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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初，记者来到新疆昌吉军分区，
营区主干道旁3个“虚位以待”的标兵荣
誉灯箱格外醒目。灯箱上没有标兵照片
和事迹，只有一幅虚幻的军人剪影，上面
写着3个大字——“等你来”。

荣誉灯箱是展示精武标兵风采的重
要载体，为啥要留虚位、喷剪影？

“标兵上榜宁缺毋滥，得靠实力说
话。”军分区政治工作部主任李小虎解
释道。

今年初，在征集精武标兵候选人时，
15名练兵备战、边防执勤等方面事迹突
出的先进个人入围，按计划喷绘安装了
15个标兵荣誉灯箱。

就在这 15人的照片和先进事迹即
将登榜亮相时，军分区党委却感到，荣誉
灯箱是展示军分区官兵精武风采的窗
口，决不能为了凑数而降低入选标准。
为此，他们及时划出底线，按照“受到军
以上单位表彰奖励”“参加上级重大比武
竞赛获前三名”等标准进行筛选，其中3
人的训练水平和精武事迹有明显差距，
用“硬杠杠”一卡便落选了。

这样一来，15个标兵荣誉灯箱空
出 3个。咋办？有人建议应该降低评
选“门槛”，把空缺的灯箱席位补齐，否
则影响营区美观；也有人说，不能为保
全“面子”丢了“里子”，否则有悖标兵
荣誉灯箱设立的初衷。一时间，这 3个
标兵荣誉灯箱成了军分区官兵热议的
话题……

让真正的标兵登榜、过硬的典型亮
相。充分听取大家意见建议后，昌吉军

分区党委感到，起到激励作用的标兵荣
誉灯箱人选应该严格按战斗力标准选
定。几天后，颇有创意的解决方案出炉：
3个空白标兵荣誉灯箱上写着“等你
来”，并喷上军人待命出征的虚幻剪影，
仿佛在向每名官兵发出使命召唤。

12个标兵荣誉灯箱很快在营区主
干道亮起，3个“虚位以待”的标兵荣誉
灯箱也闪亮登场。

“官兵每次训练都要经过‘虚位以
待’的标兵荣誉灯箱，对他们是一种无声
的召唤……”勤务保障营营长苟玮亮说，
连日来，官兵身上发生着喜人变化：通信
站大学生士兵蒋雪荟为了熟记密密麻麻
的电话号码，白天苦练，晚上还躲在被窝
里背号码，就连走路都念念有词。为了
练就听音识人硬功，她用录音笔采集单
位官兵语音信息，每天贴耳反复听、分析
各自特点。问她为何这么拼？她的回答

简单明了：“每次路过‘虚位以待’的标兵
荣誉灯箱，都会热血沸腾，暗自鼓劲。”

上士郭朝是汽车维修骨干，去年参
加军分区岗位练兵比武获第 3名。“ 虽
然还达不到上标兵荣誉灯箱的条件，但
每次看到‘虚位以待’的标兵荣誉灯箱，
我就给自己打气：好好努力，争取成为下
一个上榜的标兵。”郭朝说道。

如今，矗立着标兵荣誉灯箱的营
区主干道已成为官兵心目中的“星光
大道”。

记者结束采访时了解到，曾多次在
各类比武中摘金夺银的下士雷朝蕾，不
久前参加上级组织的比武竞赛，夺得士
兵组战斗体能课目的金牌，并荣立三等
功。作为当仁不让的人选，军分区党委
决定将他的精武事迹搬上灯箱。雷朝蕾
直言：名字能登上标兵荣誉灯箱是他的
夙愿，也是他精武强能的动力。

