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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九批赴南苏丹维和工兵分队在履行维和任务过程中，积极帮助驻地民众改善生活条件、改进生产方式、传授
技术技能、普及文化知识，受到当地群众赞誉。图为12月1日，工兵分队官兵在助民劳动，当地儿童竖起大拇指。

贾方文摄

上周，干休所组织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我画强军新成就”主题活动，我兴
致勃勃地从我国第一代战机画到最新一
代战机。当时，我还觉得不过瘾，就根据
战机发展趋势凭感觉又画了几款科幻
的。有人不解，我感慨地说：“科技兴则
民族兴，科技强则军队强。”

我是从战火硝烟中走出来的。当年
战场上缺枪少弹，很多武器都是从敌人
手里缴获来的。抗美援朝时，步枪是志
愿军手中的主要武器，能投入战场的飞
机少得可怜，更谈不上什么制空权了。
当时，高射机枪和高射炮是志愿军最先
进的对空武器。在一次战斗中，我看到
高射机枪把敌人飞机打下来，但因缺少
有效对空武器，居然让敌人在眼皮底下
用直升机将他们受伤的飞行员救走了。
那时我就暗下决心，战争结束了一定要
努力为国防科技做贡献，研究出最好的
武器装备。

1959年，我被分配到戈壁滩某试验
基地工作。那时，面对简陋的实验设备，
甚至是靠人工完成各种数据统计和计算
的条件，我和战友们仍怀着远大的理想
抱负设想军队未来发展的多种可能，但
军队发展进步和变化速度，远远超乎我
的想象。

2009年8月，我故地重游训练基地，
就是现在的酒泉卫星发射基地。让我感
到意外的是，曾高度机密的发射设施，成
了游人参观的景点。

“过去发射一枚导弹，要计算好几个
月，现在只需几秒钟……”听解说员介
绍，我不禁想起1970年的一件事。那年
4月，我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东方红一号时，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
与相关领导来基地听汇报，发生了一段
小插曲：有一名搞摄影的同志，看见卫星
上的灯白天亮着，觉得浪费，顺手就给关
了。不承想，这个小动作竟破坏了测量

数据的准确性，导致测量数据全部报废，
必须重新测量，而当时测量一次准确的
数据需要计算几个月。

“谁能想到，我国科技发展如此迅
猛！”参观中，我感慨不已。更令我惊喜
的是2009年11月，参加老部队庆祝东风
落区成立 50周年活动，我一时心绪难
平，还即兴作了一首诗：一群豪杰志航
天，高举旌旗出玉关。火眼金睛毫厘察，
测量测控捷报传……

潮起东方，又是一番风景。2016年
11月1日，规模空前的第11届中国国际航
空航天博览会，在珠海盛大开幕。两架
歼-20战机呼啸凌空；2017年4月26日，
首艘国产航母在大连造船厂下水，我国成

为世界上第5个具备自主建造大中型航
母能力的国家……近几年来，国之利器像
井喷一样，横空出世。这让我在身临其境
中，感受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创
新发展的铿锵足音：从小步快跑到大步前
进，从不落人后到敢为人先。

有了“芭蕉扇”，不惧“火焰山”。人
民军队从战争年代缺枪少弹的“土气”，到
和平建设时期机械化的“洋气”，再到如今
武器现代化的“硬气”——国之利器让中
国军队越来越有范儿。这些天，科技强
军的精彩画卷，一次次冲刷着我的思绪，
也更让我坚定地相信强军梦离我们越来
越近了。

人民军队从战争年代缺枪少弹的“土气”，到和平建设时期
机械化的“洋气”，再到如今武器现代化的“硬气”—

国之利器让中国军队越来越有范儿

讲述人：张宝成
1927年 7月出生，原国防科技大学老干部办公室主任，1955年被授予解放

奖章，1987年被授予金质功勋奖章。曾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中南解放战
役和抗美援朝战争。

整理人：王 丹 赵 雷

“现在，‘痕迹管理’比较普遍，但
重‘痕’不重‘绩’、留‘迹’不留‘心’；
检查考核名目繁多、频率过高、多头
重复。这种状况必须改变。”习主席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
时的这一重要讲话精神，可谓振聋发
聩、切中时弊、深得人心。

教育成效看笔记、活动开展看影
像、执行规定看台账、工作质效看材
料，似乎成了有些单位检查考核的

“常规动作”和“重要标准”，感觉看不
到痕迹，工作落实就缺乏有力佐证，
执行上级决策部署就有“跑冒滴漏”
的可能，就会存在在其位不谋其政的
消极现象。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
焉”，上级工作的关注点牵引基层落
实的用力点，上面青睐痕迹检查，基
层就不得不抽出相当的时间和精力
进行“痕迹管理”，不是千方百计留痕
就是想方设法补痕，无形中陷入了事
务性工作，也不可避免地衍生出形形
色色的形式主义。

