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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年终，部队的评功评奖、总结

表彰工作即将展开。一人参军，全家光

荣，军人在部队取得的优异成绩同样会

受到家乡人民的关注和青睐。希望部

队在利用军内和驻地媒体平台宣传典

型的同时，也要充分运用获奖官兵的家

乡平台进行褒扬宣传，让家乡父老和亲

朋好友引以为豪，激发更多的优秀青年

学有榜样，参军入伍，报效国家。这也

是增强军人军属的荣誉感自豪感，让军

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的一条重要

途径。

官兵的家乡平台主要有这样几个

方面：

一是媒体平台。亲不亲故乡人，地

方媒体平台非常多，要善于借助官兵家

乡的报刊、广电、网络、新媒体等褒扬宣

传军人的风采。一般情况下，地方媒体

会对部队的报道特别是本地户籍、本地

入伍军人的先进事迹报道高看一眼，在

重要版面、栏目等大篇幅刊播。现在很

多地方媒体，都开设有双拥共建、国防军

事类的专版专栏，有的地方媒体在人物

报道、组织的“最美人物推选”等栏目中，

都给部队留下了展示军人风采的窗口。

最近，某地相关部门在办理士兵退役报

到手续时，发现一位今年刚退伍的海军

女兵，有两次护航和一次环太演习的经

历，立即组织专题报道。这样的典型，如

果退伍之前，部队能早一点与地方政府

协调联系的话，宣传效果会更好。

二是机关平台。地方党委、政府机

关的平台比较多，其中与部队关系密切

的有双拥办、民政厅（局）、人社厅（局）、

宣传部、文明办及各地正在组建中的退

役军人事务厅（局）等。双拥工作是“一

把手”工程和全方位的系统工程，涉及

到各行各业、千家万户，因此部队一定

要发挥官兵家乡这些部门的作用，为官

兵排忧解难的同时，加强官兵先进事迹

的褒扬宣传，激发家乡人民的拥军热情

和对子弟兵的关爱。国防动员系统的

省军区、军分区（警备区）、人武部担负

着双拥工作和军民融合协调的重要职

能，要发挥好协调军地的作用，推动这

项工作顺利展开。比如，有的军分区

（警备区）与地方党委宣传部、报纸广电

联合开展“天南海北本地兵”寻访活动，

派出记者走访军营，部队可积极配合和

支持这种找上门的展示机会；还有的地

方文明办、双拥办与军分区（警备区）联

合开展当地好人（驻军系统）推选活动，

并通过地方报刊广电专栏讲述入选军

人的故事。如有官兵立功受奖及在部

队驻地获得地方政府的嘉奖或表扬后，

部队要及时向官兵家乡的有关部门和

媒体反映，争取能扩大褒扬的范围，让

家乡亲人脸上也有光。由于部队的封

闭性，地方部门联系部队相对困难，还

需要部队主动与官兵家乡政府等取得

联系。

三是活动平台。每年八一建军节、

春节是进行拥军活动的重点时机，加上

地方组织各种重要活动和其他节日、纪

念日等，都是展示军人风采的好机会。

只要军人有时间又方便时，都可以让他

们利用休假探亲时机参与其中，让群众

认识家乡的军人典型。有的地方举办集

体婚礼，邀请本地籍军人穿军装参加；有

的地方征兵季节推出“征兵大使”，请军

人回家乡进行征兵宣传；有的地方请军

人特别是英雄模范回家乡作报告，讲传

统，都产生了很好的榜样效应。

在运用地方平台时需要注意的三

个问题：

一是要及时迅速。典型宣传也要

讲究新闻效应，官兵事迹最好能与部

队宣传同步，一方面要及时与官兵家

乡媒体联系，先行沟通，及时将稿

件、图片和事迹材料发给家乡媒体，

一方面要及时向地方有关部门报告，

借助有关部门的联动，让优秀官兵通

过媒体宣传和参与各类活动展示风

采。这样，让这些受表彰奖励的战友

既感受到家乡亲人的温暖，又感受到

部队的荣光和支持。

二是要抓住时机。除了全国、全军

的重大典型宣传外，每年的春节、八一建

军节、国庆节前后，是展示军人风采的最

好时机，加上这期间表彰、推选典型等活

动比较多，要注意提前谋划，运用好这些

宣传时机，向官兵家乡推介先进典型，扩

大受表彰奖励的官兵的影响。

三是要保密准确。发给媒体或地方

政府的稿件、事迹材料要注意认真核对，

仔细审查，做到用词严谨，切实防止失泄

密发生，避免失实报道。要严守新闻保

密纪律，要注意不能为抢发新闻而犯规

越位，也不能因顾虑观望而错失宣传时

机。稿件材料中的人名、数据、事件要核

实准确，切忌张冠李戴、前后矛盾。

原南京军区司令部转业干部、南京

市双拥办副调研员 练红宁

用好官兵家乡平台 增强军人军属荣光

近日，我在收取一个需要付费的快
递包裹时，将银行卡交给快递员后，他拿
卡在手持 POS机上刷了一下，就自动交
款打印出付款小票，并没有像往常一样
要求我输入银行卡密码。我很惊讶，问
怎么回事，快递员说这张银行卡已经开
通了 1000元以下消费免密免签业务，也
就是说，1000元以下的支出只要轻轻一
刷，就能交款了。

