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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营

前不久，第 81集团军某旅筹划组
建女子火力连的消息刚一传开，就在
女兵中炸开了锅。本以为可能会遇
冷，没想到大家纷纷申请报名。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为响应上
级“要将女兵编入作战连队”的号
召，该旅从卫生连、信息保障队和
新兵连选拔女兵尖子，与部分男士
官一同编入火力连，让女兵也能驾
驶战车、操作火炮，在演训场上绽
放青春。

新兵边潇琼，在大学读的是播音
主持专业，她灵动淘气的主持风格总
能让人眼前一亮。当被问起报名加入
火力连的原因时，她坚定地说：“走
上一线战位精武强能，女兵不能成为
局外人！”

然而，女子火力连成立之初，很
多人心里都不太托底：面对高强度的
训练，这些女兵能顶住吗？重装火炮
信息化程度高，她们能玩得转吗？

出乎意料的是，面对战术训练的
“漫天黄沙”、力量训练的“轮番轰
炸”，女兵竟无一人叫苦退出。就连
以“铁面教练”著称的四级军士长
王海羿都对她们称赞有加：“她们最
大的特点就是要强，有一股不服输
的劲头。”

新兵吴俐伶是训练最拼的一个，
由于劳累过度，她的膝盖反复出现积
液，肿得厉害。为了不掉队，她一直
隐瞒伤病，每天仍然和大家一样跑
步、训练，直到有一天洗澡时被班长
发现，强行把她拽进医院。

操作装甲车、火炮等装备对专业
技术能力、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都提
出很高要求，女兵要想从零起步，追
上甚至赶超男兵，需要付出超乎寻常
的努力。

在理论学习阶段，女兵不仅要进
行繁重的体能强化训练，还得学习
大量的专业知识，每天利用洗漱之
后时间背记演算，晚上经常加班到
后半夜。更换 60 多公斤重的电瓶，
对男兵来说都很吃力，女兵们一个
人不行就三两个人一起上，从不让
男兵帮忙。最终考核，她们的平均
成绩达到 90 分以上，甚至出现了好
几个满分。
“其实对于很多接线员和卫生员

来说，能加入作战连队一直是我们
的梦想！”女兵田沙沙曾参加过“九
三”大阅兵，还在“中部铁拳”比
武中荣立三等功，是这个旅的大名
人。这次组建女子火力连，她是首

选对象。
旅队刚组建时，田沙沙被分到卫

生连。因为不甘平凡，她要求自己每
天完成一定强度的训练，终于有机会
参加了“国际军事比赛-2018”军医
接力项目集训。然而由于身体受伤，
她最终与参赛资格失之交臂，这也成
了她最大的遗憾。

本次调入火力连担任班长职务，
田沙沙给自己定下了一年计划：从基
本的战车驾驶开始，直到完全达到指
挥排班长的专业技能要求，并指挥作
战班真正参加一次演习。

走出火力连的营门，回望龙虎榜
上几个显眼的女兵头像，记者感受到
这支钢铁连队已经翻开新的一页。

当英姿飒爽的女兵与重装火炮相遇，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炮阵地走来“娘子军”
■赵翔宇 江雨春 本报特约记者 赵丹锋

“愿你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

这是在网上广泛流传的一句“心灵

鸡汤”，当一个人所追求的事业被压

制、优秀的表现被低估时，很多人

都会用这句话安慰自己。然而，如

果连梦想的大门都被关上，就连追

求“被温柔相待”的可能性都没有

了，这才是世界上最冷酷的“相

待”。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女军人怀

揣着点燃青春的“硬核”梦想走进

野战部队，渴望舞枪弄炮，冲锋沙

场，却被刻板地贴上柔弱的标签，

“偏安”在保障、勤务岗位上，这样

看似温柔的“相待”，实际上可能会

扼杀她们的梦想。

随着新时代部队改革奔涌推

进，武器装备信息化程度水涨船

高，女军人以她们灵巧的双手、细

心的眼睛、聪慧的头脑，同样能在

战场上有不输男军人的表现。让更

多的女军人走上主战岗位已经成为

一种潮流，让我们对这支“娘子

军”拭目以待。

不要低估女兵那颗打仗的心
■第81集团军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刘海伟

短 评

余雪未消，天气渐暖。不久前
的一天，记者来到武警新疆总队医
院肝胆外科，庄仕华正在手术室里
忙碌着。
“庄医生今天凌晨 1点多刚出差回

来，早上 9点半就上班了，上午还安
排了手术。”肝胆外科护士曹晓霞向记
者打开了话匣子。在她眼里，庄仕华
一直都是这样，出差回来很少休息，
第二天就投入到工作中去。

