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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 望 镜
“连队要给我报名参加函授学习，

没想到来部队还能提升学历。”“只要一
直努力下去，两年后我就能当上骨干。”
2月底，拿到连队量身定制的“成长路线
图”，第 82集团军某旅侦察一连的新兵
们兴奋不已。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兵们
的冷淡反应，上等兵陈凯峰忍不住吐
槽：“那就是画了一张大饼，你们还真相
信了。”

去年刚下连时，梦想着考军校的陈
凯峰也拿到了专属的“成长路线图”，看
到连队为他规划的成长路径，他对未来
充满期待。然而一年过去了，连队既没
有给他安排过文化课强化学习，也没有
提供过考学信息，甚至在旅里统计考学
意向时差点漏报了他，这让他对“成长
路线图”有了怀疑。
“‘成长路线图’就是一份迎检材

料。”深有同感的下士段明说起去年初发
生的一件事。当时，连队因制作的“成长
路线图”要素齐全、内容丰富、装订精美，
受到机关检查组表扬，还因此在考评中
加了分，其他连队纷纷来拷模板。然而
热潮一过，机关再没来检查过，连队也就
不再提起，这项工作便没了下文。

战士们的讨论引起了指导员张琪
的注意。他翻出连里留底的“成长路线
图”，发现不少战士的成长和当初计划
大相径庭。张琪介绍，制订“成长路线
图”是旅里的要求，初衷是有针对地帮
助战士成长成才，可制订完毕基层却不
知道怎样落实，工作一忙就忘在脑后
了。和其他连队主官交流，张琪发现这
一现象普遍存在。

在旅 3月份的教育准备会上，张琪
将这一问题抛出，引发了热烈讨论。旅
领导号召大家集思广益，制定改进措
施，把“成长路线图”的作用更好地发挥
出来。

营连对官兵成长进行追踪，按节点
核对成长进度；对官兵成长进程进行细
分，并分段指定干部骨干进行帮带；机
关及时发布考学提干、士官转改、学习
培训等信息，做好政策解读；将官兵成
长状况列入单位主官交接内容……张
琪带着旅里制定的改进措施回到连队，
重新激起了大家对“成长路线图”的热
情。
“官兵成长成才不是一朝一夕的

事，只要各级让路线图落到实处，一步
一动抓下去，就一定会有拔节孕穗、开
花结果的收获。”张琪信心满满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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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医生这个人工作认真负责，
对患者关心体贴，说心里话，我们很
感谢他！”

2月 24日上午，到湖北省妇幼保健
院光谷院区采访时，病房墙上一封写
给患者的信和一张“人物海报”吸引
记者驻足观看。一位路过的患者介绍
说：“这封信，孙医生昨天就在我们患
者群里发了。”说着，他拿出手机打开
微信群，边读边让记者看——

亲爱的朋友：

在疫情蔓延的关键时刻，我们一

起相遇在光谷，相遇在感染五科，是

性命的相托，也是彼此的信任！

在你们眼里，我们是医生，你

们是病人；而在我们心中，我们就

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新冠病毒

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我知道，你们

选择来院隔离和治疗，克服了诸多

困难，你们不仅是对自己的保护，

更是对他人生命的承诺，本身就是

英雄的行为。只有我们每个人找准

自己的定位，履行各自的职责，这

场战“疫”才能最终胜利！ 所以，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要感谢你

们，感谢你们的积极配合，感谢你

们的支持理解，也感谢你们与我们

一起并肩作战！

治疗期间，有事您尽管说。这有

我的微信二维码，咱们也可以私聊！

祝您早日康复！祝您静好安好！

期待胜利的那一天能早日到来，我们

能携手一起欣赏武大的烂漫樱花，徜

徉东湖的如梦盛景，领略黄鹤楼的历

史雄姿！

加油……

透过蒙着雾气的护目镜，记者依
旧感受到字里行间透露着浓浓情谊。
得知记者来采访，另一位患者激动地
说：“孙医生真不错，工作细心、敬
业，把我们当亲人，你们应该好好宣
传他。”

