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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一天的巡逻，凌尚前像往常
一样，又一次来到哨所旁那棵榕树下休
息。这棵郁郁葱葱的榕树，和他相伴了
38年，根深扎在岩缝里，被哨员们亲切
地称为“守边树”。

在哨员眼里，哨长凌尚前就是一棵
“守边树”。

上世纪80年代初，刚满18岁的凌尚
前初上哨所时不会想到，这个坐落于半山
腰、一年中大半年被雨雾笼罩的弹丸之
地，会是他此后38年不离不弃的“家”。

这个“家”条件艰苦——水、电、路“三
不通”，哨员除了正常巡逻和配合部队执
行任务，每天都得步行 2公里到山下背
水，到10公里外的镇上买菜。更难熬的
是漫漫长夜——山风呼啸、门窗作响、孤
寂难耐。不少哨员只住了一两个晚上，就
头也不回地走了。然而，凌尚前留了下
来，原因很简单——站在哨所，一抬眼就
可以看见镶刻着庄严国徽的界碑，望见自
己的村庄，这让从小经历过战火的凌尚前
升腾起一种使命感：“守哨就是守家！”

哨所生活苦，巡逻更苦。哨所守护
着11块界碑和全长8公里的边境线。界
碑所立之处，人迹罕至，沿线覆盖着茂密
的原始丛林。每次巡逻，都要越沟壑、攀
悬崖、披荆斩棘，跋山涉水、日晒雨淋、磕
磕碰碰是常事。

1994年的一天，凌尚前带领民兵巡
逻时，左手无名指被一条脑袋长得像插头
一样的毒蛇咬伤。第二天，他从昏迷中慢
慢醒来，手指已经不听使唤。虽然捡回了
一条命，但指关节从此无法正常弯曲，连
手套都戴不上去，落下终身残疾。

还有一次，天降大雨，一名哨兵脚下

一滑，没有站稳身子，顺着陡坡往下冲，
下边是几十米深的悬崖。凌尚前见状，
伸手去拉，也被巨大的惯性带走，幸好被
一棵树挡住，两人才双双侥幸逃过一劫。

就是这样一条巡逻路，凌尚前每月要
走8次，先后磨穿500多双解放鞋，累计走
过的巡逻路超过3次二万五千里长征。由
于常年在山里行走，他患上严重的风湿病、
腰痛病，痛得厉害时，身子都直不起来。

如果说当初上哨，只是出于朴素的
保卫家园的情感，而让凌尚前一年一年
坚持下来的，是这条边境线传递给他的
神圣感。一次，邻国在某号界碑拓宽巡
逻路，推倒了一棵界竹越过我边界 0.5
米。凌尚前发现后，当即带领哨兵，依据
相关法律条款，让邻国及时回填改造了

道路。“守哨所无小事，一不小心，就可能
损害国家利益，造成国土丢失。”这件事，
让凌尚前愈发觉得自己做的事有意义，
干的是了不起的大事。38年来，他妥善
处置边情百余起，上报边情信息2000多
条，79次协助查获走私案件，58次截堵
盗伐盗猎分子。

扁担挑水两头搁，顾得了一头，顾不
了另一头。凌尚前熟悉管辖的边境线上
的一草一木，却对自己家种了什么庄稼

说不清楚。他的家就在山下，距离哨所
只有 5公里，可他经常是几个月才回趟
家。孩子出生时，他不在；送孩子上学、
开家长会，他缺席；年迈的父母离世前，
他也没有见最后一面……凌尚前将一个
个遗憾埋在心里，一年又一年，继续行走
在巡逻路上。

凌尚前不是没有离开的机会。1989
年，镇里选拔专武干部，凌尚前是首选对
象，可他把机会让给了另一位战友。
1992年，他被调整到镇政府工作，但听
说自己走后，不少哨员也想打“退堂鼓”，
几天后他又拎着背包上了山。不仅如
此，他还动员女婿赵天皓放弃月收入五
六千元的货运生意，也到哨所当了哨
兵。在他的感召下，凌尚前所在的弄汤
村 312户人家中，有 80人报名参军，有
160多人当过哨员。

