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 28日，无锡联
勤保障中心某部开展

“传承红色基因、赓续拓
荒精神”教育活动，邀请
88名老工程兵回到魂
牵梦萦的军营，重温激
情如火的岁月。

“我们那时候呀条
件可苦着呢，有句顺口
溜叫风吹石头跑，地上
不长草，张口二两土，
白天不够晚上补……”
活动中，老兵们情不自
禁地给官兵讲起了老
一辈工程兵开山建库的
故事。

老兵们的真情讲述
深深地感染着官兵。上
等兵张家天说：“老工程
兵当年在如此艰苦的条
件下，用双手开拓出脚
下这片‘阵地’，我们要
将他们‘一不怕苦、二不
怕死’的精神传承下去，
练强军事技能，争做联
勤精兵。”

贾丽萍、曹树鼎摄
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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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又到年终总结时。不知从
何时起，许多同志检视不足，往往都
是理论学习重视不够、抓得不紧，有
的甚至视其为“光荣的缺点”。究其
原因，少数党员干部潜意识里把理论
学习看成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问
题，当作堂而皇之的借口。

笃定信仰需要理论武装。我们
党之所以把理论武装摆在首位、坚
持年年抓理论武装，是因为思想建
党这一原则，要求每名党员必须是
用党的理论武装起来的人。推而言
之，我们党要想永远保持马克思主
义执政党本色，关键一点，就是所有
党员都必须是用马克思主义先进理
论武装起来的人，或者说，都应当是
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的
人。如此，我们才能真正成为党的

“代言人”。
反思少数党员干部之所以出现

思想滑坡、精神缺钙，甚至沦落为政
治上的“两面人”，其根本原因是把理
论学习当成了“软指标”“空指标”，忽
略了理论学习与理论武装的紧密联
系，学而不深思、信而不真诚、知而不
笃行，没有发自肺腑地把我们党的指
导理论融入灵魂血脉，化为终其一
生、矢志坚守的政治信仰和精神追
求。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的刘新
建就是很好的例证，《共产党宣言》背
得滚瓜烂熟，但从来没有在灵魂深处
留下印痕，精神迷茫、信仰缺失、理想
坍塌也就在所难免。

由此可见，“光荣的缺点”既不能
小视、更不该“光荣”。这是一个关系
信仰信念用什么来塑造、精神脊梁能
不能坚固的根本性问题。这个根基
打不牢、夯不实，很难抵挡多元化意
识形态的冲击，信仰的城池很容易被

“糖衣炮弹”攻陷，理论自信则无从谈
起！所以，我们必须站在讲政治的高
度来看待理论学习，把马克思主义基
本理论特别是习近平强军思想，作为
强大思想武器而非空洞的口号标签，
作为精神追求而不是一般的学习任
务，以“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
决心意志、“望尽天涯路”的高远境
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学习
姿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
之，笃行之”的价值追求，使之真正成
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

“看家本领”。
消除个别党员身上这一“光荣

的缺点”，各级党组织也有不容推卸
的责任。要厘清“面子”和“里子”的
关系，莫把学习形式当成学习效果，
简单地以学习次数、学习笔记替代
理论的入脑入心、融会贯通，而要建
立健全科学的学习检查评估体制，
既要看大家学得怎么样，更要看做
得怎么样，考一考对理论要点的思
考认知，问一问对现实问题的思路
办法，看一看对工作建设的谋划指
导和抓建成效，引导大家强化“仕
而优则学”的意识，保持科学而虔
诚 的 学 习 态 度 ，耐 得 住 清 冷 和 寂
寞，在学思融合、知行合一上锲而
不舍、有所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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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我休假归队，上午 10点
多，在喀什下飞机，搭乘地方拉货上山
的皮卡车赶往连队。这是高原地区的
主要交通工具，也是当地一大特色。

一路上，皮卡车在 6米多宽的柏
油路上飞驰，极目远眺皑皑雪山高
耸入云，让人心旷神怡。而我们连
就驻守在这神秘的雪山之巅，望着
川流不息的车辆，我不禁感慨：海拔
4000多米的“生命禁区”，曾经人迹
罕至的地方，也能感受标准级公路
带来的舒适！

