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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评

本报讯 单连琦、特约通讯员刘振
宁报道：近日，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
库与抚顺雷锋纪念馆签订《学雷锋结对
共建协议书》，军地携手建立互访机制、
共享教育资源。据悉，这是该仓库传承
雷锋精神的又一举措。

该仓库政委周信介绍，1969 年，单
位组建之初，官兵一边挥着锄头自建营
房，一边对照雷锋事迹向榜样学习，拉
开了“踏雷锋足迹、践雷锋誓言、扬雷锋
精神、做雷锋传人”的序幕。

新任党委常委先接雷锋旗帜，学员

新兵报到先学雷锋事迹。组建 50年来，
虽然历经人员更替、任务变迁，但雷锋
精神在该仓库历久弥坚。他们构建“点
上有雷锋哨、雷锋班，线上有雷锋文化
墙、雷锋标兵路，面上有雷锋林、雷锋事
迹展室”的多维阵地，先后邀请雷锋班
首任班长张兴吉、全国道德模范孙茂
芳、雷锋生前战友乔安山等 30多位学雷
锋典型来仓库作报告……逐渐形成一
系列富有单位特色、蕴含厚重历史的学
雷锋做法。此外，他们与地方党委政府
联手开展雷锋精神进机关、进社区、进

校园、进院所、进企业和共育雷锋林等
“五进一育”活动，累计帮建雷锋小学 5
所、提供法律援助 60余次、精准帮扶贫
困学生千余人；无偿为驻地村庄打井，
解决 300 余户村民吃水难问题，为驻地
绿化荒山1000多亩。

接力弘扬，代代相传。近年来，该
仓库先后被评为“学雷锋示范基地”“拥
政爱民模范单位”，涌现出 69名学雷锋
标兵、12名全国全军重大典型。官兵纷
纷表示：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一定不忘
初心，争做新时代雷锋传人。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构建多维文化阵地

69名标兵接力传承雷锋精神

本报讯 樊鑫、杨锐锋报道：3月15
日，新疆军区某团机关基层双向讲评会
现场，与会官兵每人手里拿着一张《机关
日周月必办工作统筹表》。一连连长戴
伟晨说：“有了这张统筹表，下一步干什
么清清楚楚，开展工作不再‘打乱仗’。”
“现在正是练兵好时节，但一些营

连主官仍忙于准备上报材料和应付检
查。”该团领导介绍说，针对这些问题，
团党委按照“服务基层、服务实战”的思
路，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科学统

筹机关各股（室）工作部署，制订出《机
关日周月必办工作统筹表》，明确各项
工作的时间安排、力量使用等情况。

笔者打开统筹表看到，上面将机
关各股（室）每天需要完成的工作、基
层需要上报的材料名目列得清清楚
楚。基层按照统筹表所列内容与时间
节点上报工作，能有效防止工作“撞
车”，也避免了仓促应对的忙乱。

定期听取基层意见，根据意见实
时完善是该统筹表的一大特点。每周

五下午，该团举办机关开放日活动，听
取基层官兵代表的意见建议，并在梳
理汇总后，由团领导在周总结时作出
回应。遇到工作内容调整、需要部署
具体事宜的，在第一时间调整统筹表
内容，确保紧贴任务实际。

前不久，接到师安全检查组要来
检查的通知后，保卫股立刻将其汇总
进统筹表并下发，各基层单位在没有
影响正常训练任务的情况下，顺利完
成了检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新疆军区某团合理调配机关工作部署

科学统筹减少基层忙乱

本报讯 朱金伟、易昶报道：基层
反映的难题列入其中，机关工作进度
公示在内……连日来，一份机关服务
基层工作电子追踪表在武警广东总队
佛山支队强军网上受到广泛关注。这
是该支队真心实意为基层办实事解难
题的一项具体举措。
“以往机关为基层办理事项，基

层官兵往往不清楚具体进程。”该支

队政委李友林介绍，针对这一情况，
支队党委在广泛调研、征求意见、科
学论证的基础上，在支队强军网开设
机关服务基层工作跟踪栏。基层官
兵可直接将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强
军网反映给机关。机关实时汇总列
表，明确承办部门、工作进度和处理
时间等。同时，在每周交班会上，支
队领导对照每周工作进程汇总和官

兵意见进行讲评，确保服务基层工作
落实落细。打开强军网，笔者点击其
中一份电子追踪表看到，某中队申报
营产营具维修，从上报维修需求到维
修班赶到，仅用了半天时间。

