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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二支队中士

秦子华，这段时间成了支队“明星”：参

加总队多课目连贯比武，秦子华和战

友密切协作，凭借过硬素质和拼劲韧

劲，最终夺得团体第一、个人第三的好

成绩。

这个成绩来之不易，因为这场考核

难度不小，既比拼综合专业能力，又考

验个人意志品质。

春暖花开，记者走进该支队，跟秦

子华聊起训练心得，得到一个情理之

中、意料之外的答案：“比武中，支撑我

坚持下来的动力，除了争创荣誉的信

念，还有父母的鼓励。”

说着，秦子华打开衣帽柜，一张合

影映入记者眼帘。照片中，秦子华父母

身披绶带，一左一右站在他的身旁，一

家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那年，秦子华训练工作成绩优异，

荣立个人三等功。军地领导送喜报到

家时，秦子华特意拉着父母，拍了这张

合影。

合影下方，是母亲亲笔写下的寄

语：“子华，穿上军装是你一生的荣耀，

也是我和你爸爸一辈子的骄傲……”朴

实的话语，饱含父母对他的期望。

“读着这些话，我向父母许下承诺，

一定不懈努力、建功军营，不负他们的期

待。”秦子华指着照片告诉记者，“这张卡

片给了我前行的动力，每当我想要放弃

的时候，父母的期望都会给我多练一次、

再拼一把的力量。”

一张小小卡片，一头连着亲情，一

头连着使命。我们常说厚植家国情怀，

在记者看来，这张卡片是家庭与军营、

亲人与军人的感情连接，赋予了迷彩青

春更多亲情力量。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支队官兵给

卡片取了一个特别的名字：亲情卡。

该支队领导介绍，他们为每名官兵

都制作了一张亲情卡，上面印着亲友的

照片和寄语，统一张贴在衣帽柜内侧，

官兵打开柜门就能看见亲友情真意切

的嘱托和期盼。

问及这一暖心之举的源头，这名领

导从所属某中队一面文化墙谈起。

去年年初，该中队计划打造一面文

化墙。“墙面上应该设置哪些内容？”中

队文指导员心里也没谱，于是组织官兵

集思广益。

然而，文指导员梳理汇总官兵意

见的过程中，发现大家的想法并不统

一 ：有 人 建 议 写 上 队 训 队 魂 ，有 人 提

议画上训练剪影，有人希望张贴官兵

笑脸照片……

“ 上 周 末 给 父 亲 打 电 话 ，他 告 诉

我，‘迈入军营，你就是一颗上膛的子

弹，要肯吃苦、争第一’。我觉得我爸

说的这句话鼓劲提气，能写在文化墙

上吗？”列兵陈富颖的建议，让文指导

员印象深刻。

中队建设文化墙时，虽没有采纳陈

富颖的建议，但不久后，中队计划进一

步浓厚文化氛围、密切内部关系时，文

指导员再次想起了陈富颖的话。

“亲人的嘱托最真挚朴实，也最能

打动人心，是引导官兵扎根军营成才、

立足岗位进步最生动的教材。”经过充

分考虑，文指导员决定让大家收集整理

亲友的照片和寄语，由中队统一制作成

小卡片，摆放在官兵宿舍。

试行一段时间后，出于尊重官兵

个人隐私考虑，该中队组织官兵将亲

情卡张贴在衣帽柜内，大家打开柜门

就能看到这些温馨的照片和饱含深情

的寄语。

由于受到官兵普遍欢迎，该支队

党委研究后决定，将这一做法在全支

队推广。

小小亲情卡，浓浓家国情。

列兵张智的亲情卡上，写着大学同

学的祝福。“每次打开衣帽柜，看到同学

们的祝福，我训练的劲头就更足了。”张

智说。

二 级 上 士 、班 长 张 杰 的 亲 情 卡

上 ，是 他 与 妻 子 的 结 婚 证 照 片 ，卡 片

一 角 ，由 他 妻 子 手 绘 的 图 画 栩 栩 如

生。“我们要比一比每周的训练成绩、

工作劲头……”亲情卡上一句句加油

打气的话，让记者感受到这对军中伉

俪携手奋进的独有浪漫。

闲暇时，该支队官兵还主动和战友

交流亲情卡背后的故事，分享温情时

刻，增进彼此了解。某中队刘指导员告

诉记者，他们利用制作、更新亲情卡的

时机，与官兵家属建立联管共育机制，

互通官兵个人情况、共做官兵思想工

作，让部队内部关系更加密切。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该支队领

导介绍，亲情卡不仅是密切官兵与亲

友联系的纽带，更是激励官兵奋勇拼

搏的载体。他们还配套推出录制“期

待你拼搏的样子”亲属寄语视频、“晒

晒我的全家福”主题故事分享会等活

动，引导官兵将父母长辈的叮嘱、妻子

儿女的支持、亲朋好友的赞许，转化为

履职尽责的动力。

除了亲情卡，记者在该支队采访时

看到，官兵宿舍里还有许多“小巧思”：

墙上安装着小型荣誉展示台、学习桌上

摆放着为兵服务“连心码”、床尾张贴着

党员身份“识别卡”……教育小载体润

物无声地融入官兵工作生活。

打开柜门见“亲人”，合上柜门思责

任。亲友的鼓励支持，有力激发官兵建

功军营的热情动力。今年以来，该支队

官兵高标准完成执勤安保、武装巡逻等

多项任务。

图①②③：部分亲情卡内容（已征得

官兵同意）。

刘 洋摄

图④：官兵分享亲情卡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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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二支队以亲友嘱托激励官兵扎根军营—

