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天，是希望的季节。对于第 80
集团军某炮兵旅排长孟申来说，2018
年的春天，却是心愿实现的季节。当
看着自己的血顺着针管从右臂流出，
再通过血液分离机从左臂流回，孟申
想起的，是 7年前在校园里种下的那
个心愿。

彼时，20 岁的孟申是一名大二
的国防生。在学校组织的造血干细
胞捐献血样活动中，他的血样进入
了中华骨髓库。“也许，我的血可以
挽救一条生命。”他种下一个心愿
后，照常踏踏实实上学、训练、下
部队、上靶场，在排长岗位上连续
两年被评为“优秀教练员”……他
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心愿会在 7年
后实现。
“您的造血干细胞与一名白血病患

者配型初步成功，您是否愿意……”
那天，还有两天就要结束休假的孟申
接到了部队驻地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电
话。那头话还没说完，孟申已脱口而

答：“我是军人，我愿意为他捐赠。”
那是一名正在北京接受治疗的中

年教师，所有亲属都没能和他配型成
功。而骨髓库里，配型初步成功的只
有孟申一个。“病情如军情，一刻也
不能耽误。”孟申决定连夜赶回驻
地。怕父母担心，他找了个借口匆匆
和父母辞行。离家时天已黑，他先乘
大巴到济南，再马不停蹄地坐高铁回
驻地。第二天一早，风尘仆仆、满眼
血丝的孟申飞奔到医院门口，赶在周
末之前进行了全面检查。
“各项指标正常，配型完全成

功！”几天后，已回到部队的他得到
确切消息：可以去济南配型！该旅党
委一班人还特意为他找了一名陪护，
批准他们“即刻出征”。

一到济南才知道，正式进行采集
之前还要打 5天动员剂，以促进体内
造血干细胞生长。孟申遵从医嘱一
天两针，心中却十分焦急，像是听
着隆隆炮火读秒等待进攻命令的突

击队员，恨不能立刻为患者带去生
的希望。终于捱到了采集造血干细
胞的那天，粗针头闪着银光扎进他
的血管，最艰难的时刻，孟申虚汗
直冒，医生对他说忍不了可以 中
止，他平静地回答：“患者比我更
痛苦，我不做逃兵。”整整 3个小时
后，采集结束。面对患者家属的感
谢信和各界赞誉，卧床休息的他笑
得腼腆又骄傲：“军民鱼水情，这
就是血脉联系啊……”

得知情况，旅里打算批给他 20天
假，让他好好休养身体。孟申却仍选
择回连队，他没有说什么“高大上”
的话，直接阐明顾虑：“我这个样回
家去，爸妈会心疼。”
“当你种下一个心愿，总有一天

它会结出善果。”由于供患双方相互
保密的规定，回到部队的孟申无法知
道患者的更多信息，他望着北方，又
许下了一个心愿：“陌生人，你一定
要快快好起来！”

第80集团军某炮兵旅排长孟申七年前许下的心愿，终于在这个春天实现——

从此我与你，有了血脉联系
■程 舰 卢志荣

一线直播间

3月25日，在“魔鬼周”极

限训练中，武警文山支队上等

兵韦业奔在300米特种障碍训

练中一马当先，“飞”过高台。

张梦柯、马艺训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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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号哨所获得专业组冠军啦！”3
月下旬，火箭军某团军事考核成绩刚
一公布，这个偏远哨所就成为全团官
兵的话题“中心”。

二号哨所驻扎在大山深处，交通
不便，信息闭塞，7名战士长年担负友
邻驻训单位通信保障任务。组织训练
时，哨所班长王军辉常常犯难：人数太
少、设备不全、缺少教员，许多专业训
练都无法正常展开，只好组织大家学
习一下理论知识，简单练习一下操作
流程，训练效果平平。

一次，按照上级训练计划，二号哨
所本该组织班战术训练，结果除去 1人
休假、1人学习、2人值班，能正常参加
训练的只有 3人，无法展开作业。于是
原本两个课时的训练，半小时就结束
了。这个情况恰巧被前来检查的作训
参谋揪住，狠批了一顿。

