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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高楼大厦离不开一砖一瓦的

努力，抓部队建设离不开一人一事

这个基础性工作。新修订的共同条

令要求“做好一人一事工作”，这既

是我军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

经验总结，也体现了建军治军的客

观规律和时代要求。

“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也；大

海 之 阔 ，非 一 流 之 归 也 。”一 人 一

事 ，兵 心 所 系 ；涓 滴 不 察 ，终 溃 长

堤 。 部 队 千 军 万 马 ，工 作 千 头 万

绪，都由一人一事组成。这一特点

规律决定了抓工作、搞建设必须从

一人一事做起。一人一事工作具

有一定的隐蔽性、动态性、群众性，

但并非无迹可寻，许多“没想到”源

于平时“不愿想”，许多“隐于内”的

东 西 总 会 或 早 或 迟 、或 多 或 少 地

“形于外”。“致广大而尽精微”。一

个人的工作做不好，一件事情处理

不好，就有可能损害全盘、影响全

局。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贯

彻新修订的共同条令，在一人一事

工作上抓常抓长、抓早抓小、抓细

抓深，多做暖人心、聚兵心的事，才

能确保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安全

稳定。

学 会“ 望 闻 问 切 ”。 一 人 一 事

工作大多与官兵的活思想和现实

需求有关，如果不走近官兵，就不

会了解他们在想什么、需要什么。

我们常讲，“活动看兴趣、吃饭看饭

量、睡觉看姿势、走路看神态”，就

是 要 从 细 微 处 掌 握 官 兵 思 想 动

态。各级领导干部要及时掌握官

兵的急难愁盼和思想困惑，早把脉

早开方，将问题化解于未萌，将隐

患化解于无形。

善 于“ 精 准 滴 灌 ”。 一 人 一 事

工作，千差万别，有的一因多果，有的一果多因，不可能一个药方包治百病，

需 要 一 事 一 办 法 、一 人 一 对 策 。 对 症 下 药 ，才 能 药 到 病 除 ；有 的 放 矢 ，才 能

事半功倍。各级领导干部应坚持“精准滴灌”，力戒“大水漫灌”；坚持“恰如

其分”，力戒“过犹不及”，努力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多在精准把脉问题

症结上下功夫，对思想困惑要及时引导，对模糊认识要及时廓清，对错误看

法要及时纠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做到“一把钥匙开一

把锁”。

多下“绣花功夫”。一人一事工作有的需要紧抓快干、马上就办，有的需要

经常进行“回头看”，多杀几个“回马枪”，有的则需要多些穿针引线之巧、春风化

雨之功。各级领导干部应善于因势利导、顺势而为，不怕麻烦、不务虚功，满腔

热忱地为官兵排忧解难，以过细作风做好一人一事工作，促进部队建设发展行

稳致远。

（作者单位：63936部队）

做

好

一

人

一

事

工

作

■
杨

欢

