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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媒视窗

去 年 底 ，团 里 组 织“ 赓 续 红 色 血

脉、做好新时代红军传人”演讲比赛。

聆听战友们的动情讲述，坐在台下的

我思绪万千，不由得想起几段采写稿

件的经历。

我们团前身是一支诞生在陕北的

红军部队，1949 年兰州战役中，凭借战

斗中攻得勇猛、守得顽强，被授予“勇猛

顽强”和“真正顽强”两面奖旗。自此，

“勇猛顽强、真正顽强”成为融入官兵血

脉的团魂。

作为单位的新闻报道员，“红军传

人”是我撰写稿件中的高频词，我也在

一次次采写稿件的过程中，去感悟一代

代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如何在红色

精神的洗礼下争当红军传人，如何从红

色养分中汲取奋进力量。

高原之上，热血奔流。面对艰险的

国防光缆施工任务，官兵们个个喊响

“看我的”。在戈壁滩上施工，地质坚硬

又多碎石，一铁镐下去火星四溅，胳膊

震得发麻，地上却常常只出现一个白

点。官兵们“天当被、地作床”艰苦奋

斗，圆满完成施工任务。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这个红军

团在战火硝烟中打出来的精神气质，是

红军传人在腥风血雨里凝聚起的打赢

基因……进入新时代，官兵直面血火生

死考验的机会虽然少了，但他们始终将

自己的使命担当高高举过头顶。”刊发

在军报的《红色记忆的力量》一文中，我

这样写道。

那一年，我们团在高原驻训，需要

抽 调 人 员 组 成 一 个 小 组 ，奔 赴 海 拔

5000 多 米 的 一 个 哨 所 执 勤 。 那 个 哨

所，含氧量不足平原地区的一半，年平

均气温在零下 20 摄氏度左右，常年刮

七八级大风。然而，不需要宣传动员，

一封封请战书如雪花般飘向各个连队

党支部。小组成员登车那一刻，全团

官兵高喊着“勇猛顽强、真正顽强”的

口号为他们送行。

任务期间，我前往哨所采访。通往

哨所的盘山路，有一段犹如天梯，虽然

垂直距离不足 800 米，却盘绕着 18 公里

山路、50 多道回头弯，地势非常险峻。

即使我已经在海拔 4000 多米的高原地

区生活近一年，但是到达哨所时，还是

立刻接过了哨所战士递给我的氧气瓶。

在这个伸手仿佛就能触摸到天空

的地方，哨所战士的脸晒得黝黑，可脸

上的笑容在阳光照射下是那么灿烂。

采访结束时，他们在呼啸的寒风中举起

一面五星红旗，高声宣誓：“我站立的地

方是中国，边关有我，请祖国放心！”

我用相机定格下这一刻，把他们戍

守雪山之巅的故事，写进了《云端镌刻

忠诚志》一文。

红色基因融入血脉，红色基因代代

相传。2022年，我了解到时任团副参谋

长 穆 拉 迪 里 家 中 三 代 四 人 从 军 的 故

事。采访时，我拨通了穆拉迪里的父亲

穆赫塔尔的电话。

老人年事已高，但说话条理清晰。

他 首 先 讲 起 父 亲 克 日 莫 夫 的 故 事 。

1950年，克日莫夫作为运送物资的驼工

队一员，跟随“进藏先遣英雄连”挺进阿

里。返回新疆后他被破格批准参军，后

来因表现出色被提拔为军官。由于部

队任务需要，他主动到西藏阿里地区任

职，一干就是半辈子。

穆赫塔尔长大后，像父亲一样驻守

在风雪边防线。他的两个儿子同样“子

承父业”。大儿子穆拉迪里军校毕业

时，有机会去往内地条件更好的地方，

一时有些犹豫。穆赫塔尔将自己胸前

长期佩戴的党员徽章摘下来，戴在穆拉

迪里胸前，叮嘱他：“党需要我们在哪

里，我们就在哪里。”第二天，穆拉迪里

写下志愿戍边申请书……

结束将近 3 个小时的通话，品读不

同时代的相同初心，我的内心久久不能

平复。待我整理思绪，最终写下近两万

字的初稿，又经数次修改，《把青春热血

融入祖国边疆》的稿件得以见报。

见报稿件在微信朋友圈转发后，

战友们都为这个 70 余年接力戍守边疆

的军人家庭点赞。穆拉迪里的评论，

也道出了团队官兵的心声：“作为红军

传人，我们一定会握紧接力棒，续写战

旗新荣光！”

