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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退役军人杜海的家属满怀
感激地把一面印有“军民鱼水一家亲，
真心帮扶显真情”的锦旗，送到黑龙江
省大庆市红岗区人武部。

1973年11月参军的杜海，在部队
摸爬滚打 6年，期间患上了严重的胃
病，复员后常年吃药，特别是去年又患
上脑梗，日常活动受限，让本不富裕的
家庭雪上加霜。去年 7月，他在老伴
的搀扶下，带着试试看的心态，找到了
该人武部副部长张万东，询问相关优
抚事宜。

随后，张万东查看杜海的档案材
料，确定情况属实后，又到区民政局了
解到退役军人“可享受带病回乡补助”
的相关政策，但需要有住院病例，并由
民政部门逐级上报审批才行。

事不宜迟，张万东马上联系杜海
到红岗区人民医院住院。可杜海因家
里没钱住不了院，张万东又马上垫付
了2000元住院押金……随后，张万东
一边整理杜海的相关证明材料，一边
与民政局进行沟通协调。

“必须用足政策，解决好退役老
兵的难事。”去年11月初，张万东按照
民政局的通知要求，搀扶杜海到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大庆市中医院办理鉴
定手续。今年 1月，得到省退役军人
事务厅的批复，从1月份开始，每月为
杜海补助550元。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7月下旬，杜
海意外摔倒，又引发了脑出血，昏迷了5
天。他清醒后，第一件事就告诉从外地
赶回来的儿子，一定要去感谢张万东。

就这样，在杜海出院后的第二天，
他的老伴和儿子便带着锦旗专程赶到
人武部，同时也带来了张万东曾垫付
的2000元住院押金。最后，收下锦旗
的张万东，还是把那笔押金留给了杜
海买营养品。

为了一名退役
老兵的心愿

■石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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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迟到的集体婚礼。
8月上旬，来自新疆军区某边防团

的 9名官兵，在海拔 4700多米的红其
拉甫国门，挽着另一半走进了婚姻的
殿堂。

那一刻，战友、家人和牧民的欢呼
声、祝福声，回荡在连绵的雪山……

那一刻，看着9对新人脸上洋溢着
幸福的微笑，团政委沈新明笑出了泪
花，他动情地说：“不能让默默奉献的官
兵留有遗憾。”

据了解，该团常年驻守在平均海拔
4000多米、奇寒缺氧的帕米尔高原，担
负着一千多公里的边境守防任务。这
9名官兵的婚期，因部队演习和守防任
务繁重而一推再推。

郑红梅是帕米尔高原上首批戍边
女兵班班长。她的爱人赵家耀，也就成
了这次集体婚礼中唯一的军姐夫。

比郑红梅大6岁的赵家耀，等到她
毕业、等到她当兵、等到她晋选士官、等
到她上高原，等到她一次次圆满完成任
务，这一等就是9年。

“今天是我们相爱的第3520天，为
了这一天，你等了我太久。我这辈子亏
欠你太多……”郑红梅哽咽了。

深情的告白，真情的流露。郑红梅
抹着泪水，向大家“显摆”着婚戒，本来
说好要为班长“呐喊祝福”的女兵们早
已泪流满面。

幸福的感觉是一样的，可爱情故事
却各不相同。机步三连中士曾虎的讲
述，让刚刚止住泪水的战友及来宾，又
一次被深深地感染。

去年3月份，曾虎和爱人田欢欢领

完结婚证准备回家举办婚礼仪式。那
天，风尘仆仆的曾虎刚刚踏进湖北十堰
老家时，就接到连队“回部队参加演习
任务”的紧急通知。

当时距离他们期待的婚礼仪式还
不到两天时间。最后，曾虎告别了泪眼
婆娑的妻子，当天就买了返回部队的飞
机票……

就这样，曾虎承诺妻子的婚礼仪
式一推再推，这一推就是一年多。

后来，当了母亲的田欢欢也就把此
事淡忘了。可当部队传来举办国门集
体婚礼的消息时，再次唤起了她心中最
美好的期待。

“你选择了边关，我选择了你。”同
样，因为各种任务而没有穿上过婚纱的
军嫂王美娟，跟警卫工化连连长杨泽结
婚后，就独自照顾四个老人、并辞职做
了全职妈妈。这次团里补办的集体婚
礼，让她流下了辛酸而甜蜜的泪水。

