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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冰城银装素裹，宛如童话
般的世界。

1月 6日下午，在哈尔滨冰雪大世
界，第 78集团军某旅为 21对新人举行
“冰雪作证·牵手北疆”集体婚礼。冰
作宫殿雪为花，新郎臂挽新娘，在官兵
代表和围观游人的祝福中，迈入幸福
殿堂。
“一生中最重要的仪式，就与冰雪

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军嫂刘静心里，
这片冰雪大地不再寒冷，而是变得温
暖起来。回想起两人相隔千里的 700
多个日夜，刘静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2016 年，刘静与排长张斌相识相
恋。尽管两人只能在周末偶尔相见，
但张斌身上的责任感与男子气概让刘
静倍感踏实，两人的甜蜜爱情迅速升
温。

可没承想，正当两人准备谈婚论
嫁之时，一纸命令让他们的爱情陷入
危机——张斌所在部队，奉命千里移
防至东北边疆。“一听说新驻地最低气
温能达到零下三四十摄氏度，我的心
好像一下掉进了冰窟窿。”刘静坦言，
因为部队移防，他们的婚期一再推迟。

那段时间，刘静干什么都提不起精
神，既盼张斌来电话，又怕他来电话，既
想打电话给他，又不敢给他打。生怕电
话那头是“再见，明天我们就出发”。

张斌同样陷入纠结之中，最终他
决定不再让恋人承受异地之苦。那
天，不抽烟的张斌抽了整整一包烟，拨
通了刘静的电话。可张斌的话还没出
口，电话那头就传来刘静的声音，“不
管你去哪，我今生都跟随你。”这简短
的一句话，犹如黑暗中的一盏明灯，照
亮了张斌的世界，让这个军营铁血男
儿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部队移防那天，刘静和其他军嫂
一起泪眼婆娑地目送着军列缓缓驶出
站台。回去的路上，刘静听一个军嫂
叹气道：“以往是隔墙听军号，周末做
夫妻。如今想想，能隔墙再听听军号
多幸福。”

千里的距离不仅让两个人见不到
摸不着，有时连通通电话都成了奢
望。一次，张斌执行演训任务，一去就
是好几个月，整个人像失联了一样。

刘静一次次拨打他的电话，那边始终
是信号差、无服务。

任务结束后，张斌迫不及待地与恋
人视频。有一肚子委屈要倾诉的刘静，
看见那张自己日夜思念的面庞布满了
疲倦和憔悴，心一下子就软了。刘静想
去东北看看自己的心上人，但因担心部
队任务繁重，给张斌添麻烦，迟迟没有
说出口。

没想到，没过多久，张斌却主动发
来了邀请：“我们领导考虑到家属辛
苦，想邀请你们来新营房瞧瞧！”去年 8
月，带着满满的期待，刘静坐大巴、赶
火车、乘飞机，跨越 1700余公里，来到
了北疆的营盘。

张斌上交假条后，一路“绿灯”，很
快就拿到了接站派车单和家属房的钥
匙。他提前半小时来到机场，身着帅
气的军装，手捧美丽鲜花，只为给她一
个惊喜。
“你怎么还能出来接站啦？”走出

人潮涌动的机场，被张斌牵着手坐进
温暖舒适的接站军车，刘静满脸的惊
讶。“现在不仅是家属来队派车接送，
就连休假都简化审批程序，正常假正
常休、事假快速批。”一路上张斌不停
地向她介绍部队近年来的暖心举措。
“到了！”半个多小时后，汽车驶进

家属院。走进家属房，浓浓的暖意扑
面而来。刘静没想到部队准备得这么
周到：窗明几净的客厅、温暖舒适的卧
室，电视机、沙发、冰箱、天然气灶、热
水器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

“不仅要让官兵们爱上北疆，也要
让他们的家属爱上冰雪。”该旅领导介
绍，移防至新驻地后，他们深入开展暖
心惠兵和军属服务保障工作，把军地联
谊相亲、家属随军、子女入学、集体婚
礼、健康体检等涉及到军人军属利益的
工作纳入制度化保障范畴，激发军人的
荣誉感和获得感，用真心真爱服务军人
军属。

得知刘静来队，士官曹建龙的妻
子王文英主动邀请她到家中做客。围
坐在饭桌前，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拉
起了家常。
“多亏组织关心。”王文英感慨道，

