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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部队风里来雨里去俺看

着就心疼，过去只能在电视

里看到的画面，现在天天看

实况——

做好主业主责，老百

姓就心生敬意

前不久，第 83集团军某合成旅四营
司务长顾建杰，路过营区门口的一个书
摊，想选购一本《精选家常菜大全》。

看着一身军人气质的顾建杰，书摊
老板和他攀谈起来。当得知顾建杰买书
是为了给连队做好饭菜时，摊主无论如
何都不肯收钱：“你们训练那么辛苦，就
权当我给部队做点贡献吧。”

无奈之下，顾建杰扔下钱拔腿就走。
据该旅机关的同志介绍，营区附近的

超市、商店对军人优惠已有好多年了，有
的甚至要免费赠送，旅里官兵经常碰到。

职业敏感让记者意识到，这些事虽
然不大，但蕴含的意义不轻。

几位摊主不约而同地向记者介绍：
“这个部队同过去不一样了，官兵们风里
来雨里去，俺看着就心疼。他们为了啥，
不就是为了国家和咱老百姓？看看电视
里那些战乱国家，老百姓到处躲、到处
跑。没有和平安宁的环境，我们哪能安
安稳稳地在这里摆摊开店？看到军人就
感觉有底气、有依靠。”
“做好主业主责，老百姓就心生敬

意。”旅政委练伟深有感触地说：“要赢得
全社会的尊崇，军队要有军队的样子，干
好军人该干的事情，军人的主业主责就
是打仗和准备打仗。”

不错，“备战打仗”才是军人的主
业。在新时代强军目标的指引下，全军
上下牢记嘱托，不辱使命，练兵备战的氛
围愈加浓厚，老百姓看在眼里，记在心
头。

营门外的摊主们看到了。这几年，
部队官兵一年四季穿着作训服，全副武
装进进出出，部队装甲车每年三月份出
去，直到八九月份才回来。驻训结束了
官兵也不闲着，拉动、演练常年不断。摊
主们说，过去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练兵
画面，在这里可以天天看实况。我们还
从媒体上看到，这个部队很厉害，参加国
际军事比武拿了好几个冠军。

靶场周围的群众看到了。现在部队
抓训练一天比一天紧，官兵们夏天一身
汗，冬天一身雪，经常晚上十一二点还打
枪打炮。驻地群众一开始不习惯，说是
部队扰民，后来知道是部队夜训，便由抱
怨到理解。有一年春节，当地群众在给
部队的慰问信中写道：“我们乐意听到这
种赢得和平的枪声炮声，有这样的部队
天天备战坚守，老百姓天天都能睡上安
稳觉。”

主业干得好，军队有地位。
每年“八一”，地方党政部门、企事业

单位纷纷到部队慰问；每次部队驻训演
习，地方交警和群众自发疏导交通和避
让；地方超市商店，只要知道是军人就优
惠；野营拉练，老百姓送水送菜送柴火。

2016年 7月 20日，该旅参加维和牺
牲的烈士李磊、杨树朋遗体被运回国，驻
地群众得知消息后，20 余万人自发赶
来，肃立街道两旁，迎接英雄回家。

许昌县五女店镇白雾李村村民刘志
军，骑摩托车跑了几十公里，提前两个小
时来到迎候路段。他动情地说：“两位烈
士远赴万里，为国牺牲，为国争光，我打
心眼里敬佩他们。我一大早赶来，只想
送英雄一程。”

军队有作为，官兵受尊崇。前不久，
该旅与地方社区联合举办“相知军营，邂
逅爱情”军地联谊活动。消息在当地政
府微信公众号一发布，地方女青年踊跃
报名，联谊会上 82名女青年与部队官兵
相识，目前已有8对成功牵手。

了解才能理解，理解才

能支持。躺躺丈夫的床，尝

尝部队的饭，背背丈夫的装

具——

走进丈夫的战位，所

有的妻子都哭了

那天，参加完军营开放日，该旅合成
四营装步四连班长冯召凯的妻子张进利
再也控制不住。她不好意思当着众人流
泪，找个背人的地方哭了出来。

以前，她与丈夫通电话，谈不了几
句，冯召凯就要挂电话：“今天太累了，想
早些休息。”张进利不理解：“不就是上班
吗，有那么累吗？”

那天，旅里组织军营开放日，把所有
随军家属和临时来队家属请进军营，躺

躺丈夫的床，尝尝部队的饭，看看丈夫的
战位，背背丈夫的装具。

一开始，军嫂们都挺新鲜。随着体
验的逐步深入，军嫂们个个泪流满面。

张进利穿上丈夫的作训服，子弹袋、
弹夹、手榴弹、步枪、水壶等一件都不少，
负重二十多斤。她没走多远就直喘粗
气，不一会儿折腾出一身汗。班里战士
告诉她，他们背上这些装具，在炎炎烈日
下，每周要跑三四次 5公里越野，身上的
作训服一天到晚被汗水浸透就没干过。
这只是训练中很小的一部分，还有更苦
更累更险的实战化训练课目。

