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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曹志国、殷杰报道：“旅领
导为我们考虑得真周到，现在再也不用
叫外卖了！”2月 1日中午，手提保温饭
盒刚从机关饭堂走出来的第 83集团军
某旅几名来队家属一脸喜悦。

站在一旁的军需营房科助理员党
向国介绍说，为了解决家属就餐问题，
他们在机关饭堂专门增设了一个“家属
窗口”，官兵家属只需刷餐卡就能打到
可口饭菜。

前不久，为了解决临时来队家属生
活问题，旅领导要求相关业务部门积极
做好接待保障工作。除了对家属楼进行

统一整修之外，还更换了热水器、冰箱等
家用电器和日用品，保证家属能够拎包
入住。然而，由于近期临时来队家属数
量增多，吃饭难的问题在交班会上被提
了出来。

机关调查后发现，不少官兵家属平
时忙于工作，只能利用节假日来部队住
上三五天。尽管旅里给临时来队家属房
安装了燃气，购买了部分灶具，但一些家
属因为来队时间短，很少做饭。此外，还
有些来队家属需要照顾小孩，来不及做
饭，经常打电话叫外卖。

经过商议，旅领导决定：在临近家

属院的机关饭堂专门设立一个“家属窗
口”，为官兵家属打饭提供方便。旅后
勤保障部门按照相关财务规定采购足
够的食材，制定科学合理的菜谱，还专
门购买了一批保温饭盒、一次性碗筷供
家属使用。来队家属只需到机关开具
证明办理就餐卡，按照伙食规定缴纳费
用，便可刷卡在机关饭堂打上一份热腾
腾的“暖心套餐”。
“一扇小小的窗口，饱含了领导对

官兵满心的关怀，这份‘套餐’真是暖到
了咱们心窝里。”这一举措一经推出，官
兵便纷纷点赞。

第83集团军某旅

机关饭堂增设“家属窗口”
本报讯 特约记者周钰淞、通讯

员周俊谊报道：“老刘，多亏了旅里帮
忙，孩子转学和我的迁户手续都办好
了，你安心在新单位工作吧！”春节前
夕，第 74集团军某合成旅交流干部刘
胜的家属在电话中难抑心中的喜悦和
激动。

像刘胜一样，近期该旅共为 23名
已交流离队干部积极协调家属迁户、
孩子转学等手续，倾心尽力解决他们
的后顾之忧。
“我马上就要离队，可家属要办理

离职迁户，学校放假了，孩子想办理
转学都找不到人，上学成了问题。”1
月上旬，该旅机关在基层走访征求官
兵现实困难时，一名已批准交流的干
部表达了心中的困惑：去了新单位，

家属户口、子女求学等问题成了大家
离队后的挠头事。

在首长办公会上有人提出，交流干
部离队了就不属于本单位管辖范围，家
属子女相关手续办理应由新单位接管。
对此，旅党委态度鲜明：新单位对分流
干部的情况还不熟悉，且有些手续办理
有时效性要求。为了让交流干部去了新
单位能安心工作，事关这些干部家属子
女的事必须管，还要管好！

该旅首先对所有交流干部的家
属、子女情况进行详细统计，分类梳
理出 5类需协调办理迁户、离职、转学
等手续的人员，同时与交流干部新单
位人力资源部门做好沟通对接，明确
相关事项。尔后，迅速与驻地民政
局、人社局、中小学校联系，对就业

单位、学校较为集中的交流干部家属
子女，邀请相关单位工作人员来旅里
现场办理手续，其余就业单位、学校
较为分散的家属子女由政治工作部群
联干事负责做好对接，由旅里派车带
队组织前往办理，直到手续齐全为止。
“万万没想到，人还没出发，交流

所在地的学校就给我打来了电话。”该
旅交流干部王家均高兴地告诉记者，
他儿子刚读二年级，原以为入学要依
据学位学区跑好多手续，没想到旅里
将转学诉求反馈给双方驻地有关部门
后，很快就为儿子找到了心仪的学
校，并且办好了转学手续。

真情关爱赢得真心。不少交流干
部感慨道：“不忘初心，给老单位点
赞。努力工作，为新单位添彩！”

第74集团军某合成旅

23名交流干部“轻装上阵”

