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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防控第一线——战“疫”手记

“升级换代的兴趣小组真给力！”3月
10日，因设计的课件受到机关表扬，第76
集团军某旅战士陈希兴奋地同笔者说道。
“兴趣小组大多以球类、乐器、书法、

美术等休闲娱乐内容为主，每次上课人
员零散，学习氛围也不浓厚，我们真的很
难有收获。”去年底，该旅强军网上一则
关于兴趣小组的“吐槽”引来不少战士留
言，也引起了旅领导的关注。

机关基层双向讲评会上，旅领导观
点鲜明地指出：“开设兴趣小组的目的是
帮助官兵成长成才，但如果只注重追求

表面光鲜热闹，搞一线平推的‘大呼隆’
模式，费时费力又不见效，这个问题值得
反思。”他们在调研的基础上作出决定：
聚焦练兵备战主责主业，区分官兵个体
化差异，引入大数据和线上教学等模式
对兴趣小组进行升级换代，打造“2.0 版
本”的兴趣小组。

为此，他们打出了一套“组合拳”：通
过摸排全旅特长苗子，成立过硬的“教学
团队”，并根据日常训练和工作特点合理
筹划课件制作、军体竞技、兵棋推演等相
关兴趣小组；为解决官兵参与积极性的

问题，他们将个人在兴趣小组的表现纳
入评比的范畴，并对每期招收的人员数
量作出限定，确保教学质效；在全旅范围
内开展教案评比、士兵讲堂等活动，为官
兵提供展示特长的平台，激发持续学习
的兴趣动力。
“我的体能基础不错，但综合素质比

较薄弱，却不知如何提升。现在通过参
加兴趣小组，开阔了视野，学到了不少新
本领！”谈及加入多媒体制作小组后的收
获，来自大凉山的彝族战士沙玛迪弟颇
有感慨。

兴趣小组迎来“2.0版本”
■李雁景 赵炫竹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役在武汉打
响后，我义无反顾向组织递交了请战书，
并如愿加入到了战斗序列。到达武汉那
天，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像父亲一样冲锋。

我的父亲张大权 1976年 3月入伍，
历任战士、班长、排长、副连长。边境自
卫反击作战时，父亲所在的 5连是阵地
右翼攻击营的主攻连，在身负重伤的情
况下，他带领连队做了最后一次冲锋。
父亲对剩下的突击队员说：“活着，我们
就要站在主峰上！死了，我们也要躺在
主峰上！”最终，父亲不幸头部中弹，壮烈
牺牲，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荣誉
称号。

彩云之南，麻栗坡县，父亲的塑像巍

然耸立。作为英雄的女儿，我坚定地选
择接过父亲的“火炬”，毅然奔赴一线，用
实际行动践行革命军人的铮铮誓言，继
承父亲冲锋的姿态。

在一线工作的日子里，我在完成各
种护理任务的同时，还主动承担起科室
感染防控的工作。同事们都称我为“女
汉子”，这有两层含义，一个是“汉”，一个
是“汗”。

2月 20日，我们收治了一名危重感
染患者。换药的时候，我发现老人轻微
地摆了一下头。察觉到他出现喉管咯痰
的症状，我们迅速给老人实施吸痰抢救，
短短十几秒钟，紧张而有序，成功打赢了
一场与死神的“遭遇战”。

还有一位患者，是独居老人，平时很
少说话。为了安抚老人的情绪，我每天
和他聊家常，给他讲故事、喂饭、换尿不
湿。老人的情绪渐渐好转，像孩子一般
略带羞涩地与我约定：等疫情结束后，邀
请我到他家做客，他要亲自下厨给我做
一桌好吃的。

每天回到住处，我都十分疲惫，但每
当想起父亲，就浑身充满力量。几天前，
是我的39岁生日。那天我还是像往常一
样在病区里忙碌。结束一天的工作后，我
很快就进入了梦乡。梦里，父亲对我说：
“我的好女儿，你是一名优秀的战士！”

（尧梦瑶、本报特约记者刘一波整

理）

像父亲一样冲锋
■泰康同济医院感染十科护士 张 艳

几天前，爸爸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
看着倩文战斗在武汉的样子，不禁想起
17年前，她的姐姐小兰战斗在小汤山的
身影。面对疫情，姐妹二人相继挺身而
出，这是她们的担当，也是我们的骄傲，
盼望早日凯旋！

家里至今还保留着报道姐姐当年
抗击非典的报纸。同样作为医护人员，
姐姐一直是我的榜样。

2月 13日清晨，我和战友们从西宁
乘军用运输机出发。登机前，我给姐姐
发了一条消息：“17年前，我还是个懵懂
的小女孩，但姐姐挺身而出的样子带给
我很大的震撼。从那时起，我就决心要
做像姐姐一样勇敢的人。”