随着年龄增大，这两年，凌尚前开始
做一件在他看来特别重要的事情：将建
哨以来的所有哨员姓名、所在村屯和在
哨所工作时间，一一整理核实。目前，他
已经联系上近百名哨兵。他希望以这种
方式，激励一代代新哨员坚持下去。

如今，哨所已经成为百色市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每年前来接受教育的人络绎不
绝，哨所越来越热闹。凌尚前认为，这样
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上哨所当哨兵，
像榕树一样做一棵扎根边防的“守边树”。

好一棵南疆“守边树”
—记广西那坡县天池国防民兵哨所哨长凌尚前

■本报记者 陈典宏 特约记者 冯 强

19名干休所系统参谋人员首次
接受任前军事考核引发思考——

一问“身份观”：编制体制调整
后，干休所人员如何定位？

7月 23日，湖北省军区组织对全区
干休所系统 19名正营职预提拔对象进
行军事素质考核。这是该省军区首次专
门对干休所人员进行军事考核。消息传
出，引起一片议论。不少人表示不理解：

“干休所是‘后方’的‘后方’，任务是服务
保障老干部，考军事多此一举。”

“院子再小也是部队，人数再少也是
军营。”对此，省军区党委态度坚决：干休
所参谋人员作为现役军人，就应当按照
现役标准来要求，身份定位一旦出了偏
差，就容易引发大问题。

此言不虚。6月，某干休所一名同
志私自将废弃的电脑硬盘拆除，组装到
连接互联网的电脑上，被有关部门侦测
到后通报，虽然没有造成失泄密，但个人
思想麻痹、干休所管理存在疏漏问题暴
露无遗。

针对这一现状，省军区出台《干休所
工作手册》，对干休所建设进行全面规
范。翻看这本长达 93页的管理规范，
149条细则，条条具体实在，既紧密贴合

干休所实际，又坚持部队建制单位标准。
遇上改革，有人要解决好身份定位

问题，有人面对的是“身份落差”问题。
陈永露，原丁字桥干休所所长，编制

体制调整后，他的职务被确定为干休所
参谋，“长”的头衔没有了。面对这一“身
份落差”，陈永露显得云淡风轻：“职务变
了，称呼变了，但职责没变、为老干部服
务保障的心态更不能变。”

记者了解到，编制体制调整后，该省
军区在干休所系统保留10多名副局级主
官，平职落编20多名主官，提升使用5名
主官，不论是走是留，是升是“改”，这些
干部都坦然面对，未影响服务保障工作。

以老干部为原型的“微视频”
意外走红引发热议——

二问“财富观”：老干部是国家
的“宝贵财富”，究竟“宝贵”在哪里？

一位老干部和一本与长征同岁的中
国共产党党证的往事，在湖北省军区传
为佳话：

老干部名叫方槐，湖北省军区武汉
第十七干休所离休老红军。85年前，年
仅 17岁的他光荣入党，艰苦的长征途
中，为减轻负担，方槐将随身携带的东西
相继丢弃，但始终将党证贴身保管。

1936年，方槐受党中央指派前往新疆学
习，为不暴露身份，不得已将党证交给他
人保管。此后的战斗岁月里，方槐一直
对党证念念不忘，几经周折，终于在
1949年底寻回了党证。

主题教育中，省军区将这段颇具传
奇色彩的故事拍摄成“微视频”，不到两
天，点击率达近千万。

省军区司令员马涛感叹：“老干部不
仅为我们党和国家建设发展积累了宝贵
的执政经验，更为我们中华民族立起一
座座值得永久仰视的精神丰碑，老干部
的精神世界是一座值得深挖的‘金矿’。”

真实经历同样被拍摄成“微视频”的
还有咸宁干休所的原离休干部唐光友。
离休前，唐光友为革命事业作出突出贡
献，离休后，本可安度晚年的他，想的却
是如何继续为人民做些事。他自己过着
极其简朴的生活，却为扶贫帮困捐出所
有积蓄，最后还提出捐献遗体服务医学
研究。唐光友的事迹，感动和影响了很
多人，包括干休所原所长易桂恩。

