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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10月下旬，四川某预备役防化团
传出佳话：在该团组织的防化专业骨
干集训暨群众性大练兵比武竞赛活动
期间，一对师徒在训练场上互帮互学
共同提高，在比武场上激烈角逐互不
服输，引来不少官兵点赞。

说起这对师徒，可都不简单。师
傅余镇江，侦测连一排排长，参加过
四川汶川、青海玉树、四川芦山等多
次抗震救灾任务，先后 12次参加各类
军事比武竞赛，荣获 9项冠军，因表现
突出被破格提拔为预备役军官。徒
弟李杰，侦测连一排二班战士，曾在
武警某部服役，个人素质突出，打破
了原单位 5公里武装越野纪录，因军
事训练成绩优异多次立功受奖，被誉
为“飞毛腿”。

10月 9日，团里进行集训前摸底
考核，自认为有“两把刷子”的李杰自
告奋勇要和排长余镇江切磋一下。
比武场上，李杰一套擒拿格斗术行云
流水，赢得满堂彩。然而在接下来的
专业技能考核中，他却在多个课目中
败给余镇江。

败下阵来的李杰没有气馁，他心
悦诚服地拜余镇江为师的同时，还暗
下决心——挑战师傅最拿手的全身
防护课目。训练场上，余镇江教得格
外用心，每个环节都逐字逐句讲解要
领、手把手教动作；李杰学得也非常
刻苦，认真揣摩每个动作，加班加点

勤学苦练。
“全身防护课目成绩，第一名，李

杰；第二名，余镇江……”功夫不负有
心人，几天后的集训阶段性考核中，李
杰以微弱优势成功逆袭。一时间，徒
弟战胜师傅的消息在该团不胫而走，
成为官兵热议的话题。

余镇江虚心向李杰讨教。原来，
在防毒面具整理环节中，李杰自己琢
磨出易于操作、更加规范的招数，让成
绩一下子提高不少。

接下来的时间里，俩人一有空闲
时间就在一起切磋技艺。余镇江继续
在专业课目上帮教李杰，而李杰也把
最擅长的擒拿格斗术毫无保留地教给
余镇江。

在“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
任”主题教育课堂上，团里请他们与官
兵一起分享比武竞赛感受，还特意让
他们在训练场上当起了小教员。一时
间，全团掀起一股互学互教、相互比拼
的训练热潮。

烽烟再度燃起。在前不久的集
训 结 业 考 核 上 ，师 徒 俩 第 三 次 过
招。这一次，他们各取得 2个单项冠
军，双双被评为“优秀学员”。看着
领奖台上举起奖杯的俩人，战士余
国双说：“从他们身上我看到顽强拼
搏、永不言败的劲头，我要向他们学
习，努力练强自身本领，积极投身练
兵备战！”

一对好师徒 三次较高下
■霍焱国 王俊仿 孙鹏飞

本报讯 特约记者曹英华、通讯
员贺江森报道：“真没想到奖励会来得
这么快！我一定要加倍努力，把自己
磨练成素质更加过硬的战士！”10 月
下旬，武警湖北总队襄阳支队举行教
练员比武竞赛，拔得头筹的上士李正
鹏走下赛场，就登上了领奖台。支队
政委张茂清介绍说，他们优化表彰奖
励工作实施办法，充分发挥荣誉激励
作用，让奖牌带着“热度”助力练兵

备战。
当前，部队调整变化大、执行任

务重，该支队调研发现，部分官兵工
作激情、练兵动力有所下降。为此，
他们依据 《军队奖励和表彰管理规
定》，明确将一半以上奖励指标用在平
时，对遂行重大任务表现突出、比武
竞赛成绩优异的人员做到有功即奖，
有效提升官兵精武强能的积极性。前
不久，在上级组织的“魔鬼周”极限

