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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第 81 集团军某旅“连、

排、班”三级比武落下帷幕。某连三

排 继 2023 年 有 一 个 班 荣 立 三 等 功

后，2024 年建制排比武再次折桂，又

立集体三等功。消息一经传开，立刻

引发官兵热议。

“极限体能、专项较量、特定任

务 、综 合 表 现 …… 没 想 到 ，少 了 排

长 还 能 拿 第 一 。”该 营 干 部 付 博 介

绍，根据以往经验，建制比武中，带

队 干 部 往 往 发 挥 着 关 键 作 用 。 原

排 长 早 在 半 年 前 就 调 整 到 其 他 连

队 任 职 ，因 此 三 排 起 初 并 不 被 看

好。

没 有 排 长 ，照 样 夺 冠 。 三 排 的

“主心骨”是谁？带着疑问走进三排，

记者听到了不同的答案。

“如果不是田班长，我可能会拖

全排后腿……”在上等兵张广眼里，

“主心骨”是自己的班长、二级上士

田舵——

比武前，张广的 3000 米跑成绩

不及格，各种训练方法试个遍却收效

不大，是田舵让他燃起了战胜自己的

信心。

“作为连队骨干，田班长平时工

作很忙，即便如此，他依然坚持每天

陪我训练……”那天深夜，张广换哨

时发现，田舵还在为即将到来的大项

任务加班加点。张广本以为他第二

天不会再早起。没承想，次日一早，

张广刚在跑道上热身，身后就传来熟

悉的脚步声。

“班长，你还有很多重要的事，

没必要单独陪我练。”看着疲惫的田

舵，张广心里不是滋味。田舵却摆

了摆手：“啥是重要的事？我是你班

长，让你 3000 米跑达标就是最重要

的事！”

从那天起，田舵的这句话让张广

重燃斗志。不到半个月，他就摘掉了

“不及格”的帽子。

在中士翟来根眼里，“主心骨”

是他的副班长、中士谢明。比武前

期，三排组织单杠二练习成绩优秀

以 下 战 士 成 立 了 补 差 强 化 队 。 上

交 名 单 时 ，大 家 发 现 ，早 就 达 到 优

秀 标 准 的 谢 明 把 自 己 的 名 字 也 加

了进去。

“为啥要跟着我们一起练？”一次

补差训练归来，谢明一只手掌磨破一

大块皮，翟来根见状，忍不住道出心

中困惑。谢明一脸严肃地告诉他：

“光自己优秀哪行？我现场示范，大

家就多一分干劲。”

谢明的集体荣誉感感染了更多

的战友，不到一个月，三排在单杠二

练习课目上，又多了几名优秀选手。

在下士毕浩伟眼里，“主心骨”是

刚退伍的老班长马跃——

“马 班 长 是 很 多 班 长 骨 干 的 榜

样 。”给 毕 浩 伟 印 象 最 深 的 还 是 马

跃 退 伍 前 那 几 天 ，“ 当 兵 16 年 ，眼

看就要脱下军装，但他一如既往和

全排进行强化训练，不仅装具穿戴

整齐，就连水壶也是满满的。”毕浩

伟说。

岳志敏、杨世强、臧淇田、苏凤

康 ……从一个个战士那里，记者又

听到了许多这样的故事：清理卫生

区，入伍 10 年以上的老兵率先跳进

臭水沟；打扫室内卫生，班长第一个

操起拖布；遇到临时任务时，常有老

兵主动推迟休假……

三排的“主心骨”究竟是谁？在

大家的讲述中，记者似乎找到了答

案：这个排之所以能夺冠立功，是因

为他们的“主心骨”从不是哪一个人，

而是一个个率先垂范的老兵。

“本想先‘烧三把火’，没想到自

己先被三排的氛围感染了，压力不

小。”采访接近尾声，刚来三排任职的

新排长岑玉波向记者吐露心声。

连续 3 年，三排每年都有一名战

士提干；连续 6 年，三排自愿留队在

全营最高……岑玉波说，战斗在这样

一个集体里，不进步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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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家人都很支持我，让我在部