易桂恩年龄不大却两次经历部队
调整整编：第一次是 2013年，原第 42集
团军某师改旅，他被平职交流到赤壁市
人武部，两年后又平职交流到咸宁干休
所；第二次省军区系统改革，干部调整
冻结，面临晋升的易桂恩又“原地踏步”
3年。正营岗位苦干 8年，易桂恩依旧
兢兢业业。有人不理解，问他图啥？易
桂恩的回答简单干脆：“干工作不能老
想着得到什么，对照唐光友，自己做得
还远远不够！”

5大类 79项干休所系统历史
遗留问题引发讨论——

三问“服务观”：服务老干部，
与服务战斗力有啥关系？

编制体制调整后，干休所转隶到省
军区系统不难，但实现顺利接管却非易

事。以湖北省军区为例，分别从空军、海
军、火箭军，以及战略支援部队等军兵种
部队接收干休所20余个，再加上原有的
数十个干休所，驻地分散，人员类别多，
遗留问题错综复杂。

而在另一头，老干部和遗孀们也在
静静观望：干休所整体转隶移交后，服
务保障标准会不会降？新官会不会理

“旧账”？
省军区党委分析认为，军委决定将

老干机构统一划归省军区领导管理，一
个重要目的就是让作战部队腾出精力，
一心一意备战打仗。从这个层面讲，为
老干部服务，就是为部队战斗力服务。

“旧账”到底该怎么算？该省军区
党委用“三个决不让”作出回应：遗留问
题照单全收，决不让移交单位为难；服
务保障标准不降，决不让老干部担忧；
矛盾症结全力解决，决不让干休所负重
前行。

今年以来，省军区广泛开展“大调
研大走访”和“三个不降”大讨论等活
动，引导干休所系统全体服务保障人
员牢固确立“为老干部服务，就是为部
队战斗力服务”的思想观念，正确对待
遗留问题和老干部的合理诉求，切实
让老干部安心，让作战部队省心，让上
级党委机关放心。

武汉第七干休所老干部遗孀魏桂林
没想到，她前脚刚提出安装家庭护理系
统的诉求，机关后脚就派人上门协调落
实，网络巡诊急诊终端直通床头。武汉
第十干休所的老干部也没想到，单位转
隶没多久，困扰他们多年的住房收尾工
程就有了眉目，在过渡点居住了足足 5
年的老干部重新看到希望。

一年过去，记者透过建账销号簿看
到这样一份厚重的成绩单：截至目前，
湖北省军区干休所系统 5大类 79个历
史遗留问题，超过 80%都得到圆满解
决，剩余的疑难问题正在紧锣密鼓推
进解决。

当好“宝贵财富”的服务部
—解读湖北省军区履行老干部服务保障职能的“三观”

■巴熙杨 本报记者 李 军 何武涛

滇南的初冬天气转凉，扫雷英雄
杜富国的病房却暖意浓浓。12月 9
日，“全国爱国拥军模范”乔文娟和“最
美军嫂”陈妍等人，相约千里迢迢从河
南洛阳、江苏泰州前来探望杜富国。

今年 63岁的乔文娟对部队和军
人有着特殊的感情。42年前，乔文娟
路遇车祸，是两名解放军战士见义勇
为伸出援手、部队医院全力救助才将
她从死亡线上拉回。从此，她下决心
要用一生回报军人。40多年来，乔文
娟进军营、上海岛、登哨卡，为患病战
士辗转万里寻找骨髓配型，悉心照料
21名身患绝症的战士，先后为60余名
大龄军人搭鹊桥、牵红线，被 10多支
部队聘为“编外指导员”，荣获“全国爱
国拥军模范”“中国十大杰出母亲”“河
南省三八红旗手”等称号，被战士们亲
切地称为“兵妈妈”。

