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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管有没有冻裂？”“战备器材库

的门窗是否关紧？”2 月 18 日，甘肃省

兰州市普降大雪，城关区民兵训练基

地内留下一串设施维护人员巡逻检查

的脚印。维护队队长何发令说：“基地

各项设施齐全，我们必须维护好。”

基 础 设 施 改 善 得 益 于 军 地 合 力

推动“三项基础”建设。2019 年，甘肃

省下发《关于加强新时代国防动员和

后备力量“三项基础”建设的意见》，

按照“三年一个周期，一年一个重点”

的思路，分级调整优化基础力量，分

类补充配齐基础队伍，强力推进基础

设施建设。经过 3 年持续抓建，城关

区民兵训练基地焕然一新。

3 年前，该基地战备物资不配套，

靶场年久失修，民兵轮训食宿场所仅

能满足分批次保障需求。如今，这个

基地已成为甘肃省民兵训练基地建

设样板，道路、住房全部翻新，民兵教

练员持证上岗，战备物资器材实现模

块化管理和预储，可一次性保障兰州

市所有民兵应急分队集中训练。

武 装 建 设 发 生 变 化 的 不 只 城 关

区。在“三项基础”首轮建设表彰通

报 中 ，记 者 看 到 ，目 前 ，该 省 所 有 市

（州）和县全部建成民兵训练基地，143

个 民 兵 营（连）部 完 成 规 范 化 建 设 ，

1387 个基层武装部建设全面达标。

抓基层、打基础，是提升战斗力

的关键环节。但是，甘肃作为西部经

济欠发达省份，建设欠账较多，想要

迎头赶上并非易事。短短 3 年时间，

他们靠什么取得突破？

省军区司令员王文清说：“首轮

建 设 任 务 中 ，我 们 重 点 抓 建 基 础 设

施 。 这 是 投 入 最 多 、难 度 最 大 的 项

目，绝非几个文件、几次会议就能解

决，需要进行大量的军地协调、联合

督导。做这些工作不能停停歇歇，需

要持续发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

党管武装原则贯彻到论证、落实、督

导等各个环节，把军地牢牢地拧成一

股绳，不断催生抓建合力。”

庄 浪 县 人 武 部 办 公 楼 在 城 区 街

道中格外醒目。3 年间，该省对 28 个

人武部办公楼进行升级改造。谈起

“三项基础”建设，人武部政委周熠对

上级论证调研的过程印象深刻。“为了

形成切实可行的建设方案，省军区工

作组进行了 8 个月专题调研。在形成

初步意见后，他们又多次与地方党委

政府主要领导商议，最终形成了‘全面

建强基础力量、重点打造基础队伍、升

级改造基础设施’的总体规划。”

如何让规划执行下去？军地 9 个

单位依据 17 部法规起草相关文件，并

以省委名义印发执行，确保形成自上

而下、整体联动的工作格局。同时，

省军区还分阶段周密制定实施方案，

组 织 省 国 动 委 专 业 办 公 室 、军 分 区

（警 备 区）围 绕 7 项 任 务 开 展 试 点 工

作，科学规范 9 类建设指标，让各级干

有依据、抓有标准。

在“三项基础”首轮建设任务部

署后，他们迅速成立专项领导机构，

设立要事会商、合署办公、经费保障

等机制。兰州市将“三项基础”建设

纳入政府绩效考评体系，列入市委专

项督查内容；酒泉市先后 5 次召开领

导小组会，推进抓建工作；甘南州将

有关建设项目列入州政府重大建设

项目实施推进。

省军区政委蒲永能介绍，在一系

列强有力举措保证下，该省各级地方

政府主动跟上、靠前服务，积极协调解

决土地划拨、经费列支等难题，尽量简

化办事流程、为项目审批“开绿灯”。

白银市领导特事特办，要求有关

部门优先划拨土地，尽快展开民兵训

练基地建设；成县领导带头研究乡镇

武装部战备物资器材配置；徽县嘉陵

镇镇党委书记现场解决武装部办公

场所调整难题……

近日，甘肃省新一轮“三项基础”