实事求是地讲，任何一个求真务
实、真心干事的人，都不愿意把宝贵
青春年华浪费在空转虚耗上，尤其对
一些纯粹为应付而毫无意义的刻意
留痕，从上到下个个嫌烦、人人喊
打。然而，之所以还有相当程度的生
存土壤，为少数人所津津乐道和中意
青睐，究其原因，有工作方法不得当
不科学的因素，但更为关键的是工作
指导思想出现了偏差。“五多”顽症的
破除之难和长期存在，追根溯源就是
很多陈规陋习紧紧依附在思想深
处。“痕迹主义”亦是如此，许多人心
知肚明也迫切希望告别这种辛辛苦
苦却不打粮食的工作状态，但由于

“痕迹管理”这种方式好展示表现自
己的工作，实践中就乐此不疲。

“痕迹主义”弊端之多、害处之大
不言而喻，不仅牵扯基层抓工作落实
的精力，还会成为事业前进道路上的

“拦路虎”。根除“痕迹主义”是备战
打仗的必然要求，是工作落实的迫切
需要，更是广大官兵的呼唤。但必须
清醒地看到，根除“痕迹主义”决不是
喊几句口号、提几个要求、打几个回
合就能实现的，治标不治本的纠治很
容易变异出新的形式主义。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主阵地立
在灵魂深处，像全面重塑军队政治生
态那样，拿出刀口向内、自我革命的
精神，坚持治标和治本双管齐下，从
思想根子上来一次大起底、大扫除，
并从制度层面加以严格规范，让一切
不合时宜、不重实效的“痕迹管理”走
出工作指导，大力倡导和弘扬走进基

层查实情、走近官兵听实话的务实工
作作风。

同时，要坚持双轮驱动，既注重
以上对下的检查指导，又突出以下对
上的监督评议，主动聆听来自基层一
线的心声。对只看面子不重里子、只
看痕迹不重实绩，甚至单以留痕多少
来评判工作好坏的，必须重拳出击、
倒查问责，下大力进行克服和消除，
共同营造事事重实效、人人重实绩的
良好氛围，切实把基层从许多无谓无
用的事务中解脱出来，不为应付检查
而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不为痕迹管
理而费心劳神、消磨工夫，集中全部
心思和精力投入备战打仗、狠抓工作
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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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彭兵根、张毅报道：肩头
责任重，脸上笑意盈。11月30日上午，
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武部举行隆
重的基干民兵入队仪式。今年大学毕
业的王显峰等20名军政考核合格的青
年整齐列队，戴上民兵标志符号，成为
一名光荣的民兵。

“民兵也是兵。举行民兵入队仪
式，能够有效激发大家内在的认同感、
使命感和荣誉感。”该区人武部政委金
国友介绍，过去民兵入队，通常只是下
个文件、填个表就算完事，致使一些民
兵普遍缺乏归属感和责任感，甚至存在

“民兵不是主力军”“当不当民兵一个
样”等错误思想认识。

为此，他们结合工作实际，决定把
仪式教育作为激励民兵爱岗敬业、精武
强能的有效载体，研究出台了《沈北新

区人武部仪式庆典活动组织实施细
则》，在民兵入队、授装、重大演习、重大
节日和纪念日等重要时刻，适时开展各
类仪式活动。

据了解，这次入队仪式，他们按照
新一代共同条令有关规定，通过组织宣
誓、颁证等形式，充分发挥仪式激励作
用，不断强化民兵立足本职岗位建功立
业的信念。

“我是道义街道民兵应急连第 132
名基干民兵，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更
是沉甸甸的责任。”在授衔仪式上，退役
士官李海鑫手捧鲜红的《基干民兵证》
激动地说，“卸下现役士官军衔，戴上民
兵标志符号，身份虽然转变，但保卫祖
国、服务人民的神圣使命没有变，我一
定以此为起点，发挥专业特长，履职尽
责，在国防战线上再立新功。”

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

入队仪式激励民兵建功业

本报讯 谢婷婷、陈镭报道：11月
下旬，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人武部部长
蒋维纲带干部职工和民兵前往寺前镇
玉泉村，帮贫困户采摘瓜蒌子，与村民
共享扶贫项目大丰收的喜悦。

玉泉村地处太湖县大山深处，交通
闭塞、资源匮乏，特别是受地理条件影
响，用水资源十分有限。这给以种植水
稻、红薯等农作物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当
地农民带来诸多制约。全村还有90户
贫困户325人没脱离贫困线。对此，县
人武部专门请来农业技术人员，根据当
地气候生态特点，结合土壤检测结果，
决定把最适合本地生长的瓜蒌子引进
来，帮助老百姓实现增收。

