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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投稿方式：

“全面从严治党，不仅仅是组织的
事，更与我们每一名党员息息相关。
具体到我个人，就是要做一名合格党
员，平时看得出来，关键时候站得出
来。”尽管任务很紧张，第十六批赴黎
巴嫩维和部队建筑工兵分队上等兵王
涛还是利用休息时间学习了“全面从
严治党”的相关论述，并在党课笔记里
写下了这段话。

王涛入伍前是某知名大学在读博
士，在大学期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2016 年，他携笔从戎来到陆军第 74 集
团军某旅。去年 5月，经过层层选拔考
核，王涛成为中国第十六批赴黎巴嫩维
和部队建筑工兵分队的一份子，代表祖
国前往异国他乡执行维和任务。

因英语基础较好，初到黎巴嫩，除
了施工任务，王涛还被安排了许多法规
文件翻译工作。作为党员，每周他还要
利用休息时间参加组织生活，开展理论
学习。而近在咫尺的外军维和部队，除
了日常执勤外，正课时间可以自由活
动，8小时外基本自主。这种对比和反
差，曾让王涛不解和困惑。

指导员李昶慧发现王涛的思想状况
后，只是简单问了一句：“想想你的入党
初心是什么？”话虽不多，却让王涛陷入
沉思。似乎是为了回应王涛的疑惑，当
月的党员理论学习中，政工干事杨文涛
围绕“不忘初心，不负韶华”主题与全体
党员进行了一次体会交流。当中一句

“初心易得，始终难守；不忘初心，方得始
终”直戳王涛心扉，让他至今记忆犹新。

精神的洗礼一茬接着一茬。党的
十九大胜利召开之际，分队为新党员隆
重举行入党宣誓仪式。那一天，站在台
下的王涛，看着迎风飘扬的鲜红党旗，
听到战友们拼尽全力喊出的铮铮誓言，
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在日记里写到：
只有亲眼见到经历战火后满目疮痍的
废墟和人民的凄苦生活，才更加深切地
体会到党带领人民一步步走向胜利、走
向繁荣富强是多么伟大的成就，能够成
为这个先进集体中的一员是我一辈子
的骄傲。

之后的一次施工经历，更让王涛加
深了对党员这个身份的理解。今年年
初，他随平面建筑连赴黎以边境“蓝线”
执行山崖扶梯构筑任务，施工点位于一
片雷区中心，仅有一条不足 2米宽的通
道可供进出。通道外的地雷可能被雨水
冲进通道内，也不排除有人为二次埋雷
的可能。每次施工前，身为党员的连长
张锐都会第一个走进通道，先把路况认
真勘察一遍，确认安全后再让施工小组
通过。

除了地雷的威胁，“蓝线”作业难度
也堪称施工之最。由于通道弯多坡陡，
崎岖难行，车辆机械无法进入，30吨重
的施工器材只能通过人工方式运送至
山崖作业点。每次施工，四级军士长付
忠鹏肩挑第一担沙，上士吴火城背扛第

一包水泥，走在队伍最前头，似乎成了
“蓝线”一道独特的风景。

看到连长和几位骨干胸前的党徽在
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王涛脑海中瞬间
浮现出“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这句
话。他告诉我们，那一刻，他忽然感觉这
句话是如此生动。此后，负责翻译工作
的王涛，本不用参与运送材料，但他却选
择跟上党员的步伐，背上一筐筐石子，一
次次向雷场走去……
“在分队，像王涛这般抢着干‘分

外活’的党员并非个例。其实，每名党
员都有擎旗站排头的‘基因’，我们临
时党委（支部）要做的工作就是激活这
份‘基因’，时刻提醒他们牢记党员身
份，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该分队政工
副队长周宇告诉记者，在党员的模范
感召下，全队官兵先后圆满完成黎以
边境防护墙重建、掩体群构筑、“蓝线”
栽桩等一系列工程任务，受到联黎司
令部的高度称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掀开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
章，开启了加强中国同世界交融发展
的新画卷。”前不久，习主席出席博鳌
亚洲论坛 2018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
旨演讲，维和分队迅速掀起学习热
潮。这一次，王涛自告奋勇加入了“党
员宣讲队”，他说，每次宣讲，神圣的使
命感和光荣的责任感都会在心中久久
激荡。

第十六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建筑工兵分队深入学习
贯彻十九大精神加强组织建设——

异国他乡，博士上等兵的“初心之旅”
■本报特约记者 周钰淞 通讯员 周洪宇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第十六批

赴黎巴嫩维和部队建筑工兵分队的200

名官兵竟然来自9个不同的旅团，他们

在一起集训不到3个月，就出国执行维

和任务。然而，就是这么一支临时组建

起来的队伍，却完成了联黎部队一年

80%以上的建筑施工任务，被联黎司令

称赞为联黎部队的NO.1。

这支分队组建时间短、人员成分

杂，为何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从博士

上等兵王涛的成长历程中，记者找到了

答案：临时党组织凝心聚力，党员擎旗

站排头。

临时党组织，虽然挂有“临时”二字，

但其作为任务一线的“桥头堡”，只要加强

自身建设，把所属党员和群众紧紧团结

在一起，就能成为指挥战斗、鼓舞斗志的

战斗堡垒。随着我军职能使命的拓展，

临时编组参加救援、比武、联演、护航、维

和等行动越来越多，只有让临时党组织

真正运转起来，发挥出战斗堡垒的效能

和价值，让每名党员带头叫响“看我的”