在一线工作的日子里，我每天都
要穿上防护服，走进“红区”病房，给
病人抽血、发药，照顾患者的生活起
居。由于防护服密不透气，每次脱掉
时，发现身上的手术衣都被汗水浸
透。我的耳朵被口罩勒得生疼，眼眶、
鼻梁布满了护目镜的压痕，但这些丝
毫没有影响到我战胜疫情的决心。

几天前，我们收治了一位伴有偏瘫
的老年患者。刚入院时，他不愿吃药、
吃饭，情绪十分低落。为此，每次给他
打针的时候，我都会握握他的手，用这
种方式为他打气。慢慢地我发现，他精
神状态好了很多，开始主动吃药、吃饭，
还会经常对我竖起大拇指，说上一句：

“加油！”
有一次深夜值班，我给一位年轻

女性患者送药，看到她正在偷偷抹眼
泪。询问之后才知道，她的母亲也被
确诊为新冠肺炎，目前正在其他医院
抢救治疗。我主动加了她的微信，每
天在工作之余，送上关心和鼓励，让她
放松心情。当她得知母亲病情好转之
后，再见面时，她给了我一个深情的隔
空拥抱。

算算时间，战斗在武汉已经有一
个多月了。看到一批批患者康复出
院，看着他们脸上口罩遮不住的笑意，
我感觉一身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

（孟 钊、袁 东整理）

像姐姐一样战斗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 霍倩文

3月9日，驻守在帕米尔高原的喀什军分区某边防团卡拉其古边防连官兵不畏严寒，苦练军事技能，提升实战能力。图

为边防连官兵进行战术训练。 姬文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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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员讲评

记者探营

近日，第 74集团军某旅炮兵营第
一季度军事训练比武表彰会上，火箭
炮连排长薛建斌坐在队伍中按捺不住
激动的心情。为啥？射击综合课目第
一名，马上就轮到自己上台了！

然而，随着逐个奖项的颁发，薛建
斌一直没听到自己的名字，临近结束时
主持人宣布：“经营党委讨论决定，此次
比武射击综合课目不予以表彰……”

台下官兵顿时面面相觑，名列前三
的薛建斌等人更是百思不得其解：“比
武得了第一，为啥还不能如愿站上颁奖
台？”

今年年初，为了检验前一段时间
复补训的效果，同时为新年度的军事
训练打开局面、树立榜样，该旅各个营
纷纷展开考核比武。

比武当天，众多课目战况胶着，射
击场上的气氛尤为热烈，各类单兵枪
械射击声此起彼伏。此时，根据报靶
情况来看，12名参赛队员有3人次机枪
靶 10发全中，5人次步枪靶在 48环以
上，其中薛建斌机枪射击全中，步枪 49
环暂列第一，这让他稍微松了一口气。

正当他准备手枪射击时，本就阴
沉的天空开始落起了雨滴。裁判组下
达指令，最后一项 30米手枪靶射击正
常进行。
“10、9、9、8、8……1号靶位 44环。”

对讲机传来自己的成绩，薛建斌愣了
一下，暗道：“这次算是栽在天气上
了。”没过一会儿，待其他几个靶位的
成绩陆续报上来之后，薛建斌心底又
燃起希望，发挥失常的并非只有他一
个，经过心里一番盘算：第一，妥了！

可是，当所有课目成绩摆在营党委

会上，一班人审核讨论表彰奖励相关事
项时，却对射击课目产生了异议。有人
提议：前三名的手枪射击成绩都没达到
45环的优秀线，若进行表彰无异于“矮
个子里拔将军”，会滋生自我满足心理，
建议先不表彰；也有人反对：比武及相
关表彰规程早已公布，若取消表彰会被
认为“朝令夕改”，影响官兵士气。

双方深入讨论，不断交锋，但总的
意见趋向愈发清晰：比武考核的目的
在于寻找差距、补齐短板。下雨影响
射击成绩，说明实战化训练不到位，这

样树立起的榜样不足以让官兵信服。
最后，大家一致决定该课目不仅不能
表彰，还要进行深刻反思，由此才出现
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从个人角度看，取得好成绩是值

得肯定的，但以实战化标准来看还是有
差距，一定不能满足于比武名次……”
会后，教导员李志军找到薛建斌等人，
引导他们正确看待“获胜未获奖”。

果然，此番事了，非但没有影响全
营练兵备战的士气，官兵们反而愈发
聚焦实战、训风务实。

比武得第一，为啥不表彰？
■王 涵 陈骁文

值班员：武警江西总队南昌支队

某中队指导员 涂 浩

讲评时间：3月11日

近期，中队组织大家对新修订的《军
队基层建设纲要》进行再学习，但今天上
午我通过询问了解，发现有的同志对《纲
要》内容一知半解，还有人辩解：学习《纲
要》是干部的事情，我们听指挥就行。

