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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 月 23 日，是第 27 个“世界

读书日”，阅读再次成为热议话题。

进入新时代，随着社会发展，高

新 技 术 在 军 事 领 域 的 应 用 愈 加 广

泛，武器装备更新换代进程逐步加

快，部队技术构成日益复杂，广大官

兵只有加紧知识储备，把读书学习

作 为 工 作 之 基 、能 力 之 本 、素 质 之

源，才能更好地立足岗位建功业、锚

定强军作贡献。

读书增长智慧。毛泽东同志曾

经指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

于没有灵魂。”只有多读书、读好书，

才能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增强政治责任感，提高政治辨

别力。张富清离休后，一直保持着读

书看报的习惯，他说：“工作上离休

了，在思想政治上不能离休。要常常

学习，检查自己。”反观，现实中，不少

官兵休息时间热衷于上网聊天、玩游

戏、刷视频，心浮气躁不愿学，浅尝辄

止不深学，思想懒惰不勤学，借口事

多没空学。殊不知，勤于读书会使人

增学识、有力量、促进步；而怠于读书

则 会 思 想 僵 化 、知 识 老 化 、能 力 退

化。学界流行的“知识折旧律”表明，

一年不学习，我们所拥有的知识就会

折旧 80%。这更加警醒我们，要稳心

定神读书，要温故而知新学。在深度

学、反复看、细悟笃行中增长智慧。

读书涵养气质。曾国藩曾说过：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

书则可变化气质。”通过读书，我们不

仅可以学习知识，而且随着知识的积

累，人的精神面貌也会变得更加丰

盈，心胸和视野也会变得更加宽广。

军人执干戈以卫社稷，同样需要用读

书滋养气质。多读好书、多读兵书，

可以锻造血性胆魄，可以培养必胜信

心，可以强化责任担当，可以涵养胸

中韬略。人民军队打胜仗，一刻也离

不开先进文化、英雄精神的塑造与熏

陶。青年官兵最具活力和朝气，是国

家的希望、军队的未来。这就要求广

大官兵把读书当成一种职责使命，让

学习成为一种发自内心的需求，在阅

读中涵养睿智、果敢、英勇战胜强敌

所必需的气质。

读书成就事业。无论身处什么

样的时代，读书都是取得进步、成就

事业的必要途径。纵观历史，读书

励志、成事的典故不胜枚举。赵匡

胤嗜书如命，出征打仗也不忘重载

千卷书；范仲淹从小勤奋读书，终成

一代名相……有人说，未来唯一持

久的优势，就是比你的对手更善于

学习。这就要求官兵要胸怀忧患、

牢记使命，把读书得到的知识、积累

的收获向实践转化、与岗位需求对

接，使读书学习的过程成为认识问

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把知识优势转

变为制胜优势，在读书学习中夯实

事业发展之基。

“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唯有读

书好。”希望更多战友时刻保持本领

恐慌感、岗位危机感和学习紧迫感，

把每天都当成“读书日”，在不舍昼

夜、争分夺秒读书学习中提高与强军

兴军相适应的能力素质，勇于挑起重

担，不负使命重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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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暖 花 开 时 节 ，在 重 庆 市 沙 坪 坝