“跟我上”，就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没有

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

战斗堡垒没有“临时”二字

本报讯 刘文龙、赵磊报道：3 月
底，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机关基层
双向讲评会上，一连副连长李程积极
建言献策受到旅领导表扬。该旅政委
文林介绍说，他们坚持按级抓建，让主
官与副职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推动基
层建设呈现正规有序、稳步推进的喜
人局面。

今年初，旅领导到基层连队蹲点时
发现一个怪象：新年度工作筹划开展以
来，连队工作训练任务繁重，而副职干部
却普遍工作积极性不高。谈心中，一连
副连长李程坦言：连队主官事事一把抓，

自己有力使不上；机关有事只找主官，基
本没把副职考虑在内。进一步调查发
现，类似的情况在其他营连都不同程度
地存在，往往导致“主官忙得团团转，副
职闲着抄手看”。
“主官、副职各有各的职责，如果不

能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必然会造成基层
忙乱。”为此，该旅推出一系列按级抓建
的务实举措：组织官兵认真学习条令条
例和《军队基层建设纲要》，明确各层级
职能范围和岗位职责；教育机关端正工
作指导思想，破除“事事找主官”的习惯
做法；引导各级主官尊重和支持副职依

法行使职权，“放心不放任、放权不放
责”，切实发挥副职在基层建设中的作
用；组织副职干部开展“连（营）队现状如
何看、下步建设如何办、具体工作如何
干”大讨论，让副职在关注连（营）队发
展、思考本职工作中强化责任意识和抓
建能力。

按级抓建充分调动了各级主官、副
职的工作积极性。前不久，机步连连长
王姬承休假，副连长姚安林暂时接替连
长岗位，带领官兵积极备战阶段性比
武考核，最终取得团体比分第一名的
好成绩。

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依法按级抓建促进基层发展

副职不再“有力使不上”

值班员：第71集团军某合成旅炮兵营

教导员 贾玉兵

讲评时间：4月20日

今天下午，我们对全营的军容风纪
进行了检查，各个单位都比较重视，总

体情况良好。但在检查的过程中我发
现一个问题：我们有少数官兵在军装上
乱做标记，有的写自己名字，有的写青
春格言，还有人故意把衣服弄个洞，以
便有别于其他战友的衣服，洗收更方
便。

同志们，军人应该按规定配套穿
着军服、佩戴标志服饰，做到着装整
洁庄重、军容严整、规范统一。在军
装上乱做标记，不仅影响了军人形
象，而且还违反了条令条例，希望同
志们回去之后做好自查自纠，有则改
之，无则加勉。另外，为了便于我们
标记，各类军服在内侧专门留下了标
记个人信息的位置，大家要严格按照
规范的位置进行标记，避免出现类似
的问题。

（李 政、辛小磊整理）

军装不能乱标记号

值班员讲评

转眼到了周末，听说班里分配到
两个外出名额，可直到晚上熄灯号
响，都没人前去“认领”。这种情况并
非第一次，自从去年年底从基层中队
调到大队队部当文书后，我发现每逢
节假日，战友们都喜欢“宅”在营
区，军营话吧、健身房、灯光篮球场
人员扎堆，而请假外出的却寥寥无几。

想起我当新兵那会儿，战友们都
“抢”着外出。那时候，我们执勤训练
生活比较单调，一到周末“馋虫”就
按捺不住，总想外出打个牙祭，实在
出不去就托人大包小包地往回捎。由
于驻地比较偏远，来回要中转好几趟
车，规定 3个小时的外出时间经常不
够用。

弹指一挥间，沧海变桑田。如
今，官兵出行条件已经大大改善，各
种打车软件层出不穷，快速公交早已
通到营区门口，军人凭证件还能免费
乘坐，再也不用担心因交通不便而
“脚踩风火轮”了。而随着社会经济飞
速发展和部队软硬件建设的水涨船

高，官兵的生活方式也在悄无声息地
发生改变。

说来也巧，入伍前我曾在北京电影
制片厂当过一年群众演员，记得台词最
多的一次便是饰演“宅男”。2011年冬，
我应征来到江西这片红土地，6年多来，
我在火热的军营生活中本色“出演”过
多个岗位角色，还参与过抗洪抢险、执
勤处突等大项任务，在这部波澜起伏的
“军旅人生剧”中，我愈发感觉到，其实
“宅”也是一种幸福。

