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王惠娟、通讯员轩荻报
道 ：“剩菜残 羹属 于湿垃圾 ，电池属
于 有 害 垃 圾 或 干 垃 圾 ……”7月 中
旬，陆军某部教导队走进驻地村镇，
为村民传授垃圾分类知识，开展“军
民共建话环保、垃圾分类家更好”主
题活动。

由12名官兵组成的垃圾分类小组，
进村入户普及垃圾分类知识、梳理垃圾
分类的注意事项、带领乡亲们走出家门
实地讲解、手动分类。他们专门制作贴
有“可回收”“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

“其他垃圾”字样的红、蓝、黄、绿 4类垃
圾桶，分发给村民。他们还制作了《垃

圾也能变“废”为“宝”》画册，积极引导
村民在不起眼的垃圾背后看到可观的
经济效益。

当天，该队还与村民开展一场垃圾
分类比赛。他们将不同垃圾名称写在
用于代表“垃圾”的乒乓球上，参加比赛
的小分队和村民各成一队，在指定时间

内将争夺到的“垃圾”扔到不同分类的
垃圾桶内。

据了解，以往村民存在不重视分类、
环保意识不强等问题，村镇道路随处可
见废纸和塑料袋。该队针对这一情况，
就垃圾的种类、存储、处理3个方面挨家
挨户进行调查统计，制定出合适的垃圾

处理与分类模式。
据悉，驻地环保部门还联合当地驻

军建立垃圾处理网，出台一系列垃圾分
类措施，运用新建立的多个垃圾分类
厂，改变以往垃圾处理的旧模式，定时
定点定位对垃圾处理点进行分类、清
理、运输、回收。

进村入户，为驻地垃圾分类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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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总书记，感谢党中央。我是党
培养的，我要紧跟党走，做一名党的好战
士。”7月26日，习主席在北京会见全国退
役军人工作会议全体代表，老英雄张富
清在与习主席握手时激动地说。

就在张富清到京参会的前几日，记
者曾到湖北省来凤县拜访了他，切身感
受到了老英雄淡泊功名、铭记党恩的崇
高境界。

“欢迎来家里做客！”一进家门，记
者就看到，张富清正在和老伴下跳棋。
当看到记者和当地人武部的同志来了，
老英雄放下手中的棋子，示意老伴收拾
棋盘，招待客人。

家里的摆设与记者今年2月拜访时
见到的情景一模一样：一套蓝色的旧沙
发、一张掉了漆的茶几，还有几把颜色
发黄的椅子。

落座后，同行人员仍在打量家中布
置。这时，客厅电视柜上的一张黑白老
照片吸引了记者的目光。“照片中的年
轻军人是肖友恩，是父亲的入党介绍
人。”老英雄小儿子张健全介绍，父亲的
事迹被媒体报道后，他所在的老部队新
疆军区某团官兵倍受鼓舞，他们想为老
英雄做点事情，通过多方打听，得知张
富清的指导员肖友恩的女儿肖晋就住

在部队附近。肖晋已在媒体上看到了
张富清的事迹，在与部队官兵见面后，
就从父亲生前仅留的两张老照片中选
取了一张，托官兵转交给张富清。6月
15日，官兵从新疆来到湖北来凤，亲手
将照片送到张富清手中。

“70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肖指导
员，他是我革命生涯的领路人，是一个敢
打敢冲的战斗英雄。”望着那张老照片，
张富清的思绪又回到了那段峥嵘岁月。

“攻坚战中，连长、指导员带领党员冲
在最前面。在他们的激励下，我和连队的
几名同志主动报名加入了突击组。”张富
清虽然入伍仅有4个月，但作战勇猛，多次
战斗中，他都加入突击组，立了不少战
功。1948年，他在连长李文才、指导员肖
友恩的介绍下，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上午 10时许，张富清家中的晚辈
开始为他收拾行李，张富清即将前往北
京参加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这是
莫大的光荣！”当谈到能有机会到首都
北京时，张富清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在另外一个房间，记者看到了一些
鲜花和果篮。“这都是社会各界给父亲
送来的。”张健全说，父亲的事迹经媒体
报道后，来家里探望慰问的人很多，有
地方领导、部队官兵，也有社区群众和

