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放军报社主办 第3932期
ZHONGGUO GUOFANGBAO

关注国家安全 助推国防建设

2019年6月

28日
星 期 五

己亥年五月廿六
代号1-188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ＣＮ 81-0002/(J)

网址：http://www.81.cn

中国国防报微信公众号

“当兵才知道帽徽这样红，当兵才
知道肩章为什么这样重，当兵才知道祖
国的山河在心中……”这首《好男儿就
是要当兵》不仅唱出了从军的荣光与豪
迈，更唱出了军人的责任与担当。

时下，又到了征兵季，有志青年纷
纷报名参军，用实际行动诠释好男儿的
含义。我们不禁为他们的选择点赞，为
他们的未来加油。男儿何不带吴钩？

“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也不
会后悔”。穿上军装就穿出了比天高、
比海阔的情怀，就穿上了青春最亮丽的
颜色。

《诗经》有云：“岂曰无衣？与子同
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这里的“衣”和“袍”就是战衣战袍。从
夏商开始，我国古代就有了相对统一的
军服。在战马嘶鸣的古战场上，军服不
仅是敌我双方身份识别的标志，更是保
家卫国责任的体现。时光流转，如今，
人民军队的军服虽几经变迁，但其所代
表的使命担当始终不变。

老英雄张富清战争年代为人民解
放事业出生入死，和平年代深藏功名参
加地方建设，他从未对组织提出过任何
请求，唯独对军装情有独钟。当部队的
同志知道他的军装情结后，特意为他赶
制了一套解放战争时期的军装。接过
军装的那一刻，他小心翼翼地将军功章
挂上，神情庄重令人动容。这是他对使
命的回眸，对忠诚的凝视。

“参军入伍把兵当，当兵为打仗，
打仗就要打胜仗，打胜才荣光。”这首
歌唱出了军人的理想、军人的职能、军
人的使命。军队因战而存，军人为战
而生。当兵打仗永远是军人的座右
铭。心中无患是最大隐患，长期和平
环境，我们不能有远离战争的错觉，居
安不思危，感到仗一时打不起来，即使
打也轮不到自己；更不能把当兵作为
谋生手段、发展跳板，考虑更多的是个
人前途，想得更多的是太平日子。和
平心态犹如“温水煮青蛙”，是战斗力
最致命的腐蚀剂。

当兵就要当精兵，当能打胜仗的
兵。周恩来曾说：“军人如果丧失了敌
情观念，那就要犯很严重的错误。”心里
装着敌情，眼睛盯着对手，脑子想着打
仗，就会把全部心思向战斗力聚焦。军
装就是战袍，只有每名官兵一丝不苟钻
研战争、一门心思准备战事、一腔热血
投身战场，时刻紧绷打仗这根弦、时刻
等待出征这声令，才能不辱家国使命、
不负人民重托。

怎样的青春才算有价值？衡量的
唯一标准，就是真正为国家做了些什
么,为人民做了些什么？军营欢迎你！

把军装当战袍
■向 勇

国防时评国防时评

6月21日，甘肃平凉，细雨阵阵。该
市军地联合举办的“心系国防，助力强
军”国防教育演讲比赛，在这个清凉夏日
拉开决赛大幕。

决赛的前一天晚上，12名参赛选手
在市广播电视台演播厅试镜彩排。在
检查文稿配乐和配屏的同时，他们还对
服装的颜色、妆容的浓淡和走上舞台的
步幅等细节反复推敲和确认。

“一路走来，大家相互帮助，已从‘演
讲对手’变成了‘宣讲战友’。”参赛选手、
庄浪县县委宣传部干部余广莉告诉记者，
进入决赛，她已不再过分看重名次，考虑
更多的是“如何把自己的故事化成星火，
点燃更多人的国防热情”。

