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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媒视窗

4月 1日

3 月底，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某

场站组织骨干检查指导基层建设情

况。检查小组中，不仅有机关多个部

门人员，还有多名基层主官。

“检查不是目的，帮助大家及时发

现问题、理清思路才是关键。”场站领

导介绍，换一个视角，多几分收获，通

过机关基层携手“会诊”，能更好地把

握基层建设规律，真正找准问题症结。

之前检查指导，该场站党委主要

采取机关多个部门联合检查的方式

展开，通过领导机关一线调研，及时

听取和了解基层矛盾问题，分析原因

教训，研究对策措施。虽然每次都能

摸出一些情况，但连队反映，有的意

见建议不好落实，有的检查方法思路

不够科学……是机关检查不到位，还

是基层认识不清晰？场站领导商议

后决定，让机关基层携手“会诊”，通

过一同检查，把问题找准、原因研透、

措施定实。于是，他们结合阶段任务

特点，组织机关基层定期联合检查。

“换个角度看，重点各不同。”一次

检查中，机关一名干事关注的是一个

警示案例是否及时传达，并反复询问

战士学习的时间、内容，有的战士一时

没能回答上来。但在参与检查的基层

主官眼里，重点应该是了解战士的学

习体会，以及从中受到的启发。

“我们常说，上边千条线，底下一

根针。基层官兵每天接收的信息量

不 小 ，想 让 大 家 一 一 记 住 ，并 不 现

实 。”当 时 ，这 名 主 官 与 干 事 深 入 交

流，“检查学习落实情况，还得看大家

思想上有没有受触动、落实上有没有

具体行动。”

一同检查，机关人员更好地获悉

基层干部的抓建思路，基层主官也了

解了机关指导的初衷。“之前，与机关

接触大都靠参加会议、传达文件等，一

些内容需要自己研究政策规定。如

今，与机关一起检查，一些难以把握、

存 在 疑 惑 的 内 容 ，现 场 就 能 学 习 咨

询。”汽车连指导员孙鹏宇介绍，检查

时，他不仅经常问一问为啥这样“出

题”，而且主动思考如何更好地理解或

执行相关内容。

在通信导航连连长王爽看来，与

其说机关基层携手“会诊”，不如说是

集体帮带。之前，看到那么多人来连

队检查，他心里有些紧张。没承想，大

家不是“鸡蛋里挑骨头”，而是热心了

解连队建设重难点问题，一同现场分

析原因、研究对策，而且不同单位、不

同任职经历的人员，对同一项工作常

常有不同看法，能为基层提供多个“解

题”思路。

“机关基层携手办公，也是在互相

提醒对方，检查不是‘挑刺’，而是发自

内心地帮助连队，有问题说问题、有好

招推广好招。”一名机关参谋感触地

说。一名参加联合检查的基层主官有

自己的理解：说是检查，更多的是学

习，向机关学习工作方法，向兄弟单位

学习建设经验。看到一个连队硬件建

设精打细算且效果很好后，这名主官

表示也要学会变“废”为宝，花小钱办

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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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机关部门联合检查，到机关基