这张卡是两三个月前才办理的，回
想一下自己在银行的相关业务办理过
程，并没有开通这项功能。于是我赶紧
到银行查询，被银行工作人员告知，这是
银行为方便客户消费“帮助”开通的，我
赶紧关闭了免密免签功能。

这项免密免签支付功能，虽然额度
不高，但如果被盗刷多次，也是一笔不小
的钱，能造成很大的损失。而且有些银

行卡的免密免签支付功能是在客户不知
情的状况下被动开通的，风险更大。

我回来后查询新闻得知，从 2018年
6月起，银联小额免密免签支付业务的
单笔限额由 300元全面上调至 1000元，
持卡人在使用银联卡消费 1000 元以下
时，无需密码和签名，用卡将更加便捷。
发卡机构和收单机构在业务开通前应当
履行向持卡人告知的义务。持卡人如不
愿开通此功能，只需向发卡行申请关闭
双免功能，就可轻松关闭。银联还为持
卡人设置了专项赔付金，提供 72小时失
卡保障服务，1000元以内的银联卡免密
免签交易，因为卡片遗失或失窃，持卡人
挂失前 72小时内被盗刷消费金额可获
得银行赔付。

笔者建议大家，在办理银行卡等相
关业务时，要仔细阅读了解银行卡业务
规则，慎重选择开通银行卡“免密免签”
功能，以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造成财产
损失。

73146部队 陈坤丰

慎重开通银行卡“免密免签”功能

爸爸珍藏着一双“沂蒙红嫂”牌草
鞋，是前几年他参观沂蒙红嫂纪念馆时
带回来的纪念品。这双草鞋很精致，是
用玉米皮编织而成的，穿上很舒适，还有
按摩足底的功能。

爸爸说，草鞋对于沂蒙老区人民来
说，也是寄托着特殊的红色情结的。沂
蒙山高，挡不住拥军支前；沂蒙水长，诉
不尽鱼水情深。“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
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
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
上战场”，这首战争年代广为传唱的民
谣，唱出了沂蒙老区人民对共产党、对解
放军的深厚情感，激励着解放军战士在
战场上英勇杀敌。提起沂蒙山，陈毅元
帅曾深情慨叹：“我就是躺在棺材里也忘
不了沂蒙山人。他们用小米供养了革
命，用小车把革命推过了长江！”

爸爸对草鞋有着特殊的情感。他从
记事起就穿着草鞋，跟着我的祖父和曾
祖父下地干活。爸爸在上小学参加助农
劳动时，还学着自己编草鞋，但编出的草
鞋又磨脚又硌脚，还不跟脚，穿不了几天
就散架了，他特别佩服老一辈人编草鞋
的功夫。

爸爸很珍惜这双“沂蒙红嫂”牌草
鞋，一直不舍得穿，就像四十多年来对奶
奶亲手做的布鞋一样的感情。爸爸说，
改革开放之前，家里人穿的衣服和鞋都
是奶奶利用晚上时间，在煤油灯下一针
一线缝制而成的。因为白天要下地干活
挣工分，奶奶只能利用晚上为全家人做
衣服和鞋。那时物资极为匮乏，要凭布
票才能买到白布，买来白布后需要自己
用锅煮染料，染成带颜色的布；火柴、灯
油也都是凭票供应，肉就更不用说了，只
有家里来重要客人或过年过节才能吃上
一点儿肉。为了区分家里几个孩子和大