新疆昌吉军分区划出“硬杠杠”立起备战打仗鲜明导向

3个标兵荣誉灯箱“虚位以待”
■张信文 肖承槟 本报记者 黄宗兴

慈眉善目、笑意盈盈；说话时，右
手食指不停地叩着虎口……笔者与
李其凤面对面交谈时，这位耄耋老人
的言谈举止，让人很自然想到那首
歌：《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说起李其凤，一道绚烂的人生风
景线走进笔者视野：1938年出生，党
员，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英雄基干民
兵营”女子民兵班原班长。1960年5
月，李其凤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等
中央领导的接见，并授予她半自动步
枪一支。先后获得民兵工作“三落
实”先进个人、民兵先进个人等荣誉。

无论从哪方面看，作为女民兵的
李其凤都已到达人生理想的高度，可
她并没有止步。因为，李其凤从当民
兵的第一天起就立下誓言：“愿意当
一辈子兵，愿意为党奉献一生。”

一句誓言，坚守一生。坎门位于
玉环市最南端，曾驻守着一支海防部
队，女子民兵班就在部队营区跟男兵
一起训练，与男兵相比，训练强度不
减、训练课目一个不落。一段时间
后，李其凤的手和脚都磨出了血泡，
人也瘦了几斤，但从来没退缩过。在
李其凤的带领下，姑娘们个个军事素
质过硬，丝毫不比男兵差。那年，部
队撤防后，她们接过守卫任务。

1964年5月，中央一位领导慕名
来到坎门“英雄基干民兵营”，点名要
抽考女子民兵班，李其凤带领 11名
女民兵一起接受了刺杀、射击等 10
多个课目的连贯考核。

李其凤说,她一口气跑上气象
站的楼顶，捕捉目标，枪响靶落，10
发 10中，当时，周围响起一片啧啧
声。从此，女子民兵班的名气越来
越大，多次出色完成上级赋予的重
大任务。

党员使命在，冲锋永不止。1990
年，坎门“英雄基干民兵营”哨所成
立，而此时，李其凤也“退役”了，“退
役”后的李其凤本应该回家抱孙子，
尽享天伦之乐，而她却成为女子民兵
哨所的“编外哨长”。现任女民兵哨
长季童童告诉笔者：“李老不但工作
负责，而且军事素质还过硬，是我们
这一代民兵学习的榜样!”

坎门“英雄基干民兵营”原营长
郭口顺对笔者说：“60多年前，李其
凤扛枪当上民兵的第一天起，从未离
开队伍。手中一把枪，枪响靶落，依
然精准；心中一团火，守着誓言，从未
熄灭。”

如今，听李其凤讲述当年的战
斗故事，是每个民兵进入哨所的第
一课；甘当征兵宣传志愿者，走街串
巷宣讲征兵政策是她每年雷打不动
的工作。这些年，她先后送弟弟、侄
儿等13位亲人入伍；每次重大活动，
李其凤还与年轻的姑娘同台竞技，
并向她们传授军事技能。

采访结束时，李其凤告诉笔者，
是党培养了她，知党恩、跟党走，为党
奉献一生是她一辈子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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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欣、袁华裔报道：“戍守
西藏8年，转改文职后回到内地的王干
事用亲身经历和感悟教导我们如何做
人、做事，如何走好军旅人生路，让我备
受鼓舞。”8月初，湖北省荆州军分区士官
党员杨尚军听了松滋市人武部政工科干
事王寅生个人成长经历后，感慨万分。

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活动中，该军分区领导感到，身边
典型看得见、摸得着，最具说服力，把他
们的事迹搬到教育课堂，更能触及党员
干部的心灵。为此，他们按照单位推
荐、党委审批的程序遴选出 13名先进
典型，结合主题教育活动举办“先锋讲
堂”，以身边典型讲述自己成长故事的
方式开启教育新模式。

“苦地方累地方是党员干部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的好地方。”松滋市人武部
政工科干事王寅生，是去年刚从西藏军

区转改的文职人员。那年，重点大学毕
业后，他义无反顾参军西藏，扎根边疆
8年，多次立功受奖，王寅生本想在西
藏转改文职，继续戍边。因种种原因，
被转回内地，每每想起仍在雪域高原生
命禁区奉献的战友，王寅生不禁热泪盈
眶，随后又向上级递交了进藏申请。