同样是这条长 500余公里，海拔
落差3000多米的“天路”，我2010年军
校毕业来到这里时，却是另一种感受。

那天，我去红其拉甫边防连报到，
在喀什城费好大劲才找到一辆上山的

皮卡车。皮卡车一路向西，爬行在仅
有2米多宽的盘山路上，真有一种“车
在路上跳、人在车上跳、心在嗓子眼
跳”的感觉。

记得刚进入第一个海拔4000米雪
山达坂，路面越走越窄、坡度越来越陡、
急弯越来越多，山路一下就消失在云雾
之中。一直说笑不停的司机师傅瞬间
不吱声了。只见他表情特别严肃，双手
紧紧握住方向盘，伸着脖子不错眼珠地
看着前方，快速变换挡位……

突然，“轰”的一声巨响，车子也随
之一颠。我隐约从倒车镜看到，山上
雨水夹带着一大块泥石滑落，擦着车
尾砸在路上，然后又翻滚几下坠到深
不可测的山崖下。还没等我回过神，
在急转弯处又迎面驶来一辆大货车，

若不是司机师傅规避及时，后果不堪
设想……

惊心动魄中，我们一连翻过3个雪
山达坂。这时司机师傅才松了口气告
诉我，虽然他常年开车在这样路段上
跑，路况也比较熟悉，但各种突发情况
太多，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每年在这条
路上都有几起车毁人亡事故。

“上山的路实在是太危险了！”两
天后，当我带着一路的颠簸和疲惫来
到团部时，团长却不屑一顾地说，那
算啥！20多年前，这里还只是马驮便
道呢，部队物资补给全靠人背马驮，
窄窄的一条泥巴路只容一人一马通
过。特别是冬天，大雪齐腰，氧气稀
薄，在翻越雪山达坂的时候，人和马
并排靠着峭壁前行……那时候，他常
年带着马驮帮队奔走一线连队，15次
险些被雪崩埋没，27次险些被飞石砸
中，给一线连队送一趟给养需要一个
多星期……

现在，柏油路直插云霄，通到连队
门口，一线连队给养物资当天就能到
达，边关公路从此有了时代速度。

夜幕还未降临，皮卡车就已经停
在了海拔 4300米的连队门口。下了
车，四周云雾缭绕，回头看看这条宽敞
而蜿蜒的“天路”，我有一种说不出的
幸福感。

过去，通往高原边防连的盘山路，只容一人一马通过，
后变成两米多宽的碎石路，仍险象环生、步步惊心；如今，
全程是舒适安全的标准级公路—

“生命禁区”感受时代速度

本报讯 朱勇、覃攀报道：11月25
日上午，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宝塔河
街道办事处，正在举行义务兵优待金和
军属光荣牌发放仪式。龚明海、唐仁佑
等 12名军属，接过比以往多的优待金
银行卡，笑得合不拢嘴。

前不久，该区按湖北省宜昌市义务
兵优待金发放规定，对优待金的筹集和
发放工作做了具体安排部署。区人武
部会同民政部门为每名入伍新兵家属
办理银行卡，由财政部门统一将优待金
打入新兵账户，并要求 11月底前发放
到新兵家属手中。

然而，此项工作刚一展开，龚明海、
唐仁佑就到区人武部反映，他们的儿子
龚伟杰、唐陈去年入伍后，所在部队换
防到了新疆地区。根据区征兵工作实

施办法，在新疆、西藏等边远艰苦地区
服役，优待金要高于内地普通地区。区
人武部调查发现，龚明海和唐仁佑反映
的问题并非个案。特别是 2017年以
来，先后有12名伍家岗区籍战士，随所
在部队由城市换防到边疆、调整到了边
远艰苦地区。

“优待金体现了国家对军人的褒
奖，更事关军属的切身利益，必须摸
清底数足额发放到位。”为此，该人
武部通过电话询问和传真发函、新
兵回访等方式，及时了解伍家岗籍
战士所在部队的相关情况，发现与
入伍时登记信息不符的立即进行更
正，并按照湖北省宜昌市有关优待
政策，及时足额将新调整的优待金
全部发放到位。

服役地点变更 标准同步调整

12名军属足额领到优待金

山东省青岛警备区

比武竞赛激发训练热情
本报讯 陈涛、郭振斌报道：11月

下旬，山东省青岛警备区组织岗位练兵
比武竞赛活动。他们按照“实战实训、以
比促训、全员参与、全面提升”的思路，区
分人武部主官、机关干部、民兵教练员、
现役士兵4个层次设置比武课目。此次
活动，既摸清了各级各类人员训练底数，
又激发了参训人员训练热情。

