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 合2 责任编辑 /单慧粉2021年 8月 5日 星期四 Tel：010-66720759

国防论苑国防论苑

近日，安徽省下半年征兵工作推

进会上，一位省领导谈到廉洁征兵，

语 重 心 长 地 说 ：“ 兵 役 征 集 是 一 扇

‘窗’，人民群众会从这里观察与评价

党和军队的形象。”与会人员听之怦

然心动，思之深以为然。

征兵工作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建设的基础工程、造血工程，是国之

大事。做好征兵工作是各级政府和

兵役机关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廉

洁征兵出了问题，砸掉的是兵役机

关的牌子，损害的是党和政府的公

信力。

战 争 年 代 ，半 条 被 子 是 一 扇

“窗”，徐解秀老人从中看到“共产党

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

条给老百姓的人”，认准“红军是穷

人的队伍”，跟着共产党、跟着红军，

才 能 翻 身 得 解 放 。 捆 铺 草 是 一 扇

“窗”，红七军团进驻东至，要求战士

借用的铺草要捆好后再物归原主。

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深得黎痕

人 民 欢 迎 ，当 地 500 余 名 青 年 受 到

感召踊跃参军。粟裕将军在《回顾

红 军 北 上 抗 日 先 遣 队》文 中 记 述 ，

“在经历了浙西一段困难之后，这时

部队又开始出现了好的转机。”白菜

心是一扇“窗”，新四军以廉建军、铁

纪治军，把人民当作父母，从不欺负

百姓，“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

新四军”，是人民群众对铁军的最高

褒奖。

窗口有形象，窗口有纪律，窗口

有政治，窗口有人心向背。人民军队

创立以来，从“打土豪，分田地”到“抗

美援朝，保家卫国”，从“人在堤在，誓

与大堤共存亡”到“清澈的爱，只为中

国”，一句句铿锵誓言，见证了不同时

代最可爱的人的精神风貌，铭刻在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窗口”上。

通过这扇“窗”，向人民展示了人民军

队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的

良好形象。

窗 口 是 风 景 线 ，更 是 生 命 线 。

牢记兵役征集这扇“窗”，须有“窗含

千秋业”的意识。近年来，全国各地

纷纷聘请精武标兵、优秀退役军人

等担任征兵宣传形象大使，让征兵

视窗更加青春靓丽，获得热血青年

点赞。其实，每一名现役军人、退役

军人，尤其是基层征兵工作人员都

应当好新时代征兵宣传形象大使，

从自身做起，人人自律。须有“推窗

见天地”的襟怀。新时代征兵工作

在阳光下运行、在监督中推进已成

常态，各级兵役机构应抓住窗口期，

打好宣传牌，让专业人干专业事，加

大廉洁征兵宣传力度，持续释放正

能量，坚决抵制负能量，严防“低级

红、高级黑”。须有“谨防破窗”的担

当。各级各部门要自觉立起思想高

压线，筑牢行动防火墙，严防征兵工

作微腐败、暗腐败等问题，切实夯实

征兵工作廉政基础、民心工程、国防

根 基 ，决 不 让“ 鼠 屎 祸 汤 ”“ 蚁 孔 溃

堤”“气泄针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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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级战斗英雄柴云振之子柴荣兵一行人，携带“七一勋章”

来到柴云振生前所在部队空降兵某部“上甘岭特功八连”，与官兵一起

重温革命老前辈的丰功伟绩。

上图为官兵在“七一勋章”前接受教育、缅怀英雄。

左图为在“上甘岭特功八连”荣誉室，柴荣兵和官兵进行交流。

王武锋摄

感受光荣 感知责任

“39 年了，我终于又回来了……”近

日，西藏山南军分区迎来8名特殊的客人，

“张福林班”原副班长丁松和 7名战友重

返老部队。他们在军史长廊 3197 哨所、

“张福林班”展陈前伫立良久，深情地敬了

一个军礼，而这个军礼已经时隔39年。

1978 年，家住四川简阳的丁松选择

从军入伍。临行前，他对父母许下承

诺：“我一定在部队好好干，不入党就不

回家。”

回忆起当初入藏的情景，丁松至今

心有余悸：全程 2000 多公里，80 多人刚

开始挤在一节闷罐车里，后来几易交通

工具，历时 20 天才到山南……

“现在条件好了，坐飞机当天就能

到达，柏油路通到营门口。”重返高原，

丁松感慨万千，“这些年西藏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当初我连想都不敢想！”

“过去，藏族老百姓住的都是简陋

土坯房，还有的住牦牛棚，现在都是联

排藏式新居，网络连到每家每户……”

