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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伍 8年多，虽说也休过很多次
探亲假，但印象最深的，还要数我选
改士官后的第一次休假。记得到家
后，母亲一直摩挲着我的脸，嘴里不
停地念叨：“两年了，两年了，终于
又看到我家大顺子了！”

我是大学毕业后参军入伍的，以
前上学的时候每年都有寒暑假，陪伴
家人并非什么难事。可是自打入伍
后，由于义务兵服役期间没有探亲
假，为了让母亲能见到我，我差不多
每个月都会洗几张照片寄回家里。

听父亲说，母亲在家没事儿就会
翻看我以前寄给她的照片，有时每隔
几分钟就会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看一
眼，生怕错过了我的电话。
“哼，假爸爸，你从来就不爱妞

妞，也不爱妈妈！”后来我结婚有了
孩子，可闺女妞妞却对我这个爸爸意

见很大。妻子告诉我，自打妞妞懂事
起，每个周末她都会把妈妈的手机抢
过来守着，一边盯着屏幕上我们的合
影，一边问，“爸爸这个周末能发手
机吗？他这周会不会因为没有乖乖听
话，不准用手机？”

一次，妞妞突然生病，难受得直
喊爸爸，可是我的手机却静静地躺在
存储柜中，直到周五晚上发了手机
后，我才看到妻子拨来的几十个未接
来电。为这事儿，妞妞很长时间不理
我，媳妇也埋怨了我好几天。

每每想起这些，我总觉得自己亏
欠家庭太多，总希望部队不要把手
机管得那么死，不要让我和家人的
“距离”被时间的限制拉远了。然而
白纸黑字的规定摆在那里，我也无
可奈何。

让 我 没 想 到 的 是 ， 自 从 新 条

令颁布实施后，曾经的愿望变成
了现实——旅里结合新条令，重新
明确在个人支配的课外活动时间、
休息日、节假日等时间，可以使用
公网移动电话。

如今，每到课余时间都可以和家
人视频聊天，周末也能“陪”媳妇
上街买买衣服，帮她参谋参谋。最
重要的是，现在每天晚上我都能视
频辅导妞妞做作业，听她讲讲在学
校发生的事情，见证她每一天的成
长。自那以后，妞妞再也不说我是
个“假爸爸”了！

看到父母身体健康，妻女平安快
乐，我的心中格外踏实，每天走上训
练场也是动力十足，前不久，我在旅
里的考核中拿下第二名，视频里，妞
妞直夸我：“爸爸真伟大！”
（张 军、本报特约记者李佳豪整理）

妞妞不再叫我“假爸爸”
■第77集团军某旅炮兵营指挥保障连上士 赵 顺

相关链接

贯彻落实新条令 塑造军队好样子

本报讯 孙启龙、特约记者李佳
豪报道：10 月 18 日操课结束后，第
77集团军某旅四级军士长张祥东从宿
舍充电柜中取出手机，点开某款应用
软件、填写好父母个人资料，不到半
小时，就预约到了家乡市区最好的医
院。随后，他拨通了父母的电话，叮
嘱他们按时前去体检。
“如今使用手机名正言顺，以前

那些‘东躲西藏’的日子一去不复
返了！”张祥东告诉记者，今年是
他服役的第 15 年，从当新兵时接触
手机以来，他就与连队干部在手机
使用上打起了“游击战”，你禁我
藏、你查我躲、你收我买。并非执

意要去违反规定，实在是这个年代
离了手机真不行——记得一次外
出，他竟然连如何使用手机支付都
不会，引得旁人哂笑。

随着新条令颁布实施，前不久，
该旅广泛征集各业务部门及基层官兵
意见建议，研究出台了《智能手机使
用管理细则》，明确在非保密场所及
非操课时间，官兵可以自由使用移动
网络和智能手机。消息传来，大家无
不为之雀跃。

