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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三月春光明媚，染绿八闽大地。
正在开展野外驻训的无锡联勤保

障中心第 92 医院野战医疗队的队员
们，利用训练间隙，带上松柏、四季
桂等树苗，从训练场直奔营区后山的
烈士陵园植下一片新绿，告慰长眠于
此的革命先烈们。

记者了解到，医院从上世纪 90年
代末期开始，每年利用植树节、大项
演训任务间隙等时机，在烈士陵园开
展“为先烈植下一片绿”活动，至今
已经持续 20年。昔日荒芜的山头，如
今已是郁郁葱葱，充满生机。
“医院地处武夷山脚下，革命先烈

们为这方水土牺牲奉献，前仆后继。”
该院政委王志松说，“我们开展‘为先
烈植下一片绿’活动，就是要让绿色
呵护陵园、告慰先烈，守护好这方浸
染烈士鲜血的土地。”

记者在现场看到，队员们挥动铁
锹镐头，分工协作，默契配合，挖坑
扶苗、培土踩实，精心种植每一棵树
苗。野战医疗队队长、医务处主任金
明亮告诉记者，种植“英雄林”的又
一个初衷是源于战备需要。原来，烈
士陵园下方就是医院卫勤训练中心，
茂密植被的遮蔽有利于营区的隐蔽。
经过数年培育，烈士陵园郁郁葱葱，

“战备林”逐渐茂盛。该院领导说，无
论是种植“英雄林”还是培育“战备
林”，组织植树造林活动就是在教育大
家：和平年代的官兵，要守护好一方
安宁，要为先烈们守住来之不易的青
山绿水。

站在春意浓浓的烈士陵园内，官
兵挥汗如雨，干得热火朝天。他们植
下的不仅仅是对先烈的告慰，也将绿
色之美与生态之美的理念“根植”在
每个人的心中。近年来，该院结合战
备需要不断加强生态营区建设，植树
造林、生态保护、低碳办公等理念已
成为官兵的自觉行动。

无锡联勤保障中心第92医院连续20年植绿烈士陵园——

“英雄林”告慰英烈
■洪庆任 李宗基 本报特约记者 高 洁

青藏铁路沿线，气候恶劣、土壤
贫瘠，苍凉与荒芜是这里的主色调。

恶劣环境阻挡不了驻守在沿线的
武警青海省总队官兵心中对绿色的向
往。他们克服困难在天路之畔植绿，
为“生命禁区”增添了生机。

在海拔将近 5000 米、被称为“生
命禁区”的昆仑山上，高寒缺氧、飞
沙走石，守护昆仑山隧道的官兵对绿
色更为渴望。初春，在离营区不远的
一处山坡上，四级警士长马全林正带
领几名战士挖树坑。
“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在这里把

树种活。”马全林说，几年来他们在山
上一共种了近百棵各类树苗，定期给
树苗浇水、施肥、铺干草，可栽下去
的树苗连发芽的迹象都没有。直到有

一年，两株红柳终于吐出了嫩芽。在
官兵的不懈努力下，如今已有十几株
红柳顽强地活了下来，绿色梦终于绽
放昆仑。

关角隧道中队驻地常年狂风肆
虐，有时甚至连旗杆都能吹弯，树就
更甭提了。“种不了树就种草！”官兵
与恶劣环境展开较量。

官兵在营区开出一块平地，挖至
地下 30厘米，均匀地撒上 10厘米厚的
营养土，然后从外面铲回蒿草、芨芨
草等整齐地摆放进去，再浇水、施
肥，最后用塑料膜平铺在上面，拿石
块压紧。在官兵的精心照料下，移植
的草皮在“新家”冒出了嫩芽。

有梦想就有希望。三岔河中队的智
能生态温室里，西红柿饱满多汁、红辣

椒挂满枝头、小油菜青翠欲滴……然而
最吸引人眼球的，是一株叶大茎粗的芭
蕉。那年休假归队，四川籍下士石路遥
费尽周折从老家带回 3盆芭蕉。为了养
活这几株芭蕉，战士们多方联系农业专
家请教种植方法，托人从近千公里外的
西宁捎来土壤，主动减少自己的用水配
额给它们浇灌……