人鞋底的大小，奶奶用旧报纸剪成“鞋样
子”，夹在书本里备用。每逢快过春节
时，奶奶就格外忙碌，为的是能给家里每
人赶做一双新鞋。

爸爸对奶奶做的布鞋特别地珍惜。
有一次，他参加助学劳动时，鞋底不小
心被钉子扎穿了，脚也被钉子扎出了
血。回家后，爸爸给奶奶说起布鞋被扎
破了，对脚被扎伤只字未提。奶奶仿佛
察觉到什么，一下把爸爸的鞋脱下来扔
到一边，当看到爸爸的脚底上的大块血
印时，猛地把脚揽进怀里，抚摸着、轻
揉着，心疼得直掉眼泪，嘴上嗔怪着
说：“你这孩子！你这孩子！鞋坏了咱
换新的，脚扎坏了怎么办？都怪这鞋不
结实！”由于那时的鞋底是把旧布头一
块块用糨糊粘贴，晾干后几层摞在一起
再缝起来的，根本没有如今的橡胶底结
实，而且一年到头就穿一双鞋，经常不
是脚后跟那里磨破，就是大脚指头处顶
穿。所以，爸爸天天盼着的就是早点过
新年，能有新鞋穿！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人民生活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休闲旅游也成
了乡亲们的重要收入来源。很久都没有
人穿的草鞋，如今也“升级”为“纯绿色养
生保健鞋”，成了畅销海内外的旅游纪念
品。我们一家人的鞋也多次更新换代，
稍旧点的鞋大多被“冷藏”和“裁员”了。
但爸爸经常讲，树高千尺不忘根，生活好
了不忘本。生活改善了，日子过好了，但
什么时候都要记得“幸福是奋斗出来
的”。

爸爸的草鞋情，成为我们家的一段
佳话，也激励着我坚定听党话、跟党走，
在实现强国强军梦想的征程上，传承好
红色基因，接好革命的接力棒，不懈奋
斗，砥砺前行。

爸爸的草鞋情
■71939部队副连长 张金伟

外孙女小兰淇：

你好！在微信上看到你身穿军

装飒爽英姿的照片，才知道你从大学

参军的喜讯，我和你外婆高兴极了！

我们喜欢的小兰淇成为一名祖国卫

士——光荣的解放军女战士了。一人

当兵，全家光荣，我乐呵呵地跟你外婆

说：“我这个退休老兵，又有了接班人

了。”

遗憾的是时间紧迫，我们没能到

车站为你送行；写此家书作为送别赠

言，以表一个参加过唐山抗震救灾的

退休老兵对孙辈的嘱托与期盼之情。

一要热爱军旅之家。故土乡愁，

母子情深，刚入伍新兵的第一关就是

想家，这个问题是人之常情。要端正

入伍动机，理解依法服兵役和保卫祖

国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这是大道

理。

习近平主席在给北京大学考古文

博学院同学的回信中说：“‘得其大者

可以兼其小。’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国

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最终成就一

番事业。”革命军人要用大道理管住小

道理，懂得有国才有家，要舍小家为大

家。想家的时候可以练习书法画画，

或者看看书、弹弹琴、唱唱歌，跟战友

们聊聊天，快乐每一天，热爱部队这个

由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友组成的大家

庭。

二要修品德做好人。国无德不

兴，人无德不立，做事先做人。习近平

主席指出：“道德之于个人、之于社

会，都具有基础性意义，做人做事第

一位的是崇德修身。这就是我们的用

人标准为什么是德才兼备、以德为

先，因为德是首要、是方向，一个人

只有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其才

方能用得其所。”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

而乐的精神，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

济天下，修身做事。

军队是战斗的集体，听党指挥、服

从命令，是克敌制胜的根本保证，希望

你认真学习习近平强军思想，克服稚

气和娇气，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不爱

红装爱武装，尽快由一个地方普通青

年，成长为一名雷锋式的优秀战士。

三要训练不怕吃苦。我军的战斗

精神集中体现为“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这是我军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克敌