区，同为退役军人的吴晓超和吴军豪

父子俩，相继以优异成绩通过区人武

部考核的故事在当地传为佳话。大家

称他们是“武装战线上的父子兵”。

吴晓超是一名有着 24 年兵龄的老

兵，服役期间他一直从事武器装备维

修 保 养 工 作 ，带 出 一 大 批 业 务 骨 干 。

2020 年，吴晓超服从组织安排转业到

地方，后被选调到土湾街道办事处从

事退役军人相关工作。他在平凡的岗

位上履职尽责、兢兢业业，积极为退役

军人办实事、解难题，深受好评。

吴 军 豪 是 吴 晓 超 的 儿 子 ，受 父 亲

的影响，他 2019 年参军入伍，服役于东

部战区某海防部队。在部队锻炼了两

年，吴军豪被评为优秀士兵。

前 不 久 ，沙 坪 坝 区 人 武 部 发 出 在

全县考核选拔民兵应急连队员和民兵

教 练 员 的 通 知 ，吴 晓 超 第 一 时 间 报

名。他说：“这辈子兵还没当够，穿上

迷彩绿，也是再续报国志了。”“爸，我

可不能落在您后面。换个身份，继续

追寻强军梦，也是我的愿望。”吴军豪

听闻父亲报名，深受触动，当天也报名

加入备考队伍。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备考

的日子里，父子俩根据考核课目有针

对性地制订了训练计划，并且相互监

督鼓励执行。

功 夫 不 负 有 心 人 。 选 拔 考 核 当

天 ，吴 晓 超 过 五 关 斩 六 将 ，顺 利 通 过

民 兵 教 练 员 选 拔 。 吴 军 豪 也 凭 借 过

硬 的 军 事 素 质 以 优 秀 的 考 核 成 绩 脱

颖而出。

脱下军装，再着迷彩，从军人到民

兵，两代人一样的轨迹，不变的国防情

怀。考核结束，吴晓超拍着吴军豪的

肩膀说：“儿子，以后咱们可是战友了，

一起加油！”吴军豪看着父亲，坚定地

回应道：“爸，您放心，我可是老兵的儿

子。以前，是您教育引导我参军报国；

今后，我和您并肩携手，再为武装工作

作贡献。”

