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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话时，大伙儿让孩子找找哪个是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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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陈嘉耀、特约记者刘吉强
报道：3月初，上士张升走进驻地某
宾馆，与妻儿一起度过了一个其乐融
融的周末。妻子马上就得带孩子回家
了，他十分珍惜与家人团聚的美好
时光。

张升告诉记者，部队刚刚完成调
整改革，家属来队住房需求一时难
以满足，许多官兵压根儿没想过能
接家属过来团聚。可张升所说的
“没想过”，并没有成为该旅领导的
“没想到”。

“只有想方设法为官兵安好家，才
能更好地激发大家练兵备战的热情。”
为缓解家属来队住房紧张问题，该旅
党委作出决定，从营房管理费中拨出
专款，租赁驻地宾馆房间作为家属来
队临时用房，倾力为来队家属筑好
“暖巢”，让官兵和家属愉快团聚。

笔者在张升一家团聚的宾馆房间内
看到：电视机、空调、床铺一应俱全，
洗漱间里还有淋浴。“出门就是一条小
吃街，周围还有医疗、生活保障、文化
娱乐等基础设施，出行也方便，部队领
导想得真周到！”张升的妻子刘倩竖起
了大拇指。

该旅还专门制订下发了《家属来
队在外住宿规定》，对入住条件和纪律
作了明确说明，符合入住条件的官兵
都能申请，并规定每名来队的家属居
住时间不得超过一个月，确保每名符
合条件的来队家属，来队有房住、生
活有保障、住得更安心。

笔 者 了 解 到 ， 该 旅 20 多 名 来
队家属都住上了这样的临时来队
房。张升由衷地感慨道：“我一定
干好本职工作，创造新成绩，回报组
织的关爱！”

第71集团军某旅想方设法解决家属来队住房问题

官兵“没想过”不等于旅党委“没想到”

新闻观察哨

“哎哟——”3月初，记者刚走进东
海舰队某基地扫雷舰大队卫生队，一阵
痛并快乐着的喊叫声就传了过来。卫
生队队长庄超向记者解释：官兵们正在
大队理疗室内做推拿。

走进理疗室，记者看到，常用的中
西药品样样齐全，电磁治疗仪面前，官
兵们排着队，在医生的指导下接受康复
治疗。刚刚做完针灸的中士曹冲欣喜
地说道：“岛上湿气重，膝盖经常疼，来
这治疗一下，舒坦多了。”

过去，大队的卫生队是官兵们经常
吐槽的对象。由于受条件限制，大队卫生
队医疗设施落后，医生开得最多的是体系
医院的转诊单。加之海岛出行不便，官兵
们常抱怨：“大病治不了、小病治不好，一
有问题就往体系医院推。”对此，卫生队也

有苦衷。军医小吴毕业于海军军医大学，
在校时已能熟练做切割阑尾等手术，分到
大队后，由于医疗设施跟不上，“英雄没了
用武之地”，他也一度陷入消沉。

面对这样尴尬的局面，大队也想尽
办法改善医疗设施。然而医疗卫生建
设专业技术性强，设备需求量大，缺乏
人才和资金支持，进展缓慢。

事情在去年出现了转机，大队被列
为上级的挂钩帮建单位。大队党委一
班人抓住机遇，积极反馈问题，争取支
持。在上级的指导帮助下，大队卫生队

更新了门诊病床、抢救病床、诊疗柜、心
电图仪，建立了完善的医疗巡诊制度，
增加了心理测试和心理咨询服务。

考虑到海岛湿气重、舰艇任务多，官
兵易患风湿、关节炎等伤病，上级卫生局
专门派人前来调研，指导大队建起了第
一个理疗室。前不久，大队在机关帮助
下又协调专业人员进一步研究电磁辐射
防护措施，并邀请卫生局专家进行专题
辅导授课，指导官兵做好防护……

