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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越是指挥中枢，越需

直面战场——

“这是为之献身的事

业，不是聊以谋生的职业”

大地震来袭，楼房剧烈摇晃，该怎
么办？

面对这一突发情况，相信绝大多数
人的选择会是：跑出去！可军委联合参
谋部某部两名值班员却做出了完全不
同的选择：坚守，始终坚守在楼内，始终
坚守在战位！

虽然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可“奋进
新时代——2018 年联参践行强军目标
故事会”上的这个感人故事，再次把官兵
们拉回到惊心动魄的那一刻。
“3时 43分，办公楼剧烈晃动，判断

附近发生强震，电话通知各部队密切关
注、火速救援。”看到生死关头两名值班
员写下的值班日志，很多人问他们：楼都
要塌了，你们为啥不撤？两个人的回答
是：“就是天塌了，指挥也不能断，死也要
死在战位上。”
“死也要死在战位上。”聆听故事时，

官兵们不止一次听到这句话。一次，驻外
某武官处两名同志正在当地执行任务，突
然门外传来巨大的爆炸声，玻璃碎了一
地，天花板塌下一角。紧接着枪声大作，
室内顿时乱作一团，人们蜂拥逃离。

他俩没有撤离，而是第一时间打电
话报告情况。官兵们注意到，值班日志
里，这条记录下有个脚注：“电话里，枪
声、爆炸声清晰可辨。”

不同的生死关头，为什么会有如此
一致的选择？几名官兵回答说：越是指
挥中枢，越需直面战场。作为军委联合
参谋部的一员，他们必须时时刻刻备战
打仗。因为，这是他们为之献身的事业，
不是聊以谋生的职业。

直面战场，既有轰轰烈烈的生死抉
择，也有平平淡淡的奉献付出。故事会
上，一张父女俩自驾游的图片，深深打动
了每一名官兵——

去年 7月，军事测绘“老边界”王小
丁退休后，专门带着女儿到边防自驾
游。他告诉女儿，现在大家都爱在微信
朋友圈里晒美景。有人去了风景如画的
喀纳斯湖，可他们不知道不远处的山上
就有我们勘定的界碑；有人徜徉在波光
粼粼的额尔古纳河，可他们不知道是我
们在这里划定了国与国的界线；有人去
云南瑞丽观赏盛开的木棉，可他们不知
道这段国界当年是我们测绘人在雷区里
趟出来的……

因为天天在边防测绘，女儿一直不
理解：边防就那么有吸引力，能让父亲扔
下自己常年往外跑？女儿不知道，干了
一辈子测绘的父亲，早已将生命献给了
测绘、融入了边防。

那一年，我国与友邻某国启动 55年
来首次国界联合检查。这条边界线平均
海拔 5000多米，是全世界海拔最高的陆

地边境之一，常年冰川积雪覆盖、人迹罕
至。就连当地的向导都打退堂鼓：“这山
太险了，你们看牦牛都不上去，要去你们
自己去吧。”

负责执行此次任务的陈彦民参谋和
几位战友没有犹豫，背着氧气袋、扛着几
十公斤的设备，强忍着严重的高原反应，
一步一步往前挪，实在走不动，就把衣
物、食品扔下，减轻负担。

当测到 3 号界碑时，发现界碑倒
塌。邻国要求在倒塌不远处重新竖立界
碑。陈参谋坚决不同意，因为他们发现，
这个位置向我境内移动了几米。别看只
有这么几米，国家领土就要损失好几平
方公里。为精准测定界碑位置，他们 5
次爬上界碑点，一回到营地，就强忍着剧
烈的头痛，处理数据、比对资料、反复计
算，连续奋战 4昼夜，硬是将测量结果精
确到分毫不差。
“祖国的国土，一寸也不能丢！”听着

台上官兵讲述的一个个故事，台下的家
属眼含热泪地说，以前总觉得爱人不顾
家，总觉得军人付出多、挣钱少，如今明
白了军人的情怀、理解了军人的事业！

越是直面战场，越需

枕戈待旦——

“在这里，唯一的事

情是打仗”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熟知机艇舰炮，

擅长标绘战场攻防；他们服务指挥中枢，
永远坚守在强军兴军的子夜战场。

一级军士长王远征就是他们中的
一员。每天晚上上岗，次日凌晨“收
工”，一年到头天天如此。这样的日子，
王远征一过就是 4 年。站在台上讲述
自己和战友们奋战子夜的故事，王远征
激动地说：“一想到我们汇总的资料，每
天都在保障首长、服务打仗，浑身就有
使不完的劲儿。但说心里话，干这个活
儿，责任重、压力大，必须随时准备投入
战斗。”