身边的典型感动人，身边的榜样激
励人。该军分区在深入挖掘身边典型
人物事迹的同时，组织党员干部围绕

“向典型学什么”等内容展开讨论，引导
党员干部在学典型、找差距中强化进取
意识、拼搏意识。

聆听了王寅生等13名典型的成长
故事后，许多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
像他们那样，爱岗敬业，心无旁骛，练
就过硬本领。”前不久，军分区组织抗
洪抢险救灾，数百名党员干部冲锋在
救灾一线。

湖北省荆州军分区举办“先锋讲堂”

身边典型激励党员干部爱岗敬业

近日，荣获“辽宁好
人”的第79集团军某旅下
士付斌，在野外驻训场欣
喜的收到了荣誉证书。

据 了 解 ，去 年 国 庆
节，付斌请假外出时在驻
地一家银行附近拾到 63
万元现金，并归还失主。
一时间，他的拾金不昧之
举 在 军 营 内 外 传 为 佳
话。今年年初，驻地文明
办得知付斌拾金不昧的
事迹后，专门把他作为诚
实守信模范，为他申报了

“辽宁好人”评选。经过
层 层 严 格 把 关 筛 选 ，最
终，付斌获得“辽宁好人”
荣誉。

王立军、尚草泉摄影
报道

荣誉证书送到训练场

自古功名亦苦辛，丹青难写是精
神。日前，成为首位荣获地层学国际
个人突出贡献奖的亚洲科学家、中国
科学院院士沈树忠，从煤炭公司地质
技术员起步，在基础学科领域甘坐“冷
板凳”，数十年一以贯之、锲而不舍，被
誉为扎根岩层的“金钉子”。对每名官
兵而言，无论身居何职、所守何岗，都
有为国防建设发光发亮的职责义务，
应当竭尽所能，把自己铸成一枚光彩
夺目的“金钉子”。

安心才能安业，守心方可持正。
凡做一件事，便以高度的责任感、进取
心、自信心，集中全部精力，胼手胝足、
摩顶放踵，就会超越自我、成就非凡。
司马迁用 18年的博览、走访、收集、整
理，写成《史记》；曹雪芹创作《红楼梦》

“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一颗颗光芒绽放的“金钉子”，体现在
冲锋不止的担当里，体现在舍我其谁
的境界中，视名利淡如水，看事业重如
山，摆脱私欲私利的干扰羁绊，宁静以
致远、厚积而薄发，才能换来累累硕
果，拥有丰厚的人生。

不怕无能，就怕无恒。尽管谁都
知道，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
步走，但现实中成功学泛滥成灾，有
些人一心渴盼快速成功成名，总是
热衷于短平快，只栽速生杨，不种公
孙树。其结果，天天被幻想牵着鼻
子走，求出彩却不想出汗。殊不知，
走得多远与行走的速度并没有必然
关联，走过的每一步路都是对未来
的积淀，艰难困苦的深处就是希望
盛开的地方。越是在浮躁浮夸的环
境里，越需要去寻找心底的一份定
力与宁静，越需要重新认识拙朴的
可贵，日积月累，久久为功香自芳，

终能“守得云开见月明”。
树靠默默扎根茁壮生长，人凭无

怨无悔成就事业。满心渴望建功立
业的人，哪里都是成人成才的肥沃土
壤。那些奋斗之路上的逆境与挫折、
艰难与困苦，是阻挡弱者的高山，却
是冶炼勇者的熔炉。林俊德为了国
家核试验工作，在风沙漫天的大漠戈
壁咬牙坚守了一辈子；黄旭华隐姓埋
名 30年 ，“ 用 算 盘 珠 拨 拉 出 核 潜
艇”。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初心不
改，视使命和责任高于一切，面对重
重困难依然自信从容，起笔精彩，落
笔圆满，用执着坚定，铸就精彩而又
饱满的人生。