“前半生你为我付出所有，后半生
我再还给你一切。”杨泽含泪对妻子许
下誓言。

“这里没有奢侈排场，但有万千战友
的美好祝福；没有豪华婚车，但有战车迎
接新娘。这里有爱的誓言、情的芬芳，成
为一名军嫂，我自豪！”新娘王美娟说。

雪山为媒，界碑作证。一个个“情
定帕米尔，一生永相随”的故事升华了
爱情的高度，更洗礼了在场官兵和来宾
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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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名官兵的婚期因部队演习和守防任务而一推再推，新疆军区某边防团
在海拔4700多米的红其拉甫国门，为他们举办集体婚礼—

雪山为媒 界碑作证
■张庆良 本报特约通讯员 胡 铮

讲述人：马云恒
现任民兵训练基地管理员。1955

年 12月出生，1973年 12月入伍，历任战
士、助理员、技术检查站站长、军务股股
长、副营长等职；1996年8月转业到江苏
省徐州市铜山区人武部工作，任民兵训
练基地教员、主任等职。

整理人：本报记者 王少亭

我在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民兵训练
基地当教员、主任 20多年，民兵换了一
茬又一茬，亲眼目睹了民兵应急装备随
着职能任务的拓展而不断地更新换代。

上世纪 60、70年代，民兵专业还没
有细分，更没有非战争行动的概念。一
旦突发火灾、汛情等应急任务，民兵扛起
镐锹、扫把等农用工具就往上冲。当时
人们喊的最多的是，人多力量大。

记得有一年发大水，全村民兵全员
出动，附近村镇民兵有的跑步、有的骑自
行车、还有的赶着马车，从四面八方赶了
过来。那天夜里，他们手提马灯、肩扛人
抬，干了一个通宵，手掌磨出了泡、肩膀
磨破了皮，结果还是眼睁睁看着洪水，冲
毁了即将成熟的庄稼地。

1997年，民兵分队实行分类建设，
全国统一民兵应急分队编制，实行单独
编组，队员从基干民兵中择优选编，应急
队伍建设迈上新台阶。

借此东风，民兵应急装备配备也随
之“鸟枪换炮”：通过向上申领、单位自
购、政府配备等途径，民兵分队逐步有了
制式的应急装备，但更多的是头盔、警
棍、盾牌、镐锹之类的东西，虽然数量不
少，但基本没啥科技含量。

2012年，随着全国民兵工作会议的
召开，不但开创了民兵工作新局面，也促
进民兵应急装备的新变化。就在这一
年，省军区为我们配备了冲锋舟、橡皮
艇、植桩机、发电机、升降式防爆探照灯、
摩托锯、装配式围井等机械化程度较高
的防汛器材。

近年来，随着民兵职能任务的拓展，
配备的应急装备也越来越多。去年，人

武部迁址新建，我们腾出9间房子，设置
了3个民兵应急装备库，除了防汛器材，
还有无人机、扩张器、液压钳、生命探测
仪、风力灭火机……这么说吧，天上飞
的、水中游的、地上跑的、地下藏的等各
种高、精、尖装备几乎应有尽有。

真是人巧不如家什妙！去年 8月
份，受台风“温比亚”影响，我区三堡街道
燕桥堤坝出现险情，人武部调集周边 9
个镇（街道）的水下侦察、水上救援、机械
装备等9支民兵分队300余人，第一时间
奔赴灾区展开救援，先后救助28名被困
群众，加固 50多米堤坝，有效控制了灾
情。这要是在以前，千八百人上去也不
一定能完成任务。

今年“五一”期间，人武部接受军分
区战备拉动，民兵应急排在30分钟内携
装集结，先进配套的应急装备也给我们
完成使命任务增添了底气。

如今，我看着不断更新换代的民兵
应急装备，就越发地感到对民兵的素质
要求也越来越高。以前，只要军政素质
过硬，有一副好身板就可胜任本职，现在
可真得有“两把刷子”，不但要有一技之
长，而且还要“一专多能”“多专多能”，否
则就跟不上时代发展步伐。

由农用工具到制式装备，科技含量从低到高——

民兵应急装备“鸟枪换炮”

国防论苑国防论苑

严管是我们党加强党员队伍建设
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保持严密组织
性和高度纯洁性的重要保证。需要高
度清醒的是，法治是管全局、管根本、
管长久的，是一切行为实践的科学遵
循和基本规范。严管只有把法治挺在
前面、贯穿全程、作为准绳，坚持严之
有法、严之有据，才能在正确的轨道上
稳步前行，生成让人心悦诚服的纪律
执行力。

