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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江苏与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
姆，一道电波连接万里之遥。
“你们放心吧，我在这儿挺安全

的！”当地时间午夜时分，忙碌了一天
的中国驻坦桑尼亚首席军事专家办
公室援外专职干部宋星拨通电话，给
远在家乡的父母报平安。其实，二老
并不知道，宋星执行任务经常面临各
种危险。

一次，在结束援建任务返回驻地的
路上，为了躲避突然出现的行人，宋星
驾驶的车辆滑进沟里，险些侧翻酿成事
故。更让人揪心的是，这里是传染病高
发区，疟疾、登革热、霍乱等热带疾病屡

见不鲜。只要被疟蚊叮咬，人体内就会
有疟原虫潜伏，免疫力低下时便会发
病。

当地水质不佳，来这儿不到半年，
宋星便患上了肾结石。由于结石尺寸不
大，不便手术取出，只能通过药物排石，
他时常要忍受发病的剧痛。一天清晨 5
时左右，熟睡中的宋星被腰部的剧痛疼
醒，感觉像是有一把钝器在体内搅拌，
吃药也无法缓解。眼看还有半个小时就
要出发去机场执行任务，他只得注射针
剂缓解疼痛，强忍不适赶往机场。

谈起病痛，宋星显得云淡风轻。他
告诉记者，在坦桑尼亚，大家都能乐观
面对生活的艰苦，与家人长期分离才是
最大的煎熬。

几年前，宋星的父亲突发脑溢血
瘫痪在床，生活无法自理，就连进食也
只能鼻饲。他的妻子在照顾老人的同
时，还要抚养两个女儿。当时，领导征
求他赴外意见，母亲和病床上的父亲
都支持他去：“这是部队对你的信任。
孩子你去吧，家里你放心！”妻子更是
无条件支持他。
“为中坦友谊贡献力量，是中国军

人的使命和荣光！”宋星义无反顾地来
到坦桑尼亚。

此后的日子，家人成了宋星最深的
牵挂。驻地手机信号差，接到家人从国
内发来的视频或语音，他都异常珍惜。

对宋星来说，每天最幸福的时刻，就是
忙完一天的工作后，躺在床上反复看手
机里的这些视频。视频中，天真烂漫的
女儿讲述在学校新学的儿歌、结交的新
朋友、尝到的美食，宋星经常看着看着
就流下了眼泪。

2017 年 4月，病床上的父亲突然感
染肺炎，连续 3天高烧不退，医院下达了
病危通知书。尽管得知消息时父亲已经
转危为安，可那一刻，泪水模糊了宋星
的双眼，他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家乡。

母亲告诉他，病重时父亲说：“为了
让孩子安心，我病得再重也要给他‘报
平安’。”父亲的话让宋星泪如雨下。他
明白，驻地与祖国相隔万里，父亲是想
让他不要为家里的事分心，影响工作。

历经坎坷，妻子禁不住问他：“后悔
当初的选择吗？”宋星告诉妻子，在援坦
中国专家公墓，有 69 位中国专家长眠
于此。69块墓碑上，诉说着烈士们的生
平：军事专家李顺卿，1970年 4月 7日患
脑型疟疾去世；军事专家高清泉，1974
年 8月 25日患心脏病去世；最年轻的烈
士靳成威，1973 年在坦因公牺牲，年仅

22岁……
宋星动情地对妻子说：“55年来，为

了中坦友谊，一代代中国‘军援人’前赴
后继，英勇无畏。作为军援事业的接班
人，我们要把中坦友谊传承下去！”

为了干好本职工作，宋星始终注重
学习积累和跟踪研究。2017 年 11 月，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访问坦桑尼亚，宋
星负责与中坦双方 10多个单位联络协
调。他抓住重点环节，寻找双方关切的
结合点，连续一周坚守在港口，协调处
理各种情况，有效保障了访问活动的圆
满成功。

3年来，宋星先后完成数十次重要
活动保障任务，被评为“驻坦使馆优秀
党员”和援坦军事专家系统“优秀援外
工作者”。如今，他越来越深切地感到，
中国军事外交几十年的辛勤付出，已
经在坦桑尼亚结出了友谊的丰硕果
实，他为自己是一名中国“军援人”
而自豪！

左上图：宋星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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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坦友谊贡献力量”
—记中国驻坦桑尼亚首席军事专家办公室援外专职干部宋星