为确保种植更加科学规范，并形
成规模性产业，他们积极协调指导村

里贫困户，按“产业大户+村合作社+
贫困户”运营模式建立种植基地；申请
50万元专项扶贫资金，帮贫困户购买
瓜蒌子种苗、治理病虫害药物、加工设
备、包装材料等；每月定期邀请县农委
专业技术人员到种植基地查看种苗成
长进度，并指导治理病虫害和丰收季
的采摘、加工。同时，他们还联合县农
委、扶贫办工作人员和玉泉村党委，多
次前往邻县潜山市考察市场，不断拓
宽销售渠道。

一系列的务实举措，确保了瓜蒌子
种植第一年就喜获丰收。村委会主任
侯炎海高兴地说：“初步估算该扶贫项
目为村集体收入增加 10万元，参与该
项目的贫困户通过土地征用、务工和分
红三项合计，每户能增收5000元。”

安徽省太湖县人武部

所帮贫困村喜获大丰收

湖北省潜江市人武部

狠抓作风养成塑形象
本报讯 赵庆振报道：12月初，湖

北省潜江市人武部坚持从学条令、抓养
成入手，按“一日生活制度化、四个秩序
规范化、作风养成条令化”的要求，从点
滴入手规范干部职工一言一行，塑造兵
役机关良好形象。通过抓思想教育、抓
细小规范、抓点滴养成，进一步强化了干
部职工号令意识、法纪意识、职责意识，
为单位作风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新疆叶城县人武部

开展集中培训强素质
本报讯 田吉超、胡铮报道：日前，

新疆叶城县人武部组织120余名民兵进
行为期一周的集中培训。他们区分不同
层次、不同专业，分类安排训练，确保集
训人员、时间、内容和质量四落实。他们
在集训过程中，以担负的应急任务为牵
引，主要组织专业性强、装备短缺、难度
较大的应急课目训练，邀请专业教练员
加强对民兵训练的指导，促进民兵训练
质效的提升。

老兵即将退伍的时候，南部战区
陆军某边防旅 38连依照惯例举行聚
餐，每逢这样的时刻，官兵都会邀请
张大爷来连队一起参加。饭桌上，张
大爷接过下士袁年刚从家乡带来的
土特产，含着眼泪说：“你们照顾我一
日三餐不说，还想着给我带来家乡特
产……”

连队官兵知道，张大爷一辈子没
有走出过山沟沟，去过最远的地方就
是50多公里外的平河乡。为此，每逢
休假，给张大爷带点老家的特产，成了
大家约定俗成的习惯。

前年冬天，连队附近的垃圾池旁
经常出现一位拾荒老人。这位老人就
是张大爷，全名张牛嘎，是附近东哈村
的村民。他的两个女儿均远嫁他乡且
家境窘迫，几年难得回来看望一次。

年过七旬的张大爷没有经济来源，还
要照顾下肢瘫痪卧床不起的老伴，生
活极其困难。

“一人少吃一口饭，也不能让老人
饿着了。”全连官兵主动承担起了照顾
两位老人的义务。

第一次送饭，赵敏章看到低矮的
瓦房屋顶有 3个脸盆大的洞，窗户上
的玻璃已经碎裂。时值冬季，冷风呼
呼地往里灌。屋里仅有一张破旧的桌
子、一个掉了半边门的衣柜和一张床，
一床破被子裹在老大娘身上。张大爷
接过饭菜，直接用手抓着喂老伴。看
到这一幕，赵敏章忍不住转过身去抹
眼泪……

赵敏章将情况反馈给了连队，官
兵自发捐款筹集资金买来建筑材料，
利用周末休息时间为张大爷家修补了

屋顶、换了窗户、刷了墙面、装了电灯，
并为他们添置衣服、被子等生活必需
品。看着破旧的小屋焕然一新，生活
用品一应俱全，卧病在床的老大娘热
泪盈眶，嘴里不停地重复着“谢谢”。

2017年 10月，老大娘病重，连队
官兵捐资将其送往医院救治，连队军
医赵璟全程陪同，可最终还是无力回
天。老大娘去世后，连队又与东哈村
委会一起为老人料理后事，连长江才
顿珠主动捐了1000元作为安葬费用。

事后，官兵担心张大爷一个人不
能很好地照顾自己，除了轮流为他送
饭、洗衣服、打扫环境卫生之外，军医
赵璟还不定期上门为他检查身体，陪
他聊天说话，做心理辅导工作。逢年
过节，张大爷都会去连队和官兵们一
起度过。

拾荒老人无依靠 官兵照料如亲人
■毛 规 陈 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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