续写战旗新荣光
■高 群

写在前面

如何走好军旅第一步、如何

看待军人的苦与累、平凡岗位如

何创造不凡业绩……近日，东部

战区海军组织优秀官兵代表赴

某新训基地开展“扎根海疆、建

功东海”宣讲活动。来自水面舰

艇、航空兵等不同类型部队的官

兵代表上讲台、下连队，结合自

己的军旅经历与感悟，为新兵们

解答种种疑惑，用精武故事激励

大家建功深蓝。

“ 新 入 伍 战 士 ，缺 少 对‘ 我

是 谁 ’的 正 确 认 知 ，需 要 的 是

‘ 成 为 谁 ’的 正 确 引 导 。”在 新

兵 训 练 队 教 导 员 看 来 ，用 典 型

事迹引领“兵之初”，教育的说

服力、感染力更强。这里，撷取

3 名 官 兵 代 表 的 真 情 解 答 ，聆

听他们如何用那些混合海水与

汗 水 的 训 练 经 历 、那 些 与“ 风

浪”搏击的励志故事，为新战友

拉 直 心 中 的 问 号 ，找 到 奋 斗 的

方向。

成长，在每一次坚持里

5月 14日

“请问关于我们站家属临时来队

住房改造问题，具体什么时候能够解

决？”拿起话筒，北部战区空军雷达某

旅二级上士孟凡浩直入主题。

“改造工程已列入年度机关为基

层办实事计划，目前正在组织招标。”

机关科长领题作答。

回答完毕，现场一片安静。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整修改造，

相关进度结合周交班会予以公示。”分

管旅领导再次承诺。

掌声传来，这名领导也舒了一口

气。

以上场景，来自前不久北部战区

空军雷达某旅为兵服务的“直播”现

场。所谓“直播”，即基层官兵通过视

频系统提问，党委机关现场作答，全旅

官兵在线观看。

尽管这项活动才举办 3 期，却颇

受 好 评 。 此 次 近 3 个 小 时 的“ 直 播 ”

问答，针对基层官兵代表提出的“量化

评比过多，如何改进优化”“此前办理

的军士证何时能够下发”等 30 多个问

题，该旅党委机关均给出正面回应，收

获官兵点赞。

为兵服务，办法多的是，为什么要

用“直播”这种形式？

“有下属单位小散远偏、广域分

布、沟通不便的缘故，更重要的是通

过 直 播 ，让 全 旅 官 兵 看 到 党 委 机 关

为 基 层 办 实 事 的 态 度 决 心 ，增 进 官

兵 的 信 任 信 心 ，以 此 鞭 策 监 督 我 们

更快更好地为兵服务。”该旅领导如

是说。

原来，此前该旅为兵服务工作曾

遇到一些问题。比如，基层官兵的问

题层层上报后，有时会耽误时间或变

形走样，让好事变成坏事、易事拖成难

事。再比如，召开“恳谈会”、组织“一

张白纸问兵情”活动，基层反应不冷不

热，有的官兵觉得自己的意见会被“层

层把关”，提了也没用；不少官兵对意

见征询持观望态度，想先看看别人的

意见会被如何处理……

缩短需求流转时间，拉近党委机

关和官兵距离。经该旅党委研究，他

们决定通过视频系统面对面倾听，探

索推开让官兵提问党委机关、党委机

关现场明确答复的工作机制。

本以为官兵们的热情会很高涨，

但第一期活动意外遇冷。

“我只是普通战士，提意见管用

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基层不

愿提、官兵不愿问的状况还是没有改

变。那一次，几名骨干提出几个无关

痛痒的问题后，活动匆匆结束。

接着完善接着干。该旅专门开展

专题教育，讲清“三大民主”的重要意

义和作用，旅党委常委结合蹲连住班

时机，带头问需解难，现场予以解答，

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官兵感受到党委

机关的真诚态度。随着一堂堂专题授

课的展开，官兵对“提意见”的认识也

在悄然间发生改变……

“驻地无体系医院，就医怎么保

障”“机关发文，重复收集已统计过的

信息，怎么解决”……第二期活动中，

来自基层一线的 23 名官兵代表主动

发言、大胆提问，现场“辣味”十足。

又有新问题出现。对官兵提出的

有些问题，机关的回答没有到位，工作

人员表示需要事后查法规才能给出具

体解决办法。

看到这样的情况，该旅领导喜忧

参半，喜的是基层官兵畅所欲言的积

极性主动性得到了充分调动，忧的是

机关在科学指导、服务基层工作上还

存在职责不清、依据不明、能力不够的

现实问题。

为进一步提升机关服务基层的科

学性和精准度，该旅系统梳理法规制

度、岗位职责、按纲抓建 3 个清单，作

为机关依法抓建、按纲抓建指导手册，

同时组织“学法规、尽职责、强能力”岗

位实践活动，扎实推进学习型、服务型

机关建设。

在第三期活动现场，大屏幕上，机

关各科室岗位职责、职能分工、阶段任

务一目了然，基层官兵问询开门见山、

直截了当，机关科室解答有理有据、清

晰到位。活动结束，一名机关参谋感

慨颇多：“以前干工作自我感觉良好，

现在才意识到距离基层官兵的期盼还

有不小差距。”