一次，他们熬了一个通宵刚回到宿
舍，就接到命令：某地发生自然灾害，需
要提供相关资料。王远征和战友们不顾
一夜未眠，马上重回战位，短短一个小
时，就提供了10余幅专题态势图。

能这么快完成任务，靠的是娴熟
的技术和丰厚的积累。这背后，是翻
烂了的各类资料，是攒出来的 200 多 G
素材，光鼠标每人每年就用坏四五
个。如今，他们个个都是“活地图”“快
枪手”。
“在这里，唯一的事情是打仗。”谈起

身边战友枕戈待旦直面战场的故事，王
远征心里满满的自豪。他明白：只有剑
刃锋利，方能护卫家的安宁；军人随时准
备上战场，人民才可能远离战争。军人，
唯一的事业就是思战谋战。

这是一位从军 40 年老兵的谢幕讲
述：当兵 40年，他始终心无旁骛奋战在
鲜为人知的战场。一场场无声的较
量，一次次攻关试验，历经无数否定重
来，又一次次昂首出发，一次次胜利凯
旋……

当兵 40 年来，这是他第一次站在
台上，讲述自己的工作。虽然仅仅是
对朝夕相处的战友讲，可他仍感到格
外幸福。“再过几天，我就要退休了。
我很骄傲，在军旅生涯最后的日子
里，能有机会站在台上分享自己的故
事；我很自豪，亲历了我军这一特殊
事业蓬勃发展的光辉历程；我很幸
运，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同行者，埋头
苦干，接力奋斗……”

听到老兵动情的述说，不少官兵的
眼圈红了，刚调入军委联合参谋部一年
的一位参谋流下了热泪。老兵的经历
让他感同身受——和老兵比起来，他的
工作性质同样特殊，同样不能对人说。

人需要被认可，需要成就感。很多
时候，看到战友们晒工作、晒成果，他也
很想晒一晒。尤其是面对父母妻儿的质
疑和不理解时，他心里也很失落。可他
更明白：自己所在的战位，只能干惊天动
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一代名将粟裕，一辈子都以军人的

眼光审视、分析、判断眼前这个世界。他
是我的偶像！”这位参谋动情地说：专注
打仗才能打胜仗，勤于研战方能打得
赢。我们永远牢记——军人的第一身份
是战斗员、第一任务是备战打仗、第一职
责是能打胜仗！

这名参谋自豪地告诉大家，如今，带
头树牢备战打仗意识，带头提高备战打
仗本领，带头抓实备战打仗工作，已成为
军委联合参谋部官兵的自觉行动。能参
与到这个由全军“最强大脑”组成的参谋
团队，为建设一流军队、制胜明日战场筹
划谋略，何其幸福！

越是高层机关，越要

牺牲奉献——

“ 为 了 打 赢 一 无 所

惜，除了打赢一无所求”

“阿伟，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这么
多年过去了，两个儿子也长大了，我好想
你！”

故事会上，一位女军人的深情讲述，
令不少官兵热泪盈眶。她是某大队数据
室副主任袁可佳，她的丈夫王若伟是一
名优秀的空军飞行员。结婚时，他俩约
定共同奋斗，做强军的栋梁。可天有不
测风云，2010年 10月，王若伟因公牺牲，
年仅 32岁。当时袁可佳 29岁，双胞胎儿
子还不到3岁。
“你的匆匆离去，我一点准备都没

有。那天早上刚通完电话，几个小时后
就阴阳两隔。我好后悔，你休假结束临
出发前，想亲亲还在熟睡的两个儿子，我
却拦着你说：别吵醒他俩了，国庆节我们
就过去看你。谁知没过几天，你就……
如果那天早上，我叫醒两个儿子，让你亲
个够、抱个够，让儿子喊爸爸喊个够，该
多好啊！”

这些年，袁可佳不仅用柔弱的肩膀
扛起家庭重担，更在战位上干出了不平
凡的业绩：作战参谋，她一干就是 6
年。白天上班，晚上先陪孩子，等他们
睡了再去加班。执行各种任务，她一个

