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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高统垒
南部战区陆军边防某旅四级军

士长，2004年12月入伍，荣立三等功
1次，现任班长职务。

整理人：陈 剑 王继文 戴 源

那天，连队组织70年辉煌成就大
讨论，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得不亦乐
乎。对他们列举的成就，我也是感同
身受。作为一名在边防服役了15年
的老兵，我主要围绕连队建设、特别是
学习园地的变化发了言，没想到，引起
了大家的共鸣。

说起来，我们连队的学习园地已
经有些历史了。上世纪80年代，边境
硝烟未尽，连队官兵常年扎根哀牢山
茫茫原始丛林。深山里的文化生活
一直单调，官兵就地取材搭建茅草棚
子，自制笛子、二胡等乐器进行娱乐，
垒起弹药箱当书桌读书学习，并将其
取名为“草棚俱乐部”。

一天夜晚，风雨大作，草棚发出
剧烈声响，屋顶的茅草被大风吹翻，
裸露的房梁也摇摇欲坠。情急之下，
正在站哨的我叫来两位战友，合力用
背包绳对其进行简单固定。谁知，突
然又一阵大风吹来，四周竹墙吱吱作
响，连队官兵立即带上手电筒到附近
树林里砍木棍回来加固，经过3个多
小时的连续奋战，草棚终于扛过这场
风雨。

时光荏苒，俱乐部在 2008年前
后迎来一次大的翻修，连队将原来的
竹编墙换成青砖墙，屋顶换石棉瓦，
地面铺上了水泥。可是好景不长，由
于前哨阵地常年雨水不断、雾大潮
湿，半年后，木质房梁开始腐烂，墙面
石灰不断剥脱，屋顶的石棉瓦也出现
了裂缝。

2010年，上级党委下拨专项经
费对其进行彻底翻修，将屋顶换成
彩钢瓦，室内贴上地板砖，外墙贴
上 瓷 砖 ，木 门 换 成 了 防 盗 门 。 同
时 ，建 起 拥 有 近 千 册 图 书 的 图 书
室，购置了萨克斯、吉他、手风琴等
10余种文娱器材。

去年，旅党委为我们购买了 20

余 台 电 脑 ，在 俱 乐 部 办 起 了 培 训
班。精通网络的年轻士官、新入伍
战士成为“客座讲师”，从简单的网
购、微信支付、网络订票，再到共享
单车、电子金融理财、滴滴网约车，
大家越学越起劲。此外，不少官兵
借助草棚俱乐部清净舒适的环境
刻苦学习文化知识，10年间先后有
8名战士成功考上军校。

往事成追忆，未来犹可期。15
年间，我在边防部队还亲身经历了从
巡逻靠双腿到用上巡逻车，从喝黄泥
汤到喝纯净水，从照明靠煤油灯到拉
上长明电等巨大转变，我坚信在不久
的将来还有更多惊喜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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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院落幽静雅致，如镜池塘波光
潋滟，绿色层林硕果耀金……这是四川
内江市威远县山王镇象鼻村的真实写
照。象鼻村是该县人武部定点扶贫联
系村，9月 6日，县人武部组织官兵、职
工再一次来到这里参观见学，“传承红
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课堂
就设在了这里。

走进村口，一条条柏油路在庭院间
铺展开来，一栋栋精致的川西小楼在绿
荫中露出白墙，青山绿水之间，炊烟袅
袅，构成一幅美丽的风景图。“象鼻村全
村网络实现了全覆盖，村级文化室、图
书室、体育活动室及农家店小超市、合
作医疗站等一应俱全……”随行的村支
书金建国介绍，官兵和职工一路走来，
越看越有兴致。随后，金建国激动地
说：“如果没有精准扶贫，就没有我们象
鼻村的今天！”

象鼻村地处威远县正北方，是一个
距离县城 14公里的典型贫困小山村。

“参与脱贫攻坚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
任！”在人武部党委会上，部长袁开武掷
地有声。2015年，他们立下军令状，决
心帮助村里走出困境。说干就干，他们
对全村 26户贫困户危房进行改造，异
地扶贫搬迁贫困户 10户，让他们告别

土坯房，搬进了二层小楼；为解决人畜
和生产用水问题，人武部又投入资金整
治山坪塘 12口，新建蓄水池 5口；为丰
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人武部帮助村里
建起了 100平方米的乡村文化大舞台
和60平方米文化墙。

