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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建立崇尚实干、带头担当、加油鼓劲的正向激励体系，让能吃苦敢
担当的干部成为“香饽饽”，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广大官兵建功军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培养和
造就一支能够担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边防通”杨祥国破格提干后又受重用、“老牦牛”祁存
年提前晋升调任科长，西藏军区和阿里军分区重用基层一线苦干实干的干部、着力营造拴心留人环
境，立起鲜明用人导向的做法，值得肯定。

“张杰！你是‘红三连’第 3539 个
兵，你的‘红色编号’是 3539！”初冬，第
77集团军某旅“红三连”荣誉室内，一场
重温红色编号仪式正在进行。

面对“红三连”连旗，张杰等 13名新
晋士官举起右拳，庄严宣誓：“我们是红
色第三连，红军的战旗我们举，红军的
血脉身上淌……”
“在 89年的峥嵘岁月中，连队参加

杞岗攻坚战、益林战斗等大小战斗百余
场。作为尖刀连，‘红三连’次次都是主
攻。”该连指导员刘威介绍，连队组建之
初，战斗正激烈，有的战友上午刚来连
队，下午就牺牲了。当时，为确保每名
官兵不被遗忘，连队干部便会记下每个
人的姓名、事迹，并标明编号。
“久而久之，这个传统就保留了下

来。连队历经战火硝烟，可这个编号却
从未中断。”说着，刘威带领记者走进连
队荣誉室，并取出一本发黄卷边的手
册。翻看内页，一段连史跃然纸上——
“华东一级人民英雄”刘正昌，编号

18，主要事迹：在作战中负重伤，仍坚持
战斗；“一等人民英雄”吴克斌，编号
433，主要事迹：泗县战斗中决死队成员，
牺牲后其所在排被命名为“吴克斌英雄

排”……
“这串编号，不仅记录着每名战士

的姓名，更承载着连队的红色基因。”说
着，刘威打开电脑，并将光标移向“数字
连史档案”最后的几十行名录。
“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召开以

来，连队以‘红色编号’为载体，广泛开
展‘传递红色编号、争当红军传人’活
动，教育引导官兵传承红色基因、擦亮
忠诚底色。”刘威说。

哈萨克族战士卡斯特勒·列拜的
“红色编号”为 3470，其“主要事迹”一栏
写着：听党指挥的少数民族好战士。

入伍之初，由于汉语底子差，卡斯
特勒理论学习比较吃力。他常对班长
冉欧说：“我文化水平不高，练好射击就
行了，学理论太难了。”

冉欧则对他说：“战争年代，连队前
辈也没什么文化。即便这样，有的人经
常会在自己的干粮袋里装几本马列小册
子，一有空就拿出来学习。这是为什
么？因为咱‘红三连’的兵信仰坚定。”

在冉欧的帮助下，卡斯特勒尝试读
一些理论书籍。没想到，他越学越着
迷，并根据理解将其翻译成哈萨克文。
如今，他已成为全旅有名的“学习标

兵”。
属于“益林战功班”第 55任班长代

尚东的“红色编号”是 3511。对于这串
数字，他有着自己的理解：3代表“红三
连”，5代表五班，11则代表着一往无前、
永争第一！

调整改革中，“红三连”由摩托化步
兵连转型为机械化步兵连。代尚东和
许多战友一样，面临着转岗改训的挑
战。改革是考题，忠诚是答案。为引导
官兵自觉拥护改革、支持改革、投身改
革，连队党支部以“红三连”24次调整整
编的经历为教材，为官兵上了生动一
课。
“怕苦不进三连门，宁死不丢三连

人！”再一次集合在连旗下，官兵们发出
铮铮誓言。

立誓易，践诺难。改装训练的半年
多时间里，代尚东常常一天训练超过 10
个小时，就连春节假期，他也在专业模
拟训练室中度过……代尚东的事迹，在
“红三连”并不少见。如今，经过官兵们
的共同努力，“红三连”交出了一份优秀
答卷：全旅第一个完成转型任务，在上
级验收考核中勇夺第一，在全营双争评
比中排名第一。

随着红色基因不断融入官兵血脉，一大批“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正

茁壮成长。请看来自第77集团军某旅“红三连”的报道——

“红色编号”辉映忠诚底色
■本报记者 李佳豪 特约记者 雷兆强 通讯员 闻苏轶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精神

