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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强军同行与强军同行

本报讯 李彬、记者屈雷宇报道：
“这是一份看得见、摸得着的光荣。当
拿到这张卡片时，感觉曾经吃过的那

些苦全都消失了。”1月7日，吉林省通
化市，军嫂郑丹丹向记者展示刚刚拿
到的“现役军人配偶绿色通道卡”，言
语中满是自豪。

记者仔细端详卡片，正面标注了
军属的姓名、出生年月、家庭住址等7
项个人信息，背面印有卡片适用的优
惠范围。

2019年 11月，通化军分区协同
市双拥办组成联合工作组深入驻军
部队，邀请官兵及家属座谈，了解他
们的生活需求。座谈中，很多官兵
表示因军人职业的特殊性，很难照
顾家人，家中老小遇到大小事情，全
靠妻子一人跑前跑后，希望驻地有
关部门能提供一些便利，帮助解决
一些难题。

“军人军属关切的问题，就是我们
亟待解决的问题。”2019年12月初，在
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军地达
成一致意见，联合出台《通化市现役军
人配偶“绿色通道”制度》（以下简称
《制度》）。

“《制度》内容涉及近 20家机关、
企事业单位，因覆盖面广、涉及领域
多，我们原先预计协调、动员各单位
落实这些优待措施可能需要花费一
段时间。万万没想到，刚一表明来
意，大家都表示无条件支持，且都允
诺将不打折扣地把好政策落实好。
这让我们既惊讶又感动。”军分区政
委张庆华说。

卡片虽小，分量却是沉甸甸的。
凭借“绿色通道卡”，现役军人配偶便
可在客运站、火车站、飞机场享受优先
购票、检票、登车（机）服务；在各银行
营业网点享受优先办理储蓄和信贷、
减免相关费用等服务；在政务大厅、户
政大厅等缴费窗口优先办理业务；接
受免费法律援助，就业创业服务；到公
园、博物馆、科技馆等场所免费参观等
优待政策。

“优待服务这么多，我要把这张
卡和身份证放在一起，走到哪带到
哪。”刚一领到“绿色通道卡”，军嫂李
春红就把这个好消息拍照分享在微
信朋友圈，并附上了一句话：“我是军
嫂，我骄傲。”

首批试点的50张“通化市现役军
人配偶绿色通道卡”从 2020年 1月 1
日起正式启用，后续的发放工作正在
推进当中。记者获悉，目前通化军分
区正联合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面向全市
征集现役军人家属信息，待各项信息
完善后，多批次“绿色通道卡”将陆续
发放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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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魏新光、侯果成报道：近
日，火箭军某预备役装备维修大队执行导
弹发射专用保障装备“巡检、巡修、巡讲”
任务的专家型预备役官兵刚刚顺利归建。

大队采取“定点集结、按装编组、分
批机动、巡回检修”的方式，在全国范围
内动员 20余名专家型预备役官兵，编
成两个组奔赴火箭军多个导弹旅团，历
时 30余天，辗转 20余个省市，累计行程
10万余公里，执行装备“巡检、巡修、巡
讲”任务，检修装备千余台，故障排除百
余个。

活动开展过程中，该大队预备役官
兵充分发挥自身专业特长，检测鉴定装
备状态、换件修复损伤硬件、升级更新故
障软件，坚持做到解决问题不推诿、排除
故障不过夜。同时，他们以部队配发的
装备为平台，对常见故障成因、排除故障
方法和易损部件维护进行现场教学，就
装备操作使用和日常维护保养与现役官

兵进行探讨交流，通过面对面指导、手把
手帮带，培训部队专业技术骨干 600余
人次。

据悉，该大队常年担负战略导弹发射
装备的维修保障任务，编组的预备役官兵
分布在全国20多个省（市）近百家装备生
产厂家，涉及近百个专业，其中不少是某
一装备研制领域的学科带头人。

近年来，该大队以提升专用装备维
修保障能力为核心，坚持从实战实训出
发，连续5年常态化开展“三巡”活动，采
取“开放式”巡检深查问题、“互动式”巡
修强化技能、“点菜式”巡讲释疑解惑的
办法，将平时预备役力量与战时装备保
障需求贯穿到基层、对接到末端；契合现
役部队战备等级转换，规范预备役力量
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程序，实际检验预
备役官兵现场维修、技术咨询和技术把
关水平，提高实战化条件下装备技术保
障能力。