队好好干！”不久前，第 75 集团军某

旅组织官兵及家属恳谈会，某高炮营

吴班长现场表达感谢。前期，他的妻

子反映家里小孩上学没人接送、父母

年迈多病等困难后，该旅家属委员会

积 极 协 助 解 难 ， 帮 他 解 决 了 后 顾 之

忧，极大激发了他的工作积极性。

“解 决 好 官 兵 的 ‘ 后 院 ’‘ 后 代 ’

等问题，能进一步激发他们干事创业

的 热 情 。” 该 旅 领 导 介 绍 ， 去 年 以

来，他们坚持倾听基层声音、了解官

兵需求，在解难送暖中增强官兵获得

感幸福感。调研中，该旅通过细致摸

排了解到，有些官兵存在家庭困难，

由 于 种 种 原 因 没 有 向 组 织 汇 报 。 为

此，该旅党委决定从随军家属中遴选

文化素养高、沟通能力强的代表与机

关相关科室负责人一起成立家属委员

会，常态开展矛盾化解和解难帮困工

作。

为提升工作质效，他们在家属委

员会建立旅常委挂钩指导、官兵困难

动态直报和常态值班制度，及时研究

一人一事解决方案，积极与地方协调

解决官兵涉法涉诉维权、随军家属就

业、患病跨地区就医、困难家庭慰问

等问题。

去年，某导弹营战士小王的父亲

受了工伤，但医疗补助金、伤残补助

金等一直没有到位。家属委员会了解

到小王的家庭困难后，第一时间派出

工作人员与地方相关部门协调处理。

没多久，小王的父亲就依法依规拿到

了补助。

家属委员会解难帮困
■本报特约记者 周宇鹏 特约通讯员 冯邓亚

2024 年是我入伍的第 9 个年头，回

望这一年的征途，恰似一幅斑斓画卷，有

收获也有遗憾。二者皆为我人生路上的

宝贵财富，激励我走好未来成长路。

作为一名副小队长，最有挑战性的

就是比武，最难忘的也是比武。为了加

快部队训练转型升级，培养更多的全能

型、复合型人才，去年总队个人全能课目

增设了两项内容，对我来说是个巨大的

挑战。

从零起步训练，让我重新找到了当新

兵时的感觉。特种通信的密语繁杂，我抓

住点滴时间背记，每天找 5 套试题练习，

不断加深印象；某型装备训练我起初极不

适应，但还是忍受着眩晕和呕吐咬牙坚持

下来……汗水如墨写奋斗，字字饱蘸拼

搏，我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比武场

上，面对各支队训练尖子，我不畏强手、奋

勇冲锋，如愿捧起两座冠军奖杯。

这一年，班上两名战士成功提干，替

我圆了军校梦，他们告诉我会怀揣“凉山

雄鹰”的梦想，展翅翱翔；这一年，看到一

起参加比武的年轻队员取得名次，我感

到欣慰的同时，也告诫自己继续砥砺前

行；这一年，模拟训练方舱投入使用、中

队营房开始新建、配套设施越来越完善，

以老带新、换岗互训、过关进阶的人才培

养模式高效运转，“一专多能”的年轻队

员越来越多……在这个优秀的集体中，

我被感染、被鼓舞，对未来充满希望，奋

进的脚步更加坚实有力。

当然，过去的一年，也不乏遗憾。于

我而言，那份遗憾，是妻子住院手术，我

因备战比武无法长时间陪伴的愧疚；是

比武时填错一个密语，导致没能代表总

队到更大舞台夺取荣誉的不甘……

过去已去，一切都要向前看。当下

之要，在于志存高远，以无畏的勇气目视

前方，以奋斗姿态拥抱更加璀璨的明天，

不断创造新的业绩。

（本报记者张磊峰、特约记者连轶

整理）

汗水如墨写奋斗
■武警四川总队凉山支队二级上士 沈 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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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的一天 ，南部