本报讯 特约记者晏良报道：初
冬，西藏军区某边防团加大极端恶劣
天气条件下边防管控力度，营长杨祥
国顶风冒雪带队出征。这是他任营长
以来第2次巡逻。

西藏军区着眼强军固边需求，对
扎根边防一线的带兵人高看厚爱，助
力能吃苦、敢担当的人才脱颖而出。
他们采取重点考虑、量化打分等方式，
为铆在基层、任劳任怨的“老黄牛”撑
起成长的天空。今年 9月，山南军分区
党委按照军区党委“在大范围、多数人
中选拔，确保选准用好各级干部”的要
求，选拔边防营长。副营长杨祥国没
想到，虽然自己资历尚浅，但是上级党
委却把他列为重点考察对象。最终，

在选拔考核中一路领先的他，被提拔
为营长。

杨祥国 2001 年冬入伍，来到西藏
最苦最险最远的边防线上，长期巡逻
在高原一线。工作中，他率先开路，披
荆斩棘，很快成为全团公认的“边
防通”。一次，战友张威不慎丢了墨
镜。为避免因雪盲症而迷路，杨祥国
用绳索将自己与张威拴在一起，牵手
越过雪山。

类似历险，杨祥国经历过数十回，
身体上留下 22 处疤痕。他最近一次
遇险受伤，是在今年 9月。那一次，杨
祥国带队冒着风雪完成巡逻任务，并
用血手在目的地“签到”。他还归纳
《巡逻遇险 50 个怎么办》，推广“负重

巡逻体能分配法”，总结遭遇猛兽脱险
妙招……在该团领导看来，这些实用
经验，是杨祥国拿命换来的。

如今，西藏军区出台一系列硬性
规定，立起“基层有为、基层有奖”的
鲜明导向，重用能吃苦敢担当的干
部，着力营造拴心留人环境。在基层
岗位干出成绩、贡献突出者，都会成
为组织接力培养、重点使用的对象。
杨祥国于 2014 年获破格提干。两年
后从军校毕业，他又回到边防一线，
埋头苦干。去年，杨祥国当选陆军首
届“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标兵。像
他这样的优秀一线带兵人上灯箱、进
史馆、当典型，已经成为雪域军营的
常态。

西藏军区“边防通”杨祥国破格提干后又被重用

新营长历险“风雪线”数十回

本报讯 记者李蕾、特约记者刘
晓东报道：“准备过冬物资时，要把发
电机、抽水泵、炊事用具等设备的配件
备全。封山后，设备出现故障才能及
时得到维修。”初冬，阿里军分区部队
管理科科长祁存年在某边防连蹲点
时，把自己 18年来积累的守防经验传
授给连队干部骨干。

从战士成长为科长，祁存年扎根
阿里 18 年，如高原牦牛般任劳任怨。
他先后带队勇闯“无人区”百余次，行
程上万公里，因为磨破靴子多、手脚茧
子多，被战友称为“老牦牛”。素质过
硬的他，曾担任 3个新组建连队的主
官，均将连队建设成标兵连队，先后 3

次荣立三等功，多次被表彰为优秀共
产党员。今年，祁存年任营长满两年，
提前晋升为科长。

记者获悉，今年以来，在这个军分
区，像祁存年这样扎根高原的 89名基
层干部获得提拔使用。提升这些想打
仗、谋打仗、能打仗的优秀营连干部，
基层官兵心服口服。

阿里军分区部队常年驻守在平均
海拔 4500米的雪域高原。能否选好用
准干部是戍边守防稳定的关键。该军
分区党委一班人感到，只有真正把那
些扎根高原、热爱边防、建功阿里的干
部用起来，才能激励更多的官兵安心
戍边守防。

近年来，该军分区党委始终坚
持“两个优先”原则——选拔任用
干部让边防一线干部优先、基层干
部优先，让那些真正扎根高原、在
边防一线取得优秀成绩的干部工
作有热情、提升有岗位。为全面考
察人才，该军分区还注重通过大项
任务锤炼锻造干部，注重通过日常
工作、定期讲评、结对帮带培养考
察干部。

据统计，近 3年来，阿里军分区先
后从所属部队挑选了 36 名高学历干
部，充实到高原一线连队任职，先后有
某边防团作训股长杨立庭等 17名基层
干部获得提前晋升。

阿里军分区“老牦牛”祁存年任营长满两年提前晋升

新科长勇闯“无人区”百余次

本报北京12月24日电 记者杨明
月报道：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
扬爱国奋斗精神，讲好退役军人故事，激
励广大退役军人自觉珍惜荣誉、永葆本
色，积极投身国家建设发展，12月 24日，
中央宣传部、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
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 2019年“最美退役
军人”先进事迹。（事迹简介见第五版）

王富国、尹力军、孔金珠、史光柱、次
军、李文强、李世江、李剑川、杨玉斌、张励
（女）、张林昌、张宝生、张俊平、陈俊贵、范
振喜、钟汉清、高自威、唐朝顺、裴永斌等
19名“最美退役军人”个人和国网江苏电
力（如东公司）退役军人党员服务队 1个