解决问题不推诿 排除故障不过夜
火箭军某预备役大队连续5年开展“三巡”活动

1月 10日上午，安徽省濉溪县人武部与县委组织部联合举行专武干部任免命令宣布大会，提升专武干部光荣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图为大家传看命令状。
陈龙万摄

1月中旬，广西军区警备纠察队组织新兵进行岗前培训，培训通过模拟执勤现场、以老带新的方式进行。 申耕钰摄

春节前夕，帕米尔高原，鹅毛大雪
不期而至。

驻守在海拔 4300米的新疆喀什军
分区红其拉甫边防连的官兵，正在紧张
地排练连队春晚的节目。没多会儿，一
辆拉载满满当当物资的大货车停在了
连队门口。

“年货到了，大家都出来帮忙！”排长
曹兆建这一嗓子让连队瞬间热闹起来。
大家你一箱我一袋，扛着、抱着，进出地
下储藏室。那一刻，连队官兵好似提前
体验了过年的快乐。可一望到窗外飘着
的鹅毛大雪，曹兆建的心情转晴为阴。

“这么大的雪，路上积雪厚，去往前
哨班的路又高又远，大车上不去，怎么
把年货及时送达前哨？”曹兆建很苦
恼。昨天，前哨班的战士刚给连队打电
话报告，蔬菜告罄了，食用油也所剩不
多，盼望连队尽快送补给。

盼啊盼，盼来了物资，却不料把大
雪也给“盼”来了。连队距离前哨班 18
公里，落差达 400多米，全程盘山路，转
弯处坡度大，被称为“生死九道弯”，行
车危险极高。可如果不把年货送到前
哨班，战友们就有可能饿肚子。一想到
这些，曹兆建心急如焚。

“战友们，我给你们送新年礼物来
啦。”正愁着，护边员拉齐尼骑着牦牛载
着香喷喷的馕饼来了。拉齐尼一家三
代为连队义务当向导，和战士们相处得

像一家人一样。
“咱们牵着牦牛把年货送上去吧。”

得知曹兆建的难处，拉齐尼主动提出
“征用”自家的 3头牦牛。起初，曹兆建
考虑到安全问题并没有答应。

“别犹豫了，咱们必须得去，前哨班
的官兵还等着咱们送去补给开伙做饭
呢。”在拉齐尼的催促声中，大家伙儿将
物资整齐码放在牦牛背上。很快，曹兆
建、拉齐尼和司务长刘宗鑫3人出发了。

飞雪漫天，在这条路上行走过无数
次的拉齐尼此时也难分清哪条是路，哪
边是崖，3人只能紧紧抓住缰绳紧贴着
山体内侧摸索前行，一边牢牢扶着物资
以防掉落。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3人
的嘴唇冻得发紫，双脚也快失去了知
觉，可他们还在坚持着。

经过 4个多小时的跋涉，待翻越了
“九道弯”的最后一个弯，曹兆建隐约看
到前哨班红色的营房屋顶，“快到了！”3
人紧赶慢赶，终于在晚饭前将物资送达
前哨班官兵的手中。

看着面前这几箱还带着余温的补
给，前哨班班长韦博眼圈红了，连道：“谢
谢你们。”曹兆建摇了摇头：“多亏了拉齐
尼，你们应该感谢他！”听到曹兆建在表
扬自己，拉齐尼反倒有些不好意思，只说
了 4个字：“我很荣幸。”寒暄很短，不一
会儿3人牵着牦牛，与前哨班战友告别。

“敬礼！”前哨班官兵列成一排，用
最标准的军礼目送他们消失在风雪
中。“礼毕！”官兵齐喊道：“请祖国放心，
请亲人放心，请连队放心，我们定会守
好祖国的每一寸土地！”

新疆喀什军分区红其拉甫边防连驻地突降大雪，送往前哨班的车辆受阻，护边员
拉齐尼?巴依卡紧急驰援—

风雪天路，牵着牦牛送年货
■刘小龙 李小龙 本报特约通讯员 胡 铮

前不久，某部召开演练总结大
会，会上，一位上级领导点评演练中的
亮点如数家珍、具体到位，让基层官兵
深受鼓舞，倍感振奋。

表扬，作为一种教育手段，是对官
兵成绩和优点的认可与肯定，也是成
长进步的“催化剂”。从某种意义上
说，好兵是带出来的，也是夸出来的。
在战火硝烟的年代，“某连打得好”这
么一声表扬，就能让整支连队嗷嗷叫，
迸发出难以置信的战斗力。

