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放军报社主办 第4226期
ZHONGGUO GUOFANGBAO

关注国家安全 助推国防建设

2020年9月

9日
星 期 三

庚子年七月廿二
代号1-188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ＣＮ 81-0002/(J)

网址：http://www.81.cn

中国国防报微信公众号

征 兵 工 作 进 行 时征 兵 工 作 进 行 时 国防时评国防时评

9月1日上午，福建省泉州市高铁站
内，泉州军地欢迎退役士兵光荣返乡仪
式正在进行。记者发现，接站的人群中，
有一群身穿迷彩的青年，正热络地和刚
下车的退役士兵聊天。泉州军分区工作
人员介绍，他们是鲤城区通过体检和政
治考核、即将奔赴军营的10名预定新兵。

为何让预定新兵去车站接退伍老
兵？鲤城区人武部领导介绍，他们在组
织役前教育训练时发现，部分预定新兵
面对高强度训练，出现了怕苦怕累的思
想，个别甚至动摇了参军意愿；还有的
预定新兵对参军后的发展充满疑虑。

“必须真正走进兵心，为他们答疑
解惑，才能坚定青年的应征决心。”该人
武部政委谢祥宁在定兵会上说道。为
此，他们利用军地欢迎退役士兵光荣返
乡这一契机，专门组织退伍老兵和预定
新兵结成帮扶对子，进行面对面交流。

每一名老兵，身上都有一个热血的
参军故事。刚刚退役的鲤城籍老兵龚

炜盛，在全军闻名的“王杰部队”服役，
前不久，他积极向党支部递交请战报
告，随队奋战在江西九江抗洪抢险一
线。预定新兵何天福是一名大一学生，
从小就对军营充满向往、对军人满怀崇
敬，他说自己没想到有一天能面对面听
老兵讲自己的故事，“尽管老班长们都
已经退役了，但个个都是身姿挺拔，听
了他们的故事，让人备受鼓舞，更加向
往军营里的热血生活。”

当兵干什么？扛枪为了谁？随着
和老兵交流的加深，准新兵逐渐拉直心
中的问号。泉州军分区领导说：“当兵
不仅仅是实现人生理想或是追求某些
福利待遇，更应坚定保卫祖国、服务人
民的初心。让准新兵接退伍老兵返乡，
就是为了给新老兵搭建一个交流分享
的平台，让老兵为新兵上入营前的最后
一堂课，系好入伍前的第一粒扣子。”

右图：退伍老兵帮助预定新兵纠正
队列动作。 史涵宇摄

接站退伍老兵，准新兵接力报国参军
■史涵宇 本报记者 徐文涛

“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
血肉之躯筑长城、以前仆后继赴国难，
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9
月3日下午，习主席在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
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令人振聋发聩。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
凌。”中华民族素有尚武报国的优良传
统，尚武报国的情怀一直在中华儿女
的血脉中传承。有汉一代，重视武备，
开疆拓土，留下“明犯强汉者，虽远必
诛”的千古绝唱。直面一次次外族入
侵，无数中华儿女挺身而出，抵御外
侮。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刺刀，中国
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视死如归，
奏响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在抗日
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形成了伟大的抗战
精神，成为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
财富。

70多年前的战争离我们并不遥
远，岁月的年轮沉淀了斑驳的痕迹，历
史的记忆留下了悲壮的回声。我们纪
念抗战胜利，并不是欢庆曾经的战果，
而是为了让更多的群众了解那段屈辱
历史，因为只有铭记历史，才能懂得今
天的和平来之不易，才会更加珍惜今天
的幸福生活。

我们看到，长期的和平环境让少
数民众将居安思危的古训抛之脑后，
淡忘抗战历史，淡化国防意识。历史
的硝烟已然散去，但历史的教训值得
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高度警醒：一个胆
小软弱的民族，只会受尽欺凌，直至亡
国灭种；一个阳刚血性的民族，才能雄
踞世界民族之林。

古代罗马作家韦格修斯有句名言：
“如果你想要和平，那么就准备打仗
吧！”只有做好时刻打仗的准备，才能争
取到真正的和平。这就要求我们必须
建设强大的国防。没有强大的国防屏
障，再强的经济也是一堆瓦砾，再多的
财富也是任人宰割的羔羊。

隆重纪念抗战胜利，既是为了铭
记历史、祭奠先烈，也是为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积淀进取精神，为中国人民
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激励昂扬斗志。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更
需要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浩然正气，
需要血性阳刚、不屈不挠的坚定意志，
更需要整个民族奋发进取、自强不息
的精神面貌。

走进新时代，阔步新征程，我们一
定要加大全民国防教育，培塑青年的家
国情怀，激荡爱国尚武的英雄气，弘扬
自强不息的民族魂，让历史的悲剧不再
重演。当全体国民爱国尚武、居安思危
的国防观念坚如磐石时，我们就夯实了
人民心系国防、爱国崇军的社会根基，
我们的国防事业也就有了更加坚实的
后盾。

