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位领导同志在谈及如何抓好
安全工作时，用了两个“不”来概括：
不急不躁。他说，任何一项工作都有
章可循、有据可依，只要按照事物发
展规律稳妥审慎处置，就一定能够安
全顺利地实现既定目标。

不急不躁，其实就是遵循客观事
物内在发展规律，少些盲目冒进，多
些依序推进。习主席视察重庆时强
调：“安全稳定工作连着千家万户，宁
可百日紧，不可一日松。”无论是单位
还是个人，随时随地都会面临安全问
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时刻把安全工
作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昼警夕惕、念
兹在兹。

两个“不”看似简单，实则不然。
它蕴藏着从政者的政绩观，干事者的
发展观，反映了领导干部的道德品质
和能力素质。一个领导干部做到了
这两个“不”，单位建设就能持续发
展、健康发展。

然而，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有
些领导干部往往解不开名缰利锁的
羁绊，为了追求政绩，急功近利、不顾
实情，给单位安全带来极大隐患；有
的指导思想不够端正，立功心切，抓
工作、搞建设违反操作流程，背离发
展规律，导致单位一边出成绩、一边
出问题，工作冒了尖、安全漏了底；有
的计划统筹不够科学，抓工作、搞建
设分不清主次、掂不出轻重，一味平
均用力、齐头并进，致使出现顾此失
彼、丢三落四的现象；有的没有把安
全工作作为基础工程 、常态工作来
抓，存在着想起来抓一抓、忙起来丢
一边的现象，即便是大会讲、小会念，
也多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
缺乏持之以恒沉下去抓、站起来管的
韧劲狠劲，导致安全隐患越积越多、
安全风险越来越大。

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两个“不”是
领导干部为官任事应当遵循的基本
原则。不急不躁，能够清除从政者的
私心杂念，摆正干事者的前进方向。
从政者只有树牢正确的政绩观，把人
生价值搞清楚，把为官意义想明白，
才会经得住虚名的诱惑 、利益的考
验，做到不忘初心、坚守初心。干事
者只要一切出于公心，一切为了事
业，抓工作、搞建设就会注重质效、注
重方法、注重计划，任何事情都会托
底到位。

事实证明，做好安全工作，最有

效最管用的办法就是以公心对私心、
以稳慎对激进。如果事务掺杂了个
人因素，只会使事务功利化、复杂化、
虚无化。

《小窗幽记》中说：“士大夫损德
处，多由立名之心太急。多躁者，必
无沉潜之识。”领导干部如果权欲太
强、私心太重、热衷出名，抓工作、搞
建设必然会过激走偏，给单位安全发
展埋下隐患；如果天天想着讨巧，时
时想着算计，事事想得好，抓工作、搞
建设必然会虚头巴脑，最终就会动摇
单位发展根基，影响单位建设风气。

不急不躁，安全可靠。对领导干
部来说，抓安全工作如此，做人任事
也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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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延安市

开辟国防教育新阵地
本报讯 郭妍报道：9月 22日下

午，中兵南泥湾红培国防教育基地合作
项目签约仪式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

据悉，该项目是由中兵北方星河
实业有限公司联合陕西红培文化研究
院共同投资建设并整体运营的。基地
选址于南泥湾桃宝峪红色教育培训组
团，占地面积1000余亩。

抗日战争时期，南泥湾是陕甘宁
边区的南大门。1941年，八路军 120
师 359旅在这里一边练兵一边垦荒，
为前线将士送去粮食，轰轰烈烈的“大
生产运动”把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陕
北“好江南”，留下了丰富的红色资
源。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占海告诉笔
者，近年来，延安市积极挖掘红色文化
资源，不断开辟国防教育新阵地。该
基地建成之后，将以红色文化为主题，
以国防教育为主导，以军事体验为主
线，面向全国党政干部、学生群体以及
培训机构开展军事体验项目和国防教
育模块教学。

项目负责人介绍，下一步他们将会
进驻项目地，加强工作实施力度，提高工
作实效，以最快的速度、最有效的工作
方法推动项目快速、高标准向前发展。

第 7个烈士纪念日来临之
际，西藏昌都军分区组织官兵前
往烈士陵园，十八军军部、昌都地
区解放委员会办公楼等革命旧址
开展现地教学，缅怀革命先烈，接
受红色教育。图为官兵向革命烈
士纪念碑庄严敬礼。

何 勇摄

本报讯 刘波、刘慎报道：“多亏了你
们的帮助，妥善解决了我的家事，否则我
自己办理不知要办到什么时候。”9月26
日，北京空军某部干部郭某从北京打来
电话，向河南省封丘县人武部表达谢意。

