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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之滨，雪后初霁的九顶铁槎山，
一片银装素裹。

一大早，驻守此地的北部战区陆军
某海防旅火力连上士臧昊天，便起床穿
戴好装具——这一天，他将带领班里战
士，再次踏上海防一线巡逻路。
“集合！”一声短促的口令声后，臧昊

天带队出发了。在常人眼里，这只是一
次例行巡逻，但对他而言，却是格外有意
义。

寒风裹挟着细碎的雪粒，迎面扑
来。上次巡逻时官兵们留下的足迹，已
被厚厚的积雪覆盖。“那边有条山涧，靠
左边的小路走！”臧昊天引导着大伙儿。
“臧班长是连队公认的‘活地图’。”

列兵李强说，巡逻路上紧跟他的脚步，肯
定错不了。
“在这条路上执勤，虽然才 4个月，

我却走出了感情……”臧昊天说，他对道
路两边的一石一景、一草一木，都有着天
然的亲近感。
“在边关，我们脚踩的每一寸土地，

都是祖国的领土！”转头望向巍巍群山，
臧昊天想起了父亲的嘱托，点滴往事像
电影一般重现眼前……

时针拨回到 1968年，臧昊天的父亲
臧其文应征入伍，从江苏新沂来到这个
偏僻的山沟。

九顶铁槎山的边防线，臧其文整整
走了 3 年。“父亲当兵不到一年就入了
党，第二年又当上了团里的党代表。”每
每想到这些，臧昊天的脸上就洋溢着自
豪。

臧昊天说，凭着过硬的素质，父亲很
快成为连队的侦察班班长，还被列为“干
部培养对象”。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父亲
最终提干未成，抱憾退伍回家。
“这兵，我没当够；那片海，我还想

守。”记忆中，父亲经常给年幼的臧昊天
讲述自己当兵的故事：“等你长大了，一
定要替我再看一眼曾驻守的那座山、那
片海！”

这句话，深深烙印在臧昊天脑海里，
直到他长成个头比父亲还高的小伙子，
心头仍萦绕着绿色“军旅梦”。

2006 年 12 月，臧昊天高中毕业后，
毅然选择走进军营：“如果能去父亲当年
的连队、曾经戍守过的地方服役，那该多
好啊……”

只是当年前来征兵的部队，只有原
山东省军区内长山要塞区。

经过严格体检、面试和考核，臧昊天
如愿以偿穿上军装，成为一名海防战
士。后来，他被分配到烟台长岛，在这个
岛上一守就是 7年。就在他入伍后的第
8个年头，由于单位调整，他又被调到一
个“巴掌大”的小岛——砣矶岛上驻守。

当兵 8年间，臧昊天四处打听，寻找
父亲曾经的连队。

由于部队多次整编，曾经的番号早
已不复存在，他一无所获。“虽然不在父

亲那个连队，但我们守卫的是同一片
海。”他在心里暗暗立誓：要当父亲那样
优秀的兵。

为这，不管守岛条件多么艰苦，不管
训练任务有多重，他都咬牙坚持、奋勇拼
搏，多次被上级评为“优秀士兵”。

2014年 9月，单位再次面临调整，这
一次，他被分配到驻守蓬莱的一个部
队。“在地理位置上，这里离槎山又近了
一步。”就这样，臧昊天在那里又服役 3
年。

命运，总在不经意间给人惊喜。去
年 6月，一次偶然的机会，上级派臧昊天
到威海一个连队运送一批武器装备。接
到任务后，他兴奋得一夜没合眼……

虽然当时，他并不知道自己要去的
地方就在槎山脚下，但他隐隐感到，这次
任务驻地，离槎山很近，离父亲的连队也
更近了。

到达目的地后的下午，臧昊天前往
连史馆参观。“原守备四师十一团三营
七连”，当这行字映入眼帘时，他激动不
已——当兵 11年，他日夜记着父亲老连

队的番号，他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迫不及待地打电话向父亲求证。
“是的！就是那个番号！”电话那头，

父亲的声音有点颤抖。
得到父亲的确认，臧昊天激动万分：

“11 年了，我终于找到了父亲的老连

队！”更让他兴奋的是，连队官兵告诉他，
营区对面的山就是槎山！

由于任务紧急，臧昊天必须尽快返
回。告别时，他忍不住又向远方的群山
看了几眼。

去年 9月，部队改革调整，臧昊天再
一次面临转隶。当连长征求意向时，他
坚定地说：“连长，让我去槎山、去父亲曾
经战斗过的地方，吃苦受累我不怕！”最
终经过研究，组织同意了他的申请。
“爸，今天我踏上了您曾经巡守过的

海防线，看到了您驻守的那片海！”来到
新单位不久，第一次巡逻归来，臧昊天激
动地在电话中向父亲汇报。

海防接力有来人。翻过巍峨的槎山
就是大海，也是该连巡逻的海防线。49
年前，臧昊天的父亲曾在这片海滩留下
一串串巡逻的足迹。而今，臧昊天每巡
守一次边防线，就对边防军人肩头的职
责多一分理解，亦对父亲的海防情怀多
一分崇敬。