他们口中的孙医生，名叫孙双
涛，是一位内科临床医生、国家二级
心理咨询师。2月 17日，他和 54名战
友一起来到武汉抗击疫情。到达病房
后，孙双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个
人海报”贴到病房墙上，上面印着个
人信息、个人微信二维码以及心理测
评小程序二维码。

为了方便患者咨询，他特意关闭
了添加好友验证功能，还把患者和医
疗队其他心理骨干拉进一个群里。群
名他特意琢磨了一番，叫“抗疫战友
群”，群公告写着：“我们彼此不是医
生与患者的关系，而是并肩同疫情战
斗的战友。”

有一天，一位患者分享了一段
视频，视频里小熊一次次爬雪山又
一次次滑下，最后在大熊冒险帮助
下成功登顶。这位患者接着写道：
“我们是小熊，医生是大熊。只要不
抛弃不放弃，我们就一定会走出病
房！”看到这些，孙双涛很感动，也
备受鼓舞，他决定给患者写一封信。

在孙双涛看来，在这场战“疫”
中，医生和患者其实是“战友”，必须
彼此信任、相互托付。一位患者因为
父亲感染新冠肺炎去世，自己也被确
诊，心情特别糟糕。孙双涛一边对他
进行精心治疗，一边进行心理安抚，
他的病情逐渐好转。这位患者说，
“是孙医生让我重新振作起来，心里
充满力量，我要坚持下去，直到康
复那一天！”

每天下班，孙双涛就开始“打
理”自己的微信群，除了叮嘱“战
友”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他还耐心
解答患者提出的各种问题。他说，要
让患者在这里找到家的感觉。

一封医生写给患者的信—

“我们是并肩作战的战友”
■■本报记者 陈国全 特约记者 孙国强 通讯员 吴浩宇

基层之声

前不久，某部一位战士在机关办

理住房公积金申请，由于负责办理该

项业务的机关干部当时不在，便向同

一个办公室的其他人询问一些具体事

宜，结果接连碰壁，只好悻悻而归。

相信不少基层官兵都有这样的经

历，好不容易来一趟机关，有可能在

抵达后被告知章盖不了、函批不了、

事办不了，问及原因也多是诸如“不

知道、不清楚”“忘记了、没顾上”

“临时有事、忙不过来”等答复，让人

不敢多言，只能出门自嘲一句“我太

难了”，改天重新来过。

还有一种现象，个别机关干部信

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工作上能推则

推、能拖则拖，对基层呼声反应迟

钝；有的门好进、脸好看，但事难

办，姿态是放低了，待人接物的态度

也温和了，一遇到具体工作却经常踢

皮球；有的不担当慢作为，明明是职

权范围内的事，却不敢拍板，非要层

层请示报告……凡此种种，看似不是

什么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实则冷

了基层官兵的心，挫伤了基层干事创

业的热情。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中央军委

基层建设会议和 《军队基层建设纲

要》都强调，要坚持基层至上、士兵

第一，充分尊重官兵主体地位和首创

精神，带着对官兵的深厚感情做工

作，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近年来，不少单位陆续推出“首接负

责制”“最多跑一趟”“士兵接待日”

等服务基层官兵的暖心举措。有了好

的制度措施，更要有好的执行，这样

才能增强基层官兵的获得感、幸福

感，激发他们扎根基层、建功军营的

信心和决心。

机关指导服务基层，说到底是感

情问题，对基层的感情有多深，官

兵的认同就有多深。对于基层官兵

的挠头事、揪心事，机关干部不要

只想着说“不”，要多想想怎么说

“行”。各级要切实把工作重心放在

基层，以官兵冷暖为冷暖，以官兵

忧盼为忧盼，以官兵悲喜为悲喜，

设身处地为基层着想，想方设法为

基层解难。如此，才能推动基层建

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对基层，多想想怎么说“行”
■王海涛

“连长同志，根据条令规定，着军
装不能穿便鞋。”