然而放宽了手机使用，不等于放
松了手机管理。为避免因手机使用带
来的失泄密、沉迷虚拟世界、乱消费
乱交友等问题，他们还进一步细化了

《微信使用规定》《网购细则》等补充
条款，确保官兵使用手机行有遵循、
用有规范；明确值班室、会议室、武
器装备库室等 7类场所为手机“禁入
区”，通过安装“军旅手机智能管理平
台”，在技术层面防止失泄密情况发
生；同时加强教育引导，帮助官兵树
立正确的交友观、游戏观和消费观。

随着手机进军营的“最后一公
里”被打通，官兵每天都能和家人聊
聊视频、在网上购购物、看看新闻，
闲暇之余还能打一局游戏消遣消遣。
不少战士感言，我们的军营生活张弛
有度，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感受到“外
面的世界很精彩”。

第77集团军某旅按照新条令规范手机使用管理

手机使用无需“躲猫猫”

新《内务条令》第二百八十二条规

定：基层单位官兵在由个人支配的课

外活动时间、休息日、节假日等时间，

可以使用公网移动电话。不使用时，

通常集中保管。具体使用时机和管理

办法，由旅（团）级以上单位结合实际

制定。

原《内务条令》第二百零四条规

定：军队单位应当采取审批备案、规

范使用时机场合、设置禁用标志、屏

蔽信号等有效措施，严格控制移动电

话的使用与管理。因工作需要确需

使用公网移动电话，必须经团以上单

位首长批准，并报所在单位司令机关

备案。

“妈，看谁来了？”10月 16日上午，重
庆市渝北区居民陈建初高兴地跨进家
门，身后跟着几名穿着白大褂、头戴大檐
帽的军人。
“哎呀！上班这么忙，你们怎么来

了？”87岁的汪德秀言语中带着惊喜，又
仿佛有些埋怨，起身往门口挪着并不灵
便的腿脚。
“来看看您嘛！”回话的是陆军军医

大学 958医院呼吸科主任李海东。他微
笑着，赶紧跨步上前扶住老人。
“听说您这段时间身体不太好，怎么

了？又想陈大爷了吧？”刚寒暄几句，老
人就一把紧紧抱住李海东，伏在他的肩
头哭得像个孩子。

李海东没有说话，面对这突如其来
的拥抱，眼睛瞬间湿润了。此情此景，就
像盛夏 7月的那一天，与老人在医院分
别时一样。

汪德秀和老伴陈世燮都是 958医院
的老病号，隔三差五就来住院，有时一
周，有时十天半个月。2015年 4月，陈大
爷在该院呼吸科安详离世。后来，汪德
秀因为思念过度，出现了精神抑郁症状，
又陆续査出冠心病、动脉硬化、肾结石等
疾病。今年 7月，汪徳秀因患肺炎再次
住进了呼吸科。

由于年事已高，老人的双手总是不
由自主地颤抖，眼力也大不如前。但每
次査房和护理，医生护士们都看见她在
费力地织着毛背心。
“阿姨，这四十几度的大热天，您织

毛衣给谁穿啊？”虽然好奇，但大家只当
是老人借此分散注意力，缓解忧思。

一天，汪德秀老人突然拎着一个
大口袋来到呼吸科办公室。大家这才
知道，原来这些一针一线艰难织成的
毛背心，是老人送给呼吸科男医生的
礼物。呼吸科有 6 位男医生，她就织
了 6件！
“我的身体自己知道，这个冬天恐怕

是熬不过去了，趁现在能动，赶紧织好给
你们送过来。”“女医生们莫怪我偏心
啊！这些毛衣打得丑，女娃娃们都爱漂
亮，我这个技术可拿不出手……”老人家
说得淡然，医生们却听得感动泪目。

6件毛背心，耗时 9个月，从去年初
秋一直织到今年盛夏。想着医生们平时
穿军装，老人专门挑选了绿色系的毛线、
桃尖领款式，而且还细心地在每一件背
心上用麻线制作了吊牌，上面写着所用
毛线品牌和品质。

接过口袋，与老人拥抱告别。大家
注视着毛背心默不作声，偷偷拭泪，没人

试穿，也不舍得穿。“慈母手中线，游子身
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在他
们心里，这个礼物，实在太重了！