广东省紫金县人武部

挂钩联训锤炼实战本领
本报讯 贾建魁、甘志辉报道：近

日，广东省紫金县人武部针对民兵防空
观察专业分队专业训练手段单一、科技
含量不高、训练质量低等实际，协调驻军
部队，把民兵编入作战部队战斗单元，按
照作战要素开展专业训练，锤炼实战本
领，进一步探索推进民兵保障分队训练
的科学路径。

河北省武邑县人武部

常态练兵磨砺应急能力
本报讯 袁张宪报道：11月以来，

河北省武邑县民兵应急连出动近300人
次，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突发事件
处置。近年来，武邑县人武部注重在常
态化练兵中强化民兵能力素质，先后组
织参加衡水湖国际马拉松比赛安保、某
家具城火灾救援等行动，既弥补了地方
政府应急力量的不足，又磨砺了民兵队
伍应急能力。

讲述人：肖博文
新疆喀什军分区克克吐鲁克边防连连长。2005年军校毕业，一直在海

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边防连队工作。
整理人：张凌洁 胡 铮

“像雷锋那样，像雷锋那样，对待同
志像春天般的温暖……”11月 28日，辽
宁省军区沈阳第四干休所 88岁高龄的
离休干部、军旅歌唱家顾威走进某部，
教官兵学唱雷锋歌曲。

“雷锋不离口，踏着足迹走！”该干
休所老干部中有曾写雷锋的作家、记
者，为雷锋拍照的摄影师，唱雷锋歌曲
的歌唱家和饰演雷锋的艺术家。着眼
发挥宝贵的资源优势，该干休所成立雷
锋精神宣传小组，发动老干部身体力行
传播雷锋精神，在军内外引起良好的反
响。老干部佟希文和李建羽，是最早挖
掘雷锋事迹并撰写发表《毛主席的好战
士》通讯；老干部朱光斗曾在现场听过
雷锋作报告，深受教育和启发，创作的
对口快板《学雷锋》……

20世纪60年代，这些人大多在部队
从事文化宣传工作，他们以特有的职业
敏感性和历史责任感，第一批挖掘雷锋
事迹、宣扬雷锋精神。“如果你是一滴
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雷锋的这
句话牢牢地印在了这些老同志的心
中。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见证了雷锋
精神的强大历史穿透力，也经历了学雷
锋活动的风风雨雨，但他们始终身体力

行、无怨无悔地弘扬雷锋精神。
曾有一段时间，社会上流传“雷锋

精神过时了”“雷锋是超现实的光环”等
错误言论，有的甚至歪曲、恶搞、诋毁雷
锋。他们气愤之余，纷纷以原著、原创、
原唱等身份站出来为雷锋正名。

为批驳“雷锋精神过时论”，老干
部罗木法历时 3年，收集研究了全国关
于雷锋的资料达 80多万字，创作出长
达 18万字的《雷锋精神新论》，系统阐
述了弘扬雷锋精神的时代价值和深远
意义。前几年，罗木法被查出前列腺
癌晚期，医院让准备后事。此间，老人
正在创作另一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
著作《心灵长城之歌》。家人都劝他不
要再写了，可他却说：“我的时间不多
了，更得抓紧写……”罗老的前列腺被
摘除，从重症监护室一出来，他就拿起
笔继续写。

写雷锋故事的老干部陈广生，曾参
与雷锋的治丧和整理遗物工作，他撰写
了大量反映雷锋事迹的书籍，其中《雷
锋的故事》相继发行5个版本，已成为全
国军民开展学雷锋活动的必读书目，至
今已累计发行2000多万册。

从戎大半生，执意颂雷锋。这些老

同志55年如一日，上学校、走军营、到机
关、进社区，倾注毕生心血，以真挚的情
感写雷锋、唱雷锋、讲雷锋、演雷锋、做雷
锋，先后作报告 600余场，撰写回忆录、
学术论文和史料 830余篇，著书达 40余
部，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据悉，这些老同志所在的干休所先
后 2次被评为“全国军民共建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先进单位”。

上图：歌唱家顾威和官兵们交流雷
锋精神的情景。

尤立峰摄

辽宁省军区沈阳第四干休所老干部身体力行说雷锋唱雷锋学雷锋

雷锋精神宣传小组闻名军内外
有写雷锋的作家、记者，有为雷锋拍照的摄影师，有唱雷锋歌曲的歌唱家，有饰演雷锋的艺术家

■陈连望 李世清

近日，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把学习杜富国英雄事迹作为“传承红色基
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生动教材。图为该旅组织官兵利用巡逻间隙在
党旗下宣誓，强化官兵向英雄学习、做戍边卫士的责任担当。

郑博文摄

宜 昌 市

伍家岗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