期

望，努力训练，积极工作，练强本领再立

新功。

“云端”颁奖，共享荣光。仪式结束

后，官兵们纷纷表示，要向这次受表彰的

战友学习，立足本职奋斗拼搏，在新征程

上书写属于自己的强军故事。

“云端”颁奖 共享荣光
■付建伟 马俭旭 本报特约记者 邹珺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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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前哨潜 望 镜

近日，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比武竞

赛考核现场，某艇员队副机电长小刘面

对接踵而来的特情，临危不乱、沉着应

对，全流程指挥操纵人员进行损管处置，

最终以出色表现获评“优秀”。

很少有人知道，这样一名优秀的机

电干部，不久前还一度陷入迷茫，甚至在

职衔调整期间萌生了“转身”的念头。

从机电专业毕业后，小刘被分配到

退役艇监管岗位，出海训练、接触新装备

的机会相对较少，导致他与同年毕业的

干部相比，没那么多“出彩”的时刻。觉

得自己没有用武之地，无奈、苦闷的情绪

一度涌上小刘心头。

小刘的情况，艇政委看在眼里、急在

心里。一次偶然机会，他得知小刘的母

校海军工程大学正在开展机电专业培

训，就萌生出一个念头：官兵成长遇到瓶

颈，何不试试到母校“请家长”？

“可以一试！”交班会上，艇政委说出

了想法建议，一班人很快达成了共识。

随后，他们与培训负责人、教员马杰取得

联系。海军工程大学领导了解情况后，

对这种尝试也很支持，并指定人员为他

量身定制培养方案。在马杰的协调下，

小刘到母校“回炉”，与教员一同跟随新

型潜艇出海跟练，到某新型装备驻厂培

训，在装备研制检修一线淬火强能。在

母校大力帮助下，小刘顺利取得新型装

备岗位合格资质，并凭借过硬能力走上

某新型潜艇副机电长的岗位。

一滴甘露，激活人才培养“一池春

水”。经部队与院校沟通协商，该队很快

成立“深海骑兵学堂”交流平台，聘请马

杰 所 在 教 研 室 两 名 教 员 为“ 编 外 辅 导

员”。在“需求侧”与“供给侧”的同频共

振中，一场关于备战强能的双向奔赴就

此启航。

艇校携手育人才
■宋润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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