此后不久，哨所受领了友邻单位
新型装备考核的通信保障任务。尽管
大家提前了解了任务内容，但在保障
中还是几次出现纰漏，影响了友邻单

位考核成绩，王军辉自己也挨了团领
导的批评。

对此，王军辉倍感惭愧，也深感压
力。入伍 9年，他先后 3次换岗，岗岗
叫得响，带领班级在多项比武竞赛中
取得过优异成绩，是全团有名的“金牌
教头”。此次改革调整，团领导有意把
王军辉抽调到二号哨所担任班长，正
是想改变哨所以往在训练管理工作上
的被动局面。

营长前来调研时找他谈心，王军
辉忍不住诉起了苦：我们也曾绞尽脑
汁，想了一些训练方法，自制了一批模
拟设备，虽然训练成绩有所提高，但还
是不够理想。
“我们能否跟随前来驻训的友邻

单位一起训练？”在营党委军事训练形
势分析会上，王军辉大胆提出了自己
的想法，“前来训练的友邻单位批次
多、装备齐全、训练水准高，如果能跟
这‘送上门’的师傅一起训，既能解决
装备不全的难题，又能通过联训增进
配合，有利于更好地完成保障任务。”

这一想法，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和
团领导的支持。随后，团里根据小散
远单位部署情况，区分 3个训练协作
区，由团领导出面与友邻单位达成联
训协议，并规范了具体实施方法。
“主随‘客’训，让哨所成为直接受

益者。”王军辉欣喜地说，他们通过借
师求学，训练平台宽了，训练方法活
了，不仅解决了训练难题，还调动了大
家的训练积极性。

一天上午，哨所 3 名战士整齐列
队，来到友邻单位训练场参训。随着
友邻单位指挥员一声令下，这 3名战士
登上“战位”，全程紧张有序。扎根哨
所 15年的四级军士长唐涛说：“大家找
到了实战的感觉，训练起来更有劲。”

日前，王军辉带领哨所参加某项
考核，在导调组万般“刁难”下，大家先
后通过干扰电报收发、行进光缆接续
等 11项课目考核，最终以 0.3分的优势
摘得第一。

这回，王军辉脸上久违的笑容又
回来了。

7名战士的小哨所摘得专业组冠军
■范俊刚

本报讯 李佳豪、刘民望报道：“这
回没按‘老规矩’向上取整吧？”3月下旬
的一个上午，第 77集团军某旅作训参谋
张亚鹏拿着《公差派遣审批单》给当日旅
值班首长、旅政委梁茂签批，被梁政委打
趣“调侃”。

前不久，梁政委到机关战备器材库
室检查，恰巧遇见张亚鹏带着战士整理
库房。梁政委看到，不大的库房里挤满
了人，同时库房外还有不少战士没活
干。他一数，总共有20人。
“整理库房要这么多人吗？”面对梁

政委的询问，张亚鹏解释道：为确保工
作高效完成，派遣公差时，会多留一部
分“预备队”。梁茂深入了解到，机关
在向基层索要公差时，大都会“向上取
整”。3至 4个人可以干完的活儿，会叫
上一个班；8至 10人可以干完的活儿，
会叫上一个排。有的一叫就是10人、20
人，还美其名曰——这样方便基层安
排。
“只有在与打仗无关的事情上为基

层‘做减法’，才能让官兵心无旁骛地
在战斗力上‘做加法’！”随后的周交班

会上，梁政委就机关随意增加公差数量
问题，对相关部门进行了严肃批评，并
要求机关向基层索要公差事项必须提前
一天报旅值班首长审批。

与此同时，该旅党委刀口向内，
持续向纠治“五多”用力。开训以
来，他们累计取消叫停与战斗力建设
无关的会议 5 场、评比检查 8 次。与
之相反的是，1次教练员骨干集训、4
场营连战备拉动及 3 场机关指挥所演
习等和战斗力提升息息相关的演训活
动接连展开。

第77集团军某旅首长机关从细节入手为基层减负

派遣公差不再“向上取整”

新闻观察哨

“今后机关检查基层卫生防病工
作，不得再将就诊人数作为讲评依
据。”上周晚点名时，连长传达了团首
长指示。队伍一解散，大家纷纷为我点
赞。说起这茬，还得从我那次挨批说
起。

那次，连务会一结束，连长把我单
独留了下来。“上周机关通报咱们连病
号最多，连里最近也反复强调注意防
病，你们班今天怎么又多了两个发烧
的？”面对连长的“质问”，我吞吞吐吐
地说：“这两个人前两天说嗓子疼，我
没让他们去卫生队，找了点儿药给他们
吃，没想到严重了……”
“小病不治，不就拖成大病了？”面

