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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丹是我熟悉的陌生人。”行走
在西藏亚东这座边境小城，记者和西
藏军区某边防团政治工作处主任何正
海聊起李丹邮寄包裹的事。曾在查果
拉哨所工作过的何正海对 5年前的往
事记忆犹新，“李丹给查果拉哨所寄的
第一个包裹我就见过。上面写着全体
战士收，只留了名字，没留电话。大家
纷纷猜想李丹是谁——从精挑细选的
护肤品和零食能感受到这个人很用
心，她要么是个超市员工，要么是个拥
军老妈妈。”

查果拉哨所海拔 5318米，詹娘
舍哨所海拔 4655米。两个哨所像两
座孤岛高耸云端，每年的封山期都达
半年以上。哨所官兵与外界接触的
机会很少，受到社会的关注也不多。
何正海感慨，李丹的爱心包裹，让哨
所官兵多了一分期待，也多了一分温
暖。如果说组织的关爱、亲人的牵
挂 让 驻 守 雪 山 之 巅 的 官 兵 感 到 暖
心，那么来自社会的关心则给官兵
莫大的慰藉。

李丹，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马路
街街道办事处建设路社区职工，月收
入不高。但就是这位再普通不过的普
通人，成为日夜牵挂边防官兵的人。

记者见到李丹，是在拉萨开往日
喀则的列车上。李丹吸着氧，面色
疲惫。但和记者聊起边防官兵时，
她顿时来了精神，似乎有说不完的

话。2013年春节前，当从电视节目
中看到查果拉哨所战士顶风雪背水
吃的镜头时，李丹既感动又心疼，不
久便给战士购买了一些防晒霜和特
产寄了过去。

从此，李丹逐渐习惯了浏览军事
新闻。当她发现詹娘舍哨所战士的生
活条件也很艰苦，她便将詹娘舍哨所
也加入网购的收货地址。看到战士的
嘴唇干裂，她就会多买些唇膏；看到战
士冬天巡逻鞋垫容易湿，她就多寄几

双鞋垫……去年 11月，医生成功在詹
娘舍哨所创纪录为哨长詹华实施皮脂
腺囊肿切除手术。李丹看到新闻后，
第一时间寄去大枣和营养品。“我寄包
裹时只留了名字，后来邮局要求留电
话，战士们才与我取得了联系。”李丹
告诉记者。

“如不是媒体报道，我们也不知道
李丹给哨所寄包裹的事……”建设路
居委会书记林霞说，李丹的故事经新
华社报道后，马路街街道党工委成立

“李丹拥军服务队”，带动社区更多的
人关心边防。不久前，马路街街道党
工委决定，带领“李丹拥军服务队”上
詹娘舍哨所慰问，计划和哨所结成双
拥共建对子，架起拥军桥梁。

记者一行来到哨位时，受到了哨
所官兵的“高规格接待”。他们忙前忙
后为李丹讲解，嘘寒问暖说个不停。
两名战士还送来一盆小馒头。原来，
他们知道我们不留在哨所吃饭，打算
让我们带到路上吃。高原上水的沸点
低，馒头大了蒸不熟，能蒸出小馒头已
属不易。这些馒头个头虽小，却凝结
着官兵的深情厚谊。在詹娘舍哨所服
役12年的士官马关敬说：“丹姐对我们
的关心不亚于我们的家人，虽然一直
没见过面，但心离得很近。我们一直
想找到她，当面谢谢她，如今这个愿望
可算实现了。”

左上图：李丹到詹娘舍哨所看望
官兵。

年初，新华社一篇题为《她是谁？让4600米哨所的官兵找了1000多个日夜》的
报道爆红网络。主人公叫李丹，她为什么给边防哨所的官兵邮寄包裹？近日，记者
跟随李丹和她所在社区成立的“李丹拥军服务队”前往詹娘舍哨所慰问—

千万里，我牵挂着你
■邵天江 王智慧 本报记者 王根成

边防离我们远吗？路程上，它
可能远在天边；情感上，它可以近
在 心 房 。 从 河 南 漯 河 到 西 藏 边 防
哨所有数千公里，但在李丹心里，
战 士 们 就 在 她 身 边 。 她 能 体 会 战
士的冷暖，了解战士的需求，知道
战士的喜忧，懂得战士的心思。李
丹 缘 何 有 如 此 热 情 ？ 因 为 她 在 用
心了解和感受边防。

“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我用生
命 捍 卫 守 候 。 哪 怕 风 似 刀 来 山 如

铁，祖国山河一寸不能丢……”每当
听到这首昂扬向上的军歌，边防军
人常说，寒冷的边关火热的心。心
是热的，因为它有感人的力量，它有
如火的激情。人们关注边防，边防
就近；人们淡忘边防，边防就远。社
会多些像李丹这样的人，我们的钢
铁长城会愈发坚固。挟泰山以超北
海 ，非 常 人 所 能 为 ，但 关 心 祖 国
22000多公里边防线、18000多公里
海防线，人人皆可为之。

