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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兵 工 作 进 行 时征 兵 工 作 进 行 时

本 报 讯 高 永 鑫 、张 宁 报 道 ：

“一个国家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既 要 有 雄 厚 的 经 济 实 力 ，也 要 有 强

大 的 国 防 做 后 盾 ……”4 月 中 旬 ，在

南 部 战 区 陆 军 某 旅 新 兵 教 育 课 堂

上 ，从 贵 州 省 仁 怀 市 某 公 司 入 伍 的

新 兵 喻 子 骁 走 上 讲 台 ，讲 述 自 己 放

弃 高 薪 工 作 报 国 参 军 的 经 历 ，引 发

热议。

今 年 22 岁 的 喻 子 骁 ，毕 业 于 武

汉经济学院。去年 9 月，他从众多应

聘 者 中 脱 颖 而 出 ，被 家 乡 某 知 名 公

司 录 用 。 他 入 职 后 踏 实 肯 干 ，短 短

几 个 月 ，便 成 了 公 司 重 点 培 养 的 技

术能手。

让 大 家 没 想 到 的 是 ，今 年 上 半

年 征 兵 工 作 展 开 后 ，喻 子 骁 第 一

时 间 在 网 上 报 名 登 记 。 仁 怀 市 人

武 部 工 作 人 员 对 他 印 象 深 刻 ：役

前 训 练 阶 段 ，这 个 小 伙 子 自 我 要

求 严 格 ，训 练 处 处 争 先 ，挂 在 嘴 边

的一句话是“做个好兵，像曾祖父那

样建功沙场”。

喻 子 骁 的 曾 祖 父 喻 锦 华 是 一 名

抗美援朝老兵。从小听着曾祖父英

勇 杀 敌 的 故 事 长 大 ，他 一 直 梦 想 成

为一名真正的军人。

“当兵又苦又累，放弃那么高的薪

资待遇参军入伍，到底图个啥？”不少

大学同学、身边朋友表示不理解。对

此，他有自己的想法：虽然现在的工作

环境优越，工资待遇不菲，但当兵是自

己的理想，“钱以后可以再挣，不当兵

要后悔一辈子”。

“员工去参军报国，也是公司的

光 荣 ，我 们 全 力 支 持 。”公 司 负 责 人

对此态度鲜明，明确表示：服役期计

入工龄，退役返回工作岗位后，在同

等条件下优先提拔使用。

经 过 激 烈 竞 争 ，喻 子 骁 如 愿 成

为南部战区陆军某旅一名新兵。来

到部队后，他更加刻苦训练，每天都

加班加点练习器械、战术基础动作、

卫生防护、体能等课目。

靠 着 这 股 拼 劲 ，喻 子 骁 工 作 训

练 样 样 争 先 ，很 快 在 同 批 新 兵 中 崭

露 头 角 。 他 说 ，“ 这 个 机 会 来 之 不

易 ，我 来 当 兵 ，就 要 当 能 打 仗 、打 胜

仗的精武标兵。”

该人武部领导告诉笔者，喻子骁

放弃高薪工作参军报国的事迹，在当

地年轻人中口口相传，引来越来越多

优秀大学生报名应征。

上图：喻子骁（左一）参加战术训

练场景。 王家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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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勒烈士陵园，位于新疆疏勒县