郭某父亲几个月前在封丘县某省道
附近不幸遭遇车祸，被超速行驶的一辆轿
车撞成重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肇事司
机贾某不但不赔偿，还想方设法逃避法律
责任。封丘县人武部涉军维权办公室收
到郭某及其家人的求助后，第一时间与司

法部门联合走访调查，认定肇事司机贾某
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这是该人武部为军
人军属开通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始终把解
决官兵后顾之忧作为暖心工程来抓的一
个缩影。

家门连着营门，家属牵动军心。为
依法依规为军人军属排忧解难、做好后
方军属稳固工作，该县人武部对全县在
外服役军人的家庭情况进行调查摸底，
采取一人一卡一档的方式，为官兵家庭
建立法律援助档案，制定“挂账销号”监

督机制，从问题介入到善后工作，安排专
人跟踪回访。同时，他们还开设现役军
人家庭24小时服务热线电话，与县司法
部门联合成立“军人军属法律援助中
心”，想方设法为官兵办实事、解难题，当
好官兵家属的“娘家人”。

据统计，近几年来，该县人武部先后
多次帮助官兵家属解决各类维权问题
150余件，协调免费法律援助专家律师
16人次，为官兵家庭挽回资金 280余万
元，有效维护了军人军属的合法权益。

河南省封丘县人武部倾力做好军属保障工作

开通法律援助绿色通道

本报讯 贾丽萍、张先达报道：
9月下旬，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
组织大批量弹药收发保障演练，由
他们研发升级的武器收发辅助系统
成为演练场上的焦点。

笔者现场看到，两名保管员如同
科幻电影中的“钢铁侠”，每次搬运
40公斤重的物资箱，连续作业2个小
时后依然活力满满。该仓库保管员
告诉笔者，其中的奥秘就在于他们身
上的特殊装备——便携式单兵弹药
保障辅助系统，也称机械外骨骼。这
是一种基于人体工程学仿生设计的
可穿戴机械设备，能帮助官兵实现多
地形灵活作业。

“随着部队练兵备战工作的不
断深入，仓库担负的收发任务呈现
要求全时域、批量大等特点，对快
速保障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某仓
库领导回忆道，两年前的一次大批
量弹药收发演练，即便全体官兵争
分夺秒地搬运，发出时间仍比预先
规定时间晚了许多。随后，在复盘
检讨会上，该仓库党委一班人达成
共识，通过科技创新提升实战化保

障能力。
有想法就有行动。该仓库积极

协调驻地资源优势，与地方联合组
建研发小组，着眼实战要求，积极
探索高新技术在弹药收发保障中
的应用，对库房内弹药搬运、山坡
爬行、沟壑跨越等具体场景进行模
拟分析，并采纳一线保管员的意见
建议，针对快速穿戴、支撑动力调
整、作业数据分析以及保密等细节
进行论证，最终通过技术赋能不断
升级设备。

“机械外骨骼装备将对未来战场
保障任务发挥重要作用。”该仓库保
管员感慨道，有了新型外骨骼的辅
助，收发作业不仅轻松快捷，而且大
大降低了弹药安全风险。

科技力就是保障力，保障力就是
战斗力。据悉，该仓库将继续积极探
索“智慧军营”发展模式，综合运用物
联网等新兴技术，不断改进和完善武
器收发系统。

下图：官兵进行便携式单兵弹药
保障辅助系统操作训练。 张先达摄

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升级武器收发辅助工具

搬运弹药有了“钢铁侠”

本报讯 季若帆、司超报道：前段时
间，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干燥无雨，驻守
在金华北山的某雷达站蓄水池几近干
涸，官兵日常用水告急。得知情况后，婺
城区人武部和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立即启
动应急机制，第二天，两辆大吨位水罐消
防车就将约 29吨生活用水送到部队。
如此高效的服务效率得益于该区构建的
为军服务网络。

8月初，区委书记、区人武部党委
第一书记蔡艳到驻军某部走访慰问
时，部队领导反映的一件事引起了她
的关注：该部移防到金华后，一名干部
家属也随迁随调，根据有关政策符合

对口安置条件，但因种种原因一直没
有安置到位。“部队有困难，地方要作
为。”几天后，在区委全委会上，蔡艳
专门提到了这件事，并语重心长地说：

“官兵练兵备战非常辛苦，以后只要是
部队的事，各部门都应该特事特办、马
上就办、办就办好，以实际行动支持国
防建设。”

接下来，这个区以双拥工作领导小
组成员单位为主体，各乡镇街道军人服
务机构为网格站点，构建为军服务网
络。在此基础上，还建立了军地联席会
议、定期上门走访等制度，并专门开通
为军服务热线，实行“137快速办理机

制”，即对部队及官兵反映的一般问
题，做到 1天内见回复，3天内见方案，7
天内见结果。据悉，快速办理机制还被
列入全区机关部门、乡镇（街道）工作
目标责任制考核，有效提升了为军服务
质量。

