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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中旬，陆军某旅开展直升机实弹

射击训练。

陈 宇摄

近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公布第 50

届南丁格尔奖获奖者名单，共有来自 17

个国家的 35 名护理人员获此殊荣。其

中，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急诊医

学科护士长秦玉玲榜上有名，她也是联

勤保障部队成立以来首位南丁格尔奖章

获得者。

获奖消息传来的那个清晨，秦玉玲

刚值完大夜班。

接过科室同事递上的鲜花，秦玉玲

微笑着向战友们一一道谢，脸上透着一

名医者的从容。

随后，秦玉玲像往常一样，在护士站

参加交班。她悉心叮嘱年轻护士夜班注

意事项，带领大家再次走进病房查看患

者随诊记录……交接完各项工作，她走

进更衣室，结束一天的工作。

用心守护，用爱温暖。在秦玉玲眼

中，用心完成每一次护理任务，是护理工

作者应有的职业追求和准则。

从事护理工作 29 年，秦玉玲先后在

重症监护室、急诊医学科等科室工作，参

加过抗击非典、新冠疫情防控等重大任

务，还 4 次参加国际医疗援助，用爱架起

生命与希望的桥梁。

2015 年 ，秦 玉 玲 赴 塞 拉 利 昂 执 行

医 学 援 助 任 务 。 其 间 ，一 名 感 染 埃 博

拉病毒的女孩被送到医院治疗。在秦

玉 玲 悉 心 照 料 下 ，女 孩 很 快 康 复 出

院。得知女孩的父母因感染病毒相继

离 世 ，秦 玉 玲 自 费 购 买 学 习 用 品 前 往

孤儿院看望她，被女孩亲切地称为“中

国妈妈”。在非洲工作的 500 多个日夜

里 ，秦 玉 玲 用 行 动 书 写 中 国 军 队 护 理

工作者的大爱。

秦 玉 玲 常 说 ：“ 护 理 之 道 重 在 传

承。”这些年，她带领团队创建“传染病

护理示范基地”，培养出千余名传染病

专科护士；潜心钻研护理教学法，带领

团队完成《新突发传染病护理培训体系

的构建》课题，参与编写《医务人员传染

病职业防护技能》等，助力医护人员提

升业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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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闽南山地，陆军某旅一连接

令迅速机动至预定地域，展开一场实战

化对抗训练。

构建链路、处理信息、核校数据……

官兵在强电磁干扰下顺利完成任务，创

下新装备列装以来最快火力反应纪录。

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该连调整组建仅

有两年时间。

“调整组建以来，连队半数以上官

兵立功受奖，前不久旅队组织比武，连

队还包揽了专业前三名。”谈及转型以

来取得的成绩，该连熊连长如数家珍，

“转型路上，连队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

党支部始终充当凝心聚力的‘火车头’，

带领官兵直面挑战、奋斗拼搏。”

记者翻开该连党支部会议记录本看

到，从“研究装备参数”到“创新战法打

法”，从“观点碰撞”到“协同攻坚”，一条“以

战领建、以战促建”的抓建思路清晰可见。

回忆连队刚调整组建时面临的困

难，熊连长记忆犹新，“当时，全连三分

之 一 是 新 兵 ，专 业 技 术 骨 干‘ 断 层 断

代’……如何填补人才缺口，成为摆在

党支部面前的一大难题。”