中国军人的血性，是中华民族尚
武精神的集中体现。在家国沦陷、民
族危亡的生死关头，千百万爱国将士
担当起保家卫国的历史重任，以血肉

之躯英勇抗敌，血洒疆场。当年一位
军人在上前线前给父母的家书中写
道：“值此国家兴亡之秋，匹夫尚且有
责，我为军人，怎能临阵退缩？我誓死
抗日到底，此意已决！”字字句句表明
革命军人敢于担当决不退缩的必胜信
念。承平已久的今天，我们当问一问：
如果有一天战争来临，我们还有前辈
们那种血战到底的责任担当吗？每一
名将士都要充分认识到捍卫国家主
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紧迫性，苦练杀
敌本领，练出精兵劲旅，有信心有决心
有能力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
代使命任务，展示新时代革命军人的
血性胆气和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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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红灿灿的条幅，预定新兵陶武
智觉着这是自己离荣誉最近的一次。

几米之外，湖南省安化县江南镇赤
柱社区“二等功臣”王超正在讲述自己
的军旅故事。在军营表现优异的他，不
仅是街坊四邻交口称赞的“别人家的孩
子”，更是此行参与送立功喜报的11名
预定新兵的“绝对偶像”。

9月 3日上午，在阵阵锣鼓声和乡
亲们的簇拥欢呼中，安化县人武部、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来到现
役军人王超家中，为其送上喜报、二等
功奖章和证书等。该县人武部领导介
绍，让预定新兵加入送喜报队伍，能够
使他们接受荣誉洗礼，从榜样身上汲
取力量，从而激励他们早日建功军
营，为强军兴军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分
力量。

“超哥，给我们讲讲你的故事吧。”
面对这些朝气蓬勃的新战友，王超仿佛
看到当年自己青涩的身影。王超是东

部战区某部主任兼高级工程师，从事某
新型领域研究 10多年，被东部战区荣
记二等功一次。他以自身多年军旅生
涯所思、所悟、所感，给这群预定新兵上
了一堂入伍教育课。陶武智深受触动：

“榜样就在身边。如果能顺利参军，我
要像他一样，在本职岗位上苦练本领，
为家乡人民争光，为实现强军目标贡献
自己的力量！”

同样受鼓舞的还有龚双龙、龚双彪
兄弟。由于父母外出务工，兄弟俩从小
在外公家长大。外公是一名退伍军人，
对他俩要求严格，在外公的熏陶下，参
军入伍的种子在他们心里悄然扎根。
兄弟俩没想到，还没正式成为普通一
兵，就有机会见到立功喜报，面对面和
立功官兵交流，十分欣喜。龚双龙说：

“我和弟弟约定好了，到了部队好好表
现，看谁能把立功喜报先邮回家。”

右图：预定新兵为二等功臣王超送
立功喜报。 谭龙辉摄

为功臣送喜报，入营前接受荣誉洗礼
■蒋 斌 梁 鹏 本报特约通讯员 陈建中

本报讯 刘梦钊报道：菜品烹制由
大灶大锅改为单灶小锅，主食制作由单
一量大改为多品种小计量，餐具也由过
去的大盘大碗换成了小格拼盘……8
月 31日，山东省军区青岛第八干休所
食堂前来就餐的老干部和家属看到食
堂的变化，颇感欣慰。

该干休所老干部平均年龄 93岁，
大部分老干部及家属行动不便，干休所
党委一直尽心解决老干部就餐难题。
食堂工作人员小王曾经把帮老干部“多
盛一勺”“盘满堆尖”当作关爱敬重，这
样的“好心”往往导致他们第二顿吃“剩
菜”，有时还会造成浪费。所领导发现
这个问题后，及时到老干部老阿姨家中
了解他们的现实需求，并召开专题会议
研究，在全所倡导“光盘行动”，推行“半
份半价”，既让大家在同等价位下品尝
更多的菜式，也杜绝了“舌尖上的浪
费”。“一份菜太多会浪费，半份菜小碗
饭刚刚好。”“半份半价”售卖及送餐上
门服务一经推出，老干部们赞不绝口。

为让厉行节约的习惯深入人心，他
们还邀请住所老首长结合当年的战斗
经历，为工作人员讲勤俭节约传统课，
号召大家继承和发扬革命前辈的优良
传统作风，并在生活服务中心等场所设
置醒目的节约粮食、按需就餐的提示
牌、标语等，营造倡导节约的文化氛
围。全军先进老干部何昌运欣然书写
了“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
恒念物力维艰”书法作品。

杜绝浪费从节省一粒米开始，从人
人做起。他们请老干部和家属担任监
督员，一起参与厉行节约行动；采用量
化指标严把食材采购、制作关口，从源
头上杜绝浪费，采取精细化保障因需确
定菜谱以及菜量，细心统计分析每餐的
食材总量、食用量和厨余量，实行个性
化保障……看到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
干休所蔚然成风，老干部李吉周欣慰地
说：“这些人性化服务既实现节约，又体
现温情，剩饭剩菜现象越来越少,食堂
变化喜人。”

山东省军区青岛第八干休所推出制止餐饮浪费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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