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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马宝川，马宝川依旧。
马宝川依旧全副武装跟着战车冲

锋，依旧带领常委“第一班”高空伞降，
依旧第一个实装下水下潜……

马宝川，这位曾担任师政委的某
特战旅政委，激情不减，干劲十足。
这一幕，与记者初次见他的场景何曾
相似——

2017 年 1月 9日，《追问马宝川》
一文在本报刊发后，很多人知道了这
个“不一般的马宝川”，并由衷为他点
赞。可很多人不知道，这篇稿子是记
者有意瞄准、无意击发“撞”出来的。

当时，“脖子以下”改革已经展

开，许多部队面临撤并降改。部队该
以怎样的精神面貌、思想观念和工作
思路转型重塑？带着这样的疑问，记
者来到了特战旅，挖掘他们从传统步
兵快速转型成为新型作战力量的奥
秘。

采访中，记者从马宝川本人和官
兵口中，听了不少关于他“高职低配”
的故事和经历。采访回来，马宝川的
故事始终在脑海挥之不去。“脖子以
下”改革全面展开后，有一大批指挥
员面临着与马宝川一样的考验与挑
战。
“马宝川的故事并非个例。他是

一个缩写、一个剪影、一个片断，是在
改革大潮中许多干部的真实写照。”
在与编辑部的沟通交流中，大家都有
一个共同感受：这个特战旅政委真是
不一般！

引文标题就叫《马宝川，不一
般》。循着这个思路，深度报道《追问
马宝川》也应运而生。这是两篇深度
报道，以讲故事的方式，将马宝川“高
职低配”的经历和情感，原生态搬到
报纸上。

时至今日提起这篇报道，马宝川
坦言自己一下子“火了”，但压力也更
大了：领导战友们的电话、朋友圈的

刷屏，成了无形的监督和鞭策，“这之
后，自己更要撸起袖子加油干”。

一年来，记者到基层部队采访，
很多人谈起马宝川，都说从他身上看
到了自己和身边战友的影子。这让
记者感触很深，不经意间又想起了马
宝川的话：“改革时代，我只是千千万
万中的一个！”