不止于此，连队调整组建不久，又

恰逢某型新装备列装该连。面对新装

备操作手册上密密麻麻的说明，不仅新

兵及新转专业官兵难以掌握，为数不多

的技术骨干们也眉头紧锁，一时无从下

手……那段时间，战士缺乏信心，干部

底气不足，官兵干事创业的热情低落。

新装备列装新连队，新连队面临新

难题。连队党支部一班人在第一次支委

会上达成共识——要想在转型中开新

局，就必须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

用，以新装备列装为突破口，把官兵一心

谋打赢的战斗气魄和责任担当激发出来。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随后，

连队支委身先士卒，带领技术骨干从基

础专业理论学起，逐条梳理装备操作技

巧，并根据官兵考核成绩，灵活调整连

队专业训练计划。

从弹药装填到通联组网，军士支

委、一级上士郑志鹏主动请缨，带领技

术骨干逐个课目攻关、逐个环节打磨；

军士支委、炮长徐锡文针对弹药装填速

度慢的问题，带领全班刻苦钻研，将弹

药装填速度提升 50%；党员骨干、三级军

士长卢凯楠专业基础过硬、组训经验丰

富，他主动申请担任新兵教练员，将自

己总结的训练心得分享给新战友……

连队结合官兵专业特长和任务需

要 ，为 每 名 官 兵 量 身 定 制“ 成 长 路 线

图”，将官兵个人成长与连队发展紧密

结合起来。为帮助官兵夯实专业能力

基础，连队还建立模拟训练专修室，邀

请友邻单位专业骨干、院校专家、装备

厂家技术人员来队“传经送宝”，帮助大

家掌握更多解决问题的思路对策。

在党支部不懈努力下，连队人才缺

失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官兵干事创业热情

高涨。然而，由于连队官兵从不同单位转

隶而来，在训练方法、生活习惯等方面存

在差异，合编未合心的问题依然存在。

二级上士洪志国比武经验丰富，中

士耿江涛专业技能过硬，两人同为连队

教练员，在制订连队训练计划时，常因

训练重点不同而出现分歧：洪志国主张

要打好基础，将精力主要放在单兵专业

训练上；耿江涛则认为应加强班组协同

训练，提升人员配合默契度。

那段时间，恰逢旅队组织比武考

核，连队党支部以此为契机，开展“以连

为家、勠力同心”官兵恳谈会，引导官兵

齐心协力拼搏奋斗，共同书写连队荣

光。凝聚官兵思想共识后，连队党支部

希望洪志国和耿江涛发挥各自特长，决

定由他们两人共同负责比武考核的准

备工作。

在共同目标牵引下，两名昔日互相

不服气的专业尖子携手制订训练计划、共

同调整训练进度，带领官兵全身心投入比

武考核准备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连队

最终在比武考核中取得优异成绩。同年，

洪志国荣立三等功，耿江涛获评“四有”优

秀士兵。这次经历不仅化解了两名专业

尖子之间的隔阂，也让全连官兵深刻认识

到凝聚力的重要性。

不久后，连队接令参加首场新装备

实弹演训。在党支部带领下，连队官兵

叫响“争头功、当标兵”口号，自觉拧成

一股绳，白天扎在训练场练协同，晚上

钻进学习室研战法。演训当天，随着熊

连长下达发射口令，刹那间大地震颤，

一发发火箭弹呼啸出膛。“目标被成功

摧毁！”听到电台里传来的通报，全连官

兵欢欣鼓舞。

调整组建以来，在党支部带领下，该

连基层建设水平稳步提升，官兵在一次次

任务磨砺中淬火成钢，连队战斗力大幅提

升。前不久，该连因战备工作出色，被战

区陆军表彰为“练兵备战先进单位”。

上图：该连开展实弹射击训练。

吴昌盛摄

面对缺少技术骨干等重重困难，新调整组建的陆军某旅一连党支部—

勇当转型路上“火车头”
■王杨恒欹 本报记者 向黎鸣 特约记者 廖晓彬

奋斗强军写荣光·走进新调整组建连队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

上强调，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基层建设要进步，关键在

于党支部，必须着力强化战斗堡垒的

战斗性。

党 支 部 是 实 现 党 对 军 队 绝 对 领

导、团结巩固部队和完成各项任务的

战斗堡垒。面对转隶官兵磨合难、连

队专业人才严重缺失、新装备亟待形

成战斗力等挑战，陆军某旅一连党支

部客观分析问题，主动强化战斗堡垒

的 战 斗 性 ，蹚 出 了 一 条“ 合 编 合 心 合

力”的基层建设之路，充分诠释了基层

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的实践价值。

基层工作千头万绪，无论是官兵

思想作风还是部队军事训练，无论是

连 队 正 规 化 管 理 还 是 党 支 部 自 身 建

设，矛盾问题不可避免。作为强军事

业的根基，基层党组织身处工作落实

末端、备战打仗一线，党支部的战斗性

就体现在解决一个个矛盾问题、推动

部队全面进步上。强军新征程上，每

个基层党组织都要持之以恒打基础、

靶向发力补短板，将自己锻造为坚强

的战斗堡垒，团结带领官兵克服困难

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把战斗堡垒建坚强
■徐永庆

短 评

“督导检查不够扎实，跟踪问效缺

乏力度”“解难帮困还不彻底，一些历史

遗留问题解决不到位”……近日，空军

某部党委围绕作风建设召开专题会议，

深刻检视剖析、深挖问题根源，不断将

作风建设引向深入。

“党员干部应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

精神，勇于刀口向内，主动发现与解决

问题，强化自我修养、自我约束、自我塑

造。”该部领导介绍，深入贯彻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展开以来，他们注重

把学和做结合起来、把查和改贯通起

来，坚持边学边查，引导党员干部结合

岗位实际，围绕新形势下作风建设抓什

么、怎么抓等问题进行讨论辨析，切实

找准学习教育的实践落点。同时，他们

制订《关于常态组织作风督查的实施办

法》，要求党员干部对照学习，围绕查纠

问题、开门教育、健全机制等方面自查

自纠，以问题整改推动作风建设取得实

实在在成效。

实践中，他们重点纠治文山会海、

