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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励

全军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实施意

见》强调，“正确看待改革中遇到的矛盾和困

难，严肃纠正‘坐、等、靠’现象”。这是纠治当

前作风建设上问题积弊的重要靶标，具有很强

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坐等靠”现象具有多种表现：有的深入不

下去，习惯于坐在办公室要情况、听汇报，一味

地靠发文电过日子；有的遇到矛盾问题绕着

走，不是积极想办法去解决，而是大事小事都

交给上级、推给机关，汇报上去就万事大吉；有

的靠经验吃饭，没干过的事情不敢干，没有套

路的事情不去干，信奉宁肯不干事也不要惹

事；有的对新情况新问题不是积极寻求解决的

办法，而是等通知、等文电、等政策、等领导表

态、等别人的经验；有的抓工作不敢碰硬，对难

点棘手问题不敢触及，能推就推、能拖就拖；还

有的该解决的问题不解决，遇有任务就提条

件、提要求，困难摆出一大堆。

“坐等靠”现象耽误的是时间，丧失的是机

遇，毁掉的是事业。中国革命的胜利、社会主

义建设的成功、改革开放的成就，都是干出来

的、拼出来的，决不是坐出来的、等出来的。“铁

人”王进喜有一句名言，“有条件要上，没有条

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当时，钻机运到车站，没

有起重设备，他组织工人硬是靠人拉肩扛，把

沉重的钻机卸下火车、运到井场；在没有搅拌

设备的情况下，为了防止井喷，他跳进泥浆池，

用身体进行搅拌。

“坐等靠”现象消磨的是斗志、弱化的是能

力、丢掉的是传统、淡忘的是宗旨。历史只会

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

者、懈怠者、畏难者。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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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政皓、特约记者翟晓
伟报道：“2018年度先进基层中队：机
动中队、驿城中队……”今年元旦刚
过，武警河南总队驻马店支队警勤中
队干部，在支队强军网上查看“双争”
评比结果，可即便瞪大眼睛，也没能找
到自己中队的名字。

其实，警勤中队 2018年各项工作
并不突出。可为啥中队干部还是觉得
“有戏”？原来，警勤中队作为去年支队
党委重点帮建对象，有支队党委常委
挂钩指导，以至于不少官兵都说，警勤
中队在这次评比中摘掉后进“帽子”是
板上钉钉的事。
“‘双争’评比贵在一碗水端平，不

然不足以服众。”该支队支队长赵恒在
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掷地有声，让警勤
中队干部面红耳赤。此次评比中，该支

队严格按照条令条例及《军队基层建
设纲要》有关规定，只以成绩论英雄，
决不搞迁就照顾，警勤中队因此落选。

常委挂钩帮建中队未能评上“先
进”一事，在该支队引发不小震动。个
别官兵私下讨论说：“领导这不是自
己打自己的脸吗？”然而不久后，帮建
警勤中队的党委常委不仅在支队干
部大会上做出了情况说明，还制订了
新的帮建计划，决心今年继续挂钩警
勤中队。

评比注重实绩，官兵干劲倍增。
警勤中队干部告诉记者，虽然去年未
能如愿“摘帽”，但是有党委常委继续
帮建，他们有信心、有决心在今年打
一个“翻身仗”。在今年开训后总队组
织的后勤专业比武中，警勤中队摘得
2个专业第一，取得新年“开门红”。

武警河南总队驻马店支队“双争”评比注重实绩

常委挂钩帮建一定当选先进？没门！

投送速度越来越快

吉维新 1981 年入伍时，是坐着“闷
罐车”从河南到新疆的。车厢门一关，既
不透光又不透气，也没有座椅和厕所，只
能席地而坐。他和许多新兵一起，辗转
5天 6夜才到达部队驻地。

2011年，吉维新任我军驻郑州铁路
局军代处主任。近年来，他每年都担任
新老兵运输工作的指挥员，在运力筹划
中广泛调用动车组和高铁，极大改善了
兵员乘行环境。

快——这是近年来新老兵运输中最
直观的感受。

改革开放前，新兵进藏进疆，老兵出
藏出疆，大多需要一周时间才能完成。
现在大多是统一乘坐包机，一天时间都
不用。

千里投送朝发夕至，这一能力的提
升得益于我国改革开放 40年来的交通
事业大发展：截至 2017 年底，我国铁路
运输营业里程达 12.7 万公里，是改革开
放初期的 2.5倍；高铁营业里程 2.5万公
里，占世界高铁的三分之二；全国公路
总里程 477.35 万公里，为改革开放初期
的 5.4 倍，其中高速公路里程达 13.6 万
公里，居世界之首；我国境内民用航空
颁证机场共 229 个，是改革开放初期的
3倍……借助交通快速发展的东风，我
军运输投送速度越来越快。

过去，一支部队机动千里，需要提前
几个月制订运输计划，如遇突发情况或
是装备超限，有可能需要十几天才能到
达目的地。如今，运输保障从部队建制
保障向军地联合保障拓展，前不久一支
部队跨越 5省区机动数千公里，仅用 30
多个小时。