作为连队骨干，臧昊天已经好几个
春节没有回家了。今年春节前夕，他做
出了一个决定：放弃休假机会，沿着父亲
的足迹，为祖国守护海防线！

下图：臧昊天（右）带领战士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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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调整中，上士臧昊天被分配到父亲 49年前当兵的连队。今年春节期间，他主
动放弃休假机会，做出了一个决定——

像父亲一样，巡守那片海
■本报记者 刘建伟 通讯员 赵 雷 程宇航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只有
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

新年钟声敲响之际，习主席在
贺词中说，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新春佳节团圆之时，习主席在团拜
会上再次阐释了“奋斗”这一时代主
题词，并充满感情地指出，奋斗者是
精神最为富足的人，也是最懂得幸
福、最享受幸福的人。

在新时代强军征程上，一个个
执着拼搏、砥砺前行的奋斗者，正在
用行动为习主席的谆谆教诲写下生
动注脚。虽然奋斗是艰辛的、奋斗
是长期的、奋斗是曲折的，但各级官
兵争分夺秒、只争朝夕、接续奋斗，
用辛勤汗水浇灌美好梦想，用不懈
奋斗投身改革强军，在奋斗中找到
了各自人生幸福的真谛。

从今天起，本报开设“奋斗在强
军新时代”专栏，追寻奋斗足迹，采
撷奋斗故事，讲述奋斗人生，描绘奋
斗军营，展示新时代我军官兵锐意
进取、蓬勃向上的新风貌、新贡献、
新作为，敬请关注。

开 栏 的 话

这是军报记者与春天的不变约定，

这是军事新闻人忠诚履职的真实写照。

编发完这组稿件，本报今年的“新

春走军营”采访活动划上圆满句号。

沐浴新时代朝阳，记录新时代风

采。2月 1日至 28日，本报 20多支融

媒体报道小分队上高原、登海岛，走

边防、穿戈壁，进班排、住哨所，用眼

观察、用脚丈量、用心感悟、用笔记

录，连续推出28组100余篇图文报道，

生动展现全军官兵牢记新使命，奋力

投身新时代强军兴军伟大实践的崭

新风貌。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

少真情。与春天相约，军报记者追寻着

部队官兵练兵备战的强军足迹，也传递

出军队改革发展的春天讯息。

从高原到海岛，活跃着军报记者的

身影。记者郭丰宽，中国国防报记者方

帅、丛嘉，中国军网记者李小琳、王月、李

晨组成的采访小分队，攀悬崖、翻绝壁，

在冰峰雪岭间攀爬4个多小时，登上海拔

4520米的无名湖哨所，采写的稿件《再

见，抑或再也不见，你都是我铭刻在心的

英雄》在报网刊发后，感动了无数网友。

从密林到大漠，留下了军报记者的

足迹。记者李蕾，中国国防报记者佟欣

雨、鲁文帝，中国军网记者张华清、曹璇

组成的采访小分队，辗冰踏雪赶到阿尔

泰山深处的“西北第一哨”白哈巴边防

连，冒着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与官

兵一起巡逻执勤，亲身体验边防战友戍

边守防的奉献和艰辛，采写的稿件《骑

着军马，挂“四挡”巡逻冰山雪原》刊发

后，引发网友热烈点赞。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在这个春

天，军队新闻媒体改革即将展开，担负

着为强军兴军鼓与呼的军队新闻工作

者，将牢记习主席视察军报时的殷殷

嘱托，以崇高的使命、紧迫的步伐、如

火的激情，投身到建设具有我军特色

的现代军事传播体系这场变革中，以

崭新的面貌迈向军事新闻创新发展的

新时代，为改革强军奏响激昂的时代

号角。

与春天相约 与时代同行
——写在“新春走军营”采访活动结束之际

■夏洪平
“西红柿每公斤 3.4元、五花肉每公

斤 24.2 元……”2月下旬，东部战区陆
军某旅军需营房科助理员娄秦玮来到
驻地几家大型超市，考察各类生鲜肉
食、蔬菜和水果的市场零售价格。与以
往不同的是，这次与他同行的还有该旅
合成一营下士王开朗。

半年前，王开朗多了一个新身
份——基层风气监督员。考察过程
中，只见他认真记录各类食品的价格信
息，然后详细填写在《市场考察表》上。

为完善基层风气建设的监督网络，
该旅从基层官兵中选拔出100名风气监
督员。旅机关专门给他们颁发聘书，请
他们依法依纪全程参与监督官兵职务晋
升、评功评奖、备战训练、战备工程建设
等重点敏感领域的工作，同时收集基层
官兵意见建议，及时反馈给纪检部门。
“基层风气监督员是风气建设的‘前

沿哨’！”该旅政治工作部副主任王业普
深有感触地说，今年春节，不少机关干部
的家属子女到部队过年，有的家属请炊
事班帮忙从市场捎带蔬菜，按照规定买
菜的费用需要自理，基层风气监督员及