训练中，该支队特战中队下士乔震所
在战斗班协同作战、果断处置，最终
获得优异成绩。训练结束返回营区不
久，他们就身披绶带接受支队的通令
嘉奖。

用好奖励机制，激发精武热情。今
年以来，该支队先后为 10名同志记功，
对 28名官兵予以嘉奖，评选出一批精武
标兵、执勤尖兵、技术能手，官兵谋战思
战、矢志强军的动力更加强劲。

武警湖北总队襄阳支队发挥荣誉激励作用

奖励表彰不再“慢半拍”

本报讯 李元勋、记者周远报
道：精练参谋“六会”技能，学习
先进军事理论，创新政治工作运行
机制……连日来，记者走访中部战区
陆军政治工作部，发现从机关干事到
部门领导，都在结合任务和岗位实际
研战法、钻打仗，浓厚的练兵备战氛
围扑面而来。

年初以来，中部战区陆军政治工
作部按照上级部署要求，紧盯备战打
仗短板弱项，着眼提高战略思维层
次、军事理论素养、指挥打仗本领、
履行使命任务能力，积极筹划开展

“学军事、学指挥、学科技”活动，推
进政治工作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

为保证活动质量，他们多次外请
国防大学等院校专家教授，区分中外
军事理论、经典战史战例等 9 个专题
进行授课辅导，提升政治工作干部的
军事理论素养；分批次安排机关干部
到基层当兵蹲连，在部队一线融入官
兵生活、学习装备操作、提高军事素
质。与此同时，他们一方面结合强军
网建设，开设“三学”活动专栏，搭
建交流平台；另一方面完善图书阅览
室建设，补充军事、科技类图书 2000

余册，丰富学习资源。据了解，中部
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把此次活动开展
质量和年度考核结果，作为评选机关
先进处 （室）、选拔确定后备干部等
工作的重要依据，对考评不合格的
人 ， 在 职 级 晋 升 上 实 行 “ 一 票 否
决”，取消立功受奖资格。

练硬打仗功，立起新形象。前不
久，中部战区陆军参加上级组织的实
兵演习，政治工作部领导和所属各处
（室）领导率先垂范、冲在一线，助力
一批重要课题研究在实战检验中得到
完善。