青年学生，有的送来了鲜花、水果，有的
还送来慰问金。

“虽然我的生活并不富裕，但能过
得去。把这些钱用在更需要帮助的人
身上，这样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每当
有人给老英雄赠送慰问金时，他都会
婉拒。他告诉记者，他现在有稳定的
退休金，吃的、住的都挺好，不能给组
织添麻烦。

当记者问起张富清的事迹被媒体
报道后家里有哪些变化时，张健全笑着
说：“父亲对我们的要求更严了，告诫家
人不要因此而滋生优越感。前不久，父
亲被表彰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和‘时
代楷模’，在收到证书的当天，他就把它
们‘藏’了起来，生怕有人拿此炫耀。”

社会各界还做了许多帮助改善老
英雄生活质量的实事。来凤县领导介
绍，地方党委政府正准备为张富清改善
住房条件，中国建设银行来凤支行正在

为家里聘请保姆，湖北省军区送来了电
动轮椅和学习书籍，并安排人武部定期
送报送刊，地方医院定期派医护人员上
门检查身体。

为了更好地传播张富清事迹，湖北省
军地联合组成的张富清先进事迹报告团，
在全省作了5场专题报告，听众多达20万
人；来凤县人武部还邀请张富清讲战斗故
事，全体干部职工向老英雄敬军礼表达崇
敬之情。

“我是一名党员，是组织培养了我，
现在又给了我这么多的荣誉，我很知
足。那些为了国家、为了人民献出宝贵
生命的战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临
别时，老英雄又深情地怀念起那些牺牲
的战友，他反复念叨：“不能因为我‘出
名’了，就给我特殊关照、特别优待。”

左上图：张富清和老伴日常生活
留影。 刘 洋摄

“八一”前夕，记者走进张富清家中，感受他铭记党恩的崇高境界—

紧跟党走，做党的好战士
■田国松 刘 洋 本报特约记者 朱 勇

开 栏 的 话

本报讯 甄广鹏、记者邢曌报道：
“军事地形图使用，在生疏地形上按图行
进，距离20公里……”指挥员简洁下达任
务指令，参训人员迅速做好记录。日前，
河北省军区组织直属队干部骨干开展封
闭式能力集训，官兵训练热情普遍高
涨。办公室参谋李沫雨介绍，此次干部
骨干能力集训是他们严抓军事训练，提

高“一线带兵人”练兵备战质量水平的实
际举措。

“干部骨干队伍素质直接影响着直
属队建设质量。”该省军区办公室领导
说，在基层调研中，他们发现，直属队组
训中还存在着训练模式缺乏创新、质量
层次不高、标准要求不够细化等问题。
为此，他们围绕直属队担负任务实际和

大纲要求精选训练课目，组织直属队
102名连级以下干部、分队长及班长分
两批开展为期 20天的能力集训。在内
容安排上，他们紧盯实战实训标准、紧
扣问题短板弱项，强化干部骨干组训施
教和任职管理能力，着力筑牢官兵“战
斗队”思想意识。

集训中，他们按照“全员额参训参

考、全过程竞赛评比”的组训模式，采
取授课辅导、观摩演示、实践操作、经
验交流、考核评定的组训方式，组织
指挥所勤务、战术基础、战备基础、军
事地形学、示教作业、轻武器射击、军
事体育 8大类 23个课目的学习训练和
考核。

此次集训全程坚持野外宿营，有
力地营造了“真难严实”的练兵备战
氛围。队员普遍感到，此次集训针对
性和实用性强，收获颇丰。在总结交
流中，通信中队分队长连伟宁说：“这
次集训兵味浓、野味浓、战味浓，我将
把集训成果带回中队，更好地带领所
属人员投身军事训练。”

固强补弱，提升干部骨干带兵能力

“八一”临近，新
疆 阿 勒 泰 地 区 哈 巴
河 县 艺 术 团 深 入 部
队野外驻训场，开展

“文化走边关、温暖
戍边人”慰问巡演活
动，为边防官兵和驻
地 牧 民 送 上 文 艺 盛
宴，激励官兵和民兵
护 边 员 更 好 地 履 行
卫 国 职 责 。 图 为 艺
术 团 成 员 在 野 外 驻
训 场 表 演 哈 萨 克 族
舞蹈《家乡之恋》。