女同志跟大家一起值大班、进流程、研
情况……袁可佳不仅被评为“全国向上
向善好青年”，还当选为第十二届全国
妇女代表。
“阿伟，现在四位老人都好，两个儿

子都很健康。你还记得吗？那时我们常
推着婴儿车畅想未来，想着儿子四五岁，
你就可以教他们游泳，七八岁就带他们
打篮球，再大一些就教他们飞航模。如
今，哥哥迷上了航模飞行，弟弟爱上了智
能机器人。”台上，袁可佳与丈夫展开了
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阿伟，还记得之前我们的约定吗？

登上你驾驶的专机，保障我去执行任
务。去年我参加某项保障任务，返程时
坐的就是你们部队的专机，当飞上蓝天
的那一刻，我总觉得是你在开，眼泪不知
不觉就掉下来了！这也算是实现了咱俩
的约定吧！”

这是爱的告白，是责任的坚守。聆
听故事，助理研究员赵江蓉激动地说，很
多人提起军委机关，都觉得条件好、生活
舒适。殊不知，越是高层机关，越是责任
重大，越要牺牲奉献。

一个周六的晚上，赵江蓉去加班，路
上遇到一位同事的爱人，神色慌张，满头
大汗，抓住她的手就问：“看到我们家逗
号了吗？我已经找他好半天了。”

一个 4岁的小孩能跑到哪儿去？赵
江蓉和同事们找遍了逗号常去玩的地
方，怎么也找不到。当他们走到办公楼
前，隐约看到草坪上有个小黑影，急忙跑
过去一看，果然是小逗号。
“逗号，你怎么在这儿呀？快把妈妈

急死了！”小逗号望着办公楼的灯光，可
怜巴巴地说：“我在等爸爸，我好几天没
见到他了。”

听到孩子稚嫩的话，赵江蓉心里一
阵发酸。她知道，因为保障某项任务，这
位同事连续加班，吃住都在办公室，已经
六七天没有回家了。
“一年前，我们到一个大队走访，一

下车，单位干事就把我们往宿舍拉，一
进门傻眼了，4名干部挤住在仅容两张
高低床的小屋子里。他们开玩笑说，毕
业好多年了，现在又像是回到了大学，
住一起挺热闹的。就是家属来队不方
便，申请临时住房，需要提前排队。”军
委联合参谋部服务基层排忧解难协调
工作组干事司开明讲述的故事，勾起了
台下许多官兵的回忆。大家把全部心
思和精力都用在了备战打仗上，根本顾
不上处理个人家里的事，有的干部长期
挤住在集体宿舍，有的家属随军遇到困
难解决不了一拖好多年，有的家属办了
随军却难以落户，有的孩子到了上学年
龄却面临着没学上的境地……军委联
合参谋部党委领导对官兵的这些现实
困难高度关注，专门研究成立服务基层
排忧解难协调工作组，解决官兵在家属
随军、子女入学、住房分配等方面遇到
的矛盾问题。去年以来，共协调解决
168 名官兵的住房问题，135 个家庭办
理随军落户，137 个孩子进了幼儿园，
189 个孩子上了小学，66个孩子升入中
学。这个排忧解难小组成员最常说的
一句话就是：“我们把大家的事办好了，
大家就能聚精会神干事业、一心一意谋
打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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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的第一任务是什么
■本报记者 刘建伟 特约记者 张光明

军人的第一身份是什么？
军人的第一任务是什么？
军人的第一职责是什么？
前不久，军委联合参谋部举办“奋进新时代——2018年践行

强军目标故事会”。聆听 10 余名同志深情讲述官兵坚决维护核
心、聚力备战打仗的一个个动人故事，大家在感动之余，都在追
问自己这3个问题。

忠诚、谋战、联合、守正，是联参文化的精神内核，更是联

参官兵的价值追求和行动自觉。肩负保障习主席和军委实施战略
指挥的重要职责，军委联合参谋部官兵传承听党指挥、能参善
谋、敢打硬仗、严守纪律的优良传统，坚决维护核心、矢志不渝
谋战已经融入了每一名战略参谋的血液。