在长期奋斗历程中，我们党从政
治、思想、作风、纪律等诸多方面，逐步
建立了比较系统完善的制度体系，为广
大党员干部提供了科学的行为规范。
这是对事业发展负责、对党员个体负责
的科学设计，也是不可触碰、不可逾越
的底线。无论普通党员干部还是各级

“关键少数”，都必须在制度规范的框架
下行动，始终心怀敬畏、不越雷池。这
是由法治的本质特征和固有属性所决
定的。就此而言，从严必须依法，依法
方能从严。这也是我们强调依法治军、
从严治军，坚持把依法摆在从严面前的
一个重要原因。

值得深思的是，现实中一些部门
对严管的理解不够准确，过于简单地、
片面地强调严，甚至为了一味彰显从
严的决心和态度，在法规之外任性加
码，自行其是抬高纪律底线，让人不知
所措、无所适从，不自觉产生了少干少
出错、不干不出错的消极心理，无形中
束缚了部分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干事
创业的手脚。究其原因，不仅有工作
指导思想上的偏差，还有法治意识的
不健全、不深切、不牢固，以致严管在
实际工作中变形走样，让人步履蹒跚、
举步维艰。

必须看到，严管绝不是所谓管理
力度的无限加码，其关键体现在对纪
律的坚决维护、严格执行上。因为党
的纪律要求从来都是清清楚楚、明明
白白的，既要不打折扣、不搞变通地
贯彻落实，又要一以贯之、持之以恒
地严抓到底，还要一个标准、一个尺度
地执着坚守，不能随着外部环境的变
化而时热时冷、时紧时松、时高时低，
更不能跟着感觉走，只想着抓紧抓严，
而忽略了纪律对保持事业发展活力的
积极作用，不讲实际生搬硬套、不循
法纪人为拔高，让严管成了广大党员
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紧箍咒”
和“绊脚石”。

把法治贯穿严管全过程的各环

节，真正实现严管的法治化，重中之
重必须强化和深植各级的法治意识，
尤其“关键少数”要争做维护法治、遵
守纪律、落实制度的“老实人”，始终
绷紧法治之弦，既要“从严”更要“守
法”，让一切工作都有法可依、有章可
循，引导和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在法纪
之内主动为、大胆为、争着为，在纪律
之外不想为、不敢为、不去为，从而真
正放松心情、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激
情如火、心无旁骛地干事创业，形成
建功新时代、争创新业绩的浓厚氛围
和生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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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高勇、张宁报道：近日，
著名战士作家高玉宝向塔山阻击战
纪念馆的捐赠仪式，在辽宁省军区大
连第八干休所举行，92岁的高玉宝
把自己积攒的10万元稿费捐赠给塔
山阻击战纪念馆，向当年牺牲的英烈
致敬。

高玉宝从一名不识字的青年成
长为著名战士作家，他创作的《半夜
鸡叫》《我要读书》等多部作品，教育
影响了几代人。他 1947年入伍 ，
1948年跟随部队参加了塔山阻击
战。在与敌人 6天 6夜的激战中，他
和战友坚守阵地、宁死不退，取得了
最后的胜利。

退休后，高玉宝更加怀念牺牲的
战友，曾10多次去塔山缅怀致敬，但
今年由于身体原因，没能实现再去塔
山的愿望。前不久，他主动给塔山阻
击战纪念馆写信，要把自己的积蓄捐
赠给纪念馆。

高玉宝的信在社会上引起广

泛反响，葫芦岛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和塔山阻击战纪念馆工作人员，社
会各界群众以及北京、沈阳、抚顺、
本溪等地 30多位塔山阻击战参战
老战士的后代，也纷纷自发赶了过
来……

活动现场，高玉宝深情回顾了他
当年与战友在塔山浴血奋战的情景，
感染着在场的每个人，特别是他向大
家展示那份“无字”入党申请书时，更
令大家为之动容：1948年初，不会写
字的高玉宝怀着对党组织的无限向
往，画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并一直将
其珍藏在身边。

塔山阻击战纪念馆馆长李红升
说，一份捐赠，一份入党申请书，让我
们看到了一名老战士的初心，我们一
定要让这种精神代代相传。

上图上图：：高玉宝把高玉宝把 1010万元稿费捐万元稿费捐
赠给塔山阻击战纪念馆赠给塔山阻击战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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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战士作家高玉宝

向塔山阻击战纪念馆捐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