中部战区陆军着力锤炼善谋打仗的政治工作干部

军事考核成绩挂钩政工机关评先

11月8日，广大新闻工作者迎来第

19个中国记者节。庆祝节日、分享荣

光的同时，每一名记者也应感受到肩

上的担子和使命。

新闻记者作为党的政策主张的传

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

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每天都在

“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记

者永远是行者，光荣永远在前方。正

是千千万万的“同行者”，让我们见证

着时代的盛事，也聆听到最细微的声

音。新时代新征程，广大新闻记者只

有更加自觉地肩负起“举旗帜、聚民

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

务，才能在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

同心上大有作为。

广大军事记者肩负着为党的政治

主张和先进理论鼓与呼、为强军兴军

鼓与呼的特殊使命。在我党我军的新

闻史上，名家大家辈出，范长江、邓拓、

穆青、刘白羽、魏巍等留下了许多脍炙

人口的作品。多少上天入地的“大兵

记者”、出生入死的“战地记者”、学富

五车的“专家记者”，寂寞而又充满激

情地跋涉在军事新闻的道路上，深山

问宝，探骊得珠，为展示和塑造人民军

队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良好形象而

竭诚奉献。

当前，媒体格局、舆论生态、受众

对象、传播技术都在发生深刻变化，新

闻媒体的竞争空前激烈，媒体融合的

进程急剧提速，新闻舆论工作成为意

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军事记者如果

无视时代潮流，缺乏阵地意识和创新

精神，就难以担当起宣传强军思想、激

发强军精神、汇聚强军力量、助推强军

实践的重任。

“褚小者不可以怀大，绠短者不

可以汲深。”新闻记者是一项政治性、

政策性、专业性都很强的工作，没有

几把刷子是干不好的。迈不进基层

门槛、走不进官兵心坎，就写不出沾

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新闻佳作。

著名战地记者华山经常深入部队与

战士们一起行军野营，一起冲锋陷

阵，经常蹲在战壕里“坐脚后跟上，就

着膝盖”记录采访见闻。穆青回忆华

山时说道：“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和

亲身感受，他是写不出《踏破辽河千

里雪》《英雄的十月》这样不朽的锦绣

篇章的。”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好的

新闻作品都是脚力、眼力、脑力、笔力

的结晶。军事记者应自觉加强学习，

加快知识更新，努力掌握好“看家本

领”。应大力弘扬战地记者的优良传

统和过硬作风，坚持“三贴近”、落实

“走转改”，创作出更多有思想、有温

度、有品质的精品力作，不断提高军事

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

公信力。这是军事记者的无上光荣，

更是军事记者的如山使命。

肩负起军事记者的光荣使命
■陈洪山 刘洪涛

本报成都11月7日电 梁云霄、特
约记者杨晓波报道：记者从西部战区联
合作战指挥中心获悉，金沙江“11·03”山
体滑坡堰塞湖水位累计上涨 39.42米，每
天新增库容 6782 万立方米，蓄水量达
2.71 亿立方米。连日来气温下降，水位

持续上涨，附近部分道路积雪结冰，增加
了抢险救灾难度。

险情发生后，西部战区联合作战指
挥中心多次展开专题研究，分析研判灾
情，掌握用兵需求，先后派出 5架直升机
多次飞赴堰塞湖实施空中勘察，同时命

令西藏军区、四川省军区抽组专业抢险
救灾力量，全力配合应急管理部做好堰
塞湖排险处置工作。

据西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指挥
员介绍，根据“国家金沙江‘1103’堰塞体
处置指挥部”提出的用兵需求，西部战区

重点派出爆破、舟桥、陆航等专业力量，
携带冲锋舟、起爆器等物资器材遂行堰
塞体爆破、水上运输炸药、空中立体勘察
等任务，并出动民兵执行救灾物资运送、
道路抢修、群众疏散、巡逻警戒、隐患点
排查等任务。

截至11月 7日 18时，西藏军区、第77
集团军、四川省军区共出动官兵 700 余
人、民兵近 200人，舟桥 36台、冲锋舟 23
台，运送炸药 6.8 吨，执行抢险救援任
务。所有专业救援力量部署到位后，各
部队将根据现地指挥部制订的抢险救援
方案，全力展开对堰塞湖的排险处置等
救灾行动。

金沙江堰塞湖每天新增库容6782万立方米

西部战区投入专业力量展开抢险救援

9月 30日，何世荣度过了自己的 47
岁生日。在他服役 29年的扫雷舰上，战
友们为他精心准备了蛋糕。

新兵入伍第一次登上长涂岛时，何
世荣刚刚过完生日。此后的 29年，他的
军旅人生和扫雷舰牢牢“绑”在一起。

刚上岛的情景，何世荣至今清晰地
记得——石头垒成的营房里，烛光微
弱。“晚上 7点发电，9点停电；8点半最后
一次供水，你们抓紧时间。”班长叮嘱道。

那晚，海风呼啸，何世荣一宿没
合眼。
“上舰不上扫雷舰，上艇不上猎潜

艇。”走上了扫雷舰，何世荣立马对这句
流传已久的顺口溜有了切身体会。

老式扫雷舰的官兵在码头上就餐。
严冬，长涂岛寒风瑟瑟，部队集合唱完
歌，盛好的菜早就凝起白白的油花；夏
天，在码头吃饭就像进了蒸笼，大汗淋
漓。船舱里没有空调，天热时就像一个
烤箱，何世荣和战友经常睡甲板。

有一次，一位老兵拍着他的肩说道：
“吨位小、编制少，苦也苦不出奔头，不如
干几年就下岛。”

何世荣没吭声。很小就替父母分担
生活重担的他，认一个理儿：只要肯吃
苦，便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不久，一
次特殊“礼遇”，让何世荣更加坚定了这
个信念。