11 时 25 分，庄仕华缓缓走出手
术室，面容略显疲惫，话语间还带
有 感 冒 的 鼻 音 ：“ 我 可 以 选 择 休
息，但是早一天给病人做手术，病
人就早一天解除病痛，少交一天住
院费。”

刚下手术台，庄仕华顾不上喘
口气，便和“庄仕华医疗小分队”的
同事们一道，驱车前往二十多公里外
的大泉村，为那里的农牧民巡诊。
“脚下沾满泥土，心中充满力

量。我们这支小分队在庄仕华医生感
召下尽心尽力为民服务，成员都是医
疗技术骨干。”感染科医生胡云衢介
绍说，“庄仕华医疗小分队”采取常
态化巡诊的方式，深入偏远乡村为贫
困群众防病治病、普及卫生防病知
识，同时开展扶贫帮困、捐资助学等
爱民助民活动。

大泉村地处乌鲁木齐市郊，村民
以放牧为生，生活比较贫困，医疗条
件差。1996年，庄仕华就曾到这个村

巡诊，此后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带
着医疗小分队为这里的农牧民看病，
这件事一做就是23年。
“庄医生来了！”听说庄仕华来

村里巡诊， 60 岁 的哈力别克·成
思巴依老人带着妻子和孙子赶到村
委会专程看望庄仕华。他激动地
说：“庄医生是个好人， 20 多年前
我的叔叔摔到矿井里，全身多处骨
折，他把叔叔接到医院免费为他看
病，还自己出钱给叔叔家盖房子，
叔叔的女儿得了乳腺瘤，又出钱
给她看病。”

哈力别克老人在这个村里生活了
40 多年，从他口中得知，最初，很
多牧民得了小病不在乎，得了重病
硬扛着。“庄仕华医疗小分队”来了
以后，不仅发现了一些大病初期的
苗头，给出了很好的诊疗建议，还
教给大家防病知识，渐渐地，牧民
也开始注重疾病的预防。

“‘庄仕华医疗小分队’一年至
少来四五次，不仅给村民看病送药，
还给贫困家庭送油、送羊、送牛，他
们的到来让老百姓实实在在感受到了
党的温暖。”村委会主任巴合提别
克·胡尔曼感动地说。

记者在巡诊现场看到，牧民们不
仅对庄仕华很亲切，对医疗小分队其
他的医生也很热情，虽然不知道他们
叫什么，但都知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
名字——雷锋。

一个“雷锋团队”的“雷锋日”
■张银博 本报特约记者 王国银

两篇来稿，箭头指向一处：通过

新形式、新介质，提升机关为兵服务

质量和办事办公效率。点赞的同时需

清醒地认识到，“马上就办”“网上直

通”受好评的根源，不是方式有多新

颖、渠道有多畅通，而是在于机关的

改变。

有官兵曾形象地说，楼道里的信

箱，之所以无人问津，并非因为写信的

繁琐，而是它总给人一种“高高挂起”

的感觉。这也正是少数机关被基层诟病

的原因。

诚然，“二维码”“直通车”使机关

基层互联互通更为便捷，但归根结底，

仍需机关转变职能、转变作风、转变工

作方式，真正把“兵事”当“家事”，

为兵着想、为兵解忧。

需把“兵事”当“家事”
■邓东睿

夜里，经过一整天的刻苦训练，
第 82集团军某合成旅八连上士林万言
却没有太多困意，他的脑海里，仍回
味着不久前的一件“扫码幸福事”。

前段时间，林万言得知妻子来队
探亲的消息心里一乐，但转念一想又
作了难：新营区没有家属房，妻子来
了住哪呢？

有 的 战 友 建 议 在 单 位 附 近 租
房，可寻来寻去也没有房东愿意短
租，这可咋办？林万言犹豫半天，
最终将目光锁定在营楼道里张贴的
二维码。

在该旅，这样的二维码随处可
见 ： 不 仅 营 连 楼 道 、 宿 舍 的 墙 上
有，官兵还人手一张小卡片。旅政

委朱德彬介绍说，他们根据新时代
官兵特点，打造二维码监督平台，
官兵只需扫一扫，即可匿名或实名
反映单位风气、个人需求等实际问
题，高效便捷。

以往，官兵通过信箱、问卷向上
反映的问题，都要经过层层“审阅”，
有时候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得到回
复时“菜都凉了”；有时候老问题还未
解决，新问题又出现了，官兵反映问
题的积极性逐渐降低。
“这个二维码真的管用吗？”“会不