“内务卫生检查时副班长已经提醒
过你了，为什么战备拉动你还是没带肥
皂！”上周三一早战备拉动刚结束，我
背囊还没卸下来就被班长劈头盖脸一顿
训。

导致我挨批的“罪魁祸首”竟然是
一块肥皂。战备拉动没带上它，不仅让
连队在“双争”量化评比中扣了分，
自己也挨了班长一顿“熊”。我越想越
郁闷：战备时我装上了沐浴露、洗面
奶，重量丝毫没有减轻，也满足日常洗
漱的需要，为什么偏偏不带肥皂就是
错？

当天晚上，班长坐到我床边和我谈
心：“小谢，战备拉动带肥皂是部队多
年的规定，怎么到你这儿就要出‘幺蛾
子’？”“可是班长，沐浴露、洗面奶明
明效果更好，为什么咱就不能……”见
班长面露愠色，我强忍着把“苦水”
咽回了肚子：“明白了班长，以后保证
带！”

没过几天，连里组织野外自救与互
救授课。课上指导员竟点名提问我：
“谢宏，你说我们挎包里常备着的肥皂
有什么用？”“肥皂不就是用来洗脸洗手
洗衣服的嘛。”“还有呢？”见我涨红了
脸说不出个“一二三”，指导员点开课
件道明了战备包里放肥皂的作用：野营
驻训不仅能防蚊杀菌，战时更是装备除
锈、链条润滑，甚至餐具除污的最佳替
代品。

课后我才知道，原来班长见我因
为一块肥皂钻牛角尖，便和其他骨干
交流，竟发现有这种想法的年轻战士
还不在少数，就主动找到指导员汇报
了情况。经指导员一讲，我才豁然开
朗。但换个角度想一想，面对我们这
些脑子里装着“十万个为什么”的
“00后”，军旅之初还真需要有人耐下

心来指点指点，不是吗？
（连刘举、刘杰整理）

我因一块肥皂挨了批
■北京卫戍区某高炮团二连列兵 谢 宏

新闻观察哨

寒潮来临，第 83集团军某旅中士
龚杰心里却格外温暖。驻地政府和共
建单位赶在寒潮到来之前，为官兵们
送来了暖宝宝、棉拖鞋、保温杯等“暖
冬慰问品”。

但更让龚杰感到开心的是，这次
发放慰问品，机关全都如数发到基层
官兵手中，让大家切身感受到机关“士
兵第一、基层至上”的作风转变。

对战士们来说，这些各式各样的
慰问品，以前经常是“想吃却吃不到嘴
的葡萄”。

去年国庆节前夕，驻地一家企业
了解到官兵平时训练强度大，经常出
现伤病，便特意购置了一批训练放松
和训练伤恢复辅助器材慰问部队官
兵。听到这一好消息，因为训练强度
大时常全身酸痛的龚杰别提有多开心
了。

可是，一连好几天过去了，龚杰心
心念念的慰问品依然没有发到手里。
更令人郁闷的是，他听说有的机关干

部已经在训练之余使用慰问器材进行
放松恢复。

机关干部都有了慰问品，基层官兵
怎么不发？龚杰心中画了一个大大的
问号。一次偶然的机会，龚杰从负责慰
问品分发工作的李干事那儿得知，机关
在慰问品处置的问题上也很犯难。那
次，由于企业赠送的辅助器材数量不
够，无法给基层平均分配。所以有人建
议，把慰问品分发给机关各部门，既不
违规，也同样能起到慰问的效果。

所以，对于地方送来的慰问品，旅
里就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数量比
较多的平均分发至基层营连，小批量的
则一般当作“福利”分发给机关各部门。

分发规定看似公平合理，但龚杰
心中依然难以释怀：慰问品是用来慰
问所有官兵的，即便数量少，也不能成
为机关的“专属礼包”呀！前不久，在
开展基层“微腐败”专项清理整治时，
龚杰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引起了旅
领导的重视。

很快，该旅领导就专门带着机关
工作组到基层一线，围绕“慰问品发
放”的问题进行深入调研。他们发现，
对于发放慰问品的这条不成文“规
定”，大家都颇有微词。
“这理由、那理由，都不是截留慰

问品的正当理由。”旅党委会上，大家
对于慰问品发放不到基层的乱象形成
共识，“把本该发给基层的慰问品分给
机关各部门，看似是机关思想认识不
到位，实质却是侵占战士利益的‘微腐
败’。这种现象必须刹住！”

随后，该旅针对寒冬之际多家地
方单位前来慰问的实际，第一时间邀
请基层风气监督员清点每一批慰问物
资，并逐一登记造册。旅机关将所有
慰问物资统一调配分发至每个基层单
位，并将分配结果公示。