她和丈夫是在军地联谊活动中认识的，
结婚后随了军。现在不仅住进了家属
房，每个月还有未就业随军家属补贴，
两个孩子也在驻地幼儿园顺利入学。
交谈中，刘静心中关于家属随军就业、
小孩入学等疑惑也逐一被解开。
“部队实实在在的关怀，让我觉得

心里踏实。”短短几天时间，刘静对分
离的酸楚渐渐释然了，也对她和张斌
的未来充满信心。

你支持部队建设，我还你完美婚
礼。终于，在今年的这场冰雪婚礼上，
张斌与刘静步入神圣的婚姻殿堂，爱
情之花在冰雪世界中绚丽绽放。
“千里万里我都追随你，我骄傲，

因为我是军人的妻。”婚礼上，面对军
旗，一对对新人庄严许下爱的誓言。

上图：集体婚礼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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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大考考验的不只是军人，还

有一个个家庭。一纸命令，团聚变

离别，相聚两茫茫。面对考验，军人

顾大家舍小家，军嫂就成了家里的

顶梁柱。军人的背囊中不仅装满了

战备物资，也填满了军属的不解与

支持。

关心关爱官兵家庭，关乎战斗力

建设，关乎部队稳定。只有真心实意

为官兵办实事、办好事，把他们的事当

成自己的事，才能将心比心，更好地凝

聚起强军兴军的磅礴正能量。

家“合”万事兴
■康子湛

采访手记

融媒在线

“嘿，中士同志，感谢你不懈努力奋
斗三年，感谢你实现了我的小小‘梦
想’，感谢你为了理想坚持到底……”从
尘封的信笺上读到三年前自己写下的
段段文字，万般思绪涌上心头。

三年前，同样是新年之初，在教
导员的倡议下，我们全营官兵每人
给三年后的自己写一封信。有什么
目标打算，想取得什么成绩，全部
写在信里。刚晋升下士才几个月的
我也写下了满满 3页纸的文字。在那
之后的一段时间，大家训练热情高
涨、工作作风扎实，俨然一群嗷嗷
叫的小老虎。

然而，大部分人并没有把这份热
情坚持下来，甚至个别战友在几个月
后就忘记自己曾写下的豪言壮语。
而我，则将那激昂文字深深烙印在脑
海，鞭策自己、激励自己，整整三年。
“三年后的老同志，你有没有完

成我的三个目标？一、当一回新兵班
长；二、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三、
晋升中士。”读到这里，我仿佛又回
到了新训骨干集训的那些日子，忍受
着戈壁烈日的灼烤，把全部心思用在
了教学法练习上；回到了备战比武练
习手榴弹投掷的那些日子，求着战友
用拳头猛锤早已酸胀难忍的右大臂；
回到了不顾严寒酷暑苦练专业技能的
日子，努力成为全连最年轻的导弹射
手……

事 情 从 来 都 不 是 一 帆 风 顺 。
2016 年实弹演习前，导弹射手的竞争
已经进入白热化，10 多人为了仅有的
2个射手名额“斗智斗勇”。强化训练
期间，每次摸底考核我都发挥稳定、
名次靠前，被称为“种子选手”。然
而，最终选拔考核我却以 3 分之差落
选。得到这个结果，原本信心满满的
我，像被浇了一盆凉水，倍感失落。

当我迷失方向的时候，深深烙印
在脑海中的几行文字又出现在眼前，
“通往成功的路上，可能会布满荆
棘 ， 你 一 定 要 披 荆 斩 棘 、 坚 持 到
底！”重整行装再出发，不达目标不
罢休。我积极向老班长请教射击经
验，给自己出情况、加难度，提升各
课目的训练水平。

有耕耘，就会有收获。2017 年合
成营演习我一战成名，成为全连最年
轻的导弹射手，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
党，年底还被评为优秀新训骨干。
2018 年我全票通过连队群众评议，顺
利晋升中士。