老人为呼吸科医生织毛背心的事
在医院传开后，全院上下都深受感动。
这一次，医院政委暨剑波、副院长吴友
良带领呼吸科、胸外科、精神卫生中心
的医生专程前来看望老人，不仅为老人
送医送药送生活品，还为她颁发了一份
特殊的聘书——聘请汪德秀担任医院
终身医疗服务监督员。
“你们工作这么忙，还专门来看我，

对我真是太好了！”眼前的一幕，又让汪
德秀想起了住院期间的点点滴滴，几度
哽咽落泪。
“呼吸科当时没有床位，住不进来，

潘医生就从病房跑到门诊来给我看病，
想尽办法把我先收到其他科室。”
“李主任每天都来了解我的病情，比

亲儿子跑得还勤呢。”
“护士们进进出出，都是阿姨长、

阿姨短地跟我打招呼，知冷知热地关
心我……”

临别前，老人提议拍张合影，打算冲
洗出来摆在家里。“咔嚓，咔嚓……”相机
快门声响，这暖意融融的“医患一家”就
此定格。

六件毛背心 暖暖医患情
■罗 杨 冉春燕

一线直播间

10 月 中 旬 ， 关 中 塬 上 硝 烟 四
起、战车轰鸣，第 83 集团军某旅二
营按计划组织实战条件下的全员全
装拉动演练。演练全程采用红蓝对
抗模式，全营官兵士气高涨，志在
必得。

摩托化机动阶段，“蓝军”分队
通过设置路障、频频袭扰，给“红
军”梯队带来了不小麻烦。为了确
保发射阵地万无一失，“红军”决定
派伏击分队前出布防，伺机剿灭
“蓝军”。

受领任务后，排长周航带领 9名
队员迅速到达伏击地域，并依据地形
特点将人员分为 3个火力组，占据有
利地形，各组之间互为依托。待一切
准备就绪后，队员个个摩拳擦掌，只
等“蓝军”送上门来。

没 想 到 “ 蓝 军 ” 出 奇 地 “ 冷
静”，一个小时过去了，伏击阵地前
方没有任何风吹草动，一向冷静稳重
的周航也开始感觉到情况不对头。
“防卫分队暴露，阵地遭袭！”突

然，对讲机里急切的话音让所有伏击

队员蒙在阵地上。周航回头一看，
“蓝军”分队不知何时已经绕过伏击
圈，渗透到阵地侧后方，伏击队员被
包了“饺子”。
“脸上涂满油彩，就连枪身上都

缠上了伪装布，‘蓝军’怎么可能发
现我们？”走下演习场，周航始终想
不通伏击失败的原因。担任“蓝军”
分队指挥员的副营长杨波点出了问题

的要害：“就是这个‘连值班员’红
臂章，暴露了你们的伏击位置，我们
‘蓝军’当即调整了迂回路线，一举
偷袭成功。”
“对于军人来说，最为可贵的是

时刻保持敌情意识。今天在训练场上
目无真敌，明天打起仗来就会流血牺
牲……”复盘检讨会上，教导员夏有
锋的一番话引起官兵们的深思。

多戴一个臂章 输掉一场战斗
■常 江 夏 昊

立起备战打仗的鲜明导向·清除和平积弊

迷彩服因其与战场环境的色彩

相近，能使军人不易被敌方发现，

有效保护了军人的生命。而文中的

红臂章则让迷彩服失去了隐蔽伪装

的功能，最终导致“红军”失利。

现代战争中，侦察与反侦察的较

量何其残酷。伊拉克战场上，一名加

拿大士兵在3540米的距离上一枪毙

敌的例子警示我们，瞄准镜的一丝反

光都可能引来杀身之祸，更不用说迷

彩服上“醒目”的配饰了。

要想随时能战，就必须按打仗

的标准抓练兵备战，一举一动、里

里外外都不能含糊。迷彩服上戴红

臂章，看似是细枝末节的小问题，

实则是敌情意识不强，折射的是思

想上的和平积弊。“眼睛里永远有

敌人”，决不是挂在嘴边的一句空

话，必须置身战场环境，带着敌情

练兵，从每一处细节严起，从每一

个环节抓起。

（夏有锋）

三言两语

值班员：第81集团军某旅指挥通

信连指导员 贾伟轩

讲评时间：10月22日

今天早晨连队组织战备演练，我
发现部分同志虽然携带了防毒面
具，但没有按照要求配装滤毒罐。仔
细询问才知道，原来是个别战士嫌
平时携带比较重，且进行防护训练
时不方便脱戴，便私自将滤毒罐拆
卸了下来。

