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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思祺、付殷实报道：10
月上旬，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综合训
练场上，新式车载速射迫击炮实兵实射
演练进行得如火如荼。笔者在现场看
到，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弹药装填、现
地伪装、火力打击衔接迅速，数十发炮
弹全部命中目标。该旅旅长刘耀洪告
诉笔者，官兵能够快速掌握这种新装
备，是他们联合武器装备生产厂家、军
地院校开展联调联试获得的成果。

7月底，该旅配备新式车载速射迫
击炮。添了新装备本是高兴事，可旅里
一没专业人才，二对新技术不熟悉，对
新装备的了解全凭说明书介绍，这可让

该旅官兵犯了难。他们虽组建专项研
究小组进行集中攻关，但始终不能摸透
装备的各项性能参数。

“改革强军深入推进，武器装备更
新换代越来越快。用什么样的武器，打
什么样的仗，不能让新装备放在那好看
不好用。我们自己研究不透，就请专家
来协助辅导。”党委会上，旅长刘耀洪的
话获得了大家的认同。随后，该旅在获
上级批准后，与新式车载速射迫击炮生
产厂家沟通协调，并联系北京理工大
学、陆军步兵学院等 8家科研院所，邀
请专业技术人员和专家教授来到该旅，
协助官兵针对新装备开展联调联试。

“如何选定架设位置有利于发挥
最大火力”“在寒区如何维护保养”“如
何使瞄准更加快速精准”……调试中，
官兵提问、专家解难、厂家调试，三方
人员共同制定组训方法，并将联调联
试结果整理为报告，为日后研究武器
性能提升提供数据支撑。与此同时，
他们还针对该旅辖区地形和气候特点
总结制定《车载速射迫击炮基于辖区
地势布置方法》《车载速射迫击炮组织
训练方案》《车载速射迫击炮维护保养
细则》等规定，确保官兵熟练掌握新装
备各项性能与操作方法，让新装备能
够发挥最大效能。

与生产厂家军地院校建立三方联调联试机制

让新装备尽快发挥最大效能

行军作战立下军令状，能够激发
官兵的血性担当，激励他们奋不顾身
坚决完成任务；平时工作中签下责任
状，则能起到传导压力、压实责任、督
促落实的作用。签订责任状好处显而
易见，但当下一些单位出现责任状“满
天飞”的现象应引起注意：无论大事小
情事事签、不分轻重缓急时时签、各级
单位层层签、各部门领导人人签……
有的人视责任状为必不可少的工作方
法过分依赖，有的人将责任状视为推
卸责任的“免责单”，还有的人抱着“签
完就是落实”的错误想法，使签订责任
状成了“走形式”。这种现象反映的是
一些单位急于求成的功利心态和简单
粗暴的工作方法，折射的是部分领导
不想担责、推诿扯皮的怠惰行为。

签订责任状既体现任务重要性
和领导机关的重视，又能激发各级工
作人员抓好落实的信心决心，并且利
于明确分工、划分责任，其根本的目
的是助推工作高质效落实。滥用责
任状则犹如常喊“狼来了”，一方面麻
痹官兵思想，使其对责任状习以为常，
丧失应有的重视与紧张；另一方面，影
响官兵辨别各项工作轻重缓急，工作
质效大打折扣。“凡事皆有度，过犹不
及。”各单位需要规范责任状的使用，
才能让责任状发挥真正作用。

使用责任状须慎重。部队工作
纷繁复杂，若事无巨细都签责任状，
不仅会造成基层“忙乱”、官兵“乱
忙”，还会让真正重要的工作被琐事

“掩盖”。各级领导和机关要把是否
有利于提高部队战斗力作为唯一标
准，瞄准打仗所需发挥责任状作用，
与打仗有关的事，再细再小也要明确
责任，再险再难也要抓好落实。

制定责任状要科学。“处心有道，
行己有方”，做事要遵循客观规律、掌
握科学方法。要想通过责任状压实责
任，需重视责任状“质量”。领导和机

关要树立“制定好责任状本身也是责
任”的观念，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区分不
同层级、不同人员的职能分工和能力
差异，合理划分责任、明确责任大小，不
能为了制定而制定，言之无物、千篇
一律，让签订责任状成为“走过场”。

签订责任状要问效。签订责任
状的根本目的是落实好工作而非追
责。工作出问题后，虽然可以通过责
任状让“板子打在具体人身上”，却无
法弥补已经出现的影响和损失。

签下一份责任状，就意味着许下
一份承诺。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
就要兑现。各级领导应牢固树立责
任意识和担当意识，不可签完责任状
后便当“甩手掌柜”，而应在完成任务
的过程中积极强化监督管理，真正推
动工作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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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节期间，辽宁省军区沈阳第四干休所官兵和职工分头到老干部家中
开展献爱心活动，为他们送去节日祝福。图为该所官兵为恰逢生日的老干部
陈培宝唱生日歌。 李世清摄