远程机动能力越来越强

2016年，南海舰队后勤部军事交通
运输处处长丘涛，参与了一项创纪录的
投送任务——通过公路、水路、铁路、航
空运输等投送方式，数千名海军陆战队
员和各型装备被快速投送至新疆某训练
基地，拉开海军陆战队沙漠戈壁实战化
训练的序幕。
“这是海军陆战队投送距离最远、时

间最长、跨度最大的一次。”丘涛说，“军
民融合运输提升了投送能力，也为海军
陆战队全域作战拓展了兵力投送新途
径。”

改革开放前，各部队大多在战区范
围内短距离机动。如今，跨区甚至是跨
境机动已不是新鲜事。仅 2013 年至
2016 年间，我国交通战备系统共计 200
多次保障部队跨区远距离机动。去年夏
天，“国际军事比赛-2018”与“东方-
2018”战略演习同期展开，这是我军出境
参演兵力最多、跨国铁路投送规模最大
的一次，共计输送人员数千人、装备千余
台，所有人员和装备均按时抵达。

2017年 10月，空军与 5家地方物流
公司签署《军民融合战略合作协议》，着

力挖掘地方运输潜力服务空军部队战斗
力建设。随着我国物流、快递等新型运
输力量快速发展，我军主动作为、大胆创
新，把新型运输力量纳入交通战备建设
范围，助推军事运输能力水涨船高，让我
军的军事运输路程越来越远，远程机动
能力越来越强。

军事运输步入智能化新时代

2017年 8月，四川九寨沟发生地震，
地方交通部门通过“民用运力（货车）动
员潜力实时调度平台”，在震后 1小时调
动九寨沟县方圆 200公里范围内的 4706
名司机，作为救援行动后备力量。据悉，
这个依托民营企业大数据中心搭建的平
台，可以随时掌握数百万辆注册货车的
运力情况，遇有应急应战任务，能及时在
线通知符合要求的货车执行军事运输保
障任务。

淮海战役时数十万名群众推着小推
车支前，成为一幅壮美的历史画卷。如
今，大数据技术下蕴含的军事运输动员
潜力让人惊叹，庞大的民用运力“召之即
来”正在变为现实。

这 40年，全国交通战备系统完成国
防交通空间数据平台 3.0版、国防交通信
息管理系统 6.0版研制开发，并配发军地
有关部门使用；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接
入第二代导助航综合应用系统，实现对
全国沿海民用船舶动态和重点港口情况
的实时掌握；接入铁路运输调度管理系
统，实时掌握全国铁路线上运行军列的
车次、位置、速度以及军运人员装备物资
情况；接入部分航空公司运行控制系统，
掌握其拥有的飞机型号数量，按需获取
航班进出港信息和航空军事运输情况。

我国军事运输步入智能化新时代，
未来将进一步提速，为强军兴军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依托我国交通大发展，我军兵力投送、装备转运、物资运送全面

提速和拓展——

军事运输：更快更远更智能
■中国国防报记者 程 荣

“持军之急务，莫大于赏罚。”古今

中外，任何一支善战常胜之师，无不重

视以奖励鼓舞士气。否则，“若法令不

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

有百万何益于用？”

作为荣誉激励的主要方式，当前

各部队“双争”评比工作已基本结束。

我们欣喜地看到，过去那种平衡照

顾、论资排辈、轮流坐庄的“分红式”

评奖不见了；那些用打仗的“天平”称

重，用战斗力的“尺子”丈量过的先进

单位和个人，也充分发挥出良好的示

范激励作用。

“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

夫。”相信在“奖当其功、彰在其时”的

正向激励下，部队备战打仗的氛围定

会日益浓厚，官兵投身强军兴军实践

的热情必将日益高涨。

功名只向马上取
■李佳豪

本报讯 靖周、特约记者刘吉强
报道：“没想到因为一项考核不合格，
就被取消了表彰资格。”1月初，第 71
集团军某旅表彰奖励名单公布，8名
基层推荐上报的拟立功受奖官兵，因
在年终军事训练考核中未达标而被
取消资格。这是该旅组织“双争”评
比树牢战斗力导向，激发官兵训练热
情的具体举措。

军事训练考核不达标，就取消立
功资格，这样的做法是否太过严厉？
对于官兵的议论，该旅党委态度鲜
明：评先评优要树牢战斗力导向，唯
此才能真正营造起“练兵打仗吃香”

的氛围。此次“双争”评比，修理二营
一名老士官因业务能力突出，被连队
党支部推荐荣立三等功，但他因在体
能抽考中有课目不合格，被“一票否
决”；某通信营一名干部，因指挥技能
考核不达标，同样被取消了参评“优
秀基层干部”的资格。

新年开训后，该旅官兵训练热情
更加高涨。连日来，因军事地形学课
目考核不合格而与“优秀士官”奖章失
之交臂的某连班长王晓波，主动找到
战友为他补课。王晓波说：“当兵不精
武，不算尽义务。我要苦练本领，争取
在下次评比中把失去的奖章争回来！”