聆听军委联合参谋部举办的这场

故事会，记者感动之余，感触更深的是：

备战打仗需要静心专注！

古往今来，军人只有两种状态：一

个是打仗，一个是准备打仗。这告诉我

们，军队由战而生，军人为战而练。打赢

战争是军队的头等大事，备战打仗是军

人的第一责任。当兵打仗理所当然，带

兵打仗天经地义。

众所周知，战场上炮火硝烟的生

死搏杀极其残酷；殊不知，和平时期的

“时刻准备”也同样艰辛不易。面对枪

林弹雨我们需要勇猛冲锋，面对和平

时期更需要我们不忘当兵打仗的初

心。“来如天坠，去如屯逝”的蒙古大

军，在建立元朝后战斗力锐减，主要原

因是其将领们“心在家上，不思战场”；

李自成的大顺军在占领北京后迅速溃

败，一个重要原因是将领们不思金戈

铁马，常思声色犬马……

军不思战，国必生危。一支支曾经

摧枯拉朽、不可战胜的军队忽视战备

的悲剧警示我们：“三军以戒为固，以

怠为败。”如果敌人在磨刀霍霍，你却

在纸醉金迷，只会令敌人在望远镜后

窃喜。因此，每一个军人都必须认识

到：练兵备战必须持之以恒，备战打仗

需要静心专注。

和平时期，诱惑增多，如何才能静

心专注？《三国演义》中“髀肉复生”的

故事，给我们颇多启示：一次，刘备看

到因长期不骑马，自己大腿的赘肉又

长了出来，不禁潸然泪下，说自己“往

常身不离鞍，髀肉皆散；今久不骑，髀

里肉生”。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身处和平环

境，军人当有“髀肉复生”的警惕。一只

温水里的青蛙，亡于不知不觉。和平时

期过日子的心态，无疑就是扼杀军队战

斗力的温水。面对这泓温水，大家都应

该问一问自己：承平日久，我们有没有

感觉“狼”一时半会来不了，即便来了也

轮不到自己上？有没有只想当“和平官”

光宗耀祖，导致关注沙场少、关心市场

多，渐渐忘记了当兵打仗、练兵打仗的

初心和使命？

众所周知，思想上的“马放南山”比

现实中的“刀枪入库”更可怕，观念的偏

差比准星的偏差更致命。心中没有敌

情，防“狼”的心弦必松；眼里没有对手，

打“狼”的能力必弱。真正的军人，应当

时刻紧绷战斗这根弦，肩扛打赢这座

山，等待出征这道令！

开国中将姚喆研究打仗成癖，称

自己“除了打仗，什么也干不了”；李达

将军外出必带“老三样”：地图、指北

针、放大镜，对全国的2000多个县名倒

背如流；粟裕大将终生不会打牌下棋，

不会喝酒跳舞，最大的爱好是看地图，

最大的追求是尚武，最向往的地方是

战场……

丘吉尔曾言：“如果我们事先做了

充分的准备而战争没有爆发，我们失去

的可能只是黄金。但如果我们事先没有

做好准备而战争突然爆发了，我们失去

的将是整个大英帝国。”“事先准备”是

什么？就是备战打仗！军委联合参谋部

官兵之所以能如此专注备战打仗，一个

根本原因就是，他们的脑子里永远有敌

情，内心深处始终点燃着烽火狼烟，坚

守着未雨绸缪的战略清醒，保持着狼烟

四起、危机四伏的强烈忧患意识和厉兵

秣马、枕戈待旦的高度戒备状态。

戎装在身就要心向战场，心向战

场必须登高望远。专注备战打仗，还需

要放眼世界的眼光视野和高敌一筹的

胜战追求。试想，如果执行几次演训任

务，有了几项训练突破，便想躺在功劳

簿上“吃老本”，不愿再冒风险“吃螃

蟹”，有了这种“小富即安”的思想，备

战打仗的心还怎么静得下来、还怎么

专注得下去？

马克·吐温曾说：“人的思想是了不

起的，只要专注于某一项事业，就一定

会做出使自己感到吃惊的成绩来。”我

们相信，只要全军官兵不惮风霜与苦

辛，不断强化“随时准备打仗”的思想，

常思肩头之责、常念打仗真经，少算个

人利益小账、多算军队事业大账，把打

仗当专业，把当兵当事业，以一心一意

的专注和十倍百倍的努力，以箭在弦

上、倚马可待的状态，就一定能保持静

心专注，就一定能在聚力备战打仗的路

上铿锵前行。

备战打仗需要静心专注
■刘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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