没等战士说完，张进利已是满眼泪
水。她深情地对战士们说：“我以后再也
不会埋怨你们班长了，我体谅你们，心疼
你们！”

人力资源科干事张德志曾因妻子不
理解遭遇“婚姻危机”。有段时间任务
重，他整天加班忙到大半夜，每次妻子来
电话说不了几句就挂了。妻子发来短信
质疑：“现在又不打仗，部队真的有那么
忙吗？”在军营开放日的所见所闻，让张
德志的妻子全明白了。

部队真的有那么忙，官兵都在忙什
么？合成三营七连连长彭参军的妻子
要借这个机会看个究竟。因为两地分
居，彭参军顾不了家，小两口没少拌
嘴。这次，旅里破例让彭参军的妻子随
步战车进行障碍训练。步战车一会儿
爬坡，一会儿越壕，一会儿转大弯，一会
儿拐直角，一会儿水里，一会儿泥里。
妻子颠得受不了，脸色苍白，直想呕吐，
课目进行不到一半就停车了。彭参军
对妻子说，这还是最基础的课目，其实
准备打仗比真的打仗要辛苦，所有的课
目要训无数遍，苦吃够累受够，各种难
处、险情设想够，千锤百炼，有了硬功夫

才能打胜仗。
彭参军自豪地对记者说，打那以后，

他简直成了妻子心目中的“男神”，回家
后的“待遇”可高了！

一次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了
解才会理解，理解才会支持。”旅政委练
伟说：“其实，这就是个观念问题，我们军
人如果连自己老婆孩子都不了解他们，
甚至不理解他们，更何况那么多老百姓
呢！热爱是从了解开始的，从这个意义
上说，军营除了涉密的地方，都应该向社
会开放。”

修葺一新的旅史馆开放了，成为驻
地党政机关和三县两区的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和红色教育基地，每年都会迎来
地方大批党政干部和中小学生参观见
学。

优秀官兵宣讲团走出去了，赴驻地
院校、社区不定期进行国防教育宣传。
旅里多名战士还被许昌市聘为征兵大
使，他们的形象、经历感染和触动着当地
适龄青年。去年，驻地报名参军人数同
比增长近一倍。

前年初，八一电影制片厂和湖南卫
视计划推出国防教育特别节目《真正男
子汉》。不少单位嫌麻烦推掉了，旅里接
到通知，全力配合支持。旅长政委说，找
到家门口的“好事”何乐而不为！

节目播出后，好评如潮。本来以明
星为主参与的节目，却让参演的现役军
人抢了眼球，让亿万观众领略了军营满
满的正能量和官兵的阳刚之气。“暖男班
长”王金武、“硬汉班长”谢添、“最美女教
官”李天骄、“热血班长”姜伟等，成为广
大青年追捧的偶像。

记者想，“把军人的好样子展现出
来，让军营的好声音传播出去”，应该是
各级考虑、也能够做到的事。

让别人尊崇，自己先自

尊。军人不怕牺牲，就怕被

遗忘，荣誉是军人的第二生

命——

燃旺荣誉之火，战斗

精神更强

几年前发生的两件事，让这个旅的
官兵很心酸——

一名战士荣立二等功，部队寄回喜
报。战士探家得知，家里根本没有收到
喜报，也没有人通知家人去领取。无奈，
这名战士只能跑到相关部门，自己领回
了喜报。

一名服役 16年的战士 5次立功，离
开部队时说，当兵这么多年，很遗憾没戴
过军功章照张相。退伍时，他站在连队
门口，把所有的军功章全部戴上。拍照
的战友示意他笑一下，可无论怎么引导，
这个功臣就是笑不出来。

荣誉是军人的第二生命。流血流汗
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军人连死都
不怕，还在乎什么呢？但有一点非常在
意，那就是荣誉。

拿破仑说，给我足够的勋章，我就能
征服世界。

让军人成为社会尊崇的职业，自己首
先要自尊。从 2016年春节开始，该旅率
先开展“功臣载誉返家乡”活动，旅领导专
程为荣立二等功以上的官兵送喜报。

藏族战士苦里次尔苏朗荣立二等
功，时任副旅长肖军带着翻译，奔赴四川

省木里藏族自治县依吉乡雨初村给他送
喜报。他们乘飞机、坐火车、倒汽车，最
后骑马才最终送达。

当地乡亲们像过节一样高兴，为肖
军一行献上了洁白的哈达。夜晚，村民
们还燃起篝火，跳起了锅庄舞。

那次，部队一路敲锣打鼓地将喜报
和奖金送到立功战士家，电视台全程录
像，当晚就播发了这条新闻。

奔波一路，传播一路，感染一路。沿
途和当地的群众说，对待军人、对待功臣
就应该这么“排场”，正能量足了，邪气就
冒不出来了。

三年来，该旅先后为25名荣立二等功
以上的人员送喜报回家，通过军地联动，给
官兵家人送喜报、奖金，向地方民政局、武
装部送表扬信，向地方媒体推荐官兵的
先进事迹，让受表彰的官兵载誉返乡、扬名
万家。不少立功官兵还被当地武装部聘
为“征兵大使”，成为家乡的名人，带动了
不少适龄青年踊跃参军，更让官兵感受
到了从军报国、爱军精武的无上荣光。