本报讯 李骏、曾梓煌报道：10月
上旬，陆军某旅开始对某海岸线进行
测绘，不久后，这里将建成一条简易公
路，方便官兵出行。“这项工程由驻地
援建，相关配套设施由政府完善，“这
只是珠海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持
旅队建设的诸多事项之一。”旅政委刘
月勤说。

去年部队调整改革，该旅在新址调
整筹建，时间紧任务重、现实困难多。珠
海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政领导
班子主动登门解难，当场表态：“部队进
驻是全区的光荣，我们将倾尽全力支持
部队，不让官兵因为杂事分心！”

表态硬，行动更硬。该区先办事后
补手续，先给部队营院引来了水、电、
网，而后立即将部队难题作为专设议题
摆上区党委扩大会。部队移防与办理
孩子入学时间交错，他们专设“绿色通
道”，确保每一名军娃都能按时入校；军
属随迁安置压力陡增，他们引导辖区企
事业单位支持军改、安置军嫂就业；新
营区基础设施不完善，该区领导现场督
办，研究营区交通、通讯等建设事宜，增
设十字路口、完善免费公交、覆盖 4G网
络、推荐优质超市进营院……“不仅考
虑到我们的训练必须，许多生活中的细
节他们也十分关注。”该旅官兵告诉笔

者，有一次区领导乘车路过营区，看见
院门口周边堆了许多建筑黄土和施工
废料，他立即派人督促，加紧完成营区
周边绿化工作。

该旅入驻至今，该区党政领导来
部 队 走 访 交 流 20多 次 、解 决 实 际 困
难 30多个。前不久，台风袭击珠海，
官 兵 连 夜 转 移 受 困 群 众 ，却 无 暇 顾
及 自 身 营 院 。 撤 回 时 ，区 里 派 出 的
人 员 和 机 械 正 清 理 营 区 周 边 ，看 到
这 个 场 景 ，大 家 都 由 衷 感 到 温 暖 。
旅 政 治 工 作 部 主 任 袁 熊 动 情 地 说 ：

“有这样心系部队的好靠山，官兵打
胜仗动力倍增！”

广东省珠海市高新开发区全力支持调整组建部队建设

官兵不再为杂事分心

10月上旬，安徽省合肥市南门小学海恒分校组织学生走进武警安徽总队合肥支队开展军事日活动，着力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精神和崇军尚武情怀。图为武警合肥支队
特战中队特战队员指导学生学习军体拳。 徐 伟摄

本报讯 冯柱报道：十一刚过，甘
肃平凉泾川籍退伍军人赵永乐就到自
来水公司上班，成为一名在编职工。凭
着在部队养成的过硬作风，赵永乐很快
得到了身边同事的认可。赵永乐激动
地对笔者说：“其实我在还没返乡报到
时，就收到了4份工作邀请函，这得感谢
平凉的退伍军人安置工作精准机制。”

近年来，平凉军分区积极协调市
委、市政府落实拥军优抚安置政策，全
面推行“阳光安置”，在“精准”二字上下
功夫，做好退伍安置工作。

据悉，平凉军分区与该市民政、人
社部门通力合作，在退役军人返乡前就
组织协调相关单位和地方企业，为他们

就业安置想办法、定名额，并加大退役
军人就业推荐服务力度；采取地方“按
需选人”和部队“以岗荐人”相结合的模
式，联系部队精确统计退役军人情况，
针对每个人的特长优势，推荐相关需求
岗位；将伤残、家庭困难等特殊情况的
退役军人列为重点安置对象，拿出一些
特殊措施和倾斜政策，把重点安置对象
安置到位、自谋职业退役士兵培训到
位，力求安置政策落到实处，使退役士
兵就业安置由“人才找岗位”向“岗位
求人才”转变。

平凉市领导坚定地说：“我们一定
会尽力完成退役军人工作安置任务，保
障退伍军人的利益。”

甘肃省平凉军分区退役军人安置工作精准化

未退役返乡 先安置工作

新兵生活时间过得快，转眼告别父
母已经一个多月了。离开家乡前，曾经
当过兵的爷爷、叔叔还有亲戚们，给我介
绍了许多部队的情况，要我注意这、注意
那。可到了部队我才发现，同样是当兵，
我们这一代人与上一代人大不相同。

比如说，奔赴军营乘坐的车就不一
样。爷爷袁军峰1969年参军，坐的是拉
货的“闷罐车”。车厢门一关，黑乎乎的，
又不透气，并且没有座椅，只能席地坐卧，
颠簸了三四天才到达部队。上个世纪90
年代，经过改革开放近20年的发展，我们
国家经济社会有了长足的进步。1994年
叔叔袁忠伟入伍时，乘坐的是绿皮火车，
有座位，没空调，走走停停，也走了一天多
时间才到部队。而我们这一代新兵，乘坐
的是舒适的高铁，不仅有座椅、有空调、有
开水，还有视频、有WiFi，并且一路飞驰，
只用了几个小时就到了军营。