巴仁乡阿热克其其村。189 名为保卫

边防和建设边疆牺牲的烈士静静地躺

在青松翠柏间。

“ 陵 园 安 葬 的 烈 士 ，年 纪 最 小 的

牺 牲 时 还 不 到 20 岁 。”4 月 上 旬 ，新

疆 生 产 建 设 兵 团 第 三 师 人 武 部 组 织

官 兵 到 该 烈 士 陵 园 开 展 党 日 活 动 ，

聆 听 陵 园 看 护 人 亚 森·伊 敏 讲 述 英

烈故事。

“1962 年，边境自卫反击战打响。

战 斗 结 束 后 ，部 分 牺 牲 官 兵 安 葬 于

此。”从小在这里长大、有着 30 年党龄

的 亚 森·伊 敏 ，对 烈 士 的 事 迹 如 数 家

珍。1986 年，他接替父亲看护陵园，30

多年来一直坚守在这里。

小 雨 淅 沥 ，陵 园 显 得 格 外 清 静 。

献 花 、鞠 躬 、默 哀 …… 官 兵 向 先 辈 致

敬。

“ 小 时 候 父 亲 就 告 诉 我 ，这 里 长

眠着为革命事业牺牲的烈士，要把他

们 当 成 自 己 的 亲 人 照 顾 好 ……”亚

森·伊 敏 的 讲 述 情 真 意 切 ，在 场 官 兵

深受触动。

跟随亚森·伊敏的脚步，一行人来

到 3 区 1 排 3 号墓。武国清烈士静静地

躺在这里，遗像上那清水般的目光感

染着每一个人。

“1959 年 10 月 21 日，空喀山口战

斗打响，对峙双方从 50 米一直缩小到

只有几米的距离。武国清奋不顾身，

站在岩石上要求敌军后退，对峙中不

幸 被 敌 军 子 弹 击 中 ，牺 牲 时 年 仅 25

岁。战友们整理他的遗物时，翻出了 3

份入党申请书……”亚森·伊敏平复情

绪，继续说，“战斗过后，武国清被追认

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武国清烈士的事迹时常萦绕在

我心头，是什么力量能让战士一心向

党、坚定追随，甚至用生命去守护。后

来我明白了，绝对忠诚就是人民军队

第一位的政治品格。为了党的利益、

为 了 人 民 的 利 益 ，我 们 甘 愿 牺 牲 一

切。”亚森·伊敏摩挲着胸前的党徽，眼

中透着坚定。

“今天，作为新时代军垦人，我们

接过戍边接力棒，要勇挑重担，打造坚

不可摧的钢铁防线。”专武干部师明在

南疆某部队服役 8 年，退役后担任该师

民兵备勤连连长，因工作突出，被兵团

记个人一等功 1 次，连续 7 年被表彰为

优秀专武干部。

凭 吊 大 漠 忠 骨 ，筑 牢 精 神 高 地 。

“十大天山卫士”、该人武部某营营长

张超楠，带领官兵在纪念碑前庄严宣

誓：听从党的号召，练就过硬本领，时

刻准备战斗！

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不断激

发练兵动力。连日来，该人武部组织

所属部队基础体能、重难点课目和技

能强化训练，广大官兵斗志昂扬、热情

高涨，打破多项训练纪录。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人武部组织官兵在疏勒烈士陵园开展现地教育

凭吊大漠忠骨 筑牢精神高地
■易正源 王 志 本报记者 贾广宇

江西省芦溪县人武部

抓好民兵整组工作

本报讯 潘玉英报道：4 月中旬，

江西省芦溪县人武部针对民兵整组

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明确职责分工，

按照时间节点统筹推进整组工作，要

求各乡镇武装部重点关注新编组人

员，改进编组模式，正规编组秩序，切

实编实建强民兵队伍，从而优化民兵

队伍结构布局，稳步提升民兵组织建

设质效。

本报讯 许云东、夏福荣报道：“没

想到，老父亲能恢复得这么好，太感谢干

休所了！”4 月中旬，江苏省军区镇江第

二干休所退休老干部姚学春的家人，握

住干休所领导的手直道谢。

去年 12 月 28 日 10 时 30 分许，该所

门诊部急救呼救系统发出急促响声。值

班医生从呼救中心屏幕得知，居住 35 栋

楼的老干部姚学春突发急病。因病情较

重，医生迅速启动“急救绿色通道”，联系

第四人民医院专家及时赶到救治。

该所负责服务保障老干部及老阿

姨，平均年龄逾 90 岁，身体基础性疾病

较 多 ，突 发 急 危 重 病 概 率 较 高 。 门 诊

部只有 7 名医护人员，医疗条件也相对

有限。

对此，他们本着就近救治原则，先后

与镇江市 120 急救中心、江滨医院等 3 家

地方三甲医院的急救中心、胸痛中心、卒

中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建立协作保障机

制，构建“干休所—军队体系医院—市

120 急救中心—地方医院”闭环式急危

重病的救治模式，构建军地协同救治“绿

色通道”。

与此同时，该所通过建立院前急救

分级预警机制，进一步规范急救流程，与

军队体系医院签订“院前急救帮带协议

书”，完善老干部急救传呼信息系统、子

女微信互动平台等，建立了老干部家庭、

干休所门诊部、市 120 急救中心、军地医

院“四位一体”的院前救治保障链条，形

成军地联动、环环相扣、优势互补的医疗

救治保障体系。

截至目前，该所已成功救治 10 名患

急危重症和疑难疾病老干部及遗属，受

到老干部和家属子女称赞。

江苏省军区镇江第二干休所

开辟军地协同救治“绿色通道”

4 月上旬，新疆叶城县人武部营区

热闹非凡。近百名身穿校服、戴着红领

巾的青少年学生，兴高采烈地来到综合

训练场。

“终于看到真家伙了！”学生们看到

展示的武器装备，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 哇 ！ 兵 哥 哥 太 厉 害 了 ，投 这 么