本报讯 杨洋、格桑曲珍报道：“感

谢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护理，我的肩

关节问题得到有效治疗，可以正常参加

训练了。”近日，陆军第 953 医院某医疗

团队在陆军军医大学代职专家的帮带

下，成功为西藏军区某部一名战士进行

了“关节镜下肩关节脱位微创修复术”，

摆脱病痛困扰的这名战士感动地对医护

人员说。

该院领导介绍，肩关节脱位是官兵

训练中常见的一种运动损伤，进行传统

手术创伤面积大、恢复时间长，一定程度

上影响官兵训练生活。此次“关节镜下

肩关节脱位微创修复术”不仅治疗效果

良好，还大幅缩短了康复周期，有助于患

者更快重返训练岗位。

为更好发挥资源优势，进一步提升

诊疗技术和为兵服务水平，陆军军医大

学与他们建立“一体化建设帮带机制”，

由学校派遣专家教授到该院代职，从健

全学科人才体系、改善基础设施条件、

拓展医疗服务保障内容等方面开展指

导帮带。

近年来，陆军军医大学先后派出 16

批专家教授到该院代职，培养的 12 名骨

干人才走上科室领导岗位。代职专家不

仅为医护人员传授医疗技术，还大力培

养业务骨干，助力医院不断提升综合诊

疗水平。

“ 一 体 化 建 设 帮 带 机 制 ”施 行 以

来 ，医 院 先 后 开 展 新 技 术 、新 业 务 60

余 项 ，还 承 办 多 项 重 大 学 术 活 动 。 陆

军军医大学领导介绍，下一步，他们将

充 分 发 挥 学 校 资 源 优 势 ，进 一 步 优 化

完 善 帮 带 机 制 ，创 新 开 展 临 床 新 技 术

应用，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着力提

升帮带医院整体医疗水平和为兵服务

能力。

陆军军医大学与陆军第 953 医院建立帮带机制

专家代职传帮带 诊疗服务暖兵心

上图：日前，第 76 集团军某旅

开展飞行训练。 王 涵摄

下图：近日，海军某支队组织海

上训练。 方智坤摄

“没想到，爱人工作和孩子转学的难

题，机关这么快就帮助解决了！”日前，某

部二级上士李祥给机关打来电话，表达

感激之情。

去年下半年，李祥的爱人刚办理完

随 军 手 续 ，没 多 久 就 赶 上 部 队 异 地 移

防。一时间，爱人工作怎么找、孩子转学

怎么办，两道难题摆在李祥面前。令他

没想到的是，随迁不到一个月，机关就帮

助其爱人协调解决了就业难题，孩子也

在新学期开学前顺利转学。

李祥的经历，在该部并非个例。该

部人力资源科黄干事介绍，去年初，党委

着眼解决基层官兵急难愁盼，研究出台

36项惠兵举措，受到大家欢迎。然而，一

些惠兵举措还没来得及落实，部队就接

到了移防命令。为解决好官兵面临的各

种现实难题，部队移防搬迁前，党委一班

人研究决定，将此前出台的惠兵举措一

起“随迁”。

该部领导介绍，此次移防搬迁展开

前，有的官兵家属刚在原驻地办理完随

军，有的军娃刚在原驻地中小学办理完

入学手续，有的军属还没来得及解决就

业难题。部队异地移防，让不少官兵面

临新的困难。

为此，他们将真心实意解决基层官

兵急难愁盼，作为暖兵心、聚士气的一项

“党委工程”，由党委领导牵头成立“攻坚

小组”，确保基层官兵反映问题有渠道、

解决问题有依靠。

“攻坚小组”成员、该部一名机关科

长介绍，移防之初，军属、军娃“如何住”