记者手记

寒冷的边关火热的心

在广西南宁市青秀区入伍新兵吴克
明看来，入营前与战斗英雄梁天惠的这
场对话，更像是一次心灵的启迪和精神
的洗礼。感悟军人使命的荣光，像英雄
一样去战斗，成为吴克明这些即将奔赴
军营新兵们的共同心声。

新兵起运前，青秀区人武部请来战
斗英雄梁天惠，为批准入伍的 220名新
兵讲述战斗故事。一场围绕“不忘初心、
传承使命”的主题对话，在入伍新兵与战
斗英雄之间展开。

“梁天惠是闻名全国的战斗英雄，曾
参加过边境作战，两次荣立一等功，被授
予‘战斗英雄’荣誉称号……”“战斗英
雄！”“两次一等功！”主持人的介绍话音

未落，新兵中传来阵阵惊叹声。当年过
古稀的梁天惠开始讲述时，观众席一下
子安静了下来。

“当时战斗过程异常激烈，我们与敌
人展开生死搏斗。战士们白天要防炮
击，晚上要防敌人偷袭和毒蛇咬，连续
10多天不能睡觉。困了，就咬辣椒、涂
清凉油。我们用绳子把彼此拴在一起，
不时互相拉一下，防止睡着……”在老英
雄的娓娓道来中，大家仿佛置身当年的
战斗现场。

“边防条件那么苦，您一待就是 30
多年，靠什么？”故事讲完，大学生新兵
张济民首先提问。“当兵就要履行保家
卫国的职责，咱可不能把脚下的国土
守小了。想着这个，根本就感觉不到
条件苦了！”

“我爷爷和您一样参过战，我父亲也
是一名退伍兵。当兵就是为了打胜仗，
可和平年代如何能像您一样建功立业？”
大学生新兵韦勇抛出困惑多时的问题。

“立功受奖是军人的荣耀，需要脚踏
实地，逐个实现设定的小目标，通过点滴
进步把自己塑造成一名有灵魂、有本事、
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能
战方能止战。和平，就是对军人的最高
褒奖！”老英雄的回答，引来一阵掌声。

会场上，“军营是最好的学校，入伍
是最大的骄傲，报国是最高的荣誉”的鲜
红标语，衬托着一张张年轻的脸庞。一
个个直击心灵的问答，令原本有些拘谨
的新兵逐渐活跃起来，大家争着举手，抢
着提问。与战斗英雄的零距离对话，更
加坚定了他们建功军营的决心。新兵纷
纷表态：前辈们为了保卫家园，浴血奋
战，不惜牺牲，如今我们即将奔赴战位，
一定要赓续传统、精武强能，为早日实现
强军梦贡献力量。

对话英雄 传承使命
―南宁市青秀区入伍新兵与战斗英雄对话侧记

■曹学兵 本报记者 陈典宏

9月 3日，连续下了一周的雨之后，
广州终于放晴。一些正在军训的学生感
慨：你若军训，便是晴天。

月初，广东省152所高校陆续开学，
许多新生迎来了开学第一课——军训。
采访中，许多新生说，军训就像一场“成
人礼”，让他们从青涩走向成熟。

透过汗味领悟兵味

3日早上8点，广州气温25摄氏度，在
激昂的军乐声中，中山大学举行军训开训
仪式。十多分钟过后，临床医学专业一名
女生感到身体不适，来到休息区。她拉低
帽子，挡住阳光，对记者说：“我平时比较
宅，不喜欢出门，也不怎么锻炼。”

军训“逼”得宅男宅女们不得不到户
外训练。一些家长告诉记者，现在的孩
子学习压力很大，多数人把手机和游戏
当成首选娱乐方式，不喜欢户外运动，影
响身体素质。据了解，今年广东省征兵
体检淘汰率达70%，医生分析说，缺乏锻
炼、熬夜、饮食不规律是重要原因。

同一天，广东警官学院进入军训第
三天，记者随机采访网络信息安全专业
学生林锡鹏：“你训了这么久，放松休息
会儿，咱们随便坐，随便聊聊。”不料，在
接受采访的20分钟时间里，林锡鹏始终
保持标准坐姿：双手十指并拢置于双膝，
抬头挺胸，双目平视前方……

这状态让记者感到有些意外。林锡
鹏说：“淋一场大雨，得一番感悟：什么时候
就干什么事，军训时就要有军人的样子。”

一旁的同班同学郑锦莹告诉记者，
昨天学校举行军训示范表演时，突然下
起大雨，所有同学都挺直腰板端坐在雨
中，没有一个人打报告出列。郑锦莹说：

“警察出警不也经常是风里来雨里去
吗？”后来，她在军训日记中写道：“那一
刻，我在心里大声说：‘军训最锻炼人的
体魄，磨炼人的意志，这点雨算什么？’”