建设规划开始编制。面对新的工作

目标，省军区领导感慨地说：“用好党

管 武 装 这 个‘ 传 家 宝 ’，形 成 党 委 统

揽、政府主抓、军地联动的工作格局，

一定能推动新时代国防动员和后备

力量实现高质量发展。”

下图：甘肃省甘南州民兵训练基

地内民兵训练场景。 郭 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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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泪 ，从 古 铜 色 的 脸 颊 上 流 下 。

深情，在年轻的胸膛里鼓荡。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中国人民

解放军仪仗大队战士闫振在升国旗时

激动落泪。一张低机位抓拍的特写，

将那一刻定格。

“当我站在场上时，内心最大的感

受是自豪。作为旗组的一员，我们升

起的不仅仅是一面旗帜，更是国家的

尊严、民族的骄傲。国旗冉冉升起的

背后，是一个强大的中国。那一刻，我

感觉胸膛更有力量了，所以流泪了！”

网络刷屏，特写“走红”，亿万网友

被闫振的热泪“击中”。“你哭了，我也

跟着破防了”“你在无人注视的角落，

用一滴滑落脸颊的热泪，表达了这一

夜所有的骄傲与热爱”……不少网友

渴望了解更多：“闫振是谁？”“他是怎

样成长起来的……”

2 月 11 日，记者来到闫振的家乡山

东济南，听他的家人和老战友讲述那

行清澈的泪背后的故事。

“单向联系”

2 月 4 日，闫振的家人围坐在电视

机 前 ，观 看 北 京 冬 奥 会 开 幕 式 直 播 。

他们并不知道，远在北京的闫振，就在

现场担任国旗护旗手。

“怎么和闫振这么像呢？”当五星

红旗升起的那一刻，父亲闫卫在镜头

中捕捉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看身形

很像闫振，但画面一闪而过，并不十分

确定。”闫卫告诉记者，开幕式结束后

的第二天，他收到同事发来的照片，正

是闫振在升国旗时激动落泪的特写。

那时，他才确定儿子参加了冬奥会开

幕式。

除夕，闫振给家里打过电话。当

时，他询问了一番家里的情况，说最近

要去执行任务，让家人不要牵挂，没说

多久便挂掉了电话。“我们知道部队任

务特殊，每次通话时也不能多问，只能

叮嘱他好好表现，在心里默默地为他

祝福。”闫振的母亲毕研红说。

今年，是闫振入伍的第 5 年。由于

平时都是他往家里打电话，渐渐地，家

人就习惯了这种“单向联系”。毕研红

说：“自从儿子当兵后，我们特别注意

接电话，只要座机或手机铃声一响，马

上接，生怕错过儿子的电话，让他产生

不必要的担心。”

每当国家有大型活动时，父母都

会在电视画面里寻找他的身影。往往

是过去很多天，他们才能确定那个“看

着像”的身影是不是闫振。

“儿子能成为一名仪仗兵，我们很

自豪。寻找他的身影，是想看看他最

近怎么样，也是想在下一次聊天时有

个新话题，更好地鼓励他。”闫卫说。

“我能吃苦”

闫振家客厅的墙上，3 个大相框整

齐排列，里面全是军装照，有闫振的，

也有他的长辈的。

闫卫告诉记者，闫振的爷爷和爷

爷的两个兄弟都当过兵，家里留有不

少照片，闫振小时候经常趴在相框前

看个不停，后来喜欢上了看国庆阅兵

的画面，有时还会和小伙伴模仿仪仗

兵踢正步。

谈到闫振选择从军，奶奶马振芳

特别支持。她说，闫振打小就对军装

痴迷，常说长大后要去当兵。一些亲

戚朋友只当那是“小孩子说说”，但她

对孙子的志向深信不疑。“他爷爷是军

人，家里有报国的传统。我告诉他，你

得锻炼好身体，要能吃苦，还不能太调

皮，碰伤了留下疤，可当不了兵。”

2016 年，读大一的闫振报名应征，

但未能如愿。2017 年，他再次报名，终

于圆梦。接兵干部了解情况，看到他皮

肤白净，便问他：“能吃得了苦吗？”他

说：“我能吃苦。上初中的时候，我就跟

大人下地干农活，后来用功读书，皮肤

就变白了。您看我以后的表现吧！”