丁松越讲越激动，一路走来，沿途美景

让他目不暇接。

走进某边防团新建成的大礼堂，娱

乐健身、电影放映等设备应有尽有，这

不禁勾起丁松的回忆。回忆多年前的

军营生活，他最难忘的还要数和战友一

起修建老式礼堂的日子。

当年，为节省建设经费，丁松所在

连队承担起团机关楼和大礼堂的建设

任务。

那年冬天，天寒地冻，山谷的风像刀割

一样刮得人脸生疼，协古河沿岸早早就结

起了薄冰。修建礼堂缺少木材，把对面山

上的木料运到营区，需要蹚过冰河。面对

艰苦的任务，“张福林班”主动请缨打头阵。

1951 年 12 月，部队进军西藏途中，

在雀儿山担任开凿花岗岩地段主攻任

务的张福林，发现准备装药的炮眼有问

题，连忙检修，不料被一块大石头砸中，

壮烈牺牲。此后，一茬又一茬的“张福

林班”官兵，继承和发扬张福林精神，在

雪域边关扎根奉献。

“‘张福林班’官兵一直都有啃硬骨

头的狠劲。”身处英雄集体，丁松有切身

体会。那次搬运木材，在冰冷的河水中

人均一天来回几十趟，时任班长陈世林

心疼战友，为减少大家蹚水次数，自己

来回过河接应战友。几天下来，木材备

足了，陈世林却累倒了，后来还落下严

重的风湿关节病。

“当时的日子可真苦，但是全班都很

团结，大家像亲兄弟一样。”说起战友情，丁

松的泪水在眼眶里不停地打转。当兵第

二年，丁松就因表现突出光荣入党，并荣

立个人三等功。1982年，由于家庭原因，

丁松含泪脱下心爱的军装回到地方工作。

几 经 辗 转 ，“张 福 林 班 ”现 驻 扎 在

3197 哨所。哨所官兵坚守苦寒之地，坚

持观察执勤，屡创佳绩。

“ 你 们 辛 苦 了 ，有 机 会 再 来 看 你

们。”临走前，老兵们向官兵敬了一个军

礼。年轻的官兵齐声回答：“请老兵放

心，我们一定坚守哨位，为祖国贡献青

春！”新老两代边防军人的对话响彻河

谷、温暖雪域。

8 名老兵重返高原，感受西藏翻天覆地的变化——

39 年 后 的 军 礼
■孙 梁 张照杰 本报特约记者 李国涛

本报讯 龙海闻、吴举平报道：练

格斗、战场急救、穿越铁丝网……7 月

下旬，江苏省宝应县“柳堡二妹子”民

兵 连 68 名 女 民 兵 顶 烈 日 、冒 酷 暑 ，开

展为期 12 天的军营驻训，践行吃苦不

怕苦、吃苦不觉苦、吃苦不叫苦的优良

传统。

1957 年，电影《柳堡的故事》让“二

妹子”家喻户晓，其中插曲《九九艳阳

天》更是传唱了 60 余年。20 世纪 50 年

代末，柳堡女子民兵班正式创建，后扩

编建连，开启发展新征程。“柳堡二妹

子”民兵连始终坚持“继承传统做传人、

爱军习武做强人、经济建设做能人、精

神文明做新人”的目标定位，为建设家

乡、拥军爱国作出积极贡献，成为享誉

全国的双拥典型。

近年来，为适应民兵调整改革新变

化，“柳堡二妹子”民兵连在依托部队、

转业干部和人防专业骨干等教学力量

开展训练的基础上，走进现役部队提高

应急应战本领。此次参训的 68 名女民

兵身处不同单位、从事不同岗位，随着

一声令下，她们放下手头工作，毅然投

入到紧张的训练中。入伏后的扬州，每

天都是烈日当空，大家汗水湿透衣襟、

脸庞晒得黝黑，但没有一人退缩。

20 岁的吕欣是宝应县第三人民医

院的医务人员，刚刚参加工作的她多次

投身抗疫一线，这是她加入民兵连后第

一次参加驻训。“训练虽然辛苦，但是很

有收获，不仅磨炼了意志，更增强了本

领。”吕欣深有感触地说。

民兵连指导员翟晓文告诉笔者，

这 次 集 训 圆 满 完 成 了 格 斗 术 、轻 武

器 射 击 、战 场 急 救 等 训 练 课 目 ，提 高

了 民 兵 平 时 服 务 、急 时 应 急 、战 时 应

战的能力。

江苏省宝应县

“柳堡二妹子”军营驻训强本领

7月 22日，广东省博罗县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全面启动。他们采取多批

次、低密度、全封闭的方式，陆续组织 700 多名应征青年上站体检，确保为部

队输送高质量兵员。 彭李辉摄

济南市钢城区人武部

筑牢廉洁征兵“防火墙”
本报讯 亓文广、刘明奎报道：7 月

底，山东省济南市钢城区人武部组织征

兵工作人员参观廉政教育基地，深入剖

析违法违纪典型案例通报，用鲜活事例

敲响警钟。随后，他们组织签订廉洁征

兵责任书，切实筑牢廉洁征兵“防火墙”。

河北省定兴县人武部

智能机器人助力征兵
本报讯 尤英飞、鄢正华报道：近日，