■本报记者 刘建伟 通讯员 张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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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一波、白子玄报道：近日，西宁联
勤保障中心第 940医院接到 100多公里外的某部
电话求助，该部一名战士受伤导致颅内出血，生
命垂危。该医院迅速启动空中应急医疗救援预
案，派出专家乘坐地方救援直升机前接伤员，往
返仅用时 50分钟，使伤员得到及时救治。该医院
创新手段搭建的空中应急医疗救援通道，又一次
在为兵服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该医院驻地交通不便，保障对象分散，特别
是一些驻守在山区的部队，官兵遭遇突发疾病、
严重创伤时，送诊路途坎坷，耗时较长，很可能错
过最佳救治时间。对此，该医院主动靠前服务，
与地方空中救援公司签署协议，救援公司提供 24
小时全天候直升机飞行保障，为医院 200公里范
围内的军人军属提供医疗救援。

针对空运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医院选
派精干力量开展空运救护训练。他们模拟机舱
布局，还原遭遇强气流时的颠簸状态……依靠
严格的模拟训练，建起一支素质过硬的空中医
疗救援小分队。医院还推行危急伤病员先入院
再办手续、急诊科预先介入提前准备、院内外专
家会诊等多项配套制度，保证为伤病员提供优
质高效的医疗服务。

空中应急医疗救援通道建立后，紧急情况下，
保障区域内驻地偏远的部队只需一个电话就可叫
来医疗救援直升机。官兵说，优质高效的医疗保
障，让身处偏远艰苦地区的他们感到很温暖。

上图：运送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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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姜光临、杜坤洋报道：“作
为一名警卫战士，我的任务就是守护营
区安全”“作为一名车勤战士，我的目标
就是车行万里无事故”……3月上旬，沈
阳联勤保障中心某综合保障团开展“明
晰岗位职责，担当强军重任”专题教育，
官兵纷纷结合自身岗位制订目标。

该团党委在调研中发现，基层单位
在组织教育过程中，存在“齐步走”、吃
“大锅饭”等现象，教育的针对性不强。
他们在认真落实上级有关要求的基础
上，结合单位和驻地实际，开展简而精、
实而活的配合活动，促进教育走深走实。

为增强教育实效，该团积极开展丰
富多彩的配合活动。团里提炼总结出
“忠于党、信念坚，保畅通、不间断，不怕
难、敢登攀，甘幕后、勇争先”的团魂，融

入教育全过程，使教育活动与团队职能
使命有机结合；在营区灯箱展示官兵
“刻苦训练、忘我工作”的图片，在中心
广场设置“党史军史重大事件”解读展
板，激励官兵把全部心思用在备战打仗
上；组织官兵到驻地国家级科普教育基
地、大学兵器博物馆参观见学，让官兵
在开阔视野中感悟责任担当。

多样配合活动推动教育走深落
实。笔者在该团二连看到，连队利用
课余时间开展“我来上讲堂”活动，让
每名战士轮流上讲台与战友分享学习
经验，畅谈参加教育活动的收获。生
动的教育方式，增强了教育效果，有效
激发了官兵训练热情。前不久，在团
里组织的创破纪录比武活动中，参赛
官兵刷新多项纪录。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综合保障团

精彩活动推动教育走深落实

本报讯 李云峰、李琦报道：无人
机出故障、通信器材受损等临时情况频
出，穿越染毒地带、紧急避险等课目险
象环生……初春时节，第 75集团军某旅
组织新兵野营拉练，锤炼新兵作战能
力，检验新兵训练成果。
“侦察兵报知，前方 3 公里处发现

‘敌人’踪迹，立即奔袭歼‘敌’！”跟随
演练的笔者看到，情况刚刚宣布完
毕，新兵立刻冒着大雨奔赴目标地
域。在开进途中，新兵还要躲避侦
察、排除路障、穿越毒区。面对复杂

的“敌情”，他们兵分三路、交替掩护，
成功完成任务。“入营以来，我们每周
不定时组织战备演练，培育新兵的备
战打仗意识。”该旅领导告诉笔者。
通过模拟真实战场环境，他们组织全
员全装野营拉练，重点设置防侦察、
防化武袭击、实兵对抗战斗行动等课
目，让新兵在近似实战环境中将所学
所练融会贯通。

一路走一路练，多课目连轴转。50
公里徒步拉练，既考验体能技能又考验
意志品质。该旅在注重培育新兵战斗

精神的同时，着力破除“不动脑筋磨脚
力、走到终点就是赢”的惯性思维，随机
出难题、动中设险情，强化新兵敌情观
念。“我要刻苦训练，争取早日建功军
营。”参加拉练的新兵叶兆定下这样的
决心。

第75集团军某旅从难从严组织新兵野营拉练

随机出难题 动中设险情

本报讯 陈龙、王永安报道：
前几天，陆军某防化旅六连学习室多媒
体系统突发故障，眼看下午就要授课，
该连指导员焦急万分。他通过旅智能办
公系统上报维修申请，仅过了半个小
时，机关安排的维修人员便抵达连队，
排除系统故障，解了燃眉之急。