小小亲情卡 浓浓家国情
■张一吴凡 本报记者 张磊峰 特约通讯员 张永清

军营寻常一幕，让人心头一暖。

清晨，战士整理衣帽，目光落在衣

帽柜内侧的小卡片上，父母的叮嘱在耳

畔响起：“穿上军装是你一生的荣耀，也

是我和你爸爸一辈子的骄傲……”小小

的亲情卡，成为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二

支队提升教育质效的新载体。

古人说，“功夫在诗外”，教育亦然，

除了要在课堂上下功夫，做好“课外文

章”也很重要。当教育者将目光投向官

兵生活的场域，在小小的衣帽柜里播撒

温情，便巧妙精准地掌握了感人肺腑的

密码。新时代的青年官兵思维活跃、个

性鲜明、富有主见，对程式化的生硬说

教并不欢迎，对带有情感温度的生活细

节则格外敏感。这个支队在衣帽柜开

辟的“亲情角”，恰似在钢铁军营里种下

一片“情感林”。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对体验的记

忆主要由高峰时刻和结束时刻决定。

推动教育落实落地，不仅要追求课堂上

的“高峰体验”，也应兼顾日常涓滴的

“终值积累”。亲情卡的智慧，在于把教

育分解为无数个“此刻”的感动——整

理军容时看见母亲的面庞，训练归营时

读到爱人的牵挂……这些点点滴滴的

感动，赋予钢铁军营更多温情的力量。

教育的生命力和活力源于创新、

重在实效。细节处的教育创新，本质上

是对官兵主体地位的尊重。这个支队

在前期调研中发现：近七成官兵在衣帽

柜里存放着家人照片。对此，他们没有

用“整齐划一”的标尺抹去这些私人印

记，而是将其转化为教育载体，这种转

化恰恰是教育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

灌”的浸润。当教育设计契合官兵情感

需求，那些写在卡片上的温情寄语，便

成为生动的强军注脚。

我们期待更多走心的“亲情卡”。

做好教育“课外文章”
■张磊峰

记者手记

“我们的飞机正在绕岛屿飞行，这

是你们用青春热血奋斗的地方……”

3 月上旬，一架运送 2025 年春季退伍

老兵的民航客机从某机场起飞升空

后，广播中传来温馨的提示音。

飞 机 开 始 绕 岛 盘 旋 ，顺 时 针 一

圈，逆时针又一圈。舷窗外，银白色

的沙滩、郁郁葱葱的树木、熟悉的营

盘 尽 收 眼 底 。 机 舱 内 ，南 部 战 区 海

军 某 部 退 伍 老 兵 杨 豪 正 凝 视 着 舱

外 。 此 刻 ，他 和 战 友 们 曾 日 夜 守 护

的 岛 屿 正 披 着 晨 光 ，宛 如 大 海 中 璀

璨的明珠。

“ 你 为 国 守 岛 ，我 暖 你 归 途 ，这

是部队为退伍老兵准备的一份特殊

的‘告别礼’。”南部战区海军某部领

导告诉记者，从 2019 年开始，桂林联

勤保障中心某调度中心协调地方航

空 公 司 ，向 有 关 部 门 申 请 调 整 运 送

退伍老兵客机的航线——飞机升空

后 绕 岛 屿 飞 行 ，让 老 兵 们 从 空 中 再

看一眼他们奋斗过的地方。

脱下的是军装，留下的是青春。

难忘的军旅时光在杨豪脑海中不断闪

现。刚下连时，他没能如愿登上战舰

劈波斩浪，而是被分配到小岛驻防，那

时，他的内心有些失落。

杨豪的班长、三级军士长张孝伟

注意到他的情绪变化，并没有多说什

么，而是带他来到单位荣誉室，为他讲

起自己当年的守岛经历。

“这座岛是出了名的火岛、风岛、

沙岛。当年我们刚上岛时，这里连条

像样的路都没有。”张孝伟指着展陈柜

里的铁铲和背土袋告诉杨豪，当年，他

和战友踩着没过脚踝的珊瑚沙，靠肩

扛手提打地基、铺道路、建营房，慢慢

让小岛变了模样。

“小岛既是我们的国土，也是每名

守岛战士的家。”张孝伟接着说，岛上

常年高温、高湿、高盐，但大家从不叫

苦叫累，而是铆在岗位忠诚坚守、奋斗

不息。

班长的话至今让杨豪记忆犹新，

从那时起，他真正懂得了军人的使命

和担当，立志扎根岗位、乐守天涯。“戍

守海岛的经历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一

笔财富。”杨豪说，退伍不褪色，回到地

方后，他一定保持军人本色，努力为社

会多作贡献。

“每一粒沙都是国土，每一段堤

都 是 长 城 。 感 谢 你 们 ，中 国 退 役 军

人，你们永远是最可爱的人！”随着舱

内 广 播 再 次 响 起 ，飞 机 回 到 正 常 航

线，载着退伍老兵们飞往目的地。此

刻，晨光洒满万顷碧波，西沙群岛光

彩 夺 目 ，老 兵 们 也 将 开 启 他 们 新 的

人生。

老兵们，祝你们一切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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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 82集团军某旅训练场上引擎轰鸣，数