成为困扰官兵的一件“挠头事”。由于

新营区家属院尚不具备入住条件，他们

以相关法规制度为依据，并借鉴兄弟单

位 经 验 做 法 ，帮 助 官 兵 在 驻 地 集 体 租

房。同时，他们根据政策规定，及时发

放军人搬家补助、租房补贴，减轻官兵

经济负担。

住房问题初步解决后，户口随迁、

军属落户等现实问题又摆在眼前。“攻

坚小组”多次与驻地人武部、公安局、民

政局等单位沟通协调，解决了军人家属

随军落户问题。此外，“攻坚小组”还与

驻地一批企事业单位达成优先录用军

属协议，协调驻地军分区、教育局和相

关 学 校 ，想 方 设 法 解 决 军 娃 们 的 入 学

问题。

家 庭 事 妥 善 解 决 ，身 边 事 也 不 放

松。该部某连王指导员说，部队搬入新

营区后的首个休息日，官兵发现驻地周

边手机信号弱，便将问题逐级反映到机

关。经机关协调，不到一周，驻地通信公

司就开始增建通信基站。

“基层官兵的‘挠头事’，就是党委机

关的‘心头事’。”该部领导介绍，一系列

惠兵举措“随迁”后，他们牵头成立“为兵

服务队”，从源头上推动各项措施落实到

位，确保为兵解难事事有回音、件件有

着落。

细数一件件暖心事，该部领导说，党

委机关紧盯“后院”“后代”办实事，聚焦

“前线”“前沿”强保障，在凝心聚力中提

升了部队战斗力。

官兵没有后顾之忧，练兵备战劲头

更足。走进该部移防后的新训练场，各

项训练课目紧锣密鼓进行，处处呈现一

派火热练兵景象。

某部倾力解决基层官兵急难愁盼—

部队搬迁，惠兵举措“随迁”
■刘景文 李金徽

南国春日，乍暖还寒，晨雾似薄纱

般浮在南疆山峦间。

一大早，武警广西总队崇左支队某

中队即将退役的上等兵徐鸿飞，一如既

往地背上执勤装备、紧跟队伍，执行巡

逻任务。这次巡逻，中队原本没有安排

徐鸿飞参加，但他仍坚持跟大家一起踏

上巡逻路——“只要还没离队，我就是

一个兵。”

执行完巡逻任务后，徐鸿飞和战友

们还要参加一项重要仪式——向界碑

告别。通往界碑的这条山路，徐鸿飞走

过多次。沿途的一草一木、一沟一壑，

他都刻印在心。看似一切如常，但又不

同往常。走着走着，眼前熟悉的山路，

竟变得有点陌生。

山风习习，送来阵阵木棉花的芬

芳，轻拂过徐鸿飞的脸庞。木棉花的清

香，令他精神为之一振，往事如潮水般

涌上心头。

刚下队时，中队干部特意带着徐鸿

飞和新战友们来到界碑前接受教育。站

在界碑前，班长赵朔紧握着他的手，一笔

一划教他为界碑描红。“姿态要正、动作

要稳，就像执行每一次任务，不能有丝毫

偏差。”如今，老班长的叮嘱言犹在耳，他

已成了“交班”的人。

庄严的界碑前，老兵们整齐列队。

徐鸿飞缓缓抬手，指尖轻轻抚过界碑上

一道道带着岁月痕迹的纹路。

新兵杨敏递过一支“描红笔”，徐鸿

飞接过来，小心地将界碑上的“中国”二

字描得鲜红发亮。

“这山的每一种模样，我都记得。”

话一出口，泪水已顺着徐鸿飞的脸颊落

下，滴落在界碑下方的底座上。

“能为祖国守边防，是一种无上荣

光！”望着棵棵挺拔的木棉树，徐鸿飞自

豪地说。入伍不久后的一天，徐鸿飞跟

着班长在边境要道上设卡检查。就在

班长前去探查情况时，一名男子鬼鬼祟

祟地走过来，掏出一沓现金往他手里

塞：“兄弟，你到别的地方转转吧，离开

10 分钟就行。”徐鸿飞不动声色地与这

名男子周旋，等到班长回来，立即合力

将其控制，随后移送公安机关。

“我们守护的边关国门无比神圣，

绝不能让任何人亵渎。”归队后，面对身

边战友竖起的大拇指，徐鸿飞心中涌起

一股强烈的使命感。

界碑，不仅是祖国领土的象征，更

是戍守边境一线军人信念的坐标。描

红完成，战友们在带队干部带领下，举

起右拳高声宣誓。铿锵的誓言，在山谷

间久久回荡。这是忠诚的战士对祖国

和人民的承诺，哪怕脱下军装，这份忠

诚永不褪色。

什么样的青春最美？眼前的一幕，

让杨敏真正读懂了老兵们常说的那句

话：青春在哪里扎根，理想就在哪里绽

放。返营途中，看着眼前这片熟悉的土

地，徐鸿飞突然想起看过的一句话：“心

中有国，万里山河皆为家。”

