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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9 日，对于第 77 集团军某旅
指导员李斌善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
子。这天，他的妻子范荣将要横跨中
国的半个版图，来到海拔 3700 多米的
高原驻地探望他。清早起来，李斌善脸
上始终挂着幸福的笑容，走路似乎都带
着风。

自去年调整移防以来，范荣就一直
嚷嚷着要来队探亲，可是由于此前新营
区家属公寓的水电暖等配套设施尚不完
备，李斌善迟迟没有答应妻子的请求。
前不久，新建成的公寓楼交付使用，李
斌善第一时间为妻子订了机票。

当天吃过午饭，记者就催促李斌善
早点出发去接妻子，可是李斌善丝毫不
急。由于部队营区位于远离市区的山沟
沟里，交通不便。以往官兵请假去市区
办事，来回 200多元的车费不说，遇上
天气不好，连车都打不到。这一次，李
斌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正当记者感到疑惑时，一辆小轿车
停在了连队门口。
“旅里严格落实条令条例及《关于

规范完善军队人员有关福利待遇的若干
规定》，我们只需在前一天上报用车计
划，机关就会派车前往机场车站接送家
属。”李斌善一边招呼记者上车，一边
介绍说，“随着各级党委工作作风转
变，机关服务基层更周到了。官兵应当
享有的正常福利待遇，一样不差，件件
都能得到落实。”

出发前，李斌善来到卫生连，登记
领取了一个便携式氧气袋和一盒高原药
品 ， 这 是 很 多 官 兵 接 站 时 的 “ 标
配”——对于初上高原的人来说，高原
反应是他们面临的第一道难关。

驱车赶到机场，李斌善等候在人群
中。那边，范荣刚走出到达口，便一眼
看见了身着军装的丈夫。
“老公你看，这是去年你立功后，

家乡人武部敲锣打鼓给我送喜报的场
景”“这是今年春节，单位来拥军慰问

的照片”“这是今年 9月，街道给咱家
挂的‘军属光荣’牌”……一上车，范
荣就一边向丈夫展示手机里的照片，一
边细数着自己作为军嫂的满满“获得
感”。就这样，3个多小时的旅途劳顿
在说笑声中烟消云散。

汽车返回营区后，首先停在了卫生
连门前。
“嫂子您好，欢迎您来队探亲。”诊

疗室内，值班军医罗万明一边热情打
招呼，一边开始为范荣量血压、测血氧

浓度、检查心肺功能。罗万明告诉记
者，卫生连医疗条件已达到一级甲等医
院水平，不仅各类医疗器材配发到位，
卫勤官兵送学深造制度也日益完备。加
之保健器材配发到连队、高原药品配发
到班排、健康档案建立到个人等暖心举
措，如今，官兵高原疾病发生率已降至
历史最低水平。
“高原虽冷，但心里暖暖的！”来到

宽敞明亮的家属公寓，看到一应俱全的
生活设施，范荣眼中泛起了泪花。她向
记者感慨道：“都说军嫂是最辛苦的
人，但是部队实实在在的关怀，让我觉
得自己就是最幸福的人。”

得知又有一名军嫂来高原探亲，该
旅炮兵营营长王应槐的妻子、“军嫂委
员会”主任魏凤凤，主动邀请范荣来家
中做客。围坐在饭桌前，两名军嫂你一
言我一语地拉起了家常。交谈中，范荣
心中关于家属随军就业、小孩入托入学
等疑惑逐一被解开。
“其实此行我还有一个目的，那就

是实地考察一番，好决定是否办理随
军。”采访结束时，范荣将这个“秘
密”告诉了丈夫，她说，“现在，我心
里已经有了答案。我决定陪你一起扎根
高原！”