制胜的重要法宝，无论什么时候决不

能丢，必须传承与弘扬。要发扬毛主

席在七律《长征》诗中的名句“红军不

怕远征难”和秋瑾烈士的“粉身碎骨寻

常事，但愿牺牲报国家”的精神。

要理解和践行“平时多流汗，战时

少流血”的道理；要懂得“宝剑锋从磨

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哲理，培养

克敌制胜的精神和毅力。

我的体会是，困难面前不言愁。有

困难，要克服；再艰苦，要坚持；学习新

内容，不打退堂鼓；训练艰苦，不当逃

兵；不图虚名，求真务实。我当兵时，从

警卫员到连队战斗员之初，手榴弹只能

投18米，我思想上不服输，在排长的指

导下，每天清晨4点起床练习，把胳膊

都练肿了也不休息，天道酬勤，经过一

个月的刻苦训练，终于可以扔到47米

远，达到了优秀水平；所以，再苦再累，

只要顽强坚持，就一定能胜利。

四要苦练过硬本领。学习是成长

进步的阶梯，实践是提高本领的途

径。青年人正处在学习的黄金时期，

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

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

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事业靠本领成

就的观念，让勤奋学习成为青春远航

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

能量。

祖国卫士要具备过硬的本领和技

能，对专业知识和军事技能，必须精益

求精，要敢于争先创优。

希望你在部队服役期间，尊重领

导、团结战友、遵规守纪，不畏浮云遮

望眼，排除个人杂念，专心致志地完成

部队安排的学习和训练任务，期盼听

到你进步的喜讯。

天气渐渐变冷，注意保暖，防止感

冒。

祝你快乐进步，向部队首长和小

战友们问好！

外公：刘玉杰 外婆：张凤敏

2018年10月12日于唐山

老兵刘玉杰给外孙女的信

想念的外公：

您好！读了您的来信，我感想颇

多。

在这个崭新的时代，我又迎来了人

生中一个新的起点。作为一名普通的

大学生，我毅然选择了参军。许多老

师、同学、亲友都对我的选择表示不解，

而我没有丝毫动摇。因为我成长在军

人家庭，特别是您参加唐山抗震救灾时

的感人故事，深深地震撼了我的心灵，

也让我从小就有了从军梦想。记得在

我读中学的时候，热播电视剧《特种兵

之火凤凰》里的女兵个个英姿飒爽，相

信她们那酷帅的形象曾经影响了很多

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知识的增长，我

逐步认识到参军入伍是我们每个公民

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收到入伍通知书当天，我就按要

求把头发剪成短发，做到从思想上先

入伍，再换了那身向往已久的迷彩军

装，望着镜子中的自己，看了又看，照

了又照，有种说不出的激动。我也曾

是一个时尚靓丽爱美的女孩子，为了

梦想，心甘情愿地选择了这抹神圣的

绿色，让自己的青春注入了一种别样

的美丽。

我带着对军营的憧憬和对未知的

不安，初来乍到，面对各种艰苦的训练

和种种不适应，才体会到什么叫“军

人”。在部队这个大熔炉中，我将完成

脱胎换骨的蜕变。

面对这些艰苦的训练，我没有逃

避和退缩，始终牢记排长教我们的口

号“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

队”。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坦然

面对，可能是我骨子里流淌着军人血

液的缘故吧，我就是有一种不服输的

劲头。经过部队近一个月锻炼，让我

学会了付出与担当，更让每个置身军

营的人，切身感受到了部队的优良作

风。

我们这些意气风发的学生，放弃

了舒适安逸的校园生活，怀揣绿色梦

想，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勇敢投身火热

军营，艰苦的生活和繁重的训练，难免

会在空闲之余偷偷地想家。新训骨干

为了让我们尽快适应，就像亲人般关

怀备至，真正让我们感受到了大家庭

的温暖。我相信在部队这个大熔炉

中，一定会收获满满的战友情。

外公，您和外婆的身体都不好，一

定要保重身体，也请您放心，我这个初

入军营的小兵，一定会严格要求自己，

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争取早日成为一

名合格的解放军战士，不给您这位参

加过抗震救灾的白发老兵丢脸。

由于训练安排得很满，今天先写

到这里吧。我会时常把自己的心得、

近况写信给您。

祝外公、外婆身体健康，生活幸

福！

永远爱你们的外孙女

2018年10月16日

（图片上下依次为老兵刘玉杰的

军装照片、新兵兰淇的训练照片，信件

内容略有删减）

新兵兰淇给外公的回信

读者推荐

给您提个醒

我部新兵兰淇出生于军人家庭，母亲曾在原
总参谋部某通信站服役。兰淇的外公刘玉杰曾
随部队参加唐山抗震救灾行动，因贡献突出受到
表彰，1984 年退休后，担任唐山市某军休管委会
主任、党总支副书记，先后多次被民政部、原总政
治部表彰为全国先进军休干部。刘玉杰在外孙
女携笔从戎后，专门修书一封，谆谆教诲外孙女

要传承红色基因，建功军营保家卫国，兰淇也把
自己入伍以来的感受和思念之情写在给外公的
信中。这两封信字里行间饱含真情，感人肺腑，
在新兵中引起反响。经征得本人同意，现将两封
书信推荐给解放军报，希望能对广大新战友有所
启发。

王均波、连伟业推荐

爷孙两地书 殷殷报国情
—推荐参加过唐山抗震救灾老兵刘玉杰和其今年入伍外孙女兰淇的书信

听爸爸妈妈讲

改革开放的故事

“听爸爸妈妈讲改革开放的故事”专栏将开设至年底，欢迎广大读者投稿。来稿
请围绕 40年来，在国家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历程中，军人的家庭都发
生了哪些变化，改革开放对家庭成员有哪些影响等主题，通过爸爸妈妈的讲述，解读
现在的好日子是怎么来的。来稿要求有真情实感，要有故事、有思想、有特色，字数
不超过1200字。

稿件请发本版邮箱：junbaoduzhe@163.com，请注明“听爸爸妈妈讲改革开放的
故事”专栏投稿。

战略支援部队某旅新兵团紧贴实战设置训练课目，强化了新兵的实战意识

和战斗素养，为新兵尽快适应部队实战化训练打下心理和技能基础。图为11

月上旬，该旅新兵在训练场上苦练战术基础动作，认真备战军旅生涯的第一次

“大考”。

左向东、秦国钰摄影报道

来函照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