上周末，营部文书突然通知各连
主官到营里开会，已换好便装准备外
出办事的连长匆匆套上迷彩服，却未
换军鞋。刚走到连门口，他就被正在

担任连值日员的我拦了下来。连长解
释说领导还在营部等着开会，况且连
队和营部就隔着一个篮球场，希望我
能放行。

一边是条令规定，一边是一连之
长，坚持原则可能“得罪”连长，但

视而不见就是失职渎职，怎么办？我
是连值日员，纠察军容风纪就是我的
职责，纪律面前人人平等，连长也不
能例外。

见我态度坚决，连长只好回去换
鞋，结果开会迟到被营长批评。

战友知道此事后，有的说我不该
这么较真，也有战友让我去找连长道
歉、认错。

我做错了吗？条令面前不是人人
平等吗？我脑子里冒出了无数个问
号，同时做好了挨批的思想准备。

不料，晚点名时，连长主动讲起了
这件事，并当众承认错误。他接着说，
连值日员职责之一便是纠察军容风纪，
任何人都不能例外。“赵发龙同志工作
认真负责，原则性强，敢于碰硬较真，
全连官兵都要向他学习。”

在基层，经常出现一些这样的
“外紧内松”现象，有些人对此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但连长的这一举动让我
坚信，凡事坚持原则，依规而行，才
能培育出好的风气。

(刘文祥、梁 晨整理)

我纠了连长的军容风纪
■新疆军区某团五连列兵 赵发龙

驰援武汉的任务已经完成两周多的
时间了，我们正在紧张的飞行训练中，
但那一切还恍如昨日。

我是东北人，但在湖北生活了很多
年，妻子是武汉人，父母也都在湖北。
她告诉我，家里很多亲戚都在抗疫一线
服务。作为湖北女婿，我迫切地希望能
够在这场战“疫”中贡献一份力量，等
待着，也时刻准备着。

2 月 12 日，上级下达紧急空运任
务，运送医护人员驰援武汉！这是我国
国产运-20大型运输机首次参加非战争
军事行动。我接到命令将执行该任务，
与机长刘晓军、飞行员冯玮分到一个机
组。巧的是，刘晓军也是湖北女婿，冯
玮就是湖北荆州人。这次任务，对我们
机组而言，注定有特殊意义。

2月 13日凌晨，飞机准时起飞。第

一站山城重庆。夜间飞行，加之重庆大
雾，为飞机起降增加了不小的难度，但
在机组协同下，飞机平稳降落重庆江北
国际机场。停机坪上，军队增派支援湖
北的医护人员列队以待。简短沟通后，
开始登机和装载医疗物资。虽然看不清
他们的脸庞，但每个人的眼神里都充满
了坚定和果敢。
“今天你们出征，我谨代表全体机

组成员向你们致以崇高敬意！能送你们
出征，我们机组感到无比荣幸。希望你
们在前线奋勇作战的同时，保护好自
己！等你们凯旋的时候，我们再来接你
们回家！”机长刘晓军通过对讲系统向
英勇无畏的医护人员表达我们的敬意。
这段话的录音在网上公开后，引发了不
少网友共鸣。

2小时的飞行，穿越黑夜，迎来黎

明。阳光透过舷窗照进机舱，熟悉的武
汉出现在眼前。这里有我美好的记忆，
还有正在与疫情搏斗的亲人，想到这
里，泪水就开始在眼眶里打转。

特殊时期省去了握手和拥抱，我们
机组人员只能在舱门口送别医护人员。
看着他们整理物资，列队登车，疾驰而
去，我们齐刷刷敬了一个军礼。

妻子得知我执行了此次任务，很开
心。她说，我代表我们的小家为家乡抗击
疫情做了贡献，心里总算有了些许安慰。

而我，则有了更强烈的紧迫感。
我一定要练好每个动作，飞好每个起
降，不断积累经验，为执行更多任务
做准备，也为不久后实现机长所说的
那个约定——待到凯旋时，我们再来
接你们回家！
（本报特约通讯员 刘 书整理）

待到凯旋时，再来接你们回家
■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飞行大队长 张 雨

我在防控第一线——战“疫”手记

图①：孙双
涛与他的“个人

海报”和信。

图②：一名
患者正在扫描孙

双涛的微信二维

码。

陈 晶摄
②②①①

2月24日，南部战区空军

航空兵某旅开展多课目跨昼夜

飞行训练，提高部队实战化能

力。图为飞行员正在进行起飞

前准备。

本报特约通讯员 魏金

鑫摄

梁 晨绘

互联网邮箱：jbjccz@126.com

强军网网盘：jbjcc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