针对这个现象，我觉得有必要
和大家讲一讲，这件事看似是件小
事，却反映出大家战备思想弱化的
大问题，也是和平积弊的表现。战备
训练是部队工作的重中之重，不应
有丝毫马虎。在平时的战备训练中，
类似这种行为，我们一定要去较真、
去纠正。

平时做假，战时丢命。日常性战
备工作是部队工作中的重要一环，我
们只有把战备抓细抓小抓实，始终用
战斗力标准这把尺子衡量一切，才能
真正地提高部队的备战打仗水平。

（邹 贝、薛 伟整理）

平时做假 战时丢命

值班员讲评

近日，武警兵团总队官兵深入到驻地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结对认亲活

动，赢得少数民族群众广泛赞誉。图为该总队官兵与驻地维族群众签订“认

亲书”。

夏存喜、杨 飞摄影报道

鱼水情

新兵何世赫个子不高，黑黑瘦
瘦，貌不出众，一到西宁联勤保障中
心新兵营报到，就引起了新训骨干的
注意。为啥？因为他经历特殊，入伍
前是一名公务员。

今年征兵季，何世赫到自己所在
的行政村进行征兵宣传。他没有讲从
军报国的大道理，也没有讲退伍安置
的好政策，而是上来开口就说：“今
年参军，咱们镇里我第一个报名！”
在他的带动下，当地征兵工作开展得
格外顺利。

何世赫参军入伍的消息在老家广
西来宾成了新闻。因为何世赫是以选
调生的身份进入公务员系统的。选调
生是由各省党委组织部门从高等院校
选调的，都是品学兼优的应届毕业
生，是作为党政领导干部后备人选重
点培养的对象。

入伍前，何世赫已经被下派到
来宾市桐岭镇政府锻炼了一年多时
间，可谓前途一片光明。身边的亲
人、朋友让他好好考虑，何世赫坚
定地说：“不用考虑，不当兵，我会
后悔一辈子！”

队列、体能、战术……新训的日
子紧张忙碌，很快就要过半。一些战
友开始琢磨起下连分配的事，有的想

进机关，有的想到城市，何世赫却申
请去高原、到基层一线。

班长耿浩让何世赫跟大家分享自
己的想法。何世赫从柜子里拿出一本
书——《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这
是当初他到镇政府工作时市委组织部
发的。何世赫告诉记者，习主席青年
时的基层经历为他校准了奋斗目标。

何世赫说：“基层一线是锻炼成
才的摇篮，挫折磨难是升华人生的阶
梯，条件越艰苦，年轻人才能越成
长。”他的话让几个本想着到轻松岗
位的战友陷入了沉思。

从此，空闲的时候，总有战友找
他聊天，大家都觉得跟何世赫交流能
激发正能量。班里就这样多出个思想
骨干，班长心里乐开了花。

为了今后能适应基层的工作，何
世赫自己也发起了冲锋。长跑是他的
短板，每天早晚他都坚持加练一个 3
公里，3公里成绩从 18分钟，慢慢提
升到现在的 14分钟，他的目标是下连
前跑进13分钟。

操场上洒下他无数的汗水，有时
甚至累到虚脱，但何世赫从未放弃，
他始终坚持自己参军的信念——淬火
成钢，青春无悔。

一句话颁奖辞：毅然放弃很多人

羡慕的公务员身份，坚定地投身军营

淬火成钢，这样的选择难能可贵，值

得敬佩。

新兵曾是公务员
■本报记者 张 放 通讯员 刘一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