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迎来

一位特殊的“客人”——曾

在该部飞行一大队任中队

长的老英雄马骞。

参观英雄园浮雕时 ，

回想起并肩云端、鏖战长

空的战友，老英雄无限感

慨；参观模拟机时，看着新

一代飞行员训练，老英雄

倍感振奋。

图①：参观模拟机，望

着新战友，老英雄满脸欣

慰。

图②：回忆往事，想起

老 战 友 ，老 英 雄 满 脸 凝

重。

图③：老英雄当年英

姿。

特约摄影：饶世达、马

涛涛

凝重与欣慰我们连的照片墙我们连的照片墙
透过镜头，能感受到回望历史时，老英雄“结晶”于心头眉间的凝重；

但看到新装备、新一代飞行员，老英雄心头升腾的欣慰，又悄然绽放在

嘴角眉梢。

走过青春，不负军旅，老英雄们履行了他们那一代军人对国家的责任；

请祖国和人民放心，请老英雄们放心，是我们这一代军人的誓言。

（张良）

岁序更替，华章日新，新年度的曙

光洒进军营。陆军边海防学院乌鲁木

齐校区师生员工每个人都精心栽下一

棵“目标树”，用这种任务管理模型筹划

新年度工作，铺展壮志满怀、砥砺奋进

的目标图景。

前段时间，军士参谋赵刘忙得不可

开交，办公桌上铺满资料，电脑屏幕上打

开的一个图表里密密麻麻全是数据。他

一边整理资料一边说：“今年，我要拟制

更加科学的训练方案，进一步提升训练

质效。”

话语掷地有声，背后则是扎扎实实

的规划。赵刘深知，自己栽下的这棵“目

标树”关乎战斗力建设，必须科学论证，

不容有失。为此，他多次到学员队调研，

收集学员们的训练反馈；向教研室专家

教授征求意见建议，让计划方案的每一

项内容契合实战化教学，助力备战打赢。

“我们运用‘目标树’任务管理模型

的形式高标准筹划新年度工作，推动工

作起好步、开好局。”该校区领导介绍，他

们坚持问题导向和任务导向，通过这种

科学方式筹划工作，目标明确，抓手明

了，可操作性强，设定的目标既不“高不

可攀”，也不“唾手可得”，需要“跳一跳”

才能够得着，牵引激励官兵拼搏奋进。

记者在校区召开的政治工作和政治

理论教学联席会上，感受到浓厚的干事

创业氛围。来自不同教研室的李颖杰、

吴玉堂两位副教授分别从个人和集体层

面 ，结 合“ 目 标 树 ”介 绍 2025 年 工 作 打

算。李颖杰的“目标树”分出课程建设、

科研学术、特色教学等“枝条”，“枝条”下

面又有许多“枝丫”，新的一年干什么以

及时间节点，一目了然。

与李颖杰不同的是，吴玉堂作为教

学组长，其新年度规划更侧重于加强教

研室建设——“目标树”的“主干”是“争

创‘四铁’先进单位”，聚拢在“主干”周围

的是多个“枝丫”，每个“枝丫”代表一项

具体工作任务。

记者了解到，“目标树”并非孤立生

长，而是“棵棵用力，携手共进”，尽显集

体力量。各单位之间纷纷组织“目标分

享会”、成立“成长互助组”，大家围坐在

一起，晒目标、出点子，通过互学互促，实

现共同进步。

“年初，每名师生员工都化身热忱的

园丁，栽下‘目标树’，这一棵棵树又汇聚

成一片‘目标林’，假以时日必将硕果盈

枝，推动单位建设迈上新台阶。”校区领

导介绍，目前党委已研究出台了一些激

励措施，完善了相关教研保障条件，催动

师生员工们的“目标树”抽芽吐绿，快速

生长。

栽下“目标树”，期待果盈枝
■张 宏 本报特约记者 宋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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