有了听取官兵问题意见的平台，

关键还要看会后的落实情况。该旅专

门成立工作督导组，依托强军网建立

问题解决进度公示机制，指定专人跟

踪重点工作是否办得彻底、问题是否

反弹回潮，做到意见建议向官兵听取、

查摆问题向官兵反馈、问题解决由官

兵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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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 72 集团军某旅在训练间隙开展娱乐活动，帮助官兵缓解训练疲

劳，增进战友感情，激发训练热情。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 毛摄

制图：扈 硕

“淬炼”就是从“苦”

中找到“甜”

问：新兵连每天的生活总是整内务、

练队列、搞训练、背条令，不少新战友都

觉得比较单调枯燥。您作为一名老兵，

回过头来看这段经历，觉得做这些事的

意义是什么？

任起圣（东 部 战 区 海 军 某 支 队 参

谋）：部队有句老话：“当兵不吃苦，不算

尽义务。”作为一名老兵，我以为，如果说

当好兵要从学会吃苦开始，那学会吃苦

就要从新训开始。

入伍之前，大多数新兵都做好了吃

苦 的 准 备 ，但 知 道 苦 和 感 受 苦 并 不 一

样 。 尤 其 在 新 兵 连 初 尝 当 兵 的“ 苦 ”，

对 许 多 新 战 友 而 言 ，犹 如 经 历 一 次 蜕

变 般 的 阵 痛 。 那 不 只 是 冬 练 三 九 、夏

练 三 伏“ 劳 其 筋 骨 ”的“ 苦 ”，更 要 在 日

复 一 日 高 强 度 、系 统 性 的 训 练 中 去 磨

砺 身 心 意 志 ，去 和 伴 随 自 己 多 年 的 生

活习惯、思维方式“斗争”，才能学会以

军 人 特 有 的 方 式 去 思 考 问 题 、解 决 问

题。

军人的信念、作风和素养不是一朝

一夕能养成的。在新兵连，点滴的进步

和积累，都是在夯实成为一名合格军人

的根基。所有的摔打、汗水、心酸，都是

为了让我们在骨子里树立军人的意识，

逐渐实现从有“兵之表”到有“兵之里”的

转变。所以，走好“兵之初”，从日常点滴

做起，严格要求自己，养成勤奋好学的习

惯、磨砺坚韧不拔的意志、培塑奋勇争先

的精神，才能坚实地迈出军旅生涯的“下

一步”。

说到“吃苦”，我想起参加 2019 年庆

祝 新 中 国 成 立 70 周 年 阅 兵 式 的 经 历 。

当时，我入选了战旗方队，激动之余又

有些忐忑，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句话：

“不知前面是坑是坎、是墙是山，唯一确

定的是得狠狠逼自己一把，然后画上圆

满的句号。”

没多久，我就发现参加阅兵训练，

果真要对自己“狠一点”。战旗方队主

要以军姿训练为主，从“1 小时不动、2 小

时 不 晃 ”，到“3 小 时 不 变 形 、4 小 时 不

倒”，靠的就是不怕苦、不怕累的劲头。

激励我坚持到最后的就是一个念头：阅

兵训练的“苦”与“累”不可怕，可怕的是

因为没有拼尽全力而与阅兵擦肩而过，

成为毕生的遗憾。

都说部队是个大熔炉。我想，熔炉

“淬炼”的过程，就是从“苦”中找到“甜”

的过程。当你经受住思想转变的“苦”、

砥砺意志的“苦”、能力提升的“苦”，你就

会发现，当兵很苦很累，但知道为谁苦、

知道为何苦，就会不叫苦、不怕苦，就会

品尝到甘之如饴的“甜”。

机遇与挑战并存的

“双向奔赴”