远！”在手榴弹投掷训练场，维吾尔族战

士艾合买提·艾海提以标准姿势投出美

丽的弧线，引来一片赞叹声。许多学生

争着要“体验一下”。

“别看手榴弹那么小，但想投得远、

投得准，不经过强化训练很难做到。”艾

合买提开始为学生讲解投手榴弹的动

作要领。

参 观 体 验 一 路 ，教 育 伴 随 一 路 。

400 米障碍课目示范让学生们拍手叫

好。一声令下，战士于聪华和谭新一个

箭步窜了出去：转弯、跨越三步桩、攀越

高 墙 …… 两 名 战 士 动 作 娴 熟 、技 巧 灵

活，翻越障碍行如流水，不时博得学生

阵阵掌声。

高楼攀登和索降课目示范，更是将

开放日活动推向了高潮。战士张凯和

宋雪松的示范演示，赢得现场师生喝

彩：“帅呆了”“酷毙了”……

看到学生们热情如此高涨，叶城县

第十一中学老师王海霞感慨地说：“零

距离感受军营生活，让大家对国防有了

更深刻的认知。相信今天的活动，会给

孩子们留下难忘的记忆。”

临近中午，主持人宣布活动的最后

一个主题——“我与军营合个影”。学

生们欢呼雀跃，纷纷邀请解放军叔叔合

影留念。一张张阳光而充满活力的笑

脸，定格在绿色军营。

“我与军营合个影”
■姜胜民 张建国 本报特约通讯员 胡 铮

4 月 上 旬 ，河 南 省 杞 县 人

武 部 组 织 当 地 小 学 师 生 到 淮

海 战 役 总 前 委 指 挥 部 旧 址 ，聆

听老兵司清汉讲战斗故事。

刘银忠摄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

奢。”中国共产党百年非凡奋斗历程启

示我们：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传

家宝。只有艰苦奋斗者，才能成为时代

的胜利者。对此，习主席深刻指出，现

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

精 神 一 点 都 不 能 少 ，必 须 坚 持 以 俭 修

身、以俭兴业，坚持厉行节约、勤俭办一

切事情。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不仅是一种令

人称道的良好生活习惯，同时彰显着一

个人的道德修养，关系着事业的兴衰成

败。《左传》有云：“俭，德之共也。”诸葛亮

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在几千年

的中华传统价值观里，艰苦奋斗、勤俭节

约不只是一种简单的行为方式，更是形

成高尚德行的基础。

周恩来毕生严于律己、艰苦朴素，

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操守和优良

作风。1958 年 1月，周恩来到杭州视察，

随身带着枕巾、棉褥子、床单、被子。浙

江省的同志发现周总理的被子洗得泛

白，枕巾已经破损，实在看不下去，就从

后 勤 部 门 领 了 一 条 新 枕 巾 给 换 上 了 。

周恩来开会回来发现后，对浙江省的同

志 语 重 心 长 地 说 ，我 们 的 国 家 还 不 富

裕，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即使以后

富裕了，也不能丢了这个光荣传统。

我们党从凄风苦雨的艰苦斗争中

走来，生存环境极其恶劣，生活条件艰

苦卓绝。然而，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排除

千难万险、闯过千山万水，创造出彪炳

千秋的辉煌业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就 是 艰 苦 奋 斗 的 优 良 传 统 和 政 治 本

色。1936 年，美国记者斯诺访问延安，

当他看到毛泽东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周

恩来睡在土炕上，彭德怀身上背心是用

降落伞做的，林伯渠的眼镜架是断了腿

的，便断言：这是可贵的“东方魔力”，这

是中国人的“兴国之光”。

斯诺缘何发出这样的感慨？历史

缘 何 又 用 铁 一 般 事 实 印 证 斯 诺 的 感

慨 ？ 因 为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懂 得“ 来 处 不

易，物力维艰”的朴素道理，牢记“奢靡

之始，危亡之渐”的古训，秉持“取之有

度，用之有节”的作风。抗战时期，中国

共产党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

艰苦奋斗、谦虚谨慎，形成了著名的“延

安作风”；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

党政府各级官员贪腐成风，“前方吃紧，

后方紧吃”，其“西安作风”让人民群众

深恶痛绝。淮海战役中，国民党中将黄

维被俘，目睹刘伯承、邓小平、陈毅俭朴

的生活后，叹服地说：“在下不光败在战

场上，更败在作风和精神上。”

今天，我们积攒的这份“家业”来之

不易，是几代人筚路蓝缕、拼搏奋斗才

攒下来的。我们要清醒看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

能实现的，前进道路上仍然面临许多难

关和挑战。因此，我们决不能躺在历史

的功劳簿上骄傲自满、贪图安逸、懈怠

不前，必须永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

优良传统和政治本色，勇挑重担、苦干

实干，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

以俭修身 以俭兴业
■刘江华 周燕虎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进 行 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