武装战线上的父子兵
■眭 忠 卢崇政

本报讯 刘春雷、记 者贾广宇报

道：4 月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

人武部图木舒克市某训练基地，一场

民兵应急拉动演练正酣。

面对某山区发生“火灾”的突发情

况，导调组命令该部民兵赶赴现场救

援。民兵无人机侦察分队、应急支援分

队闻令而动、默契配合，很快处置险情。

该师民兵人员居住分散、编兵成

分复杂、任务类型多样，存在战备质量

不高、训练骨干不强、集中教育困难等

问题。针对这一实际，去年该师人武

部从精编选配民兵骨干、完善实战化

训练场地、多渠道开展红色教育等方

面入手，多措并举推动民兵队伍建设

再上新台阶。

“ 推 动 民 兵 队 伍 建 设 ，人 才 是 关

键 。”该 师 人 武 部 根 据 担 负 的 使 命 任

务，编组一批抢险救援、无人机侦察等

新质民兵分队。编组中，他们严格落

实选配程序，将“军事素质硬、组织指

挥好、管理能力强”的优秀民兵编入干

部骨干队伍，确保基干民兵党员比例

达到 30%以上，技术岗位人员专业对口

率达到 80%以上。

为提高民兵实战化训练水平，他

们配套建成标准化的训练场地和教学

设备，按照“冬春抓强化、夏秋抓任务、

演练实战化、备勤一整年”的思路，依

托训练基地开展民兵基地化轮训。

除此之外，该师人武部还充分发

挥兵团特色优势，利用微信公众号、短

视频客户端、电子影集等载体，广泛收

集网络鲜活教育素材，不断激发民兵

履职尽责的血性胆气。前不久，在军

警兵民联合演练后，该师人武部领导

以“帕米尔雄鹰”拉齐尼·巴依卡的先

进事迹为主题，为参训民兵开展教育，

取得良好效果。年初以来，该师市分

批分级组织民兵轮训，参训民兵斗志

昂扬、敢打敢拼，多项课目考核纪录被

打破。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人武部加强民兵队伍建设

瞄准问题练强本领

山东省无棣县

军地合力建设军事长廊
本报讯 于秀华、苏银东报道：日

前，山东省无棣县军地依托县双拥文化

主题广场设立军事长廊。该长廊按照

“军魂为本、育人为要、开放融合、简约

质朴”布展理念，突出冀鲁边区、渤海老

区 革 命 精 神 文 化 传 承 ，以 时 间 先 后 为

序 、以 重 点 历 史 事 件 为 线 索 、以“ 大 事

记 ”的 形 式 进 行 展 陈 。 军 事 长 廊 建 成

后，成为全县国防教育的重要阵地。

黑龙江省龙江县人武部

创新专业分队组训模式
本报讯 许海龙、王春贺报道：日

前，黑龙江省龙江县人武部与辖区职业

高中签订培训协议，依托专业教育平台，

组织 157 名基干民兵开展为期 2 个月的

专业技能培训，培训专业包括工程机械

操作、无人机操控、管线巡检维修、车辆

修理等，有效破解了民兵专业分队技能

培训缺少教员、场地、装备器材等难题。

4月 11日，四川省安岳县出现短时强降水，部分区域出现内涝、房屋受

损、行道树和建筑物倒塌等情况。安岳柠里守望志愿服务中心组织 100余名

退役军人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徐智林摄

初春时节，细雨绵绵。清晨，家住

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汪家桥村的孙伏

生老人特意换上新买的素色衣服，将一

张黑白照片擦了一遍又一遍，精心为一

场特殊的云端“团聚”做着准备。为了

这 次 重 逢 ，孙 伏 生 与 家 人 整 整 等 待 了

73 年。

孙师利是孙伏生的叔叔。当年参

军时，孙伏生年仅 10 岁。在孙伏生的记

忆里，叔叔是个和善的人，对家人疼爱、

与邻里和睦。孙师利 1949 年 4 月入伍，

在部队短短 7 个多月的时间，他共给家

人写了 7 封信。

在最后一封家书中，孙师利这样写

道：“我在外面很好，离全国大解放的日

子不远了，家里不要挂念，你们在家放

心。”全家人无比期待着解放后团聚的

这一天。谁承想，这封信竟成了孙师利

留给家人的绝笔。1951 年，一纸《革命

军人牺牲证明书》送到家中，家人才得

知，孙师利已在湖南永绥（今花垣县）光

荣牺牲。

孙 伏 生 回 忆 ，得 知 叔 叔 牺 牲 的 消

息后，奶奶整日以泪洗面。弥留之际，

老 人 嘱 咐 家 人 ，一 定 要 找 到 叔 叔 的 埋

葬 地 。 此 后 多 年 ，孙 伏 生 的 父 亲 一 直

尝试寻找。令人遗憾的是，找寻无果，

抱 憾 而 终 。 就 这 样 ，找 寻 的 接 力 棒 又

落在了孙伏生与儿子的手中。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今年 3 月 21

日，湖南省花垣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

人员在梳理与家庭失联烈士信息时发

现了“孙师利”的名字后，将情况通报给

黄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并告知花垣县

境内有一座“孙诗利”烈士墓，虽和“孙

师 利 ”一 字 之 差 ，但 名 字 拼 音 、牺 牲 地

点、牺牲时间都相同。

“孙诗利”“孙师利”会不会是同一

人？两地随即联动，多方考证，初步确

定“孙师利”和“孙诗利”为同一人。接

着 ，黄 山 市 及 黄 山 区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局

开 始 为 烈 士 寻 亲 。 他 们 从《黄 山 市 革

命 烈 士 英 名 录》记 载 的 烈 士 出 生 地 黄

山区高村开始寻访。根据村民提供的

信息，他们了解到，孙伏生一家几年前

从 高 村 搬 迁 到 汪 家 桥 村 ，孙 伏 生 有 个

叔叔，就牺牲在湖南永绥，现在还没有

找到烈士墓。

根据线索，黄山市及黄山区退役军

人事务局工作人员找到了孙伏生。后

经核实，“孙诗利”正是安葬在花垣县的

孙伏生的叔叔。至此，一家三代历经 70

多年的寻亲，终于有了结果。孙伏生十

分激动，望着已经挂在墙上 70 多年的叔

叔 孙 师 利 的 照 片 ，满 含 热 泪 地 说 ：“ 叔

叔，我们终于找到你了！”

然而，由于疫情原因，孙伏生一家

目 前 无 法 到 花 垣 县 现 场 祭 拜 。 为 了

了 却 孙 伏 生 一 家 人 的 心 愿 ，黄 山 市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局 联 合 花 垣 县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局 为 他 们 安 排 了 一 场 特 殊 的 线

上“ 团 聚 ”，让 他 们 在 云 端“ 相 见 ”，并

委 托 花 垣 县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局 工 作 人

员代为祭扫。

“ 妈 ，您 看 这 是 小 爷 爷 安 葬 的 地

方。”“团聚”这天，孙伏生与老伴透过儿

子孙民的手机，看到一座烈士墓由远及

近逐渐清晰。手机那一端，花垣县退役

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将花圈敬上，并鞠

躬 默 哀 。 此 时 ，孙 伏 生 再 也 忍 不 住 泪

水 ，哽 咽 地 喊 道 ：“ 叔 叔 ，我 是 伏 生 啊 ！

终于找到您了，等疫情好了，我们就去

看您！”

图①：孙伏生（中）一家人通过视频

观看湖南省花垣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

人员为孙师利烈士祭扫。

图②：湖南省花垣县退役军人事务

局工作人员代为祭扫现场。

本文图片由朱 茜提供

湘皖两地携手为烈士找到亲人—

73年后的云端“团聚”
■沙兆华 朱 茜

连日来，武警陕西总队新兵团组织全体新兵开展入伍训练，夯实新兵军事基础素质。图为新训班长为新兵纠正动作

要领。 李 淼摄

②②①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