层携手“会诊”，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

某场站改进的是工作机制，凝聚的是

工作合力，消除的是成见隔阂，提高

的是抓建效能。更可贵的是，这一做

法有效引导机关和基层回归检查的

初衷——不为检查而检查，而是要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真正建强基层。

检查指导是推动基层工作落实的

有效手段。带着什么样的态度下基

层，带着什么样的感情去检查，就会收

获什么样的结果。机关人员一心为基

层办实事、谋实策，自然会想方设法研

究政策规定，静下心来找准具体问题，

沉下心来思考对策办法，力求给出简

约有效的思路举措。哪怕自己一时间

想不到、琢磨不清楚，也可以向一线官

兵认真请教，和连队主官一同会诊把

脉。如此，基层官兵就会把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作为推动连队建设不断迈

上新台阶的重要抓手，持续提高单位

建设水平。

让检查回归初衷

近日，新疆军区某团开展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浓厚练兵备战氛围。图为

战士进行爬绳上课目比武。 本报特约通讯员 赵治国摄

编余小议

清明风起，追思悠长。我来到郭豪

烈士生前所在单位快 4 年了，每每想起

他，总是思绪万千。

2018 年，我还在军校就读。一天，

我的微信朋友圈被一篇公众号文章刷

屏。文章的主人公是郭豪。那年夏天，

还有不到一个月就要退伍的郭豪，随部

队赴高原参加实兵演习。郭豪和战友

们受领穿插破袭任务后，背负沉重的战

斗装具，在海拔 4000多米的高原上急行

军。途中，郭豪突发疾病，心脏停止了

跳动。

我的心好像突然被“击中”了。生

于 1999 年的郭豪，与我同龄，却牺牲在

祖国西陲的雪域高原。

郭 豪 稚 嫩 的 脸 庞 永 远 定 格 在 19
岁。我为他叹惋，将他写在头盔内侧的

那句“理想大于天，越苦越向前”写进了

日记，也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

2021 年临近毕业前，我向学员队

党支部郑重递交了戍边申请书。或许

是缘分使然，我被分到郭豪生前所在

单位。在连队荣誉室看到郭豪的照片

和事迹介绍时，3 年前的叹惋化作我内

心 的 一 股 力 量 —— 我 要 带 着 他 的 理

想，继续前行。

从南方到西北，从平原到高原，海

拔越来越高，身心经受的考验越来越严

峻。可我心里憋着一股劲儿，参加旅政

治教员比武，拿了第一名；组织军地交

流活动，被多家媒体报道……“郭豪，作

为戍守高原的同龄人，我没丢脸！”我在

心里对郭豪说。

从事单位新闻宣传工作后，我更

加深入地去了解身边的战友，发现那

句“理想大于天，越苦越向前”同样写

在了他们的钢盔内侧，也刻在了他们

心里。在雪域高原，缺氧、高寒等恶劣

自然条件，没有成为大家的拦路虎，而

是 成 为 砥 砺 斗 志 的“ 试 金 石 ”。 陆 军

“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标兵袁锋、高

策，代表 着 旅 队 官 兵 ，站 上 了 军 人 的

荣誉殿堂。

莽莽高原，战旗高扬。在《解放军报》

上刊发的《当护旗手接过 336 面荣誉战

旗》一文，呈现了旅队一场特殊的传递活

动。336名护旗手每人手持一面荣誉战

旗，以一对一、面对面的方式，将守护 3年

的荣誉战旗，交给选定的新任护旗手。“夜

老虎连”“攻坚英雄连”……336 面战旗，

承载着旅队 90 多年的光辉战史。战旗

在手中传递，热血在心头涌动。新任护

旗手接过战旗，也接过了守护荣誉、续写

荣光的使命与重任。

茫茫戈壁，微光成炬。杨越，一个

热爱舞蹈的男孩，高中毕业时因父亲

离 世 ，不 得 已 放 弃 上 大 学 ，外 出 打

工 。 在 妈 妈 鼓 励 下 ，他 参 军 入 伍 ，在

连队荣誉的感召下一路摸爬滚打，后

来 以 优 异 成 绩 考 上 军 校 。“ 妈 妈 你 不

要 牵 挂 ，孩 儿 我 已 经 长 大 ，站 岗 值 勤

是保卫国家……”我把杨越的故事，写

成了《给妈妈跳支舞》一文，是母爱给

了他前行的力量，是军营给了他逐梦

的舞台。

这些年，我们去过很多地方，执行

了很多任务，在漫天风雪里向前跃进，

也在高原荒芜处仰看繁星。高原星空

璀璨，抬头遥望，我想一定有一颗星星

在注视着我们。郭豪，不知道在天堂的

你，看到我笔下那一个个为了理想不畏

艰难、一往无前的战友时，会不会为我

们感到骄傲？

郭豪，你知道吗？你走后，班里的

“郭豪铺”一尘不染，晚点名时“理想大

于天，越苦越向前”的誓言响彻夜空，

“郭豪班”建设始终走在前列。

郭豪，你知道吗？你走后的每一个

清明节，单位都会为你举行纪念仪式。

每年的征兵季，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

受你的事迹感召参军报国。

一个郭豪走了，更多的“郭豪”来

了，继续烈士未竟的理想，逐梦前行。

“理想大于天，越苦越向前”，每当我们

喊出这句口号的时候，脑海中总会浮现

出一个在高原奔跑的身影，向前，向前，

一直向前……

理想大于天，越苦越向前
■袁 笑

亲爱的小朋友：

你好！当我写下这封信时，心中满是对你的

牵挂和祝福。我是一名空军机务兵，每天在停机

坪守护“战鹰”的安全，用检测仪为它们“体检”。

我希望，这场特殊的“检修”，能让健康的细胞在

你的身体里重新“启航”。

得知你是一名小朋友时，我的心情非常沉

重。在这个本该无忧无虑快乐成长的年纪，你却

不幸遭遇病痛。如今，我的造血干细胞与你配型

成功，尽管我们未曾谋面，但命运让我们以一种

奇妙的方式“相遇”。

小战友，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你。因为，你正