河北省定兴县人武部借助地方科技企业

优势，通过整合大数据信息，研发虚拟客

服系统，打造 24 小时征兵宣传机器人。

该系统可以精准联系适龄青年和家长，并

进行答惑解疑，取得良好宣传效果。

安徽省明光市

体检送进光荣门第
本报讯 袁松树报道：“八一”前夕，

安徽省明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协调天长

天康医院开展“爱心送进光荣门”活动，

为部分重点优抚对象进行健康体检。依

据检查结果，他们给出专业治疗调理建

议，用实际行动为老兵送去节日关怀。

7 月 30 日，中央宣传部、退役军人事

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办

联合发布“最美拥军人物”先进事迹，1

个集体和 9 名个人被授予“最美拥军人

物”称号。其中，来自江苏邳州“把拥军

当家训接续传承”的退役军人曹恒光荣

在列。

谈起曹恒的拥军故事，还要从她的

父母、全国爱国拥军模范、全国十大“最美

拥军人物”——曹迎军、倪振娥夫妇说起。

“解放军救了我父亲的命，我们一家

人永远不会忘！”曹恒告诉记者。1985

年的一个雨天，曹迎军、倪振娥夫妇拉着

几百公斤重的煤块匆匆往家赶，因天黑

路滑，不慎连人带车翻进水沟，曹迎军被

压在板车下动弹不得。危难之际，两名

路过的解放军战士见状立刻救人、修车、

捡 煤 块 ，还 把 曹 迎 军 送 到 附 近 医 院 救

治 。 见 曹 迎 军 脱 离 危 险 ，两 人 悄 然 离

去。夫妇俩感动相约：“等孩子们长大

了，等咱条件好一些，一定要报答亲人解

放军！”

20 世 纪 80 年 代 末 ，曹 恒 的 父 母 凑

钱买了一辆中巴车跑客运。第一天上

路 ，夫 妇 俩 便 在 车 前 放 上“ 拥 军 车 ”标

牌，上写“军人乘车一律免费”。30 多年

过去，曹家的中巴车从 1 辆变成 100 多

辆，唯一不变的，还是两口子当年定下

的规矩——“军人乘车一律免费”。

1999 年，从小跟随父母上高原、走

边关慰问官兵的曹恒参军入伍，服役于

某海防部队。从军经历让曹恒更加了解

官兵需要什么、拥军该做些什么。

2003 年，曹恒退役后从父母手中接

过拥军“接力棒”，踏上长达 18 年的拥军

之路。从致力关心关爱军烈属到慰问光

荣院老人，从深入抗震救灾现场看望战

士到慰问艰苦地区官兵，从关心患病战

士到照顾军烈属孩子，都活跃着曹恒爱

国拥军的身影。

2008 年，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

曹恒一家紧急采购了食品、矿泉水等物

资，驾车昼夜行驶 28 小时，行程 2000 多

公里，到达地震重灾区都江堰。得知一

家人从江苏邳州赶来支援，部队官兵无

不动容。

漂洋过海只为来看你。福建省霞浦

县北礵岛驻岛官兵长期处于高温高湿环

境，日常需要除湿用品及治疗风湿的药

品。曹恒带着近 3 万元的慰问品，乘火

车、坐汽车、登民船，历经 30 多个小时艰

辛跋涉，终于登上北礵岛，将 4 台除湿

机、风湿膏以及岛上稀缺的蔬菜水果送

到官兵手中。

去年，为支持武汉抗疫，曹恒和家人

第一时间捐款 2.3 万元。得知湖北省荣

军医院急需医疗物品，她立刻筹措物资，

给 医 院 寄 去 医 用 乳 胶 手 套 、医 用 口 罩

等。了解到武警邳州中队官兵急需防护

物资，她又采购消毒液等用品送到部队。

近年来，曹恒的足迹遍布祖国大江

南北，先后走进 100 多座军营，与数不清

的“兵弟弟”“兵妹妹”结下深厚情谊。

以前，曹恒父母的“拥军车”开到哪

里，就把爱国拥军的种子播撒到哪里。

作为新时代拥军人，为更好地开展国防

教育和双拥工作，曹恒和哥哥曹奇出资

开设了我国第一个由个人维护管理的拥

军网站——“夫妻拥军网”。网站自上线

运行至今，已经走过 14 个年头，受到广

大网民的点赞和认可。

一 家 两 代 人 ，30 多 年 拥 军 情 怀 不

变。“被评为‘最美拥军人物’只是新起

点，未来还有更多的事要做。”曹恒说，

“只要我还有能力，就会一直去做，一代

一代做下去！”

18年慰问百座军营，退役军人曹恒接过父母拥军“接力棒”—

把拥军当家训接续传承
■本报记者 王少亭 通讯员 牛庆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