寒夜时分，贴着两片机关发放的
“慰问牌”暖宝宝，龚杰在接下来的两
个多小时“执勤时间”里始终心暖如
阳。

慰问品如数发放到基层
—第83集团军某旅纠治基层“微腐败”新闻调查之二

■徐水桃 姚 博 本报特约记者 康 克

汉代兵书《三略》中记载了这样的

一段话：昔日凡是带兵的良将，别人送

给他一壶酒，他也要让人倒进河里，和

士卒们一起就河痛饮，虽然一壶酒并

不能让整条河都变得有酒味，但是将

士们却愿意因此效死力战。同样的道

理，虽然一双棉拖鞋、两片暖宝宝值不

了几个钱，却让战士龚杰有了“被人惦

念着”的感觉，即使是寒冬腊月，站在

哨位上心中依旧温暖如春。

不爱征戎儿，岂可执帅印。基层

战士大多远离家乡故土和父母亲人，

渴望在部队这个大家庭中得到关心关

爱。倘若各级机关仍存在特权思想，

背离了“士兵至上、服务基层”的宗旨，

又如何能让基层官兵产生“此心安处

是吾乡”的归属感？唯有用更多的暖

心之举让“龚杰们”感到“被人惦念

着”，才能不断增强基层官兵的获得感

幸福感。

让战士常常感到“被人惦念着”
■李佳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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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建伟摄

数九寒冬，野外驻训场的温度已降
至零下二十多摄氏度。随着上级一声令
下，火箭军某旅发射二营的“钢铁长
龙”从大雪覆盖的密林深处鱼贯而出，
在夜色中驶向数十公里外的预设发射阵
地。

车队行至一狭长陡峭路段，早已恭
候多时的“蓝军”抵近侦察袭扰。埋伏
在树林中的小股“敌人”伺机开火，头
车轮胎应声被“击中”。营长陈高立即
组织官兵进行反击，安排人员及时更换
轮胎。
“敌情”被解除了，但一辆战车

因为在交火中受爆炸冲击，导致核心
部位电路受损。伴随保障的三级军士
长符斌正待启动某装备仪器实施抢
修，发现环境温度已经超出该仪器的
低温操作极限值。

这次不是导调课目，而是真实情
况。气温还在下降，装备修不修？此
时摆在大家面前有两个选择：仪器设
备价值不菲，考虑到安全因素，最稳
妥的办法是停止使用仪器或待武器专
家前来救援调试；第二种方案是依托
自身力量尽快维修，但这样做存在一
定风险。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气温越来越
低，积雪越来越厚，再不尽快作出决
策，车队就有可能被困在这冰天雪地之
中。营长陈高一脸焦急，艰难地作出决
定：“符斌，试一试总有一丝希望，比

干等着救援强！”
旁边有官兵忍不住提醒，虽然延

误时间到达阵地会受到批评，但如
果装备仪器因维修受损可能要受到
处 分 。 陈 高 最 终 还 是 决 定 放 手 一
搏，多年的实践经验告诉他，在极
值条件下如果进行短时间操作，成
功的可能性很大。再说，这是一次
实战化训练，总不能因坐等救援而
贻误“战机”。

得到营长的命令，符斌和官兵们

快速开启维修设备。他们一边利用携
行的棉被等物品对仪器进行防寒，一
边以最快速度测定读数、锁定故障点
位。指针轻颤、马达低吟，维修仪器
被接通至受损战车，故障很快就被排
除。

该旅以此为契机，举一反三挖掘武
器装备潜力，同时梳理出一批寒区装备
操作的实用方法，有效提升了人员和装
备在极寒条件下快速攻防、信息攻防和
全维防护的能力。

超出低温操作极限值，装备还修不修
■宋 玮 本报特约记者 奉 雷

能力极限往往是逼出来的。在该旅

野外训练场采访，最切身的感受就是：

临近极限逼一逼，险难面前挺一挺。

实践证明，要使训练与实战一体

化，就得采取超常的方法手段，将官兵

陷于“死地”。战场是实打实硬碰硬的

较量，只有在恶劣天候、强电磁干扰、

高强度对抗、精确化袭击等复杂战场环

境中，才能逼出人员和武器装备的极

限，才能掌握部队战斗力的真正底数。

当然，战斗力生成有其内在规

律，倡导极限训练也不是盲目蛮干，

必须研究现代战争特点规律、战场态

势、制胜机理，让武器装备在体系协

同中、在科学方法指导下，逼出人员

和装备的潜能极限。

向极限要战斗力

采访手记

VR演兵场

廖纪颖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