今天，当我们把目光再一次投射
在马宝川身上时，更加认同当初的判
断：改革强军路上，“马宝川现象”注
定是进行时态。

作为军人，应当追求什么？今天
的“马宝川”们正在用行动书写答案。

作为军人，应当追求什么
■本报记者 刘建伟

记者说
观察坐标 一个人

当辽宁舰破浪行驶在西太平洋上，中国军队

改革的“巨轮”也正在新时代的航道上隆隆推进。

改革视野下，一支支部队的转型重塑，时刻

牵动着我们的目光，成为贯穿2017年的《军营观

察》版主题。我们从合成营转型建设这个切面，

呈现官兵的探索实践，也试图解剖部队转型面临

的现实课题；我们聚焦新时代经常性思想工作，

审视“网生代”语境下凝聚兵心兵力的时代命题。

这是一个个关于使命的故事，这是一幅幅

折射着使命的画面。奔赴冬训场，在零下30

摄氏度的冰天雪地中，我们品尝并解读中国军

队实战化训练的味道；夜宿朱日和，在“蓝军

旅”一名连长的宿舍里，我们追问并思考基地

化训练的“这些年、这些变”；追踪铁路提速中

的“N个2分钟”，我们撕开观察“建设打仗型后

勤”的口子，推出多个深度报道……

阳光每天照耀着地球，周而复始，

从东到西。我们迎来又一个新年。

黎明时分，祖国大陆最东端，抚远

的东方出现一丝曙色，远方的地平线泛

起了玫瑰红。执勤的哨兵在哨位上迎

来了照进祖国的第一缕阳光。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2018年1月

1日，我们站立在新时代的地平线上，开

始新的壮丽征途。

在距离地球300多公里的太空，每隔

45分钟就可以看一次日出的航天员景海

鹏，在目睹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宇宙

奇观之后，仍觉得最美最自豪的风景是

“身为中国人，生逢这个最伟大的时代”。

或许表述不同，但景海鹏的感受，

也是千千万万名中国军人共同的感

受。在中国“飞鲨”第一人戴明盟的眼

中，这个伟大时代好比鲲鹏翅膀下的水

和风，新时代的风生水起正带给中国军

队太多意想不到的“礼物”。

即便放在大历史的时间轴上审视，

我们也不得不被新时代所刻下的一道

道耀眼“年轮”震撼：很少有哪个年份，

在如此短的时间汇聚了如此多的开始；

很少有哪个年份，用如此多的开拓传递

如此强的信心。

这是一个以梦想破题、以梦想为指

引的时代。中国梦、强军梦，用最简洁的

文字、最生动的意象、最凝练的思想，定

义着我们的使命，吹响了催征的号角。

一声号角起新航。

2016年元旦前夕，习主席视察解放军

报社，在“＠军报记者”平台敲击键盘，发

出一条微博向全军官兵祝贺新年：“希望

大家践行强军目标，有效履行使命，为实

现中国梦强军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正是在那次视察之后，军报人响应

统帅的号令，酝酿新的改版，开始新的

出发。一年前诞生的《军营观察》版，正

是解放军报这艘军事传媒旗舰，沿着新

时代航道破浪前行中的一朵浪花。

身为军报人，身为军事新闻人，记

录这个伟大时代，是我们的历史担当。

我们不仅不能缺席，更要积极参与其

中，为新时代鼓与呼，做出我们的贡

献。人民军队在改革，军事新闻战线也

在改革，身处改革的我们，如何去记录

改革，去书写这个伟大时代？

一年前，我们在《军营观察》版“致

读者”中说：“请与我们同行。在这里，

您将看到中国军队的时代变化，看到中

国军人所付出的努力……”

一年后的现在，我们心声依旧，追

求依旧。也许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但

我们将坚持这个初心不变，我们的目光

将一如既往——

我们希望，我们的目光是宏观的也

是微观的，不仅能看到中国军队最高统

帅部的决策思考，也能看到普通官兵额

头上的汗珠。

我们希望，我们的目光是理性的也

是感性的，不仅能发现这个时代的重大

命题和现实课题，也能用心体会广大战

友的喜怒哀乐，传递那份“与子同袍”的

军营情怀。

我们希望，我们的目光是冷静的也是

热切的，不仅为读者提供思辨性、前瞻性

的视角和声音，也能将篇篇报道化为肩

头上的担当，为强军兴军增添一份力量。

亲爱的朋友们，沐浴着新年的阳

光，我们再一次向你祝贺新年，也再一

次发自内心地说：与广大读者同行、与

全军官兵同行、与新时代同行——与

“你”同行，是幸福也是担当！

与“你”同行，是幸福也是担当

我们的目光，我们的足迹

“马宝川”走进我们观察视野，缘起于“师

政委当旅政委”的新闻独特性，但让我们下决

心以整版篇幅“追问马宝川”的动因，则恰恰是

他的时代普遍性。

恩格斯说：“人们酷肖他的时代，远胜于酷

肖他们的生身父母。”我们深信，那些平凡的官

兵身上所呈现的故事肌理，更具温度和代入

感；我们坚信，那些普通的面孔里，不仅能看到

一个时代的表情，还能聆听到梦想的呼吸。

从“好兵”熊宏鑫引发的争议，到上士吴付涛的

“新兵突击计划”；从士官长赵彦俊的“良心哲学”，到

八连指导员郝爱君的“突围”之战；从合成营营长吴

春明掀起的“学习革命”，到团长李尚军的军旅最后

一班岗……2017年，一个个“非典型人物”走进《军

营观察》版，成为我们记录的主角。走进新兵营，聚

焦老兵退伍季，透视基层军医生态，关注新排长

成长……某种意义上，关注他们，关注军营中的你、

我、他，就是在关注我们这支正在快速成长的军队。

这是一双烈士母亲的眼睛，一双
浸满了热泪的眼睛。

2018年新年前夕，记者再次走进
烈士邝胜龙的家。见到穿着军装的
记者，黎妈妈颤巍巍迎上前来，紧紧
拉住记者的手，潸然泪下。
“胜龙啊，你看，部队的人又来看

你了！国家没有忘记我们，部队没有
忘记我们……”就像见到自己的儿子
一般，黎妈妈满脸疼爱地看着记者，
口里喃喃而言。

2017年清明节前夕，经过多方寻
找，记者走进了一等功臣邝胜龙烈士
的家。一个陌生的名字，牵出了一段
尘封的故事。一位埋葬在边关的年

轻烈士和他温馨的家庭，经由这次接
力寻找，走到了世人的眼前。几十年
来，那位慈祥可敬的黎妈妈一直在思
念她最疼爱的小儿子。

2017 年 4月 6日，记者采写的清
明特稿《你是谁，为了谁》在本报刊
发。第二天，广西《钦州日报》在头版
头条全文转载，在当地引发了较大反
响。当报纸送到烈士家人手上时，他
们流下了欣慰的热泪。