两层青砖红瓦小楼，花园式庭院，
太阳能热水器、彩电、冰箱……来到 47
岁的村民夏年方家，大家惊叹不已。夏
年方正忙着清洗才从地里摘回的新鲜
蔬菜，准备晚饭。见到记者，他如数家
珍：村里的数百亩脆皮李、核桃是人武
部帮助引进的，万只跑山鸡养殖场、小
香猪养殖场是人武部帮助修建的，通村
道路是与地方部门一起修建的……

小山村大有看头，美景背后是祖国
发展带来的巨大成就。“真没想到土坯
房变成了一栋栋小洋楼，没想到家家户
户通了水泥路，更没有想到村里有了健
身房。”人武部干事李明一连说了几个
没想到。围绕新农村变化，赞颂伟大时
代，大家越说越带劲。人武部副部长张
洪伟接过话茬：“这好那好，都是党和国
家的方针政策好；这变那变，关键是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变。作为
军人，我们更要为强国梦强军梦贡献自
己的力量。”

帮扶乡村一堂课
■冉 丽 覃 操 本报记者 孙绍建

本报讯 丁荣桢、周游报道：近日，
一场别开生面的国防教育荣誉教员聘
任仪式在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民兵训
练基地隆重举行。转业战士孙军从该
区人武部部长陈庆国手中接过证书激
动地说：“于我而言，这不仅是个头衔，
更是一种激励。感谢人武部搭建了展

示自己的平台，我定当加倍努力，不辱
使命。”

为高标准完成民兵、预定新兵役前
训练、中学生军训等教育训练任务，该
人武部党委研究确立了培养建设一支
专业教练员队伍的工作思路。从年初
开始，他们便积极协调临淄区退役军人

事务局、人社局，通过审查档案、政策宣
讲和个人自荐等方式，从大批待转业安
置士官和优秀退役士兵中初步选拔出
66名候选人。经过为期1个多月的封闭
式教育培训，进行严格的军事考核和政
治审查，最终遴选出 36名骨干，与他们
签订聘任协议。

一个教练员就是一个火种，一个军
旅故事就是一份启迪。预定新兵役前
训练期间，担任教官的原火箭军战士王
兴华，利用训练间隙给预定新兵讲解火
箭军发展史；海军战士刘明明则介绍了
海军武器装备知识……听着教员们声
情并茂的讲述，预定新兵、本科毕业生
李猛说：“国家的壮大、民族的复兴，都
离不开国防和军队强有力的支撑。好
男儿就是要当兵，到了部队我一定好好
干，为家乡父老争光，为临淄添彩。”

据了解，该人武部下一步将加强与
部队和军队退役安置部门的联络沟通，
完善各项措施，广开用人路子，确保这
项工作逐步走向制度化、正规化、常态
化的轨道。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武部

36名退役军人担任国防教育教员

本报讯 熊巍、唐俊报道：9月 10
日上午，湖南省邵阳籍新兵谭李一凡专
程来到爷爷墓前话别，告诉爷爷他将离
开家乡奔赴军营。今年高考 617分的
他，遗憾未能进入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就
读，被厦门大学录取后，他没有急着踏
入校门，而是选择参军入伍，圆了自己
和爷爷的心愿。

谭李一凡的爷爷刘一志是位战斗
英雄，曾随部队抗美援朝，在枪林弹雨
中 6次立下三等功，荣获朝鲜政府颁发
的荣誉勋章 2枚。直到逝世前，刘一志
还经常跟家人分享战斗经历。送孙去
从军，是老人生前常挂嘴边的心愿。

报名参军，是圆爷爷的梦，也是圆
自己的梦。跟大多数孩子一样，童年的
谭李一凡从小就崇拜解放军，听到爷爷
讲述军中故事，参军的想法在他的心中
早已深深扎根。

男儿自当投部队，练就本领报祖
国。高考填报志愿，谭李一凡把国防科
学技术大学作为自己的第一志愿。接
到厦门大学入学通知书之后，他就决定
先去军营这所大学加钢淬火。在绥宁

县人武部组织的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上，
谭李一凡袒露心声，“求学的机会很多，
但参军报国的机会不多，家国边关就是
我的优选项！”

“儿子能有一颗为报效国家的想
法，我们感到很开心，也很骄傲,这也圆
了他爷爷的梦想。”得知儿子放弃高校，
选择了入伍，父母都很支持，这也更加
坚定了谭李一凡参军的决心。

征兵结果出来那天，谭李一凡跑到
小时候经常去的抗战旧址。这里，是爷
爷以前带他来到的地方，也是他立下从
军志向的地方。他常听爷爷说，县城内
的武阳镇马鞍山、寨市乡高功山、关峡
乡梅口村都曾是抗日战场，当时全县共
有 14000余名热血儿郎赴各地抗日战
场。望着长长的战壕、布满弹眼的炮
楼，想到即将带着爷爷的嘱托奔赴军
营，他满眼泪花。