时督查机关食堂用餐登记本和财务伙食
结算表，核对家属买菜费是否从干部次
月工资中扣除，杜绝“微腐败”。
“基层风气监督员更是战斗力建设

‘保险阀’！”作战支援营四级军士长孟
亚飞素质过硬、作风正派。当上基层风
气监督员后，他在训练场上敢于较真坚
持原则。春节前夕，该营组织 5公里武
装越野比武考核，孟亚飞在训练监察中
发现几名参考人员没有按要求穿制式
作战靴后，及时指出并批评制止。
“要想取得基层风气监督员的上岗

证并不容易！”该旅政委李高迅介绍说，
基层风气监督员需要经过个人申请、群
众推选、民主测评、机关考察、岗前培训
等考核选拔培养程序后，才能持证上岗。

据介绍，该旅基层风气监督员上岗
以来，开展监督监察工作 300 余次，助
推基层风气建设不断向上向好，官兵的
获得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前不久，旅
里对党委机关廉政建设和基层敏感事
务处理情况进行问卷调查，基层官兵满
意度超过90%。

（本报南京2月28日电）

构筑风气建设“前沿哨”
■本报记者 朱 达 特约记者 戴 强 刘吉强

“某高速路段发生交通事故，3名重
伤员亟待救治，请你院做好准备……”

昨天下午，无锡联勤保障中心第
105医院野战医疗队，与地方 120指挥
中心实时联动，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应急
救治演练全面打响。

15分钟后，1名下肢受伤“病人”被
送进急诊科。快速检查血压、心率、血
氧饱和度、呼吸、体温……整个急救现
场忙而不乱。
“请求胸外科、神经外科、骨科会

诊！”急诊科主任章福彬根据病情，立即
下达会诊通知。5分钟后，胸外科副主
任刘永靖赶到。紧跟其后，神经外科副
主任张星和骨三科主任王海峰也陆续
赶到。
“伤员血氧饱和度低，立即检查有

无肺损伤”“伤员神志不清，赶快带上便
携式呼吸机、检查脑部 CT”……一番
紧急会诊后，3 位专家从各自专业角
度，提出综合治疗方案。记者看了看
表，从发出会诊通知到提出综合救治意
见，前后不到15分钟。
“这得益于医院多年来坚持不懈地

与 120联动，军地联手锤炼战场救治硬

功。”该院领导说，针对和平时期医务人
员看“病”多治“伤”少的实际，他们把战
场救治融入合肥市急诊网络建设，医院
在 5个事故多发地的高速路口设立 120
点位，与全市120实时联动。同时，他们
还将院前急救从急诊科分离出来，精减
指挥层级，形成院内直管的指挥体系，
不断锤炼医务人员战创伤救治能力。

该院医务处主任绳慧峰告诉记者，
医院着眼战时卫勤保障将优势医疗资源
向战场急救聚焦，开设适应急救需要、融
合多学科创伤救治优势的急诊手术室，精
选资深专家和医疗队精干力量组建重症
和急救快速反应小组，建立每周轮换、24
小时值守等制度，推进心胸、脑外、普外等
创伤救治重点科室交叉轮训，拓展“一站
式”抢救复苏、器官维护等功能，着力将急
诊科打造成基础设施完备、人才结构合
理、技术水平精湛的省级重点专科。

联动出效益，融合出战斗力。记者
在该院 120指挥中心采访了解到，以参
与 120交通伤救治为牵引，全院与战创
伤有关的科室人员，先后多次参与紧急
会诊，应急救治能力得到较好锤炼。

（本报合肥2月28日电）

军民融合练打赢硬功
■本报记者 孙兴维 中国国防报记者 杜怡琼 通讯员 郝东红

2 月下旬，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
仓库内，浓浓的战味扑面而来。
“今年春节，军营有了很多变化。”

来仓库探亲的军嫂车珊珊和记者一
样，都感受到了今年过年与以往的不
同之处。

车珊珊的爱人于泽海，是该仓库
的一名士官班长。由于今年春节期间
战备值班任务重，于泽海便和车珊珊
商量，让她带着女儿来军营过年。
“练兵备战”这四个字对于多次来

军营的车珊珊来说，既熟悉又陌生。
熟悉的是一座座营房依旧，陌生的是
身边的“一多一少”。

穿迷彩服的时间多了。今年春
节，于泽海和战友们在军营基本上都
是一身戎装在身，“迷彩服+作战靴”
俨然成为标配。

手机调至静音的时候少了。今
年春节期间在军营宿舍，即使没有值
班任务，于泽海也没有把手机调到
静音状态。于泽海解释说，因为随时
可能接到任务，不能漏掉任何一个电
话。
“感悟军营生活、感受部队工作，

这个春节让我对军人职业又增添了几
许理解。”采访结束时，车珊珊笑着对
记者说，“回去后，我一定照顾好老人
和孩子，让老公在部队少为家事操心，
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

（本报宁波2月27日电）

军嫂眼中
的新变化
■高 洁 中国军网记者

李 丹 中国国防报记者 杜

怡琼

本报记者梁蓬飞在采访中 本报记者邹维荣（左）在采访中 本报记者郭晨（左）在采访中

中国军网记者李小琳在采访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