前不久，从新闻中得知杜富国的
英雄事迹后，乔文娟深受震撼。想到
这么年轻的战士可能一辈子要生活在
黑暗中，她甚至萌生了为杜富国捐献一
只眼睛的想法。从河南辗转来到解放
军第 926医院后，乔文娟径直去找医
生，提出自己的想法。医院、杜富国的
家人及部队官兵深受感动，但也婉言拒
绝了这一建议。乔文娟失望地流下了
泪水。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调整好自
己的情绪，手捧着鲜花走进病房：“孩
子，我来看你了……”她拉着杜富国残
缺的手臂，不时询问：“伤口还疼不
疼？吃饭怎么样？”

乔文娟为杜富国精心准备了礼
物：一幅她亲手画的洛阳牡丹图，一位
书法家专门为杜富国写的“扫雷英雄”
四个大字，代表着洛阳人民对英雄的
敬意和祝福。杜富国面带微笑，不时
点头表示感谢。乔文娟却忍不住再一
次流泪：“孩子，妈妈真想给你一只眼
睛，让你能看到这一切。将来医学进
步了，你一定会通过其他方式看到光
明的。”杜富国说：“乔妈妈您别担心，
我的眼睛虽然看不到了，但我的内心
一直都是光明的，谢谢您！”

看到这一幕，杜富国的母亲李合
兰也忍不住流泪，乔文娟转身拉着她
的手说：“你生了一个好儿子，他是为
保卫我们的平安负的伤，今后让我们
和你一起照顾他……”

乔文娟拿出随身携带的一箱糕点
交给杜富国的妻子王静，嘱咐道：“也
不知道富国爱吃什么，我每样糕点都
准备了一些。你帮我留心着，看富国
喜欢什么，告诉我，我回去后再多做些
寄来……”

临别，乔文娟给杜富国整理衣领，
又一次紧紧拥抱他：“今后，你就是我的
儿子，我会常来看你的。”杜富国用残缺
的双臂半抱着乔文娟说：“谢谢乔妈妈，
回去路途遥远，您要多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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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策、特约通讯员宋芳龙
报道：12月6日，浙江省人民武装学院，
省军区现役干部岗位练兵大比武正在
紧张进行。来自军分区（警备区）、人武
部的 55名现役军官走上擂台，先后进
行军事体能、动员文书拟制、动员要图
标绘、动员案例分析等课目的比拼。

这次比武，是省军区党委全面打牢
国动机关干部队伍能力素质的实际行
动，也是强化练兵先练官，提高各级机
关干部抓训组训能力的重要举措。

比武当天，气温骤降、雨雪交加，
担心影响成绩，有人建议延期。“考场
即战场，条件越恶劣越能倒逼官兵树
牢‘练为战’的意识，扎实从严从难练
兵备战。比武正常进行！”省军区领导
意见一致。

3公里跑考核，55名干部在雨中你
追我赶；实弹射击，参赛选手在狂风夹杂
雨雪的恶劣条件下，努力辨识目标……

省军区副司令员周少锋告诉笔者：“改
革后，省军区系统军人编制减少，每一
名军人都是‘形象代言人’，更要有军人
的样子。我们就是要通过以考促训、以
比促训，锻造打仗型国动机关。”

年初，省军区下大力开展群众性
大练兵活动，分批组织千名专武干部
集训、600名民兵干部骨干跨区联训，
创新开展“民兵+民间”应急救援演练、
军地联合实兵演习，举办省军区首届
民兵岗位练兵大比武，探索实践首长
机关室内指挥推演，从机关到基层、从
部队到地方、从现役到民兵、从骨干到
分队，范围广、力度大、形式多，抓练兵
备战精力更加聚焦，实战化训练氛围
更加浓厚。

练官强将，锻造打仗型国动机关
浙江省军区组织现役干部岗位练兵大比武

12月 9日，乔文娟深情拥抱杜富国，承诺将永远关注和爱护这位
可敬的士兵。 周贤军摄习主席强调，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做好军队老干部服务保障

工作，既是对他们突出贡献的尊重和认可，也是维护改革、发展、稳定
大局的重要保证。随着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推进，省军区系统全面
负责老干部的服务保障工作。作为“宝贵财富”的服务部，如何提高工
作质效，湖北省军区帮助服务保障人员确立“身份观”“财富观”“服务
观”的做法，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编 者

每次巡逻，凌尚前坚持走在最前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