在我的提议下，全连官兵再次给
三年后的自己写了一封信，装入信封、
入柜封存。为期三年的“考核”又开
始了，我们期待着三年后能再次交出
合格的“答卷”。

（颜培强、李 康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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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之约
■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导弹连中士 种法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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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陶然、特约记者康克报道：
新年度开训伊始，第 83集团军某合成旅
展开一场理论考核。与以往不同的是，
此次考核全程在数字化政工平台上实
施，当场宣布成绩。上等兵郭强获得冠
军后，拿出手机扫描平台上的二维码，下
载电子表彰证书并转发到家庭微信群，
引来家人纷纷点赞。
“政治工作过不了网络关就过不了

时代关。”在去年年终工作总结中，不少
基层干部反映，政治工作“板着脸”“走老
路”，难以适应新时代官兵特点。为此，
旅党委一班人深入调研后，决定依托强
军网和上级配发的政工一体机，打造集
教育学习、资料查阅、训练管理于一体的
数字化政工平台。

有了该平台，思想政治教育不再拘

泥于老形式、老套路。官兵只需用手机
与一体机取得同步，足不出户便可了解
最新资讯。点击进入线上微课堂，可随
时连线专家，就关系官兵切身利益的问
题答疑解惑。恳谈会也不再局限于会议
室内，官兵可通过该平台随时上传意见
建议……与此同时，为激发官兵学习热
情，线上还定期组织“条令条例大比武”
“政治工作 100问小竞赛”等丰富多彩的
活动。

记者在平台看到，针对每名官兵的
个体特点和军事训练情况，平台可自动
生成训练成绩曲线图，既能横向看成绩，
又能纵向找偏差。旅政委段杰辉介绍，
通过创新网络政治工作，教育管理变得
灵活多样，官兵学习劲头、训练热情日渐
高涨。

第83集团军某合成旅打造数字化政工平台

政治工作插上网络“翅膀”

本报讯 梁青超、特约记者杨磊报
道：1月中旬，根据新出台的旅干部教育
管理细则规定，第 76集团军某旅 20余名
符合轮休条件的驻地干部离开营区，回
家和亲人共度周末。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唐彦介绍，这是该旅完善干部福利待遇
政策配套措施，解决干部现实矛盾困难
的一项具体举措。
“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合、激励和

约束并重，帮助干部解决现实问题。”唐
彦告诉记者，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在中
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旅党委一班人态度一致：对涉及干部
福利待遇问题要尽可能用足政策，把好
事办好。
“之前出台的相关规定都只是说驻

地干部可以轮休，但驻地的范围是包含

所在县、所在市，还是所在省？没有具体
规定。”旅人力资源科干事肖凤建介绍
说，针对这类情况，他们摸排旅里干部情
况后，结合当地交通情况，将营区周边
200 公里以内均划为“驻地”范围，争取
让好政策惠及更多干部。

王东是一名驻地干部，儿子冬冬正
在上早教。因为长期缺乏父亲陪伴，冬
冬的性格比同龄小孩内向，还特别胆
小。为此，王东特别内疚。如今，王东经
过几次轮休回家带着孩子上课、玩耍，冬
冬的性格比以前活泼开朗了许多。

现实问题解决了，广大干部干事
创业的积极性明显增强。记者了解
到，没了后顾之忧的王东安心工作、业
绩突出，刚刚经过层层选拔将赴国外
深造。

第76集团军某旅党委用心解决干部现实问题

福利待遇落实灵活合规

更多精彩请扫一扫

毛泽东曾经指出：“我是靠总结经

验吃饭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总结经验

是推动工作的重要方法。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年终总结这件

大事，在有些基层部队逐渐变成了“小

事”，形式主义反而成了它的代名词。

一份总结用几年，几人总结一人写，匆

匆忙忙走过场，稀里糊涂又一年。这样

缺少深入思考、精心梳理、提炼升华的

总结，怎么能成为吃饭的经验呢？

我们常说，打一仗、进一步。但殊

不知“打一仗”之后也要“停一下”，留

出足够的总结时间，为“进一步”提供

弥足珍贵的经验。郝小兵认为，年终

总结，关乎“今年怎么看，明年怎么

干”，是部队工作承上启下的一个关键

环节。不论什么情况下，都要认真对

待，充分准备，扎实开展，真正把经验

教训、启示规律、思路对策总结出来，

上升为理性认识，用于指导实践，才不

枉辛苦这一年。

（创作：王钰凯、欧頔鑫）

年终总结的那些事儿

基层暖新闻②记者探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