邝胜龙大哥邝胜忠告诉记者，刊
登胜龙事迹的《解放军报》和《钦州日
报》，他们看了又看、说了又说，哭着哭
着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他们就像
迎接胜龙回家一般，郑重把《解放军

报》和《钦州日报》与胜龙的遗物整齐
地摆放在一起。一家人团聚或是过节
时，大家总不忘拿出报纸，给黎妈妈读
上一段，这成为老人家最幸福的时光。

有一句话这样说：“人的一生有三
次死亡。第一次是生物学的死亡；第
二次是社会宣布你死亡；第三次是最
后一个记得你的人离开这个世界。”

关注烈士和烈士的家人，让历史
铭记烈士的名字——这应该是这篇报
道的最大价值和意义。回眸 2017年，
这当是记者生命中最为难忘的经历。

在中国江西瑞金，有一座红军烈
士纪念塔。纪念塔正前方地面上，碎
石铺写着八个苍劲大字：“踏着先烈

血迹前进。”
在俄罗斯莫斯科，有一座无名烈

士墓。烈士墓的花岗岩平台上，镌刻
着这样一句话：“你的名字无人知晓，
你的功勋永垂不朽。”
“每个人心中都应该有一座烈士

纪念碑，铭记今天幸福生活的来路，
照亮未来前行的道路。”此刻，面对黎
妈妈饱含热泪的眼睛，记者的心头不
由涌上一首歌——

你可听说一座山/一座热血山/一个
个曾经奔赴前线……你可听说那座山/
边关一座山/有人花开到终年/有人花开
只一天……如今这座山/矗立我心间/历
经荡气回肠路/我更坚信明天……

你的名字，历史会永远铭记
■本报记者 陈典宏

以“你是谁，为了谁”为开篇的一组“清明

节特别策划”开启了我们的寻找之旅。

“走近父亲”，空军干部杨欣完成了一次精神

寻找之旅；为了“团圆”，70岁老人陈永泰连续多年

为烈士寻找遗属；“那年清明，今年清明”，由一张

照片开始，记者展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寻找……

寻找，是为了铭记，也是为了回归。铭记一

个个英烈，回归一个个家。《再问英雄身后事》，我

们调查了部分军烈属生活现状；《且为忠魂诉》，

我们见证了烈士张浩家人对他的百日追思。

每一名坚强如山的军人身后，都有一个温

暖如春的家。2017年，我们同样把温暖的笔触

留给那些军娃，于是便有了《军爸该怎样“陪

伴”孩子成长》；我们同样把关切的目光投向那

些双军人家庭，于是便有了《“第五条军规”背

后的温情》；我们同样把观察的视线落在那些

往返于军营与家庭之间的休假旅程，于是便有

了《一头连着国，一头连着家》。

转眼，又一个春节将至。2017年
春节期间，记者在成都双流机场的那场
“军人依法优先”体验，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那是全国机场的第一个
“军人依法优先”通道。今天，100多
个机场和全国铁路系统都开通了这
一通道，自 2018年 1月 1日起，全国水
路系统也将推行“军人依法优先”。

一年来，沿着我国发达的交通网
络，“军人依法优先”通道在辽阔的国
土上四处涌现，“军人依法优先”的观
念也在亿万大众心中落地生根。

透过这些通道，我们看到的是官
兵不断增强的职业荣誉感，看到的是
全社会日益浓厚的尊崇军人氛围——

战士贺善文有急事回家快赶不
上车，一辆搭载 30多名乘客的长途客
车为等他延时发车。一位老大爷告
诉他：“你们军人在抗洪抢险、抗震救
灾中处处冲锋在前，等你，我们都没
怨言。”

前不久，记者去医院看病，交费窗
口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看到记者手
中的红色军官证，队伍最前头的一个大

叔主动招手：“你先来，军人优先嘛！”那
一刻，记者心中又一次暖流涌动。

一个通道，联通军心民心。和平
时期“军人优先”带给人的感动，不由
让人联想到战争时期一首民谣里的
“军人优先”：“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
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

