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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的帕米尔高原被蓝天、白云
和草地打扮得五彩缤纷，一幅幅美丽
“画卷”让人陶醉。陆军某部 41名到
边防任职的新毕业学员，怀着敬仰的
心情走进誉有“西陲第一哨”之称的
斯姆哈纳边防连参观见学。

站在前哨班哨楼下，斯姆哈纳边
防连原战士、新毕业学员苏帆望着山
腰上那面用 3545 块石头砌成的国旗，
驻足良久。他指着“祖国在我心中”
六个红彤彤的大字，满脸自豪地说：
“那是我们戍防官兵用巡逻路上捡来
的小石头摆出来的。”说到这里，新
毕业学员们整齐列队，向国旗致以军
礼。

围坐在 77号界碑前，该部人力资
源科科长、原斯姆哈纳边防营教导员

廉晓东给大家深情讲述了“三峰骆驼
一口锅，三根木棍搭地窖、储冰融雪
当水喝”的戍边故事。当讲到那年骑
马巡逻，途中翻越达坂险些命丧悬崖
时，他双手抚摸着界碑上鲜红的“中
国”二字，眼泪止不住往下流，听得
入神的新毕业学员们也被感动得热泪
盈眶。

接过廉晓东的话茬，斯姆哈纳边防
连指导员卢树军回忆起自己那段刻骨铭
心的经历：去年夏天，他带领连队官兵
前往远山口巡逻。快到山口时，天色骤
变，乌云盖顶，一股强风挟裹着豆大的
雨点扑面而来。冒着大雨，官兵们艰难
前行。来到“生死坡”，大家迈一步出
去滑半步回来，平时不到半个小时的路
程，这次走了近一个小时。最后时刻，

大家力气几乎耗尽，只能手脚并用向终
点爬去……卢树军话音刚落，全场响起
雷鸣般的掌声。

在连队荣誉室，有一面墙贴满了
戍边官兵照片，一张张烙满“高原
红”的脸庞，写满与官兵年龄极不相
称的沧桑。“每张照片背后都有一个
感人的故事。”卢树军挑出其中几张
缓缓道来。他打趣地说，“高原红”
是高原给戍边军人打下的特殊标记，
也是雪域高原上最美的流行色。
“安心边防！立功边防！”一个个

戍边故事让新毕业学员们熟悉边关的
同时，也加深了对戍边军人崇高使命
的理解。参观结束后，站在扎根树
前，大家面向军旗高举右拳，铿锵誓
言回响在边关上空。

西部边关，走来一群年轻人
■刘 慎 刘南松

9月初，初入军营不久的新学员迎
来战术考核。考核结束带回途中，新学
员小赵掉队了。
“赶紧跟上！”我看他落下队伍一大

截便喊了一声。没想到小赵却理直气壮
地回复道：“班长，我太累了，走不动了。”
自己掉了队，没有感到惭愧还找理由，这
让我十分恼火。“所有人都是刚考完，谁
不累？怎么就你走不动？”我质问道。没
想到小赵竟然喊了起来：“班长，我是真
走不动了。我这腿疼、脚也疼……”

看着小赵一瘸一拐的样子，我有点

于心不忍，但还是厉声说道：“就你娇
气！脚疼撑死打个泡，给我坚持住！”
在我的严厉苛责下，小赵赶上了队伍。

次日早上，队里组织队列训练，端
腿训练刚开始，我就发现小赵身体摇摇
晃晃。我走过去喊道：“腰要正，不要
后仰！支撑腿挺直，压脚尖！”小赵
按我的要求迅速调整到位。看着小赵咬
牙坚持，我心里很是欣慰。

午休时，我到班里查铺，大家都
睡得沉沉的。睡在上铺的小赵扭着身
子，脚耷拉在床尾。我走近一看，发
现他脚掌上的水泡全破了，有的还流
着脓血。我心疼得不行，马上拿出碘
酒帮他轻轻擦拭，处理完后把碘酒和
棉签放在他床头。

走出房间，我想起自己新训那会儿

练战术基础动作时，班长强行要求我把
身上所穿戴的各类护具卸掉。结果几次
训练下来，我的膝盖和肘部磨得血肉模
糊。回到班里，班长拿着碘酒一边帮我
擦拭伤口一边语重心长地说：“旭鑫啊，
战术动作训练一是练动作、二是练作
风。带着笨重的护具训练，你领会不到
动作要领，也锤炼不了军人血性。”后来
战术基础动作结业考核，我只用了 19
秒，成绩遥遥领先其他战友。那一刻，
班长笑了，我哭了。