我小时候经常听爷爷和叔叔讲军旅
故事。成为一名军人，是我从小到大未曾
改变过的梦想。今年春，他们鼓励我报名
应征后，跟我讲了许多部队生活艰苦、训
练紧张的故事。他们既希望我到部队经
受艰苦生活的锻炼，又担心我吃不了这份
苦，毕竟我从小到大一直在念书，没干过
多少体力活。对此，我做好了面对各种艰
苦生活的思想准备。可是，当我踏入新兵
训练基地时，眼前整洁的营院、舒适的营

房、现代化的生活设施，一下子就改变了
以往我对军营的印象。

爷爷的军营印象是：几栋小平房，一
个篮球场，再加上四周高大的围墙，就是部
队的样子。他说部队生活最大的特点就是
苦，冬天室内室外一个温度，睡觉时穿着
棉袄戴着棉帽还会被冻醒。军事训练器
材不够用，许多器材都是自己动手做；训
练之余要进行农业生产，走下训练场就上
地头，尽管这样，他们的副食主要是萝卜、
土豆和白菜，还经常吃粗食和咸菜疙瘩。

军营留给叔叔的印象是：伙食还行，
顿顿管饱、天天见肉，每天早晨还有一个
鸡蛋，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只能排队打
插卡电话，生活单调，信息闭塞，除了训练
还是训练。他担心我“学生气”太重，爱掰
扯书本道理；忍受不了寂寞，适应不了枯
燥的军营生活。他一再嘱咐我，衣服换下
来要马上手洗，抓住有阳光的时机赶紧晾
晒，否则，一人就两套训练服，洗得不勤，
就没得换。

而我对军营的印象是：“理想很丰满，
现实更多彩。”

先说生活，每顿六菜一汤的自助餐，
还配有水果，吃得比家里更讲究营养均
衡；连队有洗衣机、烘干机，迷彩服脏了随
时洗、很快就能烘干，雨天阴天不愁没有干
净衣服换；休息时间可以使用手机和互联
网，只是在网上不能透露军人身份；军营文

体活动多，训练之余，唱军歌，练打球，时间排
得满满当当。

再说训练，基地化训练集中了教学
力量和训练场地，各类训练设施设备配
套齐全，训练内容科学规范、形式多样。
就拿体能训练来说，抖绳、药球、壶铃这
些新兴健身器材也被搬上了训练场，训
练不再枯燥乏味，我们在训练中找到了
乐趣，成绩也噌噌往上提。

离开家乡时，我带了一些学习资料，
虽然我已考上不错的大学，但我心中的理
想学府是军校。叔叔曾跟我说，他当兵时
也想考军校，但是白天训练任务重，他只
能晚上看书。为了不打扰别人，他只能在
连队仓库点着蜡烛复习，手上生了冻疮，
视力也有些下降。他一直担心我没有复
习条件。到这一瞧，图书室、网络室一应
俱全。班长告诉我，训练之余可以随时到
图书室复习。

我上中学时，在某装甲旅服役的堂

兄袁俊鹏，给我寄了一张他和59式坦克
合影的照片，把我羡慕得够呛。这两天，
班长聊天时告诉说，我们部队装备的是
最先进的 99A坦克，这让我激动了好一
阵子，等我能驾驶战车时，一定也要给哥
哥寄张照片去，让他看看我们部队的先
进装备。

与现代化的装备列装部队相适应的
是，一大批高素质的兵员走进军营，新兵中
不仅大学生占了一半多，还有几个硕士，这
是爷爷和叔叔辈的退役老兵们没想到的。

我们一家三代军人，见证了我军在
改革开放中发展壮大的巨变。这让我们
这一茬士兵更深刻地理解了“没有国家
富强，就没有现代化军队”的道理。三代
人中，我的军营生活条件最优越，我现在
最大的心愿就是扎根军营，苦练军事技
能，争当优秀士兵，争取两年后考上军
校，用投身强军实践的优异成绩回报祖
国，不辜负令人奋进的新时代。

新兵袁俊雨一家三代人参军服役，入伍前爷爷和叔叔与他谈了
许多从军经历和注意事项。到部队后他说—

军营生活条件跟我听说的不一样了

讲述人：袁俊雨
2000年生，今年9月入伍；爷爷袁军峰，1950年生，1969年参军，服役期满

后转业，现已退休；叔叔袁忠伟，1976年生，1994年入伍，现已退役。
整理人：李军波、吴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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