尽管最后只成活了一株芭蕉，但
官兵说，这株南国芭蕉为荒芜的雪山
增添了盎然生机。为了改善驻地脆弱
的生态，近年来，该总队官兵积极参
与“千里共建青藏铁路生态文明线”、
格尔木“万亩防沙林”、“丝绸之路”
经济带绿化等活动，与驻地群众一道
投身到生态建设中，让绿色在天路沿
线不断延伸拓展。

武警青海总队青藏铁路沿线官兵助力驻地生态建设——

“天路绿”装点雪山
■王金兵 汪 聪 本报记者 张海华

接到通知周末所有新兵要去戈壁
滩上植树，西部战区陆军某旅各连队早
早就开始精心准备。从浙江入伍的侦
察营列兵陈鑫有些不解：“不就是种树
吗，干嘛如此隆重？”
“在戈壁滩上植树，可不仅仅是生

态绿化，还有特殊的意义。”班长燕泽斌
给陈鑫讲起了部队植树的历史。

这个旅驻守在干旱少雨的河西走
廊。20世纪 60年代，该旅的前身某装甲
师刚刚组建时，营区还是一片荒芜的戈
壁滩，除了骆驼刺，几乎看不到绿色。
抱着扎根戈壁的信念，官兵一边训练一
边垦荒植树。没有合适的土壤，他们就
从数百里外的祁连山运；缺少灌溉用
水，他们从远处的讨赖河取。40多年过

去了，当年战士们种下的小树苗如今已
枝繁叶茂。
“这一棵棵树，不仅仅是生态树，更

是励志树、扎根树。”旅长朱永黎介绍
说，每年春天旅里都会组织每名新战士
种下一棵树苗，也种下扎根大漠戈壁的
决心。在当地军民共同努力下，戈壁滩
的“绿色防线”逐年向前推进，曾经肆虐
的风沙也收敛了许多。

16年前，燕泽斌入伍来到戈壁滩后
水土不服，新兵刚下连就打起了“退堂
鼓”。连队组织植树后没几天，驻地就
遭遇了一场沙尘暴，战士们种的树苗被
吹得歪歪斜斜，有的被沙土掩埋了一半
多。然而一个多月后，这些树苗却顽强
地抽出了枝芽。

“风沙、干旱、荒凉，都挡不住小树
苗顽强的生命力，我还有什么理由徘徊
不前？”打那时起，燕泽斌就像换了个人
一样，训练起来格外拼命，成绩也节节
攀升，当年底在旅侦察兵比武中取得第
一名。

十几年来，燕泽斌有空就会来看看
自己种的那棵树，浇浇水、松松土，就像
在给自己加油鼓劲。如今，这棵沙柳已
在风沙洗礼中长成大树，燕泽斌也成长
为一名3次荣立三等功的四级军士长。
“树人如同树木，只要坚韧顽强，就

能在荒凉的戈壁上锻造出不荒凉的人
生。”听完班长的故事，陈鑫满怀敬意地
种下了一棵树苗，也在戈壁军营种下了
信念和希望。

西部战区陆军某旅组织官兵戈壁滩植树励志——

“扎根树”相伴军旅
■本报特约记者 孙利波 通讯员 李 森 李果霖

塞北早春三月，疾风劲吹林海。正
在家乡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休假的第 81
集团军某旅上士张雪峰，望着眼前的
“绿色长城”，心中升腾着喜悦与感动。
绿色多了、风沙小了、城市美了，老百姓
生活舒适度满意度提高，这得益于多年
来军民联合防沙治沙改善了当地生态
环境。
“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年。”这是

乌兰察布市十多年前流行的顺口溜。
这里每到春秋两季就频遭沙尘暴袭
扰。张雪峰记得，他 10 年前当兵那会
儿，一到沙尘季节就漫天黄沙，从训练
场回来，耳朵里、鼻孔里灌的都是沙
子。班排宿舍即使关着窗户，屋里也会
落一层沙尘。

从 2008年以来，原北京军区和内蒙
古自治区共同启动实施了京津风沙源
治理义务植树基地建设项目，连续 10年
在商都县和集宁区开展义务植树活
动。2017 年集宁军民义务植树基地建
设任务的完成，标志着原北京军区与内
蒙古自治区共同规划建设的京津风沙
源治理义务植树项目 10年工程胜利竣
工。目前，两大义务植树基地累计完成
植树造林近 10 万亩，栽植各类树木近
500 万株 (丛)，林木保存率都在 90%以
上，取得了良好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对建设祖国北疆生态屏障、再造秀美山
川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驻守塞北、建设塞北的一支重
要力量，张雪峰所在旅积极支援北疆生