会只是换汤不换药？”为打消官兵顾
虑，该旅召开官兵代表议政会，集合
部门领导、机关科长、基层主官以及
官兵代表，当场定人定责解决问题。

问题“码”上说，事情马上办。
没过多久，林万言来队的妻子便入
住附近一个营区的家属楼，单位还
安排专车接送。看到二维码起到立
竿见影的效果，官兵们纷纷敞开心
扉：有的在平台上倾诉自己面临的
困 难 ， 有 的 提 出 关 于 创 新 发 展 的
“金点子”……

为了让官兵的“获得感”进一步
延伸，该旅要求机关“小事琐事当日
回，重大难点每月回”，每季度召开
一次官兵代表议政会；要求营连借鉴
旅模式开通二维码监督平台，确保做
到“能在营连解决的事在营连落地、
需要旅里解决的事情尽快解决、有困
难的事情确定时限协调解决”。

第82集团军某合成旅利用二维码拓展为兵服务渠道——

问题“码”上说 事情马上办
■侯军强 刘梦婷

本报讯 张督都、高明俊报道：
日前，火箭军某旅发射四营阵管防卫
连指导员李煜，通过旅强军网“网上
直通”服务平台预约“废旧电脑报
废”业务后，按照预约办理时间赶到
机关，不到 10分钟就顺利办完所有手
续。他由衷地说：“有了‘网上直
通’服务平台，来机关办事省心省力
多了！”

该 旅 营 区 点 多 面 广 、 人 员 分
散，许多小散远单位驻防官兵多、
担负任务重、距离机关远，办理一
些日常业务往往折返数趟、费时费
力。去年，该旅作为火箭军强军网
建设试点单位，在征求官兵意见的
基础上，开设“党委信箱”“马上就
办”“有问必答”等“网上直通”服

务平台，使官兵可以“键对键”反
映困难、提出诉求，同时要求机关
必须当天回复、限时解决、公布进
度。
“以往办理休假手续要专门带车

往返近 200 公 里，现在足不出户、
轻点鼠标即可实现。”旅教导队教
导员周虎城告诉笔者，旅里还将休
假管理、被装调换等常见性非涉密
业务搬上强军网，设立多个机关基
层互动渠道，简化办事审批程序，
受到官兵一致好评。

据统计，“网上直通”服务平台
上线一年来，先后解决官兵困难问
题 200 余个。在旅 3月份机关基层双
向讲评会上，基层满意率再次上升 6
个百分点。

火箭军某旅依托强军网开通“网上直通”服务平台

官兵轻点鼠标 机关订制服务

编者感言

开春以来，武警兵团总队

执勤五支队狠抓军事训练，掀

起了新一轮军事训练热潮。

瞧，两名特战队员在格斗训练

中使出浑身解数，精彩的攻防

让官兵大呼过瘾。

谷明昌、黄 超摄影报道

值班员讲评

值班员：中部战区陆军某旅火箭炮

连连长 邓奇翰

讲评时间：3月19日

最近我发现，一些同志违反规定
待在排房里玩网络手游，游戏中用
语音和网友“开黑”，这里我再重申
一下。

有些同志对玩手游要去网络室的
规定不太理解，认为自己在排房里打
游戏时用语音“开黑”，聊的都是游戏
话题，和安全保密扯不上关系，能有

什么泄密的风险？其实不然，网络窃
密无孔不入，在排房里玩游戏时开着
语音，屋内的其他同志如果聊天中谈
论编制、武器性能、部队驻地等敏感
话题，很容易被游戏中的“队友”监
听和窃取，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最
终造成失泄密。

因此，打游戏时大家要关好嘴上这
道“闸”，做到不该说的不说，在规定地
点休闲娱乐，也要提醒他人时刻绷紧保
密弦，从根源上筑牢失泄密防火墙。

（屈凯明、姜 帅整理）

龙争虎斗

玩手游也要防泄密

一线直播间

不久前，跟着妈妈来队探亲的小姑娘胡诗瑜见到了阔别大半年的父亲、第

81集团军某旅教导队队长胡小泊。瞧，这对幸福的父女！

曹 壮、武锦涛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