左上图：范荣来队后，旅里第一时

间为其体检，并建立健康档案。

王祖俊摄

党的十八大以来，军人的社会地位逐步提高、福利待遇更为优厚、保障机制更加完善。
对此，初次赴高原探亲的第77集团军某旅指导员李斌善的妻子范荣深有感触——

“高原虽冷，但心里暖暖的”
■曾劲猛 本报特约记者 李佳豪 通讯员 王 鹏

强军论坛

“处处高压线，就是不带电。”人们曾用

这句话来形容有的单位或部门治军不严、有

章不循的现象。只有给制度通上高压电，才

能令少数心存侥幸的官兵望而却步。

兵以治为胜，治以严为要。条令条例

和各项规章制度是部队管理的基本依据，

是部队保持正规战备、训练、工作和生活

秩序的可靠保证。要使这些铁规发力，就

必须给制度的高压线通上电。同一个人，

步行过马路时，遇上急事可能会闯红灯，

但若在车里握着方向盘，再着急往往也能

遵规守矩；同一个人，在绿皮火车里会吞

云吐雾，但上了高铁就能全程不吸烟。原

因就在于违法的成本不同，执法的刚性也

不同。制度管用了，执行严明了，“伸手必

被捉”成为必然，制度自然就有了约束力

和生命力。

有了制度不去执行，比没有制度还坏。

再好的制度，如果在执行上失之于宽、失之

于松、失之于软，就会形同虚设。个别单位

之所以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一个重要原因

就在于惩处力度不够，形成了“一人违纪，众

者随之”的“破窗效应”。

“不教而战，是谓弃之；不治而战，是谓

乱之。”随着全面从严治军的深入推进，尊规

崇纪、严守法规的氛围日益浓厚，但也有个

别单位把制度当摆设，视纪律为无物，有的

重制度出台轻制度执行，有规定而无惩戒；

有的把制度当成“变形金刚”，对自己有利的

就执行，对自己不利的就不执行；有的对违

反制度的人和事睁只眼闭只眼，处理起来不

痛不痒；还有的把“带电作业”当作本事，把

违纪违法当作魄力，我行我素，明知故犯。

所有这些，都是对制度的漠视、对纪律的亵

渎，必须坚决纠正和革除。

令严方可肃军威，命重始足整纲纪。让

制度成为带电的高压线，要求在做好制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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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上篇文章的同时，必须做好规范落

实的下篇文章，让官兵既明白应该做

什么、禁止做什么，也明白违反规定的

后果是什么。坚持从严执纪、从严问

责、定向施策、精准发力，对相互推诿

扯皮、各自为战的现象，要明确责任、

限定时间、强化刚性措施落实。坚持

制度面前一律平等，任何人不得凌驾

于制度之上。对制度落实不严、不按

规矩办事的人和事，应严肃追责、一查

到底。谁碰了制度的高压线，谁就会

吃到苦果、付出代价，决不能因为情况

特殊而网开一面，甚至搞既往不咎、下

不为例。刚性的制度、严格的管理也

是一种唤醒、警示和教育，能够使官兵

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对制度法规的敬

畏，自觉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

有所止。

（作者单位：军委训练管理部）

本报讯 罗莉琼、黎银军报道：为
有效加强联勤保障部队心理骨干队伍
建设，提高心理工作服务质量水平，12
月 2日至 3日，由联勤保障部队组织，解
放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第 900 医院承
办的联勤保障部队心理骨干培训班在
福州举行。来自联勤保障部队的 140余
名基层心理骨干、专职或兼职心理医生
参加培训。

培训班采用理论授课、实操带

教、案例教学、现场考核等形式，开
展心理健康教育、心理测评筛查等实
用技术培训，帮助基层心理骨干掌握
开展甄别诊断、干预治疗等经常性心
理服务工作的知识技能。授课教员既
有来自国防大学以及陆军、海军、空
军军医大学从事心理教学研究的名
师，又有来自解放军总医院以及第
984、988 医院长期在一线开展心理服
务的专家。

今年以来，联勤保障部队充分发挥
技术密集的优势，紧贴部队实际，着力构
建源头治理、综合施策、防控并举、标本
兼治的心理服务工作体系。组织专家编
写经常性心理服务工作指南，拍摄心理
预防常识系列讲座视频下发部队，开设
联勤保障部队心理健康门诊、心理服务
网站，组织心理服务保障队赴基层开展
巡回服务，线上线下结合解决官兵心理
问题。

联勤保障部队组织心理骨干培训班

锤炼线上线下心理服务本领

本报讯 记者赖瑜鸿报道：近日，军
委后勤保障部机关某部助理员，通过网
络向军委机关事务管理总局某保障处车
辆调度室提交申请后，调度员吕梓宁迅
速统筹调配进行车辆派遣，从申请到车
辆派出整个过程不到 5分钟。该处负责
人说，这得益于他们研发的信息化车辆
派遣系统，让车辆派遣时间缩短、流程简
化、服务规范。

这个保障处担负 5个机关部门的车
辆和车勤人员的管理保障任务，他们创
新保障模式，按照“一体化保障、法治化
运行、现代化管理”思路，优化整合车辆

资源，创新服务保障模式，严格规范建设
管理，不断提升服务保障水平。

他们规范用车标准，建立车辆定
额使用制度，根据军委机关各部门人
员编制，确定公务用车和驾驶员定额，
同一时段动用车辆数原则上不超过用
车定额；实行网上审批制度，规范用车
审核程序，简化用车审批手续，由军委
机关部门协管员负责审核下达车辆保
障任务、调剂解决用车需求、管理派遣
值班车辆等；规范驾驶员管理，明确驾
驶员服务礼仪、调度员工作、车辆派遣
及反馈处置、车场勤务等具体要求，规