在进行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次“排故任务”。就

像我们检修发动机时，哪怕对最微小的故障也绝

不放过一样，你要相信，医生们就是最专业的“地

勤团队”，他们一定会帮你排查并战胜病痛。

前天，我开始打动员剂了。虽然有点像给

“战鹰”加注燃油时产生轻微耳鸣，但一想到你，

这些根本不算什么。这几天，我所在的城市阴雨

绵绵，不过我们机务兵有句老话：天气再差，“战

鹰”必须完好。你放心，我会像维保“战鹰”那样

照顾好自己，保证如期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

你不要害怕，哥哥在远方陪伴着你。只要能

给你带来一丝希望，我就不会有丝毫犹豫。我深

知，你正与病痛进行着顽强的抗争。请相信，这

一切都是暂时的，我的身边，还有无数战友在为

你加油鼓劲。在机棚里，我们最骄傲的就是让出

现故障的战机重返蓝天，当我看到血样配型检测

合格，就像看到仪表盘全部亮起了绿灯。

有人问过我为什么要捐献造血干细胞。我

想 说 ，我 是 一 名 军 人 ，守 护 人 民 群 众 的 生 命 安

康，责无旁贷。接下来的日子里，无论前方有多

少困难，你都要更勇敢一点，记得每天按时吃饭、

吃药，听医生和爸爸妈妈的话，这样才能早日打

败“病魔小怪兽”。家里的玩具还在等着你，你的

小伙伴们也在盼望着你早日康复。

要相信，你一定会战胜病痛，以后会健健康

康地长大。如果我们有机会“重逢”，我会带你

去停机坪，看“战鹰”冲上云霄！

远方的哥哥

3月 15日

（信件内容有删减）

图①：谢东建捐

献造血干细胞留影。

图②：谢东建收

到来自患者家庭的

感谢信。

2018年秋天，刚刚步入军营的我，第一次参加无

偿献血活动。针扎进血管的瞬间，我把头扭了过去。

“第一次献血吧，别紧张，放轻松。”一旁的排长周柯微

笑着鼓励我。他几个月前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事迹已

经在单位传开，他还收到了患者家属寄来的感谢信。

讲起自己捐献造血干细胞的经历，周排长一直

说“我很幸运”。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是治疗白血

病、淋巴瘤和骨髓瘤等恶性血液病较为有效的方

法，非亲缘关系配型成功的概率非常低。如果配型

成功，就能为患者带去生命的希望。然而，很多人

登记了多年都没能完成捐献，因为配型成功后还要

根据匹配度以及捐献者身体状况进行“择优录取”。

我希望成为像周排长那样勇敢又有爱心的人。

2022年夏天，我在微信同学群里看到大家给一位患病

同学捐款的消息。这名同学原本活泼开朗，大学毕业

工作后查出患有急性白血病。照片上，躺在病床上的

同学戴着毛线帽，面容憔悴，手腕上贴满了胶布。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几个星期

后的一天，我前往驻地一所医院留取了检测血样，

相关资料输进了中华骨髓库。我希望，自己的造血

干细胞能帮助不幸的患者得以康复。

2024 年 12 月 20 日，我接到来自湖北省红十字

会的电话，获悉我的造血干细胞与一名血液病患者

初配成功。接下来的几周，我在忐忑与期待中度

过，每天都会看一看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科普文章。

指导员拍着我的肩膀说：“放心去，我们都支持你。”

1 月 13 日，我来到医院，进行高分辨配型检测。

检测室护士看出我有些紧张，笑着告诉我：“你要救

的是一名小朋友。”这句话，让我更加觉得自己做了

一件非常正确的事。

通过了高分辨配型检测和体检后，我开始按要求

进行准备，积极调整作息，保持适当的体能训练，只为

以最好的身体状态完成采集，确保捐献能够顺利进行。

采集造血干细胞前，我共注射了 10针动员剂，身

体渐渐有些酸痛乏力。医生告诉我，这些症状是暂

时的，不会对身体造成影响。3月 17日清晨，我被推

进造血干细胞采集室。采集时间长达 4个小时，躺在

病床上的我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可一想到能够结束

小患者更加漫长的等待，我认为一切都是值得的。

回到单位，指导员往我手里塞了一包糖果，嘱

咐我好好休息。我剥开一颗糖塞进嘴里，彩色透明

糖纸在阳光下反射出如彩虹般的光晕。我衷心地

希望捐献的造血干细胞能帮助小患者如愿康复，今

后能拥有五彩斑斓的美丽人生。 （殷畅 整理）

愿你拥有彩虹般的美丽人生
■空军某部战士 谢东建

3 月 17 日上午，在湖北省一家医院，空军

某部战士谢东建完成长达 4 小时的造血干细

胞采集，成为中华骨髓库第 19629 例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

去年 12 月，谢东建接到来自湖北省红十

字会的电话。得知自己的造血干细胞样本和

一名患者初配成功，谢东建毫不犹豫地表达

了捐献意愿，向连队党支部汇报并获得批准。

谢 东 建 获 悉 ，造 血 干 细 胞 捐 献 者 如 果

希望致信鼓励患者，或者患者家庭想表达

谢意，相关省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审核后

可以帮助双方传递书信。经双方和湖北省

红十字会同意，我们将谢东建写给患者的

信推荐给读者，感受笺暖情长间传递的大

爱与温暖。

（章聪、本报特约通讯员朱海涛推荐）

读者推荐

像托举“战鹰”那样托举希望

延伸阅读

图③：谢东建进行

拉单杠训练。

图④：谢东建（左）

与战友检修“战鹰”。

照片摄影：章 聪、

郭籽材

制图：扈 硕

郭豪烈士

生前所在单位

官兵进行战术

训练。

李毓蓝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