不同的职业，不同的
表达，为了同一种情感：
向军人致敬

余广莉平时负责的工作较多，还要
经常下乡，撰写和熟悉演讲稿的时间是
一点点挤出来的。但从初赛到决赛，她
的每场演讲都不重复。

“我试图去寻找向军人致敬的自然
感。”在复赛时，余广莉讲的是排雷英雄
杜富国，感动现场很多人，但她仍觉得

“与英雄的距离”有点远。有人告诉她，
可以试试讲自己的经历，也许感情能释
放得更充分、更真切。

决赛当天，余广莉讲了自己和军
人父亲的故事。“父亲曾教我唱《打靶
归来》、也用‘滚回去’等狠话把我骂回
工作岗位，还叮嘱我任何时候都不要
放 弃 ……”她 越 讲 越 投 入 ，越 讲 越 动
情，眼眶中不时泛起点点泪光。

演讲是表达的艺术，是情感的河
流，有源于生活的感动，也有激荡历史
的回响。

“鲜血急速涌出，他还是端起刺刀，
飞跃几步刺倒一个日军……”灵台县东

关小学教师李天喜一登台，就感情充沛
地讲述了抗日英雄高永祥的故事。评
委们说，李天喜的水准堪比“专业级”。
这不是靠练习练出来的，而是靠阅历

“酿”出来的。
“只要讲到这个故事，我就想起 18

岁去山区支教的场景。”那时，学校只有
4个孩子，尽管如此，李天喜还是会想方
设法给孩子上一堂国防教育课。“孩子是
八九点钟的太阳，若不懂家国大义，如何
承载民族的希望和未来？”从那时起，高
永祥的故事成了李天喜的必讲课。

演讲中，市委讲师团干部刘怡呼吁
英雄不容抹黑，并揭露了一段段意识形
态领域斗争的现实，观众无不震惊；泾
川县太平镇四郎殿幼儿园教师李亚琼
讲了助力强军需从“心”出发，告诫人们
要善待孩子对革命故事的好奇心，国防
种子的萌动很可能就始于一个“为什
么”……

“这个活动3月就启动了，报名参赛
选手既有公务员、学校教师、社会团体代
表，也有现役军官、退役军人、军嫂等。”
军分区政委徐建中说，尽管职业不同、经
历不同，但选手都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
同一种情感，那就是向军人致敬。

90后的证明，80后
的真爱，70后的坚守

翻阅选手资料时，记者发现，从初赛
到决赛，选手的年龄跨度集中在70后到
90后之间，这恰是当前社会的中青年主
体人群。在演讲中，生于 3个不同时代
的选手用自己的经历对那些非主流“标
签”做了回应。

“和平的天空下，我们 90后绝不是
垮掉的一代。”武警某支队通信中队一班
班长武慧子是名大学生士兵。她告诉记
者，之所以将演讲主题定为“英雄的九
旅 ，英 雄 的 兵 ”，就 是 想 现 身 说“ 信

念”——青春不只有诗和远方，还有家国
与边关。

2017年，武慧子服役期年满两年，
面临着走与留的问题。父母想让她回去
读完大学，安安稳稳地找份工作过日子，
但武慧子还是选择了留队。“当军号响起
时，铿锵有力的节奏不断冲刷着我的迷
茫，让我清晰地意识到我究竟想要的是
什么，那就是向老九旅的前辈一样，把青
春熔进枪膛……”

有人说，“80后的爱情被砌到了房
子里、装到了车子内、印在了票子上”“浪
漫 可 以 缺 少 诗 意 但 绝 不 能 缺 少 陪
伴”……若是做了 80后的军嫂，又该如
何？静宁县界石铺红军长征毛泽东旧居
纪念馆讲解员张婷用她的爱情故事给出
问题的答案。

“一次做手术，他怕我担心，编织了
‘在外执行任务’的美丽谎言。后来纵然
有千种不满，但我还是选择了原谅，作为
一名军人，这已是他能采取的最好方
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我和爱人
能做到的就是‘你守国、我守家’”“一次
看电视，得知他驻扎在海拔4300多米的
高原地区，平均气温只有零下 2摄氏度
时，那是我第一次因为丈夫是军人而感
到骄傲……”