范服务标准。不断优化车辆派遣流
程，建立“同乘、往返、应急”3 种模式，
系统自动识别任务，通过合并派车的
方式提高车辆使用效益，发挥信息平
台集约效能。

据悉，新的车勤服务保障模式运行
以来，该保障处逐步实现保障手段由传
统单一向信息智能转变，保障效益由粗
放分散向集约高效转变。下一步，他们
将在定额用车保障基础上，逐步探索派
驻式保障模式，在军委机关部门办公区
预先停放值班用车，最大限度缩短从申
请用车到车辆派出时间。

军委机关事务管理总局某保障处探索车勤保障新模式

信息化车辆派遣系统提升服务水平

本报讯 陈贺、记者李建文报道：11
月中旬，空军采取“统一组织、分片实施”
的办法，对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考的文
职人员进行面试。1515 名通过笔试和
资格条件审查的入围人员，走进空军设
置的26个考场答辩面试。

据空军政治工作部兵员和文职人员
局领导介绍，空军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
考岗位 546个，计划招聘 634人，涵盖教
学、科研、实验、工程、卫生、会计、出版、

翻译、图档等 9个专业系列。此次进入
面试的 1515 人中，有博士 52 人、硕士
478人。

为增强面试的规范性、透明度和公
信力，空军抽调专家成立命题审核组，
对各用人单位拟制的试题进行筛选组
合，建立面试题库，并依托“文职人员面
试试题管理系统”随机抽取生成。面试
考官由用人单位按照标准条件遴选推
荐，其中主考官均由外请的其他大单位

或地方相关专家担任，并报空军审定。
面试期间，空军设置举报电话，各考场
设立值班电话，接受面试人员和群众监
督，并由空军统一选派巡考员分赴各考
场巡考检查。

据悉，12 月中旬前，空军将对各用
人单位根据成绩确定的拟录用对象统一
进行审核并公示。公示无异议的人选，
将报上级机关备案复审后签订聘用合
同，正式加入“蓝天方阵”。

严肃考风考纪 全程公开透明
空军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文职人员面试正规有序

“10年前，这支英雄部队救了我。
10年后，这支过硬队伍塑造了我。”初
冬时节，在黄继光生前所在部队——
空降兵某部军史馆内，该部四川籍中
士、“黄继光班”班长程强站在一条写
着“长大我当空降兵”的横幅前，向刚
入伍不久的新兵讲述自己逐梦军营的
故事。

2008 年 5 月 12 日，四川汶川发生
里氏 8.0 级大地震，随着党中央、中央
军委一声令下，空降兵官兵闻令而动，
采取空中飞越与地面机动并行的方
式，迅速投入救援。5月 14日上午，时
任空降引导队士官的李玉山与 14名战
友，组成先遣小分队，从海拔 4999米的
高空跳下。在无气象资料、无地面标
识、无指挥引导的“三无”条件下，他们

“盲跳”至茂县地域，打开空中救援通
道并侦察灾情。先遣小分队也因此被
称为“空降兵十五勇士”。

作为那场地震的亲历者，每当步
入军史馆“抗震救灾”主题展厅，程强
的思绪都会被拉回到10年前。

空降兵奋勇救援的壮举，在当时
只有 12岁的程强心中播下了从军的种
子。救援部队完成任务撤离灾区时，
他站在送别的人群中，高举着“长大我
当空降兵”横幅，立志长大后要加入这
支英雄部队。

10年间，梦想的种子早已生根发
芽。如今，程强不仅如愿成为了一名
空降兵战士，还凭借优异表现，当上了
“黄继光班”第38任班长。

“‘空降兵十五勇士’的跳伞行动

虽然成功，但并不算完美。”讲到这里，
程强面色凝重，“由于开伞器工作环境
严苛，下落中，李振波和王君伟遭遇了
主伞无法打开的险情，落地时，李振波
大腿被树枝刺伤、雷志胜右腿撞在了
石头上……”

步入“走进新时代”主题展厅，谈及
近年来空降兵部队建设取得的成就，程
强无比自豪地介绍说：“10年间，空降
兵部队先后组建了 8支应急力量，某高
空跳伞保障系统投入应用，武器装备更
新换代，让今天的空降兵勇士如虎添
翼。去年国际军事比赛‘空降排’项目，
我军成为比赛中唯一完成定点着陆项
目的队伍。”程强继续说，“如果再次执
行像当年一样的跳伞任务，我们有信心
完成得更加出色！”

聆听汶川地震亲历者、空降兵某部“黄继光班”班长

程强讲述勇士的故事——

追随“空降兵十五勇士”的足迹
■余 弦 唐家军

12月4日，中部战区空军某新兵旅邀请新兵家长入营参加新兵授衔仪式，见证新兵成长进步的重要时刻。授衔仪式

后，一位母亲满含深情地为儿子整理着装，勉励他扎根军营作奉献。 李 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