一份份电子追踪表，记录着基层
难题急事的解决进程。在上级最近组
织的一次测评中，官兵对支队党委机
关满意率超过95%。

武警佛山支队倾心为基层解决难题

服务追踪推动解难进程

“我们世代生活在这里，守护国门就
是守护自己的家。”云南省临沧市镇康县
外事界务员、民兵毕世华拄着拐杖对笔
者说。

10年时光、40多双穿烂的胶鞋、3.6
万公里巡边路、30余万字的边情记录和
残疾的左腿，见证了毕世华守护家园的
默默奉献。

毕世华的家在镇康县红岩村，所属
7 个村民小组中有 5 个与缅甸山水相
连。从 117号到 121号界桩，是蜿蜒于崇
山峻岭的 6.7公里边境线，毕世华担任这
一段的外事界务员。受伤致残前，毕世
华每隔一天都会到崎岖陡峭的山路上巡
逻，守护边境线安全，风雨无阻。

和平时期，边关也会有硝烟。
2009年 8月 27日，正在边境巡逻的

毕世华听到境外传来两声巨响。“有情
况！”他一边向上级报告，一边找出国旗
往边境线方向跑。后来，他向笔者解释：
“边境线附近许多地区没有明显标志，如
果有不法武装人员误入我国境内，将产
生难以预料的后果。因此，在边境，国旗
不仅是国家主权的象征，更是边民的护
身符。”彼时，枪炮声正密，毕世华不顾个
人安危，用了将近 4个小时，在 117号至
121 号界桩间的显眼地段插上国旗，标
示国境线。看到飘扬的五星红旗，村民
立即感到踏实、安全！此后，每当靠近边
境线的境外地区爆发军事冲突时，毕世
华都会和村干部及民兵骨干一起，在全
县边境一线插上五星红旗。

2016年 1月 3日下午 2点多，某部官
兵到镇康县红岩村附近边境地区核查有
关情况，请熟悉边境情况的毕世华带
路。当行至 118（2）号界桩附近我方境
内的一条小路时，毕世华不幸踩中地雷，
左腿被炸成重伤。经全力抢救，毕世华
保住了性命，但失去了左腿，右腿膝盖髌
骨也少了一半。

听闻毕世华受伤的消息，当地群
众纷纷到医院探望。在他们眼里，毕
世华是善于协调边民关系的“外交
官”，更是热心带着大家致富奔小康的
好大哥。

红岩村与缅甸山水相连，边民往来
密切，过伐、过猎等问题时有发生。1994
年，刷布厂三组老李家与境外一家农户
发生过耕冲突。毕世华多次上门协调，
最终，两家以国境线为界各让出 9米，并
种上了核桃树。如今大部分核桃树挂
果，核桃林也成为两国边民和睦相处的
见证。担任外事界务员以来，毕世华先
后制止过牧行为 120 多起，处理过伐行
为7起、过耕问题 4起。

富边才能固边。红岩村是典型的喀
斯特地貌，大部分地区严重缺水，农作物
单一，人均收入较少。2007 年，时任村

支书、民兵连长的毕世华经过调研，带领
村民探索“坝区发展甘蔗，山区发展核
桃，城郊培育三产，在结构调整上寻求突
破口”的致富新路。

产业发展之初，村民抵触情绪较
大。“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做给群众
看。”毕世华带领党员率先建起 560 亩
甘蔗示范种植基地，并实现当年种植
当年见效，每亩地种甘蔗比种玉米增
收 1000 多元。第二年，村民们主动要
求改造低产田地、修建蔗区道路。到
2011 年，全村种植甘蔗 2600 余亩，成了
远近闻名的甘蔗专业村，人均纯收入
超过 6000 元。“村里建起新学校、医务
室，413 户村民住进‘小洋楼’，所有村
组都通了硬化路，广播电视覆盖率达
到 100％……”红岩村现任党支部书记
雷光锋告诉笔者，村民过上好日子，一
直念叨着毕世华的好。

毕世华受伤后经历 8次手术，左腿
装上了假肢，右腿用支架固定，每天要在
家人搀扶下进行拄拐适应性训练。但他
始终忘不了乡亲们，时不时打电话询问
有关情况，叮嘱他们发展好产业：“作为
边关人，戍边兴边、建设美丽家园都是我
们的责任。”