三年过去了，我也成为了一名新
训班长。当年，是班长的严格要求、
严中有爱，才成就了今天的我。今
天，我也时刻提醒自己要从严练兵、
以情带兵，把他们个个磨砺成铁骨铮
铮的男子汉。

什么样的班长带出什么样的兵
■陆军工程大学训练基地新训大队一队新训班长 冯旭鑫

本报讯 颜士强、唐诗钰报道：9
月初，新疆军区某团野外驻训场传来
消息——在该团组织的“40公里综合
战斗体能”建制连比武中，拔得头筹
的坦克二连被取消成绩。

比武展开前，吸取兄弟单位全程
着作战靴的“教训”，坦克二连连长认
真研究比武规则后琢磨出一条“妙

计”——连队官兵将作训鞋装在挎包
里，途中奔袭时换上作训鞋，奔袭结
束再换回作战靴。这一“计策”果然
奏效，连队取得该课目全旅最好成绩。

然而，赛后成绩公示时却引来争
议。有人认为，比武规则里没有硬性
规定着装，二连的成绩理应算数；但
也有人认为战斗体能比武本来就是模
拟实战设计的，若不按战时要求着
装，就失去了意义。
“平时钻比武规则的空子，战时就

要用性命去添补。”对此，团党委一班

人意见高度统一——取消坦克二连比武
成绩。与此同时，该团以此为契机，组
织官兵深入查摆“练为考”“考为看”
的不实之风。群众性比武凑尖子、战术
演练要素不齐、后装保障训练脱离实战
等8类15个问题被查纠整改。

日前，该团组织营连战术综合演
练连贯作业。下达宿营命令后，各营
连打破以往统一保障的惯例，将物资
下发至班排车组，按作战要求分散驻
扎，提升了班排车组战时自我保障和
独立作战能力。

新疆军区某团严肃纠治比武不实作风

钻规则空子 丢打赢里子

8月下旬，第 83集团军某旅机关
检查组到装步六连检查政治工作落实
情况时，发现该连党支部会议记录本
上没有当月安全形势分析会的内容，
便对连队进行通报批评。

然而连队党支部书记、指导员赵
成龙清楚记得，这个议题上旬专门召
开支委会研究过，问题必定是出在负
责会议记录的组织委员、排长曹兆雷
身上。
“怎么回事？”面对书记的质问，

曹兆雷感到既委屈又无奈。8月以来，
连队党支部已开过10余次支委会，每
次会议曹兆雷都认真记录，但因为会议
过多，记录本消耗过快，那次召开安全
形势分析会时记录本恰巧用完了。曹兆
雷将会议内容临时记在了别处，后来忘
记重新整理到新的记录本上了。

其实，支委会过多的问题一直困
扰着曹兆雷。他数了数，今年 1至 7
月连队党支部共开了 73 次支委会，
有时甚至每两天一次，记录本都已经
换了5个。
“能否为支委会‘瘦瘦身’？”9

月初，结合学习贯彻中央军委党的建
设会议精神，该旅党委成立专题调研
组赴各营连搜集基层党建工作存在的
矛盾问题。座谈会上，曹兆雷把自己
的困惑提了出来。

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家
对此颇有意见。某连党支部书记说：
“为了不占用训练时间，我们常常是
利用休息时间开会。”有的党支部书
记直言不讳，有时纯粹是为了开会而
开会。

支委会为啥多？分析原因，“老
基层”、合成一营党委书记史彦东认
为有的机关科室把要求连队党支部召
开支委会当成推动本部门工作在基层

落地的“万能钥匙”，下发通知时，
不管事项大小都要求“上会研究”，
造成支委会名目繁多。

组织科科长金波则坦言，支委会
过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党支
部书记或副书记开展党务工作能力
较弱——一方面对什么事该上会研究
把握不准；另一方面对什么事该由支
委会研究，什么事归行政会议研究区
分不清。还有一条就是，个别党支部
作风不实、担当不够，习惯于以开会
落实会议，推动工作。
“必须维护支委会的权威性严

肃性。”很快，这个问题引起该旅
党委重视。他们在组织专项调研的
基础上，依据 《中国共产党军队支
部工作条例》 对需要召开支委会的
情况进行归纳梳理，减去无关议

题、合并相似议题，并明确规定机
关各部门需基层临时增加研究议题
的报旅党委审批，由组织科统一下
达。与此同时，他们还结合干部调
整，组织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培
训，提升其独立开展党务工作的能
力。

无关会议减下去，工作效果实起
来。9月中旬，六连党支部将当月工
作按照上支委会、支部党员大会和行
政会等进行区分后，做成一张《会议
一览表》，什么时候该开什么会，什
么会解决什么问题，大家心里更有数
了。