去年，该旅调整组建后营区分
散，有的连队与机关相隔 200 多公
里，基层单位点多面广和机关人少事
多的矛盾突出。“必须跟上信息时代的
发展潮流，提升机关服务基层工作质
效。”该旅党委一班人调研论证后决
定：架设信息高速路，让基层官兵足

不出户就能享受机关的优质服务。他
们研究开发智能办公系统，将机关各
业务科室工作搬到网上，基层官兵只
需轻敲键盘、“线上下单”即可享受机
关服务。

一手抓服务，一手抓监督。为确保
政策落地走实，该旅建立机关工作效能

网上监督平台，及时受理、处理基层官
兵反映的问题，并明确规定：对于服务
基层过程中，官兵满意率低的科室及个
人，取消其年底评功评奖资格。
“有了这套办公系统，机关服务既

高效又快捷。”支援保障营营部文书龚
正称赞道。以往外出驻训，需要机关
开具各类器材调拨单，营部与机关相
距几十公里，每次往返耗时又费力。
今年外训前，龚正通过智能办公系统
申请调拨。仅过了 10分钟，经领导审
批后的调拨单就传回，大大提升了申
请效率。

机关真诚服务基层，官兵心无旁
骛投身训练，多个课目成绩明显提升。

陆军某防化旅开发智能办公系统提升服务基层质量

基层“线上下单”机关高效解难

本报讯 叶津华、李骏捷报道：“这
周末拍婚纱照，太好了！”近日，接到机
关的电话，第 74集团军某旅十连连长
朱柏林和妻子刘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
微笑。

去年，为了准备上级比武考核，朱

柏林的婚礼办得十分匆忙，连婚纱照都
没来得及拍就赶回了部队。虽然之后
朱柏林补休了假期，也和妻子商定日后
找机会补拍婚纱照，但这件事一直是刘
淑心中的遗憾。该旅通过“大谈心、大
走访”活动发现，像刘淑这样心里有“小

疙瘩”的军嫂还有不少。
“军嫂心里的‘小疙瘩’，关乎官兵家

庭幸福，甚至影响官兵训练劲头。”经研
究，该旅党委决定在人力资源科开通“幸
福专线”，倾听军嫂心声。他们在充分尊
重军嫂个人意愿、确保官兵家庭隐私安

全的前提下，瞄准一个个小遗憾、小问题
主动作为，为军嫂提供细致周到的服
务。孩子入学入托更加称心如意、家属
来队保障更加务实高效、官兵返乡休假
更加安心顺畅……“幸福专线”开通以
来，很多官兵遇到的现实难题得到有效
解决，生活幸福感不断提升。一名军嫂
在给旅党委的一封信中写道：“组织把点
滴小事都放在心上，让我深受感动。”

周末，经过精心准备，旅里协调帮
助朱柏林和刘淑拍摄了一组别有韵味
的婚纱照。看着照片，刘淑高兴地说：
“部队不仅为我们弥补了遗憾，还带来
了惊喜！”

第74集团军某旅解决官兵家庭现实困难

开通“幸福专线”倾听军嫂心声

3月上旬，第72集团军某旅组织装甲专业考评，官兵驾驶坦克快速通过复杂地形。 张文举摄

本报讯 崔健、张楠报道：头
靶、全身靶、胸环靶等多种靶标时隐
时现，官兵分别采取卧、跪、立 3种姿
态进行战斗射击。随后，他们还要进
行军事地形图使用、通信装备操作等
一系列技能课目的考核……前不久，
第 80集团军某合成旅组织官兵展开军
事训练等级考核。

据了解，今年陆军组织官兵军事训
练等级考评，该旅作为试点单位，抽调
精干人员组成考评组，精心筹划设计、

精研考核细则、精细组织实施。他们区
分指挥员、参谋军官以及兵种专业人员
3个类别，采取个人逐级申请、资格审
查把关、组织考核实施、综合成绩评定
等流程，对全旅百余个专业进行逐人逐
项考核，依据综合得分，评出每名官兵
的等级。

考核现场，战车驾驶员驱车快速通
过“S”弯、卫勤分队在实战背景下救
治“伤病员”……各项考核有序展开。
与此同时，50 多名训练风气监督员深

入一线、严查细纠，携行装具标准不符
合实战要求等诸多问题被现场纠治。

与以往相比，此次考核模式有较大
改变，不少官兵应考备战不充分，导致
考核成绩不理想。但正是实打实的考
核，逼出了官兵的“本领恐慌”。考核
结束后，全旅立即展开补差训练。军事
素质被评为“一级”的上士陈捷，正加
紧强化“拖后腿”的课目。他说：“瞄
着短板练、盯着弱项补，力争成为‘特
级’战斗员！”

第80集团军某合成旅展开军事训练等级考核

课目逐项考 等级逐人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