“这次演讲不仅仅是一场比赛，更是
一场国防观的检验。”崇信县人武部副部
长张茂杰告诉记者，每一个年龄段的人
都在表达着对保家卫国使命的理解，作
为70后，他认为使命的内涵是坚守。

到了40多岁，多数干部的职务触到
“天花板”，身体也到了养生的“预备
期 ”，军 旅 生 涯 可 谓 是“ 一 眼 望 到
头”……张茂杰针对不惑之年的懈怠展
开演讲，“守摊子、混日子没意思，除了
增加生命的长度，并不能增加生命的厚
度。身为新时代的国动人，我们应做一
支呼啸的箭，以挟雷裹电之势向着强军
目标迅猛出击。”

无论场内场外，还是
名 次 如 何 ，用 心 值 都 是
100分

赛场上的焦点，并不全在第一名，

拼尽全力去争取的身影也有动人的风
范。华亭区的军嫂陈娟就是这样的一
名选手。

陈娟参加演讲是华亭区人武部政委
王晓敏点的将。她的丈夫张晓飞于去年
从驻四川某部交流到平凉。在介绍个人
情况时，他向组织汇报了妻子陈娟曾当
过兵，并且当兵的原因是在汶川大地震
中被人民子弟兵救过。王晓敏记住了这
件事。

3月下旬，在华亭区组织海选时，陈
娟的演讲并不成熟，演讲时还险些因紧
张卡了壳，只获得了第三名。但是评委
一致认为，虽然演讲技巧略逊一筹，但她
的个人事迹是“难得的生动教材”，符合
国防教育的本意，于是决定让陈娟参加
市里的复赛。

“刚开始，我们忽略了她面临的实际
困难。”王晓敏说，初赛时，陈娟是抱着孩
子来参加比赛的，她家里有两个孩子，大
的上学，小的还在哺乳期。为了帮助陈
娟尽快提高成绩，人武部专门邀请电视
台的播音员进行指导。那段时间，陈娟
经常一边练演讲，一边哄孩子。

“部长、政委，任务没完成好……”复
赛中，因带有四川口音，陈娟的名次排在
第13，与前12名进入决赛的距离只有一
步之遥。赛后，她以军人的果敢担当向
人武部领导做了汇报和自我批评。那一
刻，在场的领导都湿润了眼角。

“属于自己的故事最动听。以后，在
组织类似活动时，应加重对选手个人经
历的考量。”平凉军分区司令员韩鹏说，
这次比赛最成功的地方是，大家都进入
了“角色”，无论场内场外，还是名次如
何，用心值都是100分。

赵琛是此次活动的总导演，从主持
人的解说词、现场灯光的布设到每个选
手的手势，她都亲自把关。在试镜彩排
时，主持人因为语速过快，被她当场喊
停。“串词不是冷冰冰的‘机器语’，要带
着感情走。”当天，灯光、配乐等场务人
员，无人免于她的批评。

刚开始，有的人觉得赵琛是在“耍大
牌”。但在散场时，记者捕捉到了这样一
个场景：一名领导和她握手致谢：“效果
很赞，给你发什么奖励？”她回答：“首长
客气，观众的掌声就是最好的奖励。”