同志们，《纲要》是基层建设的“真
经”，也是破解难题的“宝典”，学习《纲
要》是大家的事。中队调整组建不久，按

纲抓建离不开大家的共同努力，你们都
是推动中队建设发展的主角。而且，《纲
要》的内容与大家的成长进步息息相关，
例如改进了“双争”评比表彰项目条件、
组织实施和激励措施等等，我们只有知
其所以然，才能更加明确努力的方向。

学习的目的在于运用。希望每一
名同志都把《纲要》学细学实，用《纲要》
之“矢”射实践之“的”，让工作有思路、
训练有目标、执勤有动力，众人划桨推
动中队建设取得新进步。

（张可煜整理）

学习《纲要》是大家的事

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座谈会。
多功能厅内，战区陆军各级业务主

管人员、国防动员系统征兵负责人、部
队接兵机构人员围坐在一起，围绕精准
征兵的效果与问题展开讨论。
“当初单位计划精准征接的 10 类

小特专业中，气象水文、陆航等专业征
集效果不够理想……”某集团军干事刘
功瑞率先发言，言语中透着些许无奈。
“另外，业务素质也不够均衡，像测

绘、无人机应用等专业，还需要进一步
培养锻炼。”某旅接兵干部赵志超接过
话茬。

没有精准接兵经验、介入工作时间
短、不能与新兵面对面了解情况、对驻地
适龄青年的素质底数掌握还不够精准、
部队计划与当地资源对接不够紧密……
座谈刚刚开始，各个单位的代表就纷纷
抛出问题靶子。

在接到接兵任务之初，为了尽快了
解情况、进入状态，辽宁省军区征兵干
部唐遂心曾走访对口的几所院校，试图
对新兵来一次深度“家访”，确保他们都
能精准分到部队。

唐遂心坦言，想要把战区陆军重点
征接的几类小特专业征满，确实有难
度，就拿小语种专业为例，去年实际征
兵人数与预期还有很大差距。随着精
准征兵的规模逐渐扩大，即使现在已经
和部分地方院校建立长期合作机制，但
具体效果还有待观察。
“去年征兵期间，我们对每个有此

项任务的院校专门组织了平均 2次以
上的政策宣讲，可报名参军的人数涨幅

却不明显，真正专业素质好的地方大学
生，就业第一选择仍是到地方企业去。”
谈及那段回忆，黑龙江省军区征兵干部
张建军感慨不已。

正所谓“几家欢喜几家愁”，如今虽
然第一批精准征来的新兵已经下连，但
征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让各级征兵
部门和部队陷入思考：精准征兵不够精
准，该如何破解？
“如果有一套动态实时的人才数据系

统，可通过数据共享实现精准对接，无论
对节约人力物力，还是提升精准度都会有
很大价值。”某旅接兵干部井博建议道。
“信息化时代数据信息确实太重要

了，但更关键是对人才的真实水平把握
不准，对专业素质怎么考核、谁来考核
等缺乏规范，这也是有的专业报名人数
不少，但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某集团
军干事郑超补充道。
“当务之急是进一步拓宽人才征集

源头，加大军地联合培养专业力度和规
模。”北部战区陆军兵员和文职人员处
副处长张海风谈道。

整个上午，大家围绕“精准征接”这
个问题热烈讨论。如何有效破解征接
过程中的矛盾问题，实现预期与效果的
高度统一，需要在工作实践中不断地摸
索和解答。

一场座谈会引发的思考
—对北部战区陆军基层部队精准征兵效果的追踪调查之二

■本报记者 宋子洵 通讯员 孙 涛 刘星楠

精准征兵是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加

强士兵人才队伍建设，加速提升部队战

斗力水平的有效举措。从试点运行的

实际效果看，这是一项值得推广的好政

策。但也有一些矛盾问题需要深入探

讨和系统完善。突出的是要解决好军

队“需求侧”与地方“供给侧”相匹配的

问题。

首先，要有政策支撑。精准征兵涉

及部队、国防动员系统、国家教育部门

等，需要从顶层上搞好设计、政策上明

确规范、职责上明确分工。比如，谁去

动员教育、素质谁来考核、待遇谁来落

实等问题。

其次，要有数据支撑。这个数据就

是社会人才大数据。征集部门对当地

适龄青年的年龄结构、地域分布、专业

特长、身体状况、从业情况等建立实时

的动态大数据，便于各级对各类人才精

准对接筛查。

再次，要有机制支撑。这个机制主

要是需求方与供给方应建立起以培养

和征接高素质兵员为目的的沟通协调、

资源共享、联合督导等机制。另外，要

让精准征集入伍的高素质人才，在部队

有发展、有作为、有地位，激发广大社会

人才投身军营积极性。

破茧成蝶是一个艰辛的过程。新

政策的完善，也需要时间与精力的打

磨。相信在军地多方的共同努力下，精

准征兵的路子必将越走越宽。精准征

兵，未来可期！

精准征兵 未来可期
■北部战区陆军兵员和文职人员处处长 闫雪华

王建武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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