一年来，大队卫生队出现了可喜的
变化：设备更新了、制度规范了、技术提

高了。几天前，大队警通连战士小李在
训练时不慎扭伤，脚踝鼓起了大包，疼得
汗珠直冒。“还好只是软组织挫伤，并没
有伤到骨头。”卫生队军医小吴诊断后，
立即给小李冷敷。随后，小吴又取出 7
根银针，对小李进行针灸、推拿治疗，两
个多小时以后，小李的脚伤明显好转。

在各级的努力下，海岛卫生队的建
设逐步有了起色。卫生队队长庄超自
豪地告诉记者：“我们的目标是转诊单
越来越少，努力做到小病不出门、大病
能早期诊断和防治。”

一个海岛卫生队的“变迁”
■徐 巍 本报记者 刘亚迅

初春时节，第 81集团军某旅营区
内警报声骤然响起，一场战备拉动演
练在该旅炮兵营二连随机展开。

部队集合完毕后，连长吕杰杰迅
速召集全连干部骨干，进行一项重
要工作：检查每人手中的温湿度计
有无故障，核对数据是否一致，记
录数据差……
“今天温度骤降、气压偏高、湿

度较小，会对火炮射击精度造成一
定影响，请大家注意实时收集气象
数据。” 检查完毕后，吕杰杰根据
当日的天气状况，对大家进行提
示。他告诉记者，炮兵部队实弹射
击受气象因素影响较大，必须要有
精确的实时气象参数作保障才能确
保射击精度。每次战备拉动，为保
持连队干部骨干掌握数据的一致
性，他都会逐一核对温湿度计的精
准度，并告知大家最新的气象水文
实时信息，这一习惯，吕杰杰已经
坚持了一段时间。

养成这一习惯，缘自去年的一场
实兵演习。那是个盛夏的夜晚，短短
2小时，就经历了闷热潮湿、狂风骤
雨等多种天候。雷雨刚过，吕杰杰所
在连接到上级“炮兵连分散配置，实

施精确打击”的命令。
转换炮兵专用气象参数、精确计

算射击诸元、发射炮弹……动作精准
娴熟的炮兵营二连官兵对此次射击任
务充满信心。

然而，吕杰杰怎么也没有想到，
那轮火力打击效果会那么差，导调组
给出评估结果：目标毁伤率偏低。演
习复盘，吕杰杰反复推敲，最终找到
问题症结：天气变化频繁，炮阵地没
有及时更新气象数据，导致射击精度
出现较大误差。

有了那次“痛的领悟”，吕杰杰
很快向上级请领了一批温湿度计，要
求连队干部骨干装在指挥作业包里，
便于随时取用。
“夏季多雨天候下，温度、湿度

在短时间内都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想要发挥精准打击效果，指挥员就
必须掌握实时气象参数。”那次二连
演习“败北”的经历，同样引发了
旅机关对战备数据“保鲜”问题的
深刻反思：以往，传统牵引火炮射
击时，阵地相对固定，同一地域短
时间内气象数据变化不大，而且大
多依托上级定时传输；现在，部队
改制换装自行火炮后，需不停变换

阵地，同时提供快速、机动、精准
的火力打击效能，这就要求气象数
据要时刻跟上天气变化，不能完全
依赖上级保障。

该 旅 举 一 反 三 ， 制 订 下 发 了
《战备工作落实细则》，通过定期监
察，督促基层在人员定位、装备保
养、物资储备等方面逐项与实战
“对表”，利用每年装备换季拉动和
驻训等时机，搜集不同作战方向水
文地理信息，按照“阶段集中修
改、变动随即修改、换季定时修
改”的原则，确保作战数据时刻
“保鲜”。