那天，海上航行，迎面驶来一艘驱
逐舰。两舰靠近时，驱逐舰鸣笛声响
起，向扫雷舰致敬。班长告诉他，按照
国际惯例，别的舰艇与扫雷舰在海上相
遇，都必须向扫雷舰鸣笛致敬，哪怕航
母也不例外。

这一刻，何世荣感受到了扫雷兵岗
位的荣光。
“守岛就像长跑，就是 3个字‘坚持

住’！”从那一刻起，小岛和扫雷舰，成了
何世荣生命中另一个家。

当年因为个子小，人长得又黑又瘦，
大家都叫他“小黑”；如今已过不惑之年
的他，常被称呼为“黑哥”。

何世荣给刚上岛的战友讲课。他
说：“我没干过惊天动地的事，自己笨嘴
拙舌，也没啥可炫耀的。但有一点，只要
上级交给我的任务，我都敢拍着胸脯说
一句‘没问题，保证完成’。”

那年，何世荣随舰执行某大项活动
安保任务。海上风浪大，起锚时，锚链绞
到了一起，几个人吊着绳索到水面轮流

作业。
“让我试试。”何世荣主动请缨。经

过半个小时抢修，锚链终于解开。被拽
上舰的何世荣，瘫倒在甲板上。
“干起活不要命”，何世荣就是这样的

兵。某重大演习任务前夕，何世荣突发阑
尾炎，被战友送出岛检查。医生要求立即
手术，他坚持说：“还是保守治疗吧！”

时任电工班班长的何世荣清楚那次
任务的重要性。大队舰艇全部出动，而
他带的班基本都是新战士，没有处理突
发情况的经验，他有些放心不下。

担心的事说来就来。任务期间，战
舰艉轴舱电机出现故障。何世荣钻进舱
室抢修，没多久，他感到腹痛加剧……

何世荣吞下止痛药，带领战友连
续奋战 6小时，最终排除了故障。返航
回来，他才走进医院接受手术治疗。
主刀医生感叹：“这种疼痛不是常人能
忍的。”

潮涨潮落，岁月流逝。2013 年，他
晋升一级军士长。在战友看来，苦熬多
年的“黑哥”，安稳工作几年就可以顺利
退休了。

然而，何世荣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另
一条路。那年，大队接收新型猎扫雷舰
和遥控扫雷艇。何世荣主动请缨前往接
装。
“区队长成了普通电工兵”……战友

们不解：“黑哥”这兵，算是白当了！何世
荣笑了笑，转身回到宿舍，凭着一股韧劲
从头学起。

一滴滴全力付出的汗水，重塑了全
新的自己。一年后，何世荣再次成为新
装备的技术“大拿”。

为梦想拼尽全力，对自己往往苛
刻。聊起家人，踏实的“黑哥”沉默良久。

2010年 10月，正在执行任务的何世
荣突然接到消息：父亲遭遇车祸，身受
重伤。任务结束，何世荣匆匆赶回家。
病榻之上，父亲对他说：“儿呀，啥时带我
到部队看看。”

几天后，他接到随舰出海的召回
电话。

35 天后，正在执行任务的他，从电
话中得知父亲离世的噩耗，顿时泪如雨
下……任务结束，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
何世荣在营区的后山坡上，种下一棵父
亲最喜欢的桂花树。

当年的小树苗，如今已在岛上扎根。
每年桂花盛开的日子，他都会在心里想念
父亲。“这身军装穿了 29年。”何世荣说，
“父亲看到今天的我，会为我骄傲的。”

在扫雷舰上过生日，对于何世荣来
说，是幸福的，因为这里承载了他的青春
和荣耀。在扫雷舰上的 29度春秋里，他
曾经荣立 1次二等功、5次三等功，2次获
得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

缓缓吹灭蜡烛，何世荣开始憧憬更
加美好的未来……

左上图：何世荣在进行日常检修。

周 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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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日，陆军第 71集团军

某旅在陌生水域开展实战化浮桥

架设综合演练。

刘佩鑫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