徐明远摄

任何荣誉的取得，绝非轻而易举。光荣之家这份荣誉，更需要付出。
对于扎根基层的青年官兵来说，这份荣誉是卫国戍边的青春见证；对于血

洒疆场的参战军人来说，这份荣誉是视死如归的冲锋记忆；对于甘做后盾的军
人家属来说，这份荣誉是默默坚守的温暖回报；对于已脱戎装的退伍军人来说，
这份荣誉还是一生不能忘却的职责使命：若有战、召必回……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年初，全国现役军人和退役军人都收到了一份
暖心“礼包”：国家统一设计规范“光荣之家”牌匾样式，并于5月1日前为军人家
庭悬挂完毕。从国家层面对悬挂光荣牌作出制度性安排，这在建国以来尚属首
次，是完善军人荣誉激励机制的一次创新实践。随着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
信息采集工作的展开，更多光荣之家的感人故事拂去岁月的尘埃，开始走进人
们的视野。

战旗如画，血染风采。为铭记那些曾为国家安宁和人民幸福作出牺牲奉献
的军人及军人家庭，本报开设“70年?走进光荣之家”专栏，讲述光荣之家故事，
让全社会更加关心关爱军人军属，敬请关注。

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多
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

“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个在今天
看来再明白不过的道理，在当时却是

“多么痛的领悟”。我们党从 1921年
建立，在幽暗的岁月中摸索，在血的教
训中反思，直到1927年，才在党的“八
七”会议上提出这一思想。

必须“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
反革命”，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
党在南昌城头打响了“石破天惊第一
枪”。这一声枪响，吹响了武装斗争的
号角，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随
后经过不懈地奋斗，逐渐在中国大地
上形成燎原之势。

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中国军
队的广大官兵，在前线流血战斗，中国
的工人、农民、知识界、产业界，在后方
努力工作，海外华侨输财助战，一切抗
日政党，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对
战争有所尽力”。把广大人民群众动
员起来、武装起来，陷敌人于人民战争
的汪洋大海，是我们取得革命最终胜
利的法宝。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曾用

“进得去出不来”6个字对人民战争威
力作出评价，可谓贴切而又形象。

今天，尽管昔日的硝烟已经散去，
但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悬在头
上。这把“剑”会不会落下来，何时会
落下来，取决于诸多因素，更关键的是
取决于我们自己。“你准备不好，敌人
就来了；你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
来”。和平从来不是别人施舍的，而是
靠自己去争取的。想要远离战争，必
须时刻准备战斗。

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
国防是全民国防。“时刻准备着”是军人
的使命，也是每一个公民尤其是各级党
政领导干部的职责。这个准备首先是
思想准备。“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
须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
障。”建党初期，我们因为“认识不到”而
没有抓住“枪杆子”，为此付出了惨痛代
价。今天如果因为“认识不足”“重视不
够”，而没有抓好武装工作，一旦有事，
就可能陷入被动的境地。

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而言，抓经济
建设是主业，抓武装工作同样是主责。
然而现实中，仍有少数党政领导干部对
待武装工作“说起来重要，忙起来次要，
做起来不要”，究其根子是和平思想作
祟。思想上解除武装，无异于把和平的
主动权、战争的主导权交给了别人。

南京大屠杀惨绝人寰，一位幸存
者在回忆时写道：“我们可能永远不懂
5个日本鬼子就可以押着2000人去屠
杀，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这警示我
们：思想上解除武装比手中放下武器更

为可怕。
“在拿枪的敌人消灭以后，不拿枪

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
做拼死的斗争，我们绝不可以轻视这些
敌人。”在战争面前，最大的敌人其实是
我们自己，战胜敌人首先是战胜自己。
和平时期，更需要枪口向内、刀刃向己，
消灭和平思想这个“不拿枪的敌人”。

平时是战时的基础，战时是平时
的检验。人民战争这个法宝永远不能
丢，抓武装工作一刻不能等，如果等到
枪响了再抓武装，一旦战争的暴风雨
来临，等待在前方的可能就是耻辱。
唯有抓紧平时武装工作的点滴积累，
才能汇聚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唯有
人人能点燃心中的“烽火台”，方能筑
起国家安全的钢铁长城。

不
要
等
到
枪
响
了
再
抓
武
装

■
陈
大
昊

国防时评国防时评

河 北
省军区

陆军某部
教 导 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