回到营区已临近中午，一场向哨位

告别仪式随即展开。

即将退役的上等兵覃家均手握着

挚爱的钢枪。钢枪上的划痕，记录着过

往的难忘经历——训练场上摸爬滚打、

顶风冒雨执勤巡逻……

覃家均恋恋不舍地将钢枪交给新

兵刘子琦，叮嘱道：“今天我把钢枪交给

你，希望你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它。”刘

子琦郑重地接过钢枪，手掌能清晰地感

觉到枪身上的余温。

覃家均曾是中队公认的训练标兵，

新兵训练时就因成绩拔尖脱颖而出。下

队后，他更加勤学苦练，期待着能在支队

比武中一展身手。没想到，比武前的一个

下午，他在挑战高难度动作时，不慎从训

练器械上跌落造成骨折，最终未能如愿。

伤势恢复后，覃家均把工作重心放

在培养新战友上。每次训练，他都一边

耐心讲解，一边示范动作。

未能在比武场上摘金夺银，成为覃家

均一大遗憾，但一想到自己为中队培养了

不少训练骨干，他就觉得所做的一切都值

得：“培养人才也是为中队作贡献。”

告别仪式结束后，覃家均坚持要站

完最后一班岗。看着墙上的时钟，他执

意要站到最后一秒。

时间到了，新兵杨涛前来接岗。覃

家均挺直身子，将执勤装备一一交接。

临走时，他一边帮杨涛整理着装，一边

动情地说：“哨位就是战位，这里就交给

你了。”接过老兵手里的执勤装备，就像

接过使命的接力棒，杨涛挺起胸膛，双

眼注视着前方。

即将退役的老兵朱奥成，正在厨房

里忙着包饺子。按照他老家的习俗，每

个饺子上的褶皱都要捏 12道，吃下这些

饺子，代表着接下来的一年都能有好运。

上等兵欧阳建在宿舍没找见朱奥

成，便径直下楼走进厨房，一抬眼就看到

朱奥成忙碌的身影。欧阳建默默拿起擀

面杖，帮他擀面皮，泪水却在眼眶里打转。

新兵入伍之初，欧阳建一有空就拿着

家人的照片发呆。朱奥成看在眼里，知道

他想家了，转身回到厨房就研究起菜谱。

一次次尝试，朱奥成总感觉菜品味

道还不够正宗。得知驻地“兵妈妈”莫

翠娥与欧阳建是老乡，朱奥成一有空便

上门请教。经过一番努力，朱奥成终于

做出了正宗的艾米果和三杯鸡。

那天，训练结束后来到食堂，夹了一

口菜放到嘴里，熟悉的味道让欧阳建瞬间

红了眼眶：“这味道，就像妈妈做的一样。”

包完饺子，朱奥成将一本厚厚的记

事本交到欧阳建手里。这是他军旅生

涯最珍贵的“宝贝”，里面详细记录着每

名战友的饮食喜好。

训练场上，即将退役的老兵何一申

手把手教授新兵执勤技能，反复叮嘱注

意事项；理发室内，老兵韦营悉心传授

理发技术；图书室里，老兵赵华斌拿起

相机，给新兵讲解每个按钮的功能……

即将退役，老兵们围坐在一起，齐

声高唱《祖国不会忘记》。激昂的歌声

回荡在营区，覃家均转过头，不想让战

友看到自己泛红的眼眶。一抬头，他发

现哨位上的杨涛默默注视着他们，眼里

也有泪光闪过。

此刻，远处山头，界碑上的“中国”

二字红得夺目。山风卷起木棉花絮，纷

纷扬扬地落下。“兵妈妈”莫翠娥赶来，

把一个个红鸡蛋塞进老兵们的行囊：

“孩子们，吃了它，往后的路都红火！”

“敬礼！”即将脱下军装的老兵们，满

怀对军营和军装的不舍，以一个标准的

军礼，向承载使命的钢枪致意，向日夜坚

守的哨位告别，向曾经守护的边关致敬，

把热血与担当化作新征程的起点。

山风拂过，木棉枝头一片火红。挺

立的木棉树高大挺拔，就像老兵们的满

腔热血和铮铮铁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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