当年 9 月，闫振入伍到北京，奶奶

和母亲到车站送行。“那天，我们没有

伤感流泪，而是高兴地挥手告别。因

为孩子梦想成真了，是大喜事。”马振

芳说，看着远去的列车，她心里也有些

不舍，但更多的是欣慰。

“为他骄傲”

来到北京，闫振进入了中国人民

解放军仪仗大队。李振海是与闫振同

批入伍的战友，如今已退役回乡。谈

到闫振这位“能吃苦”的战友时，李振

海印象深刻。

“有一次晚上 11 点交接哨的时候，

我看见他还在练习踢腿、摆臂。”李振

海说，他们平时的训练量不小，但闫振

还是会自我加练。

闫振与李振海身高都在 1.9 米左

右，站队列时两人经常挨在一起。观

看冬奥会开幕式时，李振海一下子就

认出了那个护旗手是闫振，“我俩在一

块儿那么久，太熟了。他能执行这项

任务，我为他骄傲、替他高兴！”

看到闫振的动作，李振海深知背

后是怎样的刻苦训练。“冬奥会开幕式

需要 35 秒内完成挂旗，必须掐着表练

习，不能有丝毫误差。像闫振的挂旗

动作，每天至少要练习 100 多次。”

此次任务中，闫振的确经历了艰

苦的训练，才让他从刚开始的 1 分 30

秒练进了 35 秒以内。据了解，闫振平

时表现也很优秀，2018 年获嘉奖一次，

2020 年 被 评 为“ 四 有 ”优 秀 士 兵 。 如

今，章丘区征兵办将闫振的照片印在

征兵海报上，他成为感召家乡有志青

年参军入伍的“形象大使”。

“感谢组织对闫振的培养。全家

人都希望他能接受更大的考验，为国

家、为军队赢得更大的荣誉。”闫卫向

记者道出了他对儿子的期盼，言语间

透露着自豪与信心。

图①：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闫振

在升国旗时激动落泪。 资料图片

图②：马振芳指着相框里的照片

介绍孙子闫振从军历程。 郭 尧摄

图③：闫振的照片印在征兵海报

上。 朱广林摄

“清澈的泪”背后的故事
■李树超 刘明奎 本报记者 林 琳

本报讯 黄小桐、文玉洁报道：“远

程诊疗，真方便。”近日，东极哨所的战

士小李通过军队网络医院系统，向陆军

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喉科专家

问诊。短短十几分钟，3700 多公里外的

医生就给他制定了诊疗方案。

医 院 大 数 据 中 心 主 任 汪 鹏 介 绍 ，

军 队 网 络 医 院 系 统 由 该 医 院 自 主 研

发 ，目 前 已 在 内 蒙 古 、黑 龙 江 等 地 区

的 76 个 边 防 点 位 安 装 使 用 。 军 队 网

络医院系统依托军综网设计，能有效

保证人员诊疗数据的安全。

某边防连干部曾在一段时间内经

常出现失眠和心悸，到医院检查后发

现 甲 状 腺 存 在 可 疑 病 灶 。 他 通 过 军

队网络医院系统，与医院乳腺甲状腺

外科专家连线问诊。经过详细了解，

专家判断病发部存在癌变可能，建议

他到医院再做详细检查。如今，这名

干 部 的 病 情 已 得 到 控 制 。 他 说 ：“ 幸

亏‘云诊疗’专家给出权威诊断，让我

及早治疗，防止了病情恶化。”

“ 军 队 网 络 医 院 系 统 会 自 动 记 录

官兵的病情与用药情况，可为后续治

疗提供依据。”医院院长吴昊介绍，军

队网络医院系统通过网页服务方式，

向 就 诊 人 员 提 供 在 线 咨 询 、在 线 问

诊 、在 线 开 处 方 、派 送 药 品 及“ 云 药

房”等服务。官兵凭军人保障卡注册

登录。

你 护 国 安 宁 ，我 护 你 健 康 。 近 年

来，该医院医护人员多次奔赴边海防

一线巡诊，并收集官兵对医疗服务的

意见。如今，该医院已有 15 个专科诊

室接入军队网络医院系统，为官兵提

供远程问诊服务。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研发军队网络医院系统

“云诊疗”守护边防官兵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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