在该旅防空营器材室，记者见到
中士刘伟强正在对某型夜视仪备用电
池电压、电量进行检测。“电池好比
装备的‘粮食’，必须精准掌握每块
电池的性能状况，才能确保装备在作
战中不会闹‘饥荒’。” 刘伟强一边
认真检测，一边对记者说，低温状态
下电池待机时间明显缩短，根据《战
备工作落实细则》要求，他每周要进
行两次检测工作。得益于长时间的摸
索总结，每块战备电池在充满电的情
况下，每个季节可以工作多长时间，
他都能估算到分钟。

“按打仗标准推进战备工作”系列报道之一—

作战数据时刻“保鲜”
■本报记者 邹 菲 通讯员 李连军 杨文豪

为期 3天的激烈选拔落下帷幕，再次出
征国际赛场的我内心感慨万千。步入新时
代，中国军队对外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多，当
兵 5年，3次登上国际赛场，这是我自己都没
想到的。

高中毕业后，我怀揣梦想参军入伍，成
为一名工兵。单位组建女子地震救援队，我
第一个报名参加。救援队组建后，我们接到
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备战中美人道主义救援
减灾实兵演练。

扩张剪切、水泥切割、仪器搜索……时
间紧、任务重，我们紧张备战。由于臂力不
足，我在使用扩张剪切钳时常出现失误，为
此，每天我都扛着沉重的仪器在废墟里训练
十几个小时。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6 年，作为中国女
兵唯一代表，我参加了中美人道主义救援减
灾实兵演练，并因表现出色被美国代表团女
准将授予“献给最优秀士兵”勋章。那一刻，大
家都称赞我是名副其实的“金凤凰”。

正当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调整转
隶的命令到了。单位解散，我被分配到现在
的指挥通信连，一股莫名的失落感涌上心
头。就这样，我摘掉“金凤凰”的光环，含泪奔

赴新岗位。
可喜的是，我所在的新连队学用理论氛

围很浓，去年我们连队女兵还被确定为“倾心
学习践行传播党的创新理论大学生女兵群
体”全军重大典型。身处其中，我也备受感染。

2017 年 6月，为期 2个月的特战集训拉
开战幕，我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毅然报
名参加。训练场硝烟弥漫、战味十足，最让我
刻骨铭心的就是4天 3夜的野外生存训练。

在荒无人烟的深山密林里，我和男兵一
起战天斗地。没有火种，我们只能钻木取火，
手钻三四个小时，直到双手渗血才会溅出火
星。夜晚，我们睡在藤条、树枝搭设的简易帐
篷里，任凭饥饿和寒冷肆虐……就是在这样
近乎极端的训练环境下，我们挺过了 4天 3
夜。回到营地，我看着镜中的自己，憔悴、消
瘦、黝黑，但眼神里却多了几分勇敢、坚毅、
自信。
“身处新时代，革命军人就要树立‘螺丝

钉’精神，岗位在哪里，就铆在哪里。”回想起
单位成立大会上首长的动员讲话，我的内心
少了迷茫困惑，多了几分自信成熟，我想这
就是大国军人应有的“范儿”。

（朱 翔、孙小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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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官兵＠新时代

连线官兵

@第 82集团军某旅排长刘忠忠：入伍11
年，我曾三出国门踏上赛场，从最初的紧张到

渐渐找回自信，再到被外国裁判当场称赞：

“中国选手，了不起！”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我们

的实战化程度正在跟世界“接轨”，中国军人

正在赢得属于自己的“荣誉名片”。

@第 75 集团军某特战旅特战六连小
队长刘哲新：新时代为我们提供了更大的
舞台，也对我们提出了更高要求。来到特

战队，战场救护、特种侦察、火力引导等新

课目让我深感能力恐慌、压力山大，我要

抓紧练就过硬特战技能，争取早日成为特

战尖兵。

@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员许
利强：随着改革深入推进，中国军人的视
野更开阔，舞台更宽广。走出国门参加中

外联演联训的经历让我明白，未来空战不

能靠单打独斗，团队协作、信息共享、支

援配合才是制胜密码，我们要加倍努力，

才能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立起备战打仗的鲜明导向

今年两会已经胜利闭幕，而政府
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建设强大稳固的
现代边海空防”依旧让我这个有着 13
年兵龄的“老边防”心绪难平。