如今，谭李一凡即将开始一段新的
征途，去接受全新的考验。“我想当个好
兵，像爷爷那样的优秀士兵。”谭李一凡
有着自己的规划，他对未来充满自信和
希望。

几十年前，他的爷爷在抗美援朝战场浴血奋战；几十年后，被厦门大学录
取的他，毅然选择应征入伍——

祖辈嘱托伴我踏上从军路

近日，新疆军区某团在驻训地隆重举办“情定终生 相伴军营好时光”集
体婚礼，14对新人在国旗及军旗的见证下结束爱情长跑，步入婚姻殿堂。

王祥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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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读到一则新闻报道，报道
称，空军航空兵某部一名入伍 18年的
老兵徒手画标线，“标线就跟字喷器喷
出来的一样”。而这种“标准比规程规
定的更严苛”的严谨作风，源自新兵下
连时老兵的言传身教，也让他成为了后
来一茬又一茬新兵心中“一直在努力追
赶的人”。

传帮带是我军的一个行之有效的
工作办法。官兵之间，传帮带的内容不
一而足，为啥他们偏偏都对“干工作较
真”这一条印象深刻？笔者以为，因为
他们都自觉认识到：谋打赢不能当“差
不多先生”。

古往今来，谁重视细节、追求极致，
谁就能在战场上占得先机，反之，则可
能吞下失败的苦果。孟良崮战役中，在
击毙国民党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

以后，大多数官兵都以为“仗已经打完
了”，而指挥员粟裕则将各部队上报的
歼敌数量与敌七十四师实编数量反复
核对，发现相差7000人左右，仍然要求

“各部队继续搜查孟良崮，不可放松警
惕”，果然于某隐蔽山沟里发现了这批
敌人，及时全歼之。与之相对应的是，
中原大战时，冯玉祥和阎锡山战前商定
在河南北部沁阳会师，但冯玉祥的作战
参谋在拟订命令时，误把“沁阳”写成河
南南部的“泌阳”，两地相距数百公里，
结果贻误战机，导致冯阎联军失败。

战争是一场充斥着血与火、生与死
的零和博弈，一个个战斗细节的累计，
特别是关键细节的把握，会促使胜利的

天平不可逆地倒向一边。细节决定成
败，积累于平时，反映了一支部队日常
养成、战斗准备、求胜意志、打赢本领等
方方面面的情况，平时不下功夫严抓细
抠、较真碰硬，战时就会漏洞百出、千疮
百孔甚至不战自溃。

“夫国之大务，莫先于戒备。若夫
失之毫厘，则差若千里，覆军杀将，势不
逾息，可不惧哉！”关注细节、敬畏细节、
抓好细节，第一要务在于培养严实作风，
即转变粗放式、“大呼隆”“想当然”的思
维定式、工作模式，使定性的要求定量
化、模糊的要求具体化、零散的要求系统
化，切实把作战准备工作抓深抓细。

硬性的规章制度不可能面面俱到，

工作要干到什么标准、取得怎样的效
果，关键在于落实的人心中是否有一根
准绳基线。何祥美曾在一次执行任务
的过程中，要求重新校枪，但根据有关
规定，上级起先拒绝了他的请求。何祥
美据理力争，认为在不同地域射击时，
狙击步枪受温度、磁场等环境因素影响
较大，容易产生误差。后经上级批准，
校枪结果显示，多支狙击步枪弹着点偏
低，最大偏差竟达 10厘米。正是得益
于长期对自我的高标准、严要求，何祥
美才从普通一兵成长为闻名全军的“三
栖精兵”。

追求极致就是追求打赢。“书痴者
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练本领、谋打
赢，只有用“精钻、精深、精通”的标准要
求自己，将其落实到每一个环节、每一
个要素，贯穿于每一个动作，才能在突
破身心极限中，练就一招制敌的过硬本
领，培塑出不畏难、不怕苦、不惧压的血
性斗志，打造一副压不扁、折不弯、击不
垮的硬骨头，持续积累攻必克、守必坚
的胜战底气。

谋打赢不能当“差不多先生”
■杨思聪

图①：爷爷刘一志(右)从军时和战友的老
照片。

图②：谭李一凡来到爷爷墓前，为爷爷献花。
图③：爷爷刘一志的军功章。
图④：临走前，谭李一凡和妈妈在整理爷爷

的军功章。
黄始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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