守护国门就是守护家园
——记云南省镇康县外事界务员、民兵毕世华

■倪家富 柯 穴

3月上旬，武警江西总队九江支队船艇大队组织救援群众、转移物资、编队搜索等课目演练。

刘 强摄

本报讯 陈大帅、特约记者赖文湧
报道：“奶奶，我们来看你了。”3月初，第
72集团军某部“南京路上好八连”官兵
拿着慰问品，来到上海市黄浦区云中居
委会看望孤寡老人。一进门，官兵就帮
着打扫卫生，给老人按摩、理发、测量血
压。93岁的张雪芳老人感动地说：“‘好
八连’官兵照顾我几十年了，他们就是我
心中的活雷锋。”
“这样的暖心服务数十年不曾间

断。”该连指导员吴兴虎告诉记者，30
多年来，八连官兵接力和云中居委会
上百位孤寡老人结对认亲，不仅经常

给老人们打电话嘘寒问暖，每月还定
期上门陪他们拉家常、帮助做家务。
除了长年帮扶孤寡老人、残障人士、
贫困学生等困难群体，八连官兵坚持
每月 10 日、20 日走上南京路步行街，
为市民开展义务理发、补鞋等服务。
不仅如此，他们还与时俱进推出法律
咨询、政策宣讲等新的服务举措，深
受群众好评。
“感谢八连解放军叔叔一直以来对

我们的关心，我们会好好学习，做一个对
社会有用的人。”前不久，山东省沂水县
龙家圈中心小学贫困学生给八连官兵寄

来感谢信。这所学校是八连长期资助的
学校之一。1992年 4月，首都 15家新闻
单位联合发出“百万爱心行动，救助百万
名失学儿童”倡议，八连积极响应，主动
和共青团山东省委取得联系，与沂水县
48名儿童结对助学，同时开启“向沂蒙
革命老区献爱心”助学活动，并一直延续
到今天。

八连官兵的善举不仅赢得了社会好
评，还带动了地方的公益行动。目前，上
海以“学八连”名义成立的公益组织就有
几十家，成为上海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

“南京路上好八连”将学雷锋活动融入经常

30年持续开展尊老扶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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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特约记者李佳豪、通讯员
王鹏报道：“生了，生了！”近日，第
77 集团军某旅传来喜讯，该旅上士刘
萌的妻子刘玉萍顺利诞下一名男婴。这
是该旅自 2017 年调整移防到位后迎来
的首个降生在高原的“移防宝宝”。

据了解，这个旅组建不久便由内地
城市移防至青藏高原，许多官兵克服
刚结婚就分居、刚安家就搬家、刚买房
就移防的现实困难，打起背包奔赴雪
域高原。受部队驻地自然条件恶劣、
新营区基础设施尚不完善等因素制
约，移防到位初期，许多官兵家属想随
军却又望而止步。问卷调查显示，该
旅有一些已婚官兵曾因两地分居产生
家庭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
的工作热情。
“家庭稳定，官兵才能安心在‘世

界屋脊’建功立业。”为进一步营造暖
心留人的良好氛围，该旅随即推开一
系列务实举措：移防当年加紧整修出
120套官兵家属公寓，并配齐基本家具
和生活设施；严格落实福利待遇，为

官兵家属依规提供交通、医疗、食宿
等相关保障；积极协调驻地政府，解
决官兵配偶带编制安置及子女入学入
托等现实问题……截至目前，已有 144
名官兵家属办理了随军手续，正式入

住高原军营。
当问及打算给孩子取什么名字时，

刘玉萍动情地说：“虽然大名还没想好，
但既然是在军营出生，那乳名就叫‘军
军’好了！”

真情为随军家属帮困解难传喜讯

首个“移防宝宝”降生高原

一个军娃的降生，本算不上什么

新闻，然而在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大背

景下，这件小事却又被赋予了特殊的

意义：就像这个呱呱坠地的新生命一

样，一支部队经过调整重塑、转隶移

防，在新的营盘扎下根来，展现出蓬勃

生机。

心在哪里，家就在哪里。经历了移

防换防的部队官兵，凭着滚烫的赤子之

心，忠诚履行着卫国戍边的神圣职责。

随着越来越多的暖心之举和福利待遇落

实落地，官兵守防条件将持续得到改善，

军人家属也必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

铁打的营盘有温暖的家
■李佳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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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基层减负 激励担当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