态建设，多年来坚持军民联合共筑绿色
屏障，着力治理侵袭京津冀地区的风沙
源头。
“北疆植树造林是长期的生态仗，

带来的是京津冀地区生态之变的‘蝴蝶
效应’。”该旅领导介绍，从 2011年开始，
他们连续多年春季组织官兵参加地方
生态工程建设，植树造林面积达千余
亩，在北疆生态建设活动中充分发挥了
生力军、突击队和示范引领作用。如
今，成片的油松、樟子松、榆叶梅等各种
耐旱树木，筑起了一道抵御风沙的“绿
色长城”。更为可喜的是，生态环境成
为当地经济新的增长点，带动了劳动力
就业和脱贫致富，被群众亲切地称为
“发展林”“希望林”。

陆军官兵连续10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商都县和集宁区义务植树——

“生态林”染绿北疆
■赵丹锋 姚舜午 本报记者 武元晋

来自绿色军营的“绿色故事”
——部队植树造林加强生态建设的一组新闻

《吕氏春秋》有言：“凡举事，必

先审民心，然后可举。”意思是，举

事决策应当尽可能先了解群众的愿

望，多征求百姓的意见。同理，对部

队来说，凡举事应先审兵心、听兵

声。审兵心、听兵声，关乎兵之利

益、兵之动力，影响的是战斗力、制

胜力，不可不察，也不可不慎。

倾听基层呼声，尊重官兵意见，

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也是高效领

导、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我党我军

制定的一些好政策好措施，很多是审

兵心、听兵声、尊兵意得来的。背离

这一切，搞闭门决策、武断决策，肯

定行不通。

然而，实际生活中，有的制定政

策，只相信自身经验，不关注基层

变化，造成决策失误；有的下发意

见，不注重掌握官兵心声，不重视

基层效果反馈，造成文件无力。殊

不知，任何一项决策、一份文件，

都不是靠拍脑袋想出来的，也不是

靠妙笔生花造出来的，而是总结经

验教训、汲取官兵智慧、综合多方

意见的结果。不审兵心、不听兵

声，实质是一种官僚主义作风，也

是脱离群众、不接地气的表现。

拔足再濯，已非前水。时代是决

策的依据。读懂新时代，才能找准

站位，标定前行的路径。部队管理

是否人性化，官兵内在动力是否充

沛……诸如此类的问题，最根本的

是要从制度上解决。这就要问问我

们的政策制度是否听过兵声、符合

时代。如果不适应官兵利益诉求、

价值追求、成长要求，就应及时予

以调整。否则，就难以适应新时

代，又何谈简洁高效精准？

问计于兵，方知得失。广大官兵

处于军事斗争准备的最前沿，直接

参与军事实践活动。任何一项政

策，最终都要由基层来落实；任何

一项任务，最终都要由官兵来完

成。政策措施是否科学、是否管

用，官兵最有发言权。如果不利于

官兵成长，不利于战斗力生成，就

应汲取教训，及时改正。

审兵心、听兵声，关键在于搞好

调查研究。很多人也调研，但搞经验

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机会主

义，那不叫真调研，也听不到真话。

只有像毛泽东同志强调的，能发现

“铁的事实”，才算真调研。

审兵心、听兵声，重在换位思

考。政策是管全部的，维护的是大多

数人的利益。不换位思考，仅凭个人

主观臆断，就可能违背大多数人的意

愿。领导干部只有保持同理心，与时

代同步、与官兵换位，善于站在时代

的潮头、部队建设的立场上想问题，

才能制定出符合时代、官兵满意、利

于执行的好政策。

群策之为则无不成，群力之举则

无不胜。当前，部队建设正处于力量

重塑的黄金期、体系融合的关键期、

能力升级的爬坡期，大事难事叠加，

机遇挑战并存，一步不慎、步步被

动。只有继续保持和发扬我军三大民

主的优良传统，像老一辈带兵人那样

多与官兵“商量商量”“酝酿酝酿”