集体，是广大退役军人的优秀代表。他们
中，有践行科技强国战略的科技工作者，
有投身脱贫攻坚的致富带头人，有不等不
靠、搏击改革大潮的创业模范，有致力志
愿服务、积极奉献社会的公益明星，有扎
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基层党组织书记，还
有团结退役军人共同服务社会的先进群
体。以“最美退役军人”为代表的广大退
役军人，自觉秉持人民军队光荣传统，到
党和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在人生不同阶
段和岗位上建功立业，汇聚起退役不褪
色、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发布仪式采用视频展示、互动访谈
等形式，从不同侧面讲述了“最美退役
军人”的先进事迹和工作生活感悟。中

央宣传部、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
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为他们颁发荣誉
证书。活动还特别增加致敬老英雄环
节，邀请战争年代建立卓著功勋、和平
时期为国为民服务奉献的老英雄代表
来到现场，接受“最美退役军人”和观众
的崇高敬意。

参加发布仪式的观众表示，一代又
一代革命军人用鲜血和生命、智慧和汗
水，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作出重要贡献，涌现出一批
深藏功名、不改本色的英雄模范，将以
“最美退役军人”为榜样，从他们的先进
事迹中汲取力量，把英雄精神转化为奋
进新时代的强大动力。

中央宣传部 退役军人事务部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联合发布 2019年“最美退役军人”先进事迹

本报讯 邓治强、汪泽仁报道：“真没想到，我退役后
能在心仪的单位上班。”12月 20日，刚刚走上工作岗位
的退伍战士徐坤感慨地说。和他一样，武警兵团总队执
勤第五支队今年共有 60 余名退役士兵找到满意的工
作。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上强调，对基层

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主动靠上去，想方设法帮助解
决。”该支队政治委员安会永说，积极解决基层反映的
突出问题，一直是支队党委思考的课题，尤其是面对国
防和军队改革深入推进过程中官兵遇到的实际困难，
他们主动作为，想方设法为退役官兵安置铺路子、出点
子，满腔热情地解决好官兵“后路”问题。在此基础上，
他们协调有关部门为退役官兵举办专场招聘会，积极
与有关企业签订用工协议，激励退役官兵在新的岗位
奋发有为。

为解决官兵“后院”遇到的头疼事，该支队成立官
兵家庭服务小组，印制下发写明各类服务保障人员的
连心卡，为军属提供及时帮助。前不久，担任支队军事
教员的刘继外出参加集训任务，儿子突发高烧。接到
其家属求助电话后，支队卫生队专门派人将孩子送往
驻地医院。

士官刘辉的妻子和女儿，从老家随军到了部队驻
地。就在他们为女儿上幼儿园的事挠头时，支队机关派
人送来了就读驻地实验幼儿园的入学证明。据悉，该支
队与地方有关部门联合出台《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办法》
《现役官兵子女入学实施办法》，先后有 20余名官兵子
女顺利入学入托和转学。

解了后顾之忧，聚了兵心士气。今年该支队年终考
核成绩总体较去年提升近 10个百分点。前不久，该支
队组织官兵对党委班子进行民主测评，机关和基层普遍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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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杨康、记者李怀坤报道：
“左翼主攻连 2 辆装甲车受伤趴窝，请
3 号‘专家’带领‘战场抢修组’前往施
救……”前不久，东部战区陆军某直属
保障大队实战化演练正酣。面对突发
情况，技术席指挥员迅速发出指令，引
导战场保障组完成抢修和物资器材前
送任务。
“此次共有 6名‘技术人才库’成员

全程参与保障要素演练。”该大队领导告

诉记者，他们把技术人才队伍编入保障
一线，确保战场保障更加科学高效，为战
斗力建设注入新动能。

据悉，该大队经过改革调整后，急需
一批熟装备、精业务、懂战场的专家型人
才。为此，他们通过基层推荐、机关审
核、等额选举、党委研究的方法，遴选出
13名专业技术人才建立人才库，为党委
决策提供专业参考意见，为演训保障提
供过硬技术支撑。

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人才库作
用愈发凸显，其成员先后参与完成审
定大队年度训练考评方案和实施计
划、评估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质量、
参加实战化保障演练等任务，并为单
位党委提供一系列专业性意见建议。
今年，该大队某器材仓库在“技术人才
库”成员指导下参加陆军后勤仓库专
业比武，一举取得 4 个单项第一、1 个
小组第二的好成绩。

东部战区陆军某大队把专业人才编入保障一线

“技术人才库”为战斗力建设注入新动能

12月 22日至 24日，武警甘肃

总队新训三大队组织新兵进行为期

3天的野营拉练，在严寒条件下锤

炼其战斗力。 侯崇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