对连长的指责，我也是有苦难言，自己
这么做也是为了连队的荣誉，没想到好
心办了坏事。

原来，进入春季季节性流感高发期
后，在卫生队看病的人都要登记单位和姓
名。机关以各连到卫生队就诊官兵数量为
依据，讲评各单位防病工作开展情况。

去卫生队看病会给连队“抹黑”，
可看到自己班里战友生病也不能置之不
理吧。于是，我给生病的战士下了“命
令”——“既然你们都是嗓子不舒服，
派一个‘代表’去卫生队，多拿些药回
来。”可是没想到，药不对症，病情加

重了。
被连长批评后，我思考再三，总觉

得这是个问题，于是就在团政工网“交班
通报”栏目上将情况如实反映。没想到，
连长交班回来，就给我们传达了团首长指
示，也就有了文章开头那一幕。

为有效防治流感，机关也连出三

招：组织各连观看“卫生防病小常识”
视频，提高大家防病意识；安排炊事班
每天熬制防治流感的药汤，送到各班
排；卫生员每天到班排宿舍喷洒一次消
毒液。在团里的综合防治下，季节性流
感很快得到有效控制。

（梁志华、董 冲整理）

看病不再“躲猫猫”
■北京卫戍区某炮兵团一连下士 曾 诚

李炳锐绘

值班员：北京卫戍区某警卫团十三连

连长 刘博

讲评时间：4月3日

昨晚，我对连队一周学雷锋做好事
的情况进行了梳理，发现很多官兵在自
费为连队“作贡献”，帮助连队搞建设。
这种做法我们不提倡，更不能让它变成
连队的一种风气。

为连队作贡献是好事，但为什么要
自掏腰包呢？据我私下了解，由于连队
把学雷锋做好事纳入到评比中，一些官

兵看到有人自费为连队“作贡献”，被作
为学雷锋的行动而加分，便开始效仿，
久而久之还会出现攀比之风，给大家造
成经济上的负担。

同志们，建设连队是每名官兵的责
任，我很高兴看到大家积极踊跃为连队
建设作贡献。但连队有自己的建设经
费，有需求可以向党支部提交申请，按
程序来办，绝不能为了评比得名次掏钱
做“好事”。

（王杰文、张书榕整理）

不提倡自费为连队“作贡献”

潜望镜

大家恳谈

编辑部支招

值班员讲评

上士彭军：我觉得在小散远单位
推行类似联训方式很有意义，既能解决

因“远”无法现场指导的难题，又能节约

人力物力财力，可谓是一举多得。

股长王敏锐：联训的形式固然可

行，但在联训前一定要对接好训练内

容和方式，保持正规的训练秩序。如

果与内容脱节，造成偏训漏训，就会弄

巧成拙，影响训练质量。

参谋长吴涛：小散远单位开展联

训，不能一联了之，需要上级机关搞

好顶层设计，与友邻单位提前沟通协

作，打通小散远单位开展联训的“最

后一公里”，这样才能更好地破解训

练难题。

小散远单位因单位小、专业散、部

署远等特点，自身训练条件有限，诸多

实战化课目无法展开，这时不妨从自

己的“一亩三分地”中跳出来，依靠外

力、借梯上楼，提高训练效益。

借梯上楼，共享资源。友邻单位

训练场地充足、专业设备齐全、教员队

伍齐整、训练组织严密，小散远单位应

就近利用这些优质资源，依靠规范的

联训机制，做到自训与联训无缝对接。

借梯上楼，互补共进。联训既是

一种训练方式，更是一种组训思路，不

仅要借助联训机制为彼此搭建训练交

流平台，让官兵在比学赶帮超中互补

共学、共同提高，也要有意识地培养合

同训练、联合训练意识。

借梯上楼，切莫甩手。机关或小

散远单位的直接上级，在负责与友邻

单位对接协调之余，不可产生依赖思

想，当起甩手掌柜，还要一如既往地加

强指导、跟踪问效。

邮箱：jbjccz@126.com

全军政工网网盘：jbjccz

本版投稿方式：

“飞”起来

做好基层“家常饭”·建强“小散远”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