第71集团军某旅组织“双争”评比树牢战斗力导向

训练不合格被取消表彰资格？不冤！

识发展的动力，也是检验认识是否正

确的唯一标准。只有动起来、干起来、

扑下身子抓起来，才能够获取真知灼

见，找到解决办法。“两弹一星”试验

时，广大官兵靠的是铁锹、麻袋、箩筐、

铁锤等施工工具来建设试验基地。一

些老兵回忆，当时各种资源紧缺，他们

砍回树枝，细的用来编箩筐，粗的用来

做扁担，甚至用树皮来填肚子，就是在

这样的条件下，千方百计完成任务，为

国争光。

历史发展到了今天，我们干事创业

的条件比过去强了千倍万倍，主动作为

的精神更加不能丢。“天下事有难易乎？

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

矣。”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当拿起马克

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向“坐等靠”宣战，坚

决地、彻底地把它从我们的工作事业中

踢出去。各级也应完善干部考核评价

机制，让优者上、庸者下、劣者汰，创造有

利于干部担当任事的环境氛围。

短 评

秋冬季节，塞罕坝的万顷林海就像
一幅油画。然而，驻守在此的民兵刘
军、齐淑艳夫妇却无暇顾及这般美景，
他们每天都要频繁地登上瞭望台，拿起
望远镜，警惕地进行森林防火观察。

受此影响，采访只能断断续续进
行。他们的守哨故事像林海中的小溪
一样，在笔者的心里开始流淌。

2006年，35岁的刘军和 34岁的齐淑
艳，来到海拔近 2000米的亮兵台护林哨
所，担任民兵瞭望员。他们的工作场所
很小，是面积不到 10平方米的瞭望台。
与他们长期相伴的有 3件东西：一架望
远镜、一部电话机、一本记录册。他们
的工作任务很简单：从早晨 6时到晚上
22时，每隔 15分钟观察一次火情；晚上
22时至次日早晨 6时，每隔 1小时进行
一次防火观察。不管有无情况，观察结
束后都要立即向林场打电话报告。

这套看似简单的工作流程，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刘军、齐淑艳夫妻在长达
12年的时间里重复了 31万多次。他们
如同在这里扎了根的白杨树，没有节假
日，不曾外出旅游，更不能一同下山去
看望上学的孩子和家里的老人，就连春
节、中秋节也无法回家团圆。

信息时代，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丰富

多彩。而这对夫妻的人生，却像是一部
反复回放的黑白电影。即便是漫天飞
雪的冬夜，他俩也一样轮流值守，登记
册累积起来已有一米多高。

刘军和齐淑艳的父母都是林场的
第一代造林人。作为林场儿女，他俩从
小就知道“防火责任大如天”。刘军对
笔者说：“林子是塞罕坝人的命根子，必
须做到万无一失。”

说话间，林海传来窸窣的风声。
“起风了，我得上去看一眼。”说着，

刘军爬上了 16米高的瞭望台，笔者跟随
其后。他说：“风声就是警铃声。一旦
起风，马上就要上瞭望台观察。”

时间长了，刘军总结出一套林海火
情鉴别方法：杂草燃烧是白烟，树木燃
烧是黑烟。去年一天，刘军突然发现克
什克腾旗方向有一处地方冒烟，经验告

诉他是草原着火，他立即上报信息。因
报告及时，火情得到及时处理。

2006 年，夫妻俩刚上哨所时，房舍
是个小木屋，不通电，没水井，取暖靠生
火，冬季最冷时室外气温达零下 40多摄
氏度，咸菜都冻成了冰疙瘩。更让人难
以忍受的，是与世隔绝的寂寞。刘军
说，大雪封山时他俩一连几个月见不到
人。有时，齐淑艳憋不住了，就出去喊
两嗓子。

寂寞中，刘军拿起画笔学习画画。
他记不清自己画了多少张画，只记得练
习纸是成捆买来的。如今，哨所里挂满
了刘军的作品，有雄鹰、有草原，有山
花、有森林。笔者在一幅名为《守望》的
画前驻足，画上两只猫相互依偎，眼睛
圆鼓鼓地盯着前方。齐淑艳说：“画的
就是我们两口子。”说完，她笑了起来。
“现在日子好多了！”刘军说，2013

年，林场给哨所建了 5层高的哨塔，屋子
里不仅通了电，还能上网。

扎根林海，把忠于职责刻入生命年
轮，这对夫妻的人生，就像那棵棵白杨
一般挺直。

左上图：刘军夫妇在瞭望执勤。

曹 明摄

塞罕坝林场民兵刘军、齐淑艳扎根护林12年，无论风雪，不分寒暑，每天都要
登上瞭望台守望林海。这对夫妻——

把忠于职责刻入生命年轮
■本报特约通讯员 李德坤 曹 明

1月8日，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进行超低空山谷飞行训练，锤炼飞行员过硬

技战术本领。 杨 盼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