我们部队所在边境沟壑纵横、植
被茂盛，很多巡逻路段巡逻得靠徒
步。长期在湿热的丛林中穿梭，很多
战友因此都落下了风湿、骨质疏松等
病根儿，一到下雨天就疼痛难忍。

我们巡逻线上有一段叫做“阎王
寨”的险路，不久前的一次经历让
我现在仍感到后怕。那天，大雨哗
哗下个不停，巡逻至一处崖壁时，
前方光滑的峭壁下只有一条一足宽
的栈道。

指导员让大家贴壁前进，战友们
迅速将背包绳绑在身上，相互系在一
起，贴着崖壁一步步向前挪动。我脚
下突然一滑，瞬间被背包绳吊在半
空，还好战友们死死抓住“救命
绳”，最终将我拽了上来。

学习两会精神，让常年巡逻在边

防一线的我和战友们更加信心满
怀。相信不久的将来，我和战友们
也许能乘坐直升机巡逻，全面提升
执勤效率，精准打击涉边违法犯罪
活动，让我们在边防一线更有成就
感获得感。

（赵 磊、谢 平推荐）

“老边防”有了新梦想
■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四级军士长 高绪勇

周末收到阿妈微信发来的照片，
看到家乡新变化，尤其是通麦和迫龙
沟两座特大桥通车后的繁忙景象，心
里别提多开心了。

我出生在西藏林芝，虽然这里被
誉为“西藏江南”，但与内地比起来还
是有不小差距，交通尤为不便。其中，
通麦至迫龙段是川藏线上有名的险
路，被称之为“通麦天险”，更有“死亡
路段”之称。

阿爸是运输司机，常年要跑这段
路，每次出车家人都提心吊胆。近几
年家乡发生的变化真是令人惊喜连
连，最让大家感到幸福的是，在党和政

府的关怀下，相关部门对这段路进行
了改造，建成两座横跨天堑的大桥，让
通行时间减少了一半以上。行驶在宽
阔的大桥上，家人都说这是赶上了新
时代，赶上了好时代。

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

提到要“加强援藏援疆援青工作”，代表
委员们也提了不少关于加强藏区建设的
议案提案。我和阿爸阿妈一样，期待有更
多改善藏区生活条件和基础设施建设的
政策出台，让我的家乡更加亮丽。

（曾 星、益西平措推荐）

家乡面貌有了新变化
■西藏军区某旅作战支援营防化连下士 扎西次仁

中午接儿子放学回家，见他满脸
兴奋，很是好奇。
“爸爸、爸爸，我们的国家幅员辽

阔，面积真的很大呢！”不等我问，儿子
骄傲地对我说，老师今天教他们认识
了中国地图。

作为父亲，我为儿子的爱国之情
感到欣慰。同时作为一名“老水兵”，
我本能地想到了那片广阔的海域。我
问儿子：“那你知不知道我们的海洋国
土有多大啊？”他一脸疑惑：“老师没有
讲过……”

儿子的回答让我心头一紧，却并
不意外。时下莫要说是孩子，成年人
对海洋和海权不知道、不关心的，也

实非个例。下午送儿子上学的时候，
我特地去见了他的班主任一面，希望
给孩子们进行海权教育，老师欣然接
受。

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
提到“完善国防动员体系，加强全民国
防教育”，而海权教育正是国防教育的

重要一环。我期盼两会结束后，在政府
有关部门努力下，海权教育将在全民
国防教育中落地生根，在孩子们的成
长中拥有一席之地，让“深蓝梦”一代
代传承下去，让强军兴军的壮丽航程
越走越远！

（段 鑫、万永康推荐）

“老水兵”有个新期盼
■南海舰队某作战支援舰支队抚仙湖舰二级军士长 莫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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