林锡鹏说，早上自己不是被闹钟叫醒
的，而是被浸着汗水和雨水的作训服熏醒
的。他笑着说：“这或许就是兵味儿。”

兵味儿，是广东省在学生军训中着力
突出的一个重点。今年，学生在军训中体
验到的兵味不只有汗味，还有“火药味”。

记者在9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广东
省深化学生军事训练改革实施办法》中看
到，其中明确提出加强实弹射击课目训
练，推广轻武器射击等课目的模拟仿真训
练。为健全这些军事技能训练所需的配
套设施，省军区对全省承训基地严格进行
审核，为合格者颁发资质证书和牌匾。

对学生来说，射击训练是最让他们
兴奋和期待的课目。很多学生告诉记
者，在摸到钢枪之前，他们会好好训练，
这样才能与钢枪更“般配”。

通过军训了解国防

记者在 3日采访时都会问受访学
生：“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鲜有学生
会记得是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生活中缺少感知国家和国防的氛
围。”这是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学生宋
溥城认为军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原
因。有一次宋溥城给同学讲爷爷参战的
故事，当说到重机枪打在手上，手会被打
下来时，同学压根不相信。“现在很多同
学通过影视作品了解战争，很难真正体
会战场的残酷。”宋溥城这样解释。

对一些青年来说，直接与国防和军
队产生交集的时候不多，军训是一次重
要的机会。所以军训的意义绝不只是强
健体魄，更重要的是，它能帮助学生了解
国防。

军训中的军事理论课，正起到认知
引领的作用。翻看训练表时，中山大学
物理学专业学生赵先和对记者说，他最
期待的是将军的分享会，想听他们讲讲
中国军人的意志为何如此顽强以及中国

先进武器的发展历程。平时同学们很少
接触军人，也难得有机会现场听到权威
的声音，所以非常欢迎这类讲座。

然而，现实中军事理论课质量却参
差不齐。南部战区海军某部学生军训工
作负责人分析，一方面，是因为高校军事
理论课教材不统一、不规范；另一方面，
是因为军事理论教师严重缺乏。目前广
东省承担高校军事理论教学任务的派遣
军官不到20名，而全省有150余所高校，
绝大部分学校是自主选配兼职军事理论
教师。专职教师数量有限，且专业技术
职务评聘渠道不畅，发展空间受限。

“讲不到兴趣点，学生就玩手机了。”
省教育厅工作人员说，为提升授课质量，
他们将实施军事理论课教材准入制度，统
一确定3至5本教材，并逐步完善军事理
论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办法，确保军事
理论教师与其他学科教师享受同等待遇。

担任教官收获成长

“闭上眼、喊个到，很多事情都可以
做到。”华南农业大学 2017级经管学院
学生梁泽明告诉记者，军训时教官会问

“有没有人来做示范”，他起初心里既想
上又不敢上，但看着由师兄师姐担任的
教官，举手投足间充满自信，心里十分向
往，就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

梁泽明说，高中时自己从没举手发
过言，缺乏敢为人先的勇气，但从教官身
上，他看到了另一个更好的自己。前不
久，经过层层筛选、考核，他有幸加入学
校自训教官团。

为缓解承训力量供需矛盾，去年，广
东省军区指导华南农业大学开展学生军
训自训试点，由省军区对学生自训教官
进行“四会”教学法、初级指挥和综合训
练法考核，为合格者颁发资格证书，所有
教官持证上岗。省教育厅副巡视员邱克
楠介绍，今年全省军训人数在 160万人
以上，由现役部队训练的学生不到20万
人。为此，广东省探索在普通高等学校
选拔人员辅助开展本校军训的路子。“在
学生眼中，教官什么样，军人便什么样。”
邱克楠强调，教官的选择至关重要。

每天早上6点出操，训练一小时，8点
开始上课。这是华南农业大学学生自训
教官一天生活的开始。在学弟学妹眼中，
他们迎着朝阳奔跑的身影是清晨校园中
最美的风景。副校长杨运东告诉记者，教
官团的职能定位是模范引领，今年全校
600多人报名参加，迷彩绿渐成流行色。

“你们对自己担任军训教官有没有
信心？”记者问。梁泽明说：“我们训练的
是自己的学弟学妹，必须对他们负责。”

责任感，是学生谈及军训收获时的
高频词。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学生宋
溥城的母亲王益雪长期从事公益活动，
她感到，一些人对“我能得到什么”想得
多，对“我能为社会做什么”想得少。而
当谈到作为军训教官的收获时，宋溥城
的回答似乎减轻了母亲的忧虑，他说：

“收获，不是你从教官团得到了什么，而
是你给教官团带来什么，付出是另一种
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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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学 生 军 训 季
深化学生军训改革试点系列观察

9月中旬，由陆军装备部主办、陆军研究院承办的“跨越险阻2018”陆上无人系统挑战赛在北京昌平某训练场举行。比
赛共设置4类10个组别、44个比赛课目。图为野外战场自主机动与侦察比赛现场。 张永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