我是一个“手机控”，曾把能砸核
桃的老款手机藏在臭鞋里跟班长“打
游击”。2015年，原四总部颁发《关于
进一步规范基层工作指导和管理秩序
若干规定》，明确“在符合保密要求的
前提下，军队人员在课外活动时间、
休息日、节假日等个人支配的时间，
可以使用手机（含智能手机），可以通
过个人移动终端或者军营网吧使用互
联网”。当得知这个消息时，我简直不
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手机、互联网的
“解禁”改写了军营生活，越来越多的

官兵已经把网购当成生活的一部分，
大到电器，小到服装、食品，足不出
户，都能轻松搞定。
“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

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的这句话 ，一经提出就
在广大官兵中引起共鸣。这几年，“四
配套”建设、数字化军营、星网工程
等陆续建成使用，官兵获取信息的渠
道更加通畅。就拿强军网来说吧，即
时新闻、有声读物、电子书等应有尽
有，官兵就算“宅”在营区不出门，
轻点鼠标就可以尽知天下事。
“宅”是一种幸福，但我们须臾不

可忘记肩上的职责。“一切为打赢”在
我心头久久回荡，训练场上我可不是
“宅男”，而是先锋。

（潘 政、何宗卯 本报特约记
者周勇敢整理）

幸福周末：从“抢”着外出到“宅”在营区
■武警江西总队上饶支队执勤二大队中士 刘 壮

@武警抚州支队政治工作处主任
胡旭东：官兵长期战斗在执勤一线，训
练任务重、精神高度紧张、身体超负荷

运转，利用休息时间“宅”在营区休整，

既是新时代的新现象，也不失为提升战

斗力的一个环节。

@武警上饶支队弋阳中队指导员杨
康：拥抱新时代，不忘老传统。在条件允许
的情况下，我还是鼓励大家周末按比例外

出，多出去走走，看看我们日夜守护的第二

故乡，看看新时代军营内外的新气象。

@武警南昌支队中士邹常凯：以前
外出时经常大包小包，现在网络把超市

“搬”进营门。更重要的是，“宅”在营

区，我有了更多时间学习充电。

“脾脏破裂，失血休克，快送往重症
救护组”“小腿骨折，意识清楚，收容组
立即进行救治”……分类后送组组长何
钢和队员们脸上沾着斑斑血迹，紧张忙
碌地对“伤员”进行分类救治。

3月中旬，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野
战医疗所进行全要素动态演练，一个
接一个的新课目接踵而来，让医疗队
员们很是挠头。
“咋就这么多？”面对突如其来的 30

名“伤员”，何钢惊出一头汗，更让他“压
力山大”的是，这些大都是“重伤号”。作
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老队员，过去同时处
理 10余名“伤员”对何钢来说并不是大
问题。可现在，不仅“伤员”数量增加了
一倍多，而且烧伤、贯通伤、开放伤等复
杂情况交织在一起，再加上“血肉模糊”
的逼真伤情，使他和队员们仿佛置身真

实战场，一时间有些手忙脚乱。
练得真才能贴得近。在演练场外，

一群特殊的“化妆师”正在忙碌——他
们利用人造血浆、仿真血膏、硫化乳胶
等材料，在“伤员”身体上模拟出动脉大
出血、化学烧伤等伤情，让演练“血腥
味”十足。
“战场上是啥样，训练就应该做到

啥样。”该医院副院长、野战医疗所所长
张巨波介绍，只有在平时加强情景模拟
训练，不断提高医疗队员的心理承受
力，才能在战时快速适应环境，完成好
紧急救治任务。

这次演练不仅伤情逼真，而且从背
景模拟到课目设置，均从贴合实战环境
这一角度出发，以往演练少见的批量伤
员救治、严寒条件下配型输血、隐秘伤
发现与治疗等实战化课目逐一“亮相”，

让队员们吃了不少苦头。
夜幕降临，野战手术室内正在紧张

进行一台脾脏切除手术。突然，无影灯
熄灭，室内一片漆黑，麻醉机、呼吸机也
随即停止工作。“发电油机被炸，迅速启
用应急设备。”随着一声指令，队员们立
即采用手捏气袋、脚踏吸引器、听诊器
监听心率等方式继续进行手术。

演练持续进行，各种特情也接踵而
至：缺少“电子伤票”，单靠人工预判伤
情出现失误；气温骤降导致血液凝固，
输血被迫暂停……一道道难题考验着
医疗队员们的应急处置能力。

演练结束后，医疗队立即组织复
盘检讨，防卫力量薄弱、复杂电磁环
境下远程会诊系统联通不畅等与实
战要求脱节的问题被当场指出并限
期整改。

演练现场来了30名“重伤员”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开展卫勤训练见闻

■刘会宾 本报记者 郭 晨

连线官兵

“魔鬼”训练风雨路，战友情深心连心。4月上旬，武警广东总队

机动支队特战队员刘建功在“魔鬼周”极限训练竞赛中旧伤复发，疼

得直冒冷汗，同组参赛选手陈为民立即停止比赛，冲到刘建功面前为

他擦拭汗水，并送上鼓励话语。在战友关心下，刘建功进行适当调整

后，重新加入比赛。

杨 洋、唐凌云摄影

“魔鬼”征程

战友情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