那时的老百姓可能并不知道什
么叫“军人优先”，但他们知道，人民
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那时的子弟兵
可能也不知道什么叫“军人优先”，但
他们知道，先有为人民牺牲，才有人

民的爱戴。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习主席在

十九大报告中郑重指出：“我们的军
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
防。”这是我们这支军队从胜利走向
胜利的根本原因，也是继续走向新的
胜利的根本保证。

在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伟大征
途上，愿每个走过“军人依法优先”通
道的共和国军人，每个守护着那条通
道的人民群众，都能从中望见初心，
汲取力量。

有一个热词，叫“军人依法优先”
■本报记者 邹 菲

“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当聆听到

十九大报告中的这句话，我们更加深刻体认到：

那些赢得时代共鸣的声音总是有它必然的逻辑。

因为感同身受，我们推出“军人依法优先”

系列亲历式调查式报道，聚焦军人荣誉，跟着

立功喜报回乡，追踪“失踪”20年的光荣牌，见

证一份荣誉的发酵之旅……

军人报国，一腔热血。越是热血，越要温暖

呵护。2017年，习主席和中央军委对全军官兵的

关爱，经由改革强军的脉动持续注入座座军营。

呈现这些关爱和温暖，成为我们的常态化议题。

统建房来了，我们关注“如何统、如何建”；“氧二

代”来了，我们关注高原边防军人的“解难2.0”；

过春节了，我们追踪军人福利落实情况；就诊“一

卡通”有了，我们第一时间跟踪解读……

航母部队最近一次进入公众视
线，是在庆祝建军 90周年沙场阅兵式
上，“飞鲨”战机以五机编队接受习主席
的检阅。

现在，中国“飞鲨”在干啥？网友
们纷纷猜测。

隆冬时节，迎着朝阳，记者探访渤
海湾的一处军用机场。刺骨寒风中，
记者又见到了那些熟悉的面孔——

曾第一个驾驶“飞鲨”在航母辽宁
舰完成“惊天一落”的戴明盟，他依旧
在飞。

曾遭遇重大空中险情、造成胸椎
腰椎多处骨折的曹先建，他依旧在飞。

曾遭遇鸟群空中撞机、依靠单发

将着火的战鹰安全降落的袁伟，他依
旧在飞……

徐英也在飞。作为海军舰载航
空兵部队某团团长，徐英坦言他和他
的战友“遇见了新时代”。作为航母
战斗力的核心部分、海军新型作战力
量的代表，这支部队在改革的号角中
破壳而出。没有一支军队的不断转
型与重塑，就没有徐英和战友所站立
的舞台。

一年前的 1月 3日，正是基于这
样的思考维度和观察视角，本报首度
亮相的《军营观察》版，刊发了徐英和
他的战友们肩负改革之重的使命担
当。在那篇特稿中，我们经由徐英的

视角和思考，看到了一支部队探路跋
涉的孤独、过载前行的突破、赶考路
上的清醒。

此后的这一年里，记者多次跟踪
采访这支部队。在大洋深处行驶的航
母辽宁舰上，在塞北草原的朱日和联
合训练基地……一次次看着徐英他们
忙碌的身影，一次次更近更真实地感
受着他们的状态。

这一年，他们“过载”依旧。“几乎
天天都在飞！”团政委李建国说，2017
年他们完成了200多个飞行日——这，
也意味着除去法定的节假日，部队每
天都有飞行任务。

这一年，他们“清醒”依旧。“走在

新时代，每一步都是新的。”徐英和战
友们很清楚，他们脚步的快与慢，直接
与一支军队的转型紧密相连。唯有不
断突破，才能不负重托、不辱使命。

只是，他们不再那么孤独。2017年
12月上旬，新选拔的12名舰载战斗机新
飞行员开飞歼-15战机。徐英欣慰地看
到，越来越多的年轻面孔，正在给这支
部队注入源源不断的信心和力量。

这信心，也写在徐英的脸上。
那一天，第一个驾机在辽宁舰上

完成某高难度起降任务后，徐英写了
一首诗：“成功看似自然/背后历经磨
难/世事少有平坦/多少命悬一线/英
雄无畏生死/梦想方能实现……”

走在新时代，每一步都是新的
■本报记者 陈国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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