“打铁看火候”，表扬也是如此。
话当其时，事半功倍；话过其时，事倍
功半。一句赞扬的话，一个鼓励的眼

神，都可以迅速消弭战士的紧张恐惧
情绪。

不少官兵坦言，完成急难险重任
务时、个人取得进步时、面对困难挫折
时，最想听到上级一句表扬鼓劲的
话。在基层连队，一个闪光点出现的
时候，带兵人要“趁热打铁”，恰逢其时
的表扬会成为官兵的强大动力，激励
他们甩开膀子拼命干。

“得人之道，在于识人。”世界上并
不缺少美，而是缺少一双发现美的眼
睛。身为一线带兵人，要沉下心来、深
入兵中，用欣赏的眼光看待基层官兵，
善于发现他们的每一点进步，在身入
心入中真实掌握工作动态，在理解关
爱中知道哪件事做得好，什么地方值
得赞扬，从而在表扬时言之有物、言之
有美，真正触动基层官兵的内心，产生

正向激励作用，推动他们向着期待的
方向和目标努力，让官兵切实感到“我
的努力你看得见”。

需要注意的是，鼓励和表扬都需
要及时，否则，等到“水都过了十亩
地”，“黄花菜都凉了”，效果自然大打
折扣。久而久之，则会大大挫伤官兵
的工作积极性和训练热情。

同时，我们也要辩证地看待官兵
的成绩和问题，做到一碗水“端得平”、
一把尺“量长短”，不搞亲疏远近、厚此
薄彼。对工作表现突出的官兵，要提
出更高要求，激励其再创佳绩；对处于
后进状态的官兵，及时给予鞭策和鼓
励，帮助其建立自信，营造“先进更先
进，后进赶先进”的良好练兵氛围，使
官兵个个生龙活虎、军营处处充满生
机活力。

用欣赏的眼光看待基层官兵
■徐钰喆

我在现场我在现场

本报讯 李国强、记者杨银满报
道：“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咱们今天就在
这里现场解决，决不让难题‘过年’！”深
冬时节，黑龙江省鸡西市突降大雪，鸡
西军分区党委会议室里却是暖意融
融。鸡西市委书记、军分区党委第一书
记张常荣坐镇现场会，逐一拍板解决军
分区反映较为强烈的难题。

“备战打仗不能欠账，爱军兴武不
能空谈。这次军分区摆出的难题、提出
的具体需求，各单位、各部门务必尽快

全部解决。”会上，张常荣组织各县（市、
区）主要领导围绕难题进行“会诊”，现
场拟定解决对策，并明确具体责任人。

“受场地和经费限制，我市级民兵
训练基地建设停滞不前，严重制约民兵
应急分队训练质效。”大会刚一开始，军
分区司令员和韶红就将目前亟待解决
的难题和盘托出：民兵训练无基地、应
急物资不齐全、专武干部兼职多……

“鸡东县鸡林乡原朝鲜族学校条件
较为合适，我们可以把它改建为民兵训

练基地，将其建成集应急指挥、学习培
训、军事考核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
训练平台。”会上，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尚德龙率先表态，将把民兵训练基地
当作“样板工程”来建，确保民兵训练实
现训练基地化、设施配套化、操控模拟
化、演练实战化要求。

“关乎战斗力建设的难题，地方党
委政府必须集中人力、财力、精力合力
攻关及时解决。”对照军分区列举的6个
难题，张常荣带领地方相关部门领导逐

条认领并责令抓好落实：拿出专项资金
投入基层武装部规范化建设，确保实现
全部达标；调整民兵参加军事训练的误
工补贴、伙食补贴和公杂费标准，激发
民兵训练热情；减少专武干部兼职数
量，凝聚心力抓武装；配齐基层武装部
部长，推动武装建设与经济建设并驾齐
驱……

“不到一个上午时间就解决了制约
我们武装建设发展的 6个难题，真是太
给力了！”会议结束，司令员和韶红手里
的笔记本足足写了10多页，每一页都让
他兴奋不已，“回去我还要和地方相关
单位详细对接解决方案，争取尽早把这
些问题都解决了，让大家伙儿一门心思
扑在练兵备战上。”

记者了解到，为确保现场会取得扎
实效果，会议结束后，张常荣立即给各
县（市、区）的主要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
负责人逐一打了电话，确保人人定责
任、事事有回应、件件抓落实。

黑龙江省鸡西市

一次现场会解决6项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