“征求征求意见”，有不同声音时多

“摆一摆”“议一议”，才能让我们的

决策更加科学合理。

（作者单位：31669部队）

凡举事应先听兵声
■王 骞

本报讯 李军、特约记者王宇报
道：阳春三月，原武汉后方基地老干
部张德胜，对前来走访的襄阳第一干
休所政委刘洪文一行赞不绝口：全所
108户老干部和遗孀提出的理发不便、
房屋漏水、专家登门巡诊不经常等 10
个问题，现场解决 2个，其余的已经
建立台账，明确了具体负责人和时限。

去年底，驻地在湖北省内的一批
军兵种干休所正式转隶湖北省军区领
导管理。根据上级命令，新转隶和省
军区原所属共 52 个老干机构，整编

为 30个干休所。
“机构少了，服务保障水平不能

降。”面对整编，该省军区领导带机
关深入各干休所对相关人员逐个考
核，并专门开展干休所主官队伍数质
量分析，统筹考虑各所情况和干部转
业、文职转改工作，严格执行相关政
策法规，确保编配相符、稳妥有序。
他们着眼老干部满意这个基本要求，
在注重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考量的基
础上，对廉洁自律方面存在问题的考
察对象实行“一票否决”，切实把热心

服务、尽心保障、干净担当的干部选
配到合适岗位。据省军区政治工作局
主任黄明村介绍，此次改革调整 60名
新选配干休所主官，全部都征求了相
关纪检部门意见，考核时老干部均给
予积极评价。

新调整到位的干休所领导迅速进
入岗位角色，带领各所广泛开展大走
访、大谈心、大慰问活动，不但梳理
各种难点问题，而且找差距补短板，
有力推动了新体制下老干部服务保障
工作的接续开展。

机构压缩近半 接续保障不断

在干休所整编改革中提升服务功能

本报讯 冯毅、特约记者张强报
道：近日，南疆军区隆重举办“十大昆仑
卫士”颁奖仪式，10名在不同岗位做出
突出业绩的先进个人受到表彰奖励。
军区领导介绍，这是军区全面学习贯彻
习近平强军思想，努力培育“四有”新时
代革命军人的具体举措。

南疆军区部队驻守祖国西陲，辖区
辽阔、使命艰巨、任务多样。多年来，在
喀喇昆仑精神感召激励下，涌现出一大
批可歌可泣的“昆仑卫士”，为军区广大
官兵练兵备战、戍边守防树起了标杆。
近年，南疆军区坚持以评选表彰“十大
昆仑卫士”为载体，教育引导官兵学典

型见行动、明责任强担当，汇聚起强军
兴军、练兵备战的强大能量。

特战精英周艳龙、标兵炮长方炼、爆
破能手李本钱……此次评选，10名获奖
者中有超过半数是来自基层一线的备战
打仗标兵，树立起了“善谋打仗者吃香”
的鲜明导向，充分调动了全体官兵谋战
思训、精武强能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某机步团四级军士长方炼刚下颁奖
台，即上演兵场，带领班组检修装备技战
术性能，为即将展开的野外驻训和实射
课目做准备，在他的带动下，身边战友个
个奋勇争先。方炼多次在重大演训任务
中担任基准炮长，既是“神射手”，又是

“武教头”，他告诉记者：“这次被评为‘昆
仑卫士’，更要心无旁骛地练兵备战，在
本职岗位上做到最好。”

打仗导向牢固树立，练兵备战劲头
更足。从塔克拉玛干的荒漠戈壁，到阿
里高原的冰峰雪岭，“昆仑卫士”产生的
示范效应层层发酵，有力激发了军区官
兵敢打必胜的血性胆魄。3月下旬，军
区边防部队新兵即将奔赴一线连队。
某边防团新兵李洪平了解到“昆仑卫
士”、库鲁木都克边防连下士张军入伍 3
年即夺得新疆军区比武第一的事迹后，
深受触动：“我也要像他那样，在雪域高
原干出边防军人的好样子”。

“十大昆仑卫士”汇聚新时代打赢动能南疆军区

3月25日，几名武警特战队员通过浮桥穿越“敌”封锁区域。武警云南总队滇中片区第一季度“魔鬼周”极限训练进

入第二天，百余名特战队员按照实战要求编组，展开多课目实弹射击、极限体能等课目训练。 胡 程摄

湖北省军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