墙里开花不仅要墙外香，更要墙里
香。“以往军功章发到官兵手中很少有机
会佩戴，不少人干脆就把它压在了箱底。”
该旅领导向记者介绍，现在每逢重大集会
和活动，他们都会让功臣们戴着军功章坐
前排，提倡大家把军功章挂起来。

军功章连着荣誉感，更激发责任
心。近年来，该旅除制式奖章外，每次重
大演训任务，还制作下发标识纪念牌、纪
念汗衫；在营区显著位置设立标兵榜，在
营连走廊悬挂典型照片，把官兵荣誉亮
出来，让每一个取得荣誉的官兵进入连
史、营史、旅史，留名军营，让官兵的付出
都有意义、得到认可。

今年年初，在该旅大礼堂举办的“英
雄宣言”迎新春晚会上，坐在前排的标兵
们胸前挂着一排排军功章，不仅有立功
证章，还有大项任务纪念章，格外耀眼，
引人羡慕。

前不久，下士李浩的父母来队，李浩
给父母展示自己获得的各式奖章，自己
骄傲，父母也跟着自豪。老两口抚摸着
一枚枚奖章，高兴得合不拢嘴：“孩子有
长进有成绩，比挣个金山银山有分量！”

旅里广泛开展的“人人进连史，个个
当主人”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官兵争
先创优的积极性，他们为每名官兵建立
《荣誉档案》，详细记录官兵个人获得的
荣誉情况。

今年 3月 23日，在旅杨根思广场，一
场特殊的仪式正在举行，在全连数十名
官兵的见证下，“杨根思连”3名参加旅
集训考核取得优异成绩的个人，被郑重
记入连史。
“看到自己的名字写进连队《光辉史

册》，那种自豪感和成就感真的瞬间‘爆
棚’！”刚刚在旅“神枪手”集训比武取得
第一名的中士欧阳剑说：“能把名字写进
连史，是我一生的荣耀。”

上图：该旅在驻训场组织登车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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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业干得好，军人有地位；军队有作为，官兵受尊敬

静心细想：军人靠什么赢得尊崇
—第83集团军某合成旅强化军人职业荣誉感的新闻调查

■本报记者 胡春华 特约记者 康 克 通讯员 肖 宁

每当军人被污蔑、抹黑，互联网上

都会引起波澜。军人不惜生命，保家卫

国，甘愿奉献，世界上没有比这种“舍

命”的职业更崇高了，我们不能由人说

三道四、甚至造谣诽谤。

舆情过后是冷静，冷静之后再思

考。

诚然，昔日的辉煌替代不了今天的

荣耀。走进新的时代，“让军人成为全

社会尊崇的职业”，军人要写好自身的

答卷，聚力主业，能打胜仗；社会要认

同军人做出的贡献，爱军崇军，形成风

尚。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相辅

相成，缺一不可。

我们更应该看到，“让军人成为全

社会尊崇的职业”，这是党的领袖、军队

统帅在新时代向全社会发出的号召。

过去驱除黑暗，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

靠的是党领导的这支军队；如今由大向

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需要

这支力量，越是爬坡吃劲，越需要强力

支撑。

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没有强

大的军队做支撑，只能吃亏受气。中

华民族的一次次屈辱史，我们不能忘

记；经常出没在我们家门口的他国军

舰和飞机，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和平

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更不是强者仁

慈的馈赠。

军队有地位，国家有力量，这是

世界通行的规则。斯大林说：“一个

在军人待遇上精打细算的国家，是在

为下次战争赔款做准备。”拿破仑

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军人还不如商

人受敬仰，那么这个国家离亡国就不

远了。”

纵观世界强国，在对待军人的问题

上，无一不是尊崇关爱，而且还建立了

一整套完备的制度和法规体系，军人从

入伍到退役、从退役到离世的各个环

节、各种保障，条条有章可循，件件有法

可依，日积月累，形成全民共识，上升为

国家意志。

明天的收获，取决于今天播下的种

子。人民军队来源于人民，根植于人

民，服务于人民，并最终回归于人民。

不少网民说得好：岁月静好，只因有人

负重前行；人民军队是国家主权、人民

利益的坚强捍卫者；一个大国、一个强

国的力量和意志，不仅仅由军人来体

现，也包括全社会所有公民。

明白了这一切，从国家意志到全民

行动，该如何行动？从顶层设计到健全

体系，该怎么设计？

应该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

党的十九大之后，从成立退役军人事务

部，到不断完善军人军属权益保障的法

律法规等，一系列新举措，正在加紧完

善，全力推进，逐步落地。“让军人成为全

社会尊崇的职业”正在稳步成为现实。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

敌。在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征程

上，军队和社会应当相向而行。让我

们一起努力，共同创造尊崇军人的时

代风景。

从国家意志到全民行动 从顶层设计到健全体系

尊崇军人：军队和社会相向而行
■胡春华 练 伟 康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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