工作过度留痕等问题，排查与部队中心

工作无关的空转虚耗，有效遏制困扰基

层的形式主义，科学合理为基层减负。

前不久，该部领导在蹲连住班期间

发现，个别机关科室下发通知文件没有

做好统筹，导致基层“干了又干”，一定

程度上干扰了基层训练生活秩序。对

此，该部刀口向内，深刻检查反思工作

作风、计划统筹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

制订具体措施：机关科室下发通知文件

必须结合基层工作实际做好统筹；机关

工作人员在组织统计工作前，必须梳理

过往数据，若已有相关统计材料，严禁

向基层重复索要……随着一系列措施

落地，机关工作作风更加务实，得到官

兵点赞。

学 思 践 悟 查 问 题 ，持 之 以 恒 转 作

风。随着学习教育深入推进，该部领导

和机关干部不断增强学的主动、查的勇

气、改的魄力，解决了一批影响基层建

设发展、官兵关心关注的难题，官兵干

事创业精神状态更加高涨、练兵备战士

气更加高昂。

空军某部扎实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学思践悟查问题 持之以恒转作风
■曲喜洋 本报记者 王 越

“只有青山干死竹，未见地里旱死

粟。”粟，俗称谷子，脱壳即为小米。1935

年 10 月，中央红军跋涉两万五千里到达

陕北。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封锁，

扬言“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

边区进入最困难的时期，“长征后，我党

像小孩子生了一场大病一样，是陕北的

小米，延河的水滋养我们恢复了元气”。

谷子“命硬”，耐旱、耐酸、耐碱、耐

瘠薄。陕北的小米，危难时刻滋养了中

国革命，也孕育了“延安作风”。边区军

民如同小米，以顽强意志战胜一切艰难

困苦。

当年，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跟随红军活动时看到：将士们打了一天

仗，战斗结束时竟没有饭吃。小米倒是

能搞到，但是部队没有钱付款，指挥员不

允许不付钱就把小米拿走。

这一刻，小米称出了纪律的重量，检

验出一个政党、一支军队的作风成色。

延安人民的主食是小米。许多人在

国统区是“大米白面反饥饿”，到了解放

区是“小米窝头扭秧歌”。毛泽东在抗大

上课时说，“在别的地方有鱼有肉有大米

饭，这里却只有小米饭，还得爬清凉山”

“能吃小米，会打草鞋，会爬山，才是抗大

的学生”。

后来，有人吃不惯陕北的小米，看不

到革命的前途，开了小差。毛泽东鼓励

大家坚定信心，不怕挫折，战胜困难，“继

续下去”。他说：“假定世界上最初只有

一粒小米，现在却有了千千万万粒米，为

什么呢？因为这一粒米抱定宗旨‘继续

下去’。”

“东山的糜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

旗手中的书。”小米里有宗旨，有信仰信

念，有决心意志。一个个革命者抱定“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吃小米饭，攻理论

山”，吃下的是困苦，联系的是群众，汲取

的是营养，赢得的是人心。

当时，张道时等人从菲律宾回国，

要 求 投 奔 延 安 ，武 汉 八 路 军 办 事 处 的

同志劝道：“延安人精神上朝气蓬勃，生

活上实在是艰苦，毛主席、朱总司令也

住窑洞、吃小米，你们怕不怕？”他们坚

定回答：“只要能到延安，任何困难都不

怕。”诗人柯仲平曾写道：“我们不怕走

烂脚底板，也不怕路遇‘九妖十八怪’，

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

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成为

最革命的青年。”

这样的小米，不仅仅是物质的小米，

还是精神的小米、作风的小米，事关国家

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小米。1946 年 8 月，

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

斯特朗谈话，指出：“我们所依靠的不过

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

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

强些。”

军民同心，其利断金。人民群众的

一粒粒小米，哺育了革命者；人民军队的

一粒粒子弹，射向了侵略者。

硝烟弥漫，谷穗摇曳，一茬茬谷子丰

收 了 ，同 时 收 获 的 还 有 一 场 场 胜 利 。

1948 年 3 月，党中央决定东渡黄河，走向

解放全中国的新征程。黄河在奔腾，革

命在前进，毛泽东深情回眸：“不能忘记

陕北，不能忘记陕北的小米饭、陕北的小

米洋芋蛋。”

陕北的小米，共产党人始终没有忘

记。1949年进北平城前一天，毛泽东问大

家：“进城之后每个人都有什么想法？”有

人说：“进城后，大概不吃小米饭了吧，小

米饭实在吃伤了。”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

“这不是思想问题出来了吗！吃小米吃了

那么多年，不要忘掉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

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美蒋反动派的。”

“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

我长大。”贺敬之在《回延安》中写道，“革

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陕北的小米有根有

魂有营养，永远不能忘，忘了，就忘了本；

永远不能丢，丢了，就丢了魂。

﹃
小
米
饭
﹄
里
有
根
有
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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