问：您在服役期间，曾被分配到当时

并不喜欢的岗位。下连时，我们可能也

会面临同样的情况。请问您当时是如何

调整心态的？

丁志文（东部战区海军某通信站三

级军士长）：2015 年底，因为编制调整岗

位需要，我被调到某水警区信号台。那

时，我在一线作战舰艇技术岗位工作了

8 年，一心想成为专业大拿，从没想过去

当偏重管理工作的信号台台长，缺少经

验的我甚至因此动过退役的念头。但经

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明白自己不能因

为“怕干不好”当“逃兵”，就算想回到舰

艇部队，也要把工作干好，作为优秀人才

再选调交流回去。

其实，入伍后，我的经历也不是一帆

风顺。起初，连队指派我负责养猪。想

着离家时父母“一定要好好干”的叮嘱，

我克服种种困难，白天训练加养猪，晚上

坚持学习。正是看到我的这股干劲，后

来上级选派我参加信号专业培训。因为

身体协调性不算好，手旗动作比较僵硬，

我一度认为自己不适合信号专业。可转

念一想，我为什么来部队？难道因为这

点小困难就退缩吗？那段时间，我把所

有精力都放在专业学习上，一刻也不敢

松懈。经过 6 个月的刻苦学习，结业考

核时，我在同期 200 多名学员中排名第

一，被评为“优秀学员”。

正是这段经历，让我在之后面对种种

困难和挑战时，多了一些“底气”。我相

信，每个人在工作生活中都会遇到一些事

与愿违的情况。然而，很多人受到个人意

志、他人言行的影响，选择退缩或逃避。

我想问的是：你真的努力尝试过吗？不试

一试，怎么知道能不能“跨”过去？

经过短暂调整，我振作起来。来到

信号台，不会管理我就学管理，找每一个

骨干谈、跟每一名班员聊，摸清每个人的

性格特点、专业水平和家庭情况，同时向

战友和老领导请教工作方法，遇到重活累

活都冲在前面。我的表现被战友们看在

眼里，他们的工作热情越来越高，信号台

全面建设上了一个台阶。

在我看来，军旅生涯的每一次“转

折”，让我一次次认识了“另一个自己”，

也为未来发展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空

间。所以，岗位分配，其实是一场挑战与

机遇并存的“双向奔赴”。下连后，不管

是奔赴作战部队，还是坚守高山海岛，或

是从事后勤保障，不要只想着新岗位能

为你带来什么，更要想一想你能为这个

岗位带来什么。

答案，就在你的每一滴汗水中，在你

的每一次坚持里。

时间不会辜负每一

分努力

问：您提到自己上学时成绩排名不

靠前，入伍后在新兵连表现也不出彩，像

大 多 数 新 兵 一 样 ，最 初 都 是“ 普 通 一

兵”。请问您后来是怎样一步步脱颖而

出的？

宁源娟（东部战区海军某支队二级

上士）：我的成长过程，没什么秘诀可言，

反而布满“荆棘”。高中毕业后我报考了

警校，之后经过 3 次报名应征，才入伍来

到军营。可也因为这段经历，让我倍加

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一步步在部队扎

下根。

入 伍 之 初 ，就 读 警 校 的 经 历 并 没

有帮我更快地适应军营的节奏。因为

个子矮、步子小，队列训练时稍不留神

我 就 与 队 伍“ 脱 节 ”，跑 步 训 练 时 距 离

长了也会渐渐落在后面。更让我沮丧

的是，那些原本成绩不如我的战友，都

进步很快。

那时，我经常问自己：“难道我真的

那么差？”然而，想想自己好不容易才

参军入伍，我不想那么快就放弃。

没有天赋，没有特长，我

能 做 到 的 ，只 有“ 早 一

点 ”—— 新 训 时 ，早 起

1 小时在走廊拐角

偷 偷 练 体 能 ，

到 训 练 场

去跑圈；“晚一点”——

上舰后，战友深夜下更

了，我还在学习室面对写

满各种参数的笔记本认真

背记。

我只想说，时间是公平

的，它不会辜负你多付出的

每一分努力。当我首次根据

呼号识别出目标属性、通过发

动机噪声判断出具体平台时，

我发现通信对抗专业并不是那

么晦涩深奥，渐渐对自己有了信

心 。 后 来 ，我 通 过 总 结 通 联 频

点、通联呼号、背景噪声等规律

特征，梳理典型通联数据，使装备

在战备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撰写的论文获评全军相关专业成

果三等奖，荣立三等功。

这几年，我有幸参与重大战

训任务 40 余次。每每回想起来，

我都觉得非常光荣，又“不可思

议”。9 年前刚入伍时，我没想过

自己会取得如今的成绩。然而，

一步步走来，我愈发感受到，每

一项研究成果的背后，都需要

久久为功的付出与积累。每

当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再咬

咬牙，别轻言放弃，就一定

能突破自我，成为更强大的

自己。

（杨帆、倪子蔚、屈少

斌、蒋家豪整理）

上图：东部战区海

军优秀官兵代表与新

兵深入交流，以亲

身 经 历 为 他 们 校

准军旅航向。

杨 帆摄

能力升级

苦累认知

岗位分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