成就事业不能指望恩赐与施舍，
只能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要
以“万折必东不回头”的志气，“赴百
仞之谷而不惧”的勇气，“滴水石穿而
不悔”的韧劲，一步一个脚印，把自己
打造成一颗“金钉子”。

把自己铸成一枚“金钉子”
■杜博文

本报讯 王智慧、王士刚报道：编组
在综合勤务排的蓝天救援队队员任占
奎，对军事训练一窍不通，跟不上训练进
度，一度产生了退出救援队的想法。民
兵党员程立了解情况后，一边开导他要
树立信心，一边利用午休时间“开小灶”，
对他进行一对一帮带指导。8月9日，任
占奎在射击等 3个课目的考核中，成绩
名列前茅。

今年初，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人武
部党委调查发现，民兵在执行任务或开
展集中训练时，一线党员力量弱，民兵党

支部作用发挥不够明显，导致部分民兵
遇到困难就退缩，训练积极性不高。

“任务活动开展到哪里，党组织建设
就跟进到哪里。”人武部党委一班人形成
共识。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们把民
兵党组织建设与完成任务捆在一起抓。
开训当天就成立了民兵党组织，确保“连
有党支部、排有党小组、班有党员”。人
武部领导告诉笔者，党日制度、党课制
度、党员汇报制度等七项组织生活制度
都被纳入党组织建设活动中，保证民兵
党员人人处于组织管理监督之中。

笔者了解到，党支部利用训练间隙
等时机，适时开展组织生活，做到党员思
想汇报伴随任务进行、党日活动结合任
务开展、党课教育根据任务设置，组织了
民兵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初心与使命”
故事会等活动。

训练场上，党员站排头立起标杆；教
育课上，党员登台答疑释惑。几个回合
下来，民兵自觉向党员看齐，训练积极性
高涨，训练水平明显提升。在刚刚结束
的考核中，优秀率达93%，比上次轮训提
高了15个百分点。

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人武部—

任务开展到哪，党建就跟进到哪

近日，空军某驻藏高原靶场出色完成联合实兵演习保障任务。图为该靶
场排弹队战士身着防护服正在埋设炸药和引信，准备实施引爆作业。

廖继龙摄

本报讯 刘星、眭忠报道：“歌乐
山半山腰突发山火，命令你部快速出
动……”8月12日，重庆市沙坪坝区人
武部接到扑救指令后，迅速组织40多
名民兵赶赴现场，苦战 2个多小时将
山火扑灭。该区人武部领导告诉笔
者：“其中一支组建不久的民兵灭火突
击队，以其专业的装备、过硬的技能和
顽强的作风，在扑灭这场山火中发挥
了关键作用。”

为适应森林防火的严峻形势，造
就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民兵
灭火突击队，今年初，沙坪坝区人武部
在3个乡镇街道抽调了20名素质过硬
的民兵，组建了民兵灭火突击队，并规
定突击队原有的训练任务不变，遇有
灭火任务率先打头阵，发挥“拳头”和

“尖刀”作用。民兵灭火突击队组建
后，在地方政府的积极支持下，统一为
队员配备了背囊式水枪、风力灭火机、
干粉灭火弹、防火服等专业装备。按
照先理论、后操作，先单兵、后班组的
方法，他们集中时间组织了防火服穿
戴、灭火器具使用和森林灭火综合技
术、战术等课目的灭火专业训练。

同时，为弥补部分民兵心理素质短
板，他们还借鉴驻军部队心理行为训练
的方法，在心理行为训练场，设置了火
池、火墙、火林、火廊、火环等新型火障，
全面模拟森林灭火中各种危险环境，让
民兵在训练场即可感受真实火场氛围，
消除畏战心理，增强实战本领。

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定期组织民
兵灭火突击队进行森林灭火演练，重
点围绕火警报告、预案启动、组织指
挥、通信保障、火场清理和消防器材操
作使用等课目进行演练，有效提高了
民兵处置森林火灾的能力。

重庆市沙坪坝区

打造专业
灭火“尖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