临近退伍季，驻军某部许多面临
退伍战士对返乡后需要办的手续、就
业安置政策等问题不甚了解。为此，
这个区迅速启动“137快速办理机制”，
第二天就安排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安置
科长及相关律师组成宣讲团进军营送
政策，现场解答他们的疑问，受到官兵
好评。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构建为军服务网络

快速办理纳入目标考核

【人物介绍】
杨保怀：1944年入伍，1950年入朝

作战，历任志愿军 39军 117师 351团 3
营副营长、营长，曾参加抗美援朝一至
五次战役，被授予朝鲜三级国旗勋章、
三级解放勋章。

一根背包绳能干啥？许多人的第一
反应就是“三横两竖”捆背包。然而，抗美
援朝老兵杨保怀却说：“背包绳在战场上
不仅能辅助作战，关键时候还能救命。”

杨保怀是1944年入伍的老兵，在朝
鲜战场上征战多年，有许多难忘的回忆。
让人不解的是，一条普普通通的背包绳，
他一直视为珍宝，珍藏在一个匣子里。

“在当年的战场上，身上携带的每
一样物品、每一件装备的作用都被发挥
到极致。”谈起抗美援朝那段血火岁月，
96岁高龄的杨保怀至今仍激动不已。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使用的背包绳有
两种，一种长2.7米，另一种长6.2米，每当
夜间构建工事、埋设障碍或开辟雷场、搭
设浮桥的时候，背包绳就被战士们用作丈
量工具，进行概略计算，方便还好用。

“那天的雨就像这么大。”杨保怀
望 了 望 窗 外 的 秋 雨 ，继 续 讲 述 道 。
1951年盛夏的一天，临津江战斗打响
前夜，他带队顶风冒雨急行军，凌晨
时分雨逐渐变小，眼看就要行至山坡
上一片高大的栗树林，却突然接到命
令：就地宿营！

杨保怀的目光扫过眼前不远处那
片栗树林，又投向临津江对岸的葱茏林
带，再回望身后的队伍，心里琢磨：“不
成，万一这个节骨眼敌机出动，这荒郊
野岭的，躲都没处躲。”犹豫只是瞬间，
随后，杨保怀立即斩钉截铁地下令：“快
速行军，在栗树林宿营！”眨眼间整个队
伍便“刷刷刷”地钻进栗树林。

到了栗树林，大家又遇到了新的
问题：由于白天下了一天大雨，地面上
到处都是水，刚挖好防空掩体，很快就
被雨水灌满，战士们根本无法在里面
睡觉。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了，杨保
怀心疼地看着双眼红肿的战士，心生
一计：每人用背包绳把自己绑在树上，
贴着树干站着睡觉。

战士们听了杨保怀的建议纷纷行

动起来。也就一袋烟的工夫，战士们都
靠在树上进入梦乡。“那是浮雕一样厚
重壮观的阵容啊。”回忆起当时的场景，
杨保怀不禁感叹。

一觉醒来，尽管杨保怀和他战友的
腋下、肩上、腰下都勒出了一道道血印
和乌青，可大伙美美地睡了一觉后，个
个都满血复活了。

“这个方法可行。”就这样，从抗美
援朝第一次战役直到第五次战役，杨保
怀和他的战友绑在树干休息的经历，连
他自己也说不清有多少次……

“别小瞧这看似不起眼的背包绳，
它可是救过我的命。”在第四次战役中，
杨保怀被 3块弹片击中，血流不止、昏
迷不醒。由于炮火猛烈，后方救援一时
上不来，战友们砍下两根木棍，抽出背
包绳，硬是用 4根绳子缠绕固定棍子，
快速制作出一个简易担架，将杨保怀紧
急移送至医疗队进行治疗。转危为安
后，杨保怀第一时间找回这根背包绳，
小心翼翼地珍藏起来。

日前，杨保怀在某部做报告，再度
讲起自己从战场上带回那根“救命绳”，
不由感慨地说，虽说现在咱们的武器装
备今非昔比了，可一些传家宝不能丢，
我们不仅要训练掌握手中的武器装备，
也要传承过去的好传统好经验。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勇士渐渐老去，
但从军报国的责任担当却一直在传
承。在杨保怀的影响下，他的儿子、孙
子都陆续走进了军营，杨保怀说，他准
备把这根“救命绳”连同抗美援朝时期
留存的几个老物件，当传家宝留给儿
孙。“不仅是给儿孙们留个念想，更是希
望后代们永远铭记历史，更好地将抗美
援朝的精神继承发扬。”

上图：杨保怀讲述背包绳背后的
故事。 逄增宝摄

“救命绳”与传家宝
■逄增宝 本报特约记者 姜玉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