十辆战车向任务地域疾驰。途中，防空警报骤然

响起，参训官兵迅即展开装备、构建指挥链路……

一场实战背景下的防空训练拉开帷幕。

雷达飞旋，导弹起竖，各战位官兵严阵以待。

“遭‘敌’强电磁干扰，目标信号消失！”面对突

发特情，指挥员研判分析后迅速启动预案。

很快，一道道指令传到各战位。战车内，雷

达技师判明干扰属性，变换搜索方式；阵地上，某

班组架设光瞄设备，展开搜索跟踪……官兵密切

配合，再次锁定“敌”机。

“只有像打仗一样训练，战时才能更有胜算。”

该旅领导介绍，此前他们调研发现，有的官兵平时

训练中单项课目过硬，考核成绩也不错，但遂行大

项任务时易出现紧张心理，尤其面对突发情况时，

往往手忙脚乱。为此，他们按照“多课目融合、多

特情叠加”思路，将战术背景与特情处置贯穿训练

全程，引导官兵在应对突发情况中主动谋对策、灵

活用战法，提升应急应战能力。

“敌”无人机侦察，展开隐蔽伪装；道路“损

毁”，调整机动路线；小股“敌”袭扰，灵活组织反

击 ；指 挥 通 信 不 畅 ，重 构 通 信 链 路 …… 一 路 机

动，特情不断。官兵沉着冷静、随机应变，有效

展开处置。

“战车发生故障，‘敌’卫星即将过顶！”一波特

情刚处置完毕，官兵又接到新的情况通报。

班长李瀚昌与战友当即对战车进行伪装。

“敌”卫星过顶情况解除后，他们迅速检查故障车

辆，并同步将车辆故障信息回传至指挥所。接到

指挥所指令，维修技师携带备件迅速前出，抢修

故障车辆。很快，故障被排除，战车引擎再次响

起轰鸣声……

“机动途中，不能只考虑行军速度，还要注意

观察周围环境”“隐蔽伪装时，应灵活利用地物地貌”……训练结束，该旅组织官兵展

开复盘剖析，认真查摆不足、总结经验。

“此次训练不仅检验了官兵临机处置能力，而且为下步组织连贯课目训练积累

了经验。”该旅领导说，他们将把总结的经验运用到训练实践中，优化特情导调方法，

不断锤炼官兵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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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龙羊、记 者李攀奇报

道 ：“ 根 据 每 名 官 兵 的 训 练 情 况 ，旅 队

采 取 针 对 性 措 施 分 层 施 教 ，帮 大 家 循

序 渐 进 补 短 板 ，我 的 训 练 成 绩 因 此 有

了 明 显 提 高 。”日 前 ，西 藏 军 区 某 旅 组

织阶段训练考核情况总结，被评为“进

步之星”的上等兵阿旺洛卓，登台分享

自己的体会。

该旅领导告诉记者，他们在前期调

研中了解到，有的训练骨干在组训过程

中存在“齐步走”“一锅煮”等情况，不利

于官兵精准补差、专项强化。为此，他

们利用比武考核等时机，摸清官兵在训

练中存在的共性和个性问题。在此基

础上，该旅机关组织各专业骨干集思广

益，按照分层施训思路强化训练筹划的

科学性、精准性，紧盯官兵短板组织点

穴式补差训练，确保人人不掉队、内容

不漏项。

点穴式补差，闯关式进阶。该旅依

据训练成绩将官兵划分为基础组、赶超

组、精进组等不同组别，合理安排训练

时间、梯次设置课目内容、逐级增加难

度强度；根据官兵训练情况灵活开展考

核，合格的进阶到更高组别训练，成绩

特别优秀的则被遴选担任小教员，辅助

教练员组训施教。该旅作训科干部赵

俊杰介绍，闯关式进阶训练，不仅帮助

官兵提升了弱项课目的成绩，而且彼此

间示范带动，浓厚了旅队比学赶帮超的

训练氛围。

“我将认真总结前段时间补差训练

的经验方法，并运用到下阶段训练中，努

力夯实能力基础，争取在下次考核中取

得更大进步。”谈起下阶段的训练，阿旺

洛卓底气十足。

西藏军区某旅分层施教提升训练质效

点穴式补差 闯关式进阶

3 月上旬，海军某支队开展补给

训练。

刘 博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3 要 闻 ２０２５年３月２４日 星期一版面编辑/孔鹏鹏 薛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