如今，曹兆雷一身轻松，他说：
“虽然支委会数量少了，但质量高
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也进一步
增强了。”

支委会“瘦身”记
■徐水桃 本报特约记者 康 克

微议录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精神

9月上旬，第72集团军某合成旅新兵五营迎来第一批新战士。令新战士韦海平

没想到的是，来到部队吃的第一顿饭竟然是班长崔赛亲自为他准备的家乡菜，让他

瞬间有种回到家的感觉。

甘兆楠、史亚翔摄影报道

带兵人手记

Mark军营

“兵”至如归

机关部署推动工作，凡事都要

求基层上会研究；基层落实工作，

遇到稍显棘手敏感问题，就召开支

委会研究……表面上看是重视集体

领导，实则担当不够。

为支委会减负，不仅要减掉有形

“会议多”的赘肉，更要祛除思想上

不担当的漂浮作风。让支委会卸掉

“不可承受之重”，关键是各级要担当

起来，机关要对照职责做好指导服

务，不把自己该担的责推给基层；基

层党支部则要实行好支部统一的集体

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该由分工

负责的事情不推给集体领导，让个人

与组织各司其职、各谋其事、各尽其

责。

用担当为支委会减负
■第83集团军某旅政治委员 李 军

一线直播间

新闻观察哨

“跳伞没了地面引导员，那又怎
样？只要给个降落伞我就能跳！”8月下
旬，听到旅里将首次组织无地面引导条
件下跳伞训练的消息后，我心里多少有
些不在乎。

几天后，一场以敌后渗透为背景的
伞降行动在某高原腹地展开。黎明时
分，运输直升机缓缓飞向伞降区域。“嘀
嗒！”绿灯亮起，几名战友鱼贯而出，跃
向空中。

起身、一步、两步，我像往常一样蜷
缩着身躯跃出舱门，周围的视野瞬间拉
大。按照惯例，此时耳边应传来地面引
导员发出的提示：空中跳伞员，你的伞
开得很正常，请注意避开左右邻，调整
着陆方向……可此时，除了阵阵风声，
我什么也没听到。一瞬间，竟有点不适
应。

回过神来，我发现自己的下降速度
明显过快，转眼间已经超过前一名跳伞
员。“前面我明明感受到了开伞的冲击
力，按理说伞应该已经打开，为啥下降
速度还这么快？”我心里有点发慌，难道
出现特情了？

往常出现特情，地面引导员会第一
时间告诉跳伞员如何处理，但现在我只
能依靠自己。转过头，我立即检查降落
伞情况，只见它呈大“S”形状展开，初步
判断应该是在打开的瞬间伞绳扭劲造
成的。

几次尝试排除故障失败后，我只能
迅速飞掉主伞，打开备份伞。看了眼高
度表，已经接近最低临界开伞高度，再

晚片刻后果不堪设想，还在半空中的我
瞬间感到背脊发凉。

地面越来越近，我屏息凝神，静听
耳边风声。“风速大概每秒 4-5米，逆风
着陆安全但无法确保准确，顺风着陆准
确率高但安全隐患大，怎么办？”关键时
刻，我有些拿不准，便决定先顺风向着
陆点滑行。

我紧紧盯住导航定位仪，不断操纵
左右拉杆，心中默默计算飞行速度。眼
看着着陆点就在脚下，突然一阵地面风
袭来，一股巨大的力量瞬间将我掀起。
我连翻了 3个跟头后，又被降落伞拖行
近 20米才停下来。这次伞降算是彻底
失败了，浑身酸疼的我挣扎好半天才从
地上爬起来。
“这次伞降，让我‘摔’了个明白。”

以往有地面引导员，自己就像被拴着线
的风筝，虽然安全但也被“拴住”了独立
思考、独立操作的能力。总结会上，十
几名和我一样不合格的“老特战”认真
检讨问题，决心以更高标准要求自己，
紧盯实战练强打仗本领。

9月中旬，旅里再次组织实战背景
下的“三无”伞降行动，我和战友们顺利
伞降到目标区域，完成“斩首行动”。
（王钰凯、李灰懿、本报特约记者

杨 磊整理）

这次伞降，让我“摔”了个明白
■第76集团军某特战旅二营上士 王海龙

地面引导员就像一根安全绳，在保

障伞降官兵安全的同时也“拴住”了战斗

力提升。鱼冲波而上，不损其鳞；鸟逆风

而翔，全用其羽。提升战斗力也是同样

的道理。只有将训练环境设险、设难、设

真，不断贴近再贴近战场，才能真正砥砺

劲旅、锤炼精兵，确保战时无坚不摧、无

往不胜。

剪断拴住战斗力的“安全绳”
■第76集团军某特战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沈雁冰

三言两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