愿把我的故事化成最美星火
—甘肃省平凉市“心系国防，助力强军”国防教育演讲比赛见闻

■本报记者 朱宏博 通讯员 莫福春 冯 柱

这场生死大营救，在洪峰到来
前 15分钟结束。6月 23日 2时 15
分，福建省松溪县人武部救援队在旧
县乡官村救出4名被洪水围困群众。

近 日 ，该 县 遭 遇 新 一 轮 强 降
雨。某企业4名员工紧急转移产品，
途经一条公路时被洪水围困，公路
两侧是水塘和松溪河支流。

“请你部火速前往施救……”6

月 23日 0时许，接到县防汛指挥部
指示后，县人武部部长方吉武当即
带领民兵应急连综合救援排赶赴
现场。

到达现场后，救援人员发现，简
易公路仅宽4米，两侧茫茫大水漫过
公路，加上雨夜漆黑，根本分不清哪
里是水、哪里是路，稍不留神就会滑
入公路两侧深水区。更为棘手的

是，池塘与河流因高度差形成横向
水流，水流湍急、水情复杂。救援队
几次尝试通行，均以失败告终。

水位仍在不停上涨，防汛指挥
部传来消息：预计 23日凌晨 2：30水
位会再涨1至2米。

“你们不要着急，先爬到旁边的
废弃制沙机上……”救援人员一边
通过喊话安抚被困者情绪，一边请
求增援。很快，其他救援人员将铲
车、橡皮舟等设备带到现场，投入救
援。但由于这片水域水流太过湍
急，铲车和橡皮舟数次施救也均以
失败告终。救援人员又设法调来救
生抛投器，将 90多米长的救生绳投
给被困人员，并指导他们将绳索固
定好，搭成一条“生命线”。

方吉武带着两名水性比较好的
救援骨干，蹚着激流，沿着救生绳一
步一步挪到4名被困人员身边，保护
他们沿着救生绳小心翼翼返回安全
地带。

图①：救援人员在大型机械上
固定救生绳。

图②：救援人员转移被困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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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7日上午，由四川省眉山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举办的第二届“强军
奉献奖”颁发仪式，在眉山市政府会
议中心举行。15名军属代表身披红
色绶带，从市领导手中接过奖牌和奖
金，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这 15名军
属，是 217名在部队荣立三等功以上
奖励的眉山市驻军官兵和眉山籍官
兵家属的代表。

仪式现场，闪光灯不停闪烁，照相
机和手机镜头，纷纷对准领奖的军属代
表。“这一刻，我感到无比光荣！”走下领
奖台，驻山东某部军官、三等功荣立者
王冀的母亲郑萍激动地说。

2006年，日子越过越殷实的郑萍
夫妇，将唯一的儿子王冀送到部队，并
一再叮嘱他在部队建功立业。入伍后，
王冀刻苦学习训练，考上军校并成为一
名军官。十多年来，无论家中遇到什么
困难，他们都对儿子“报喜不报忧”。去
年，王冀在执行重大任务中表现突出，
荣立三等功。喜报寄回家，郑萍两口子
把喜报贴在家中最显眼的地方。

65岁的彭怀清家住眉山市东坡区
瓦窖社区，他一早赶来领奖，逢人就高
兴地说：“没想到儿子在部队立功，我
能在家乡登台领奖，当军属真光荣！”
他的儿子在驻藏某部服役，2018年荣
立二等功。

来自仁寿县的张绍文也是 65岁，
他已是第二次领取“强军奉献奖”。他
的儿子张述 2001年入伍，2017年荣立
三等功，获得第一届“强军奉献奖”，奖
金4000元；2018年荣立二等功，当天领
取奖金2万元。

“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军人
在部队立功，我们理应让军人家属也
受到尊崇、感到荣光。”眉山军分区政
委郝文全介绍，眉山市具有拥军优属
的优良传统，“强军奉献奖”由 77岁的
全国爱国拥军模范、农民女企业家彭
斌茹捐资设立。

仁寿县师范学院附小教师王兰的
丈夫在空军某部服役，去年荣立三等

功。走下领奖台，她高兴得合不拢嘴：
“钱多钱少并不重要，珍贵的是这份荣
誉，既是对军人的鼓励，也是对军属的
肯定。我为自己是一名军嫂而自豪，我
将一如既往支持丈夫的事业，撑起‘半
边天’，当好‘贤内助’。”

上图：颁奖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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