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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午，我正望着窗外的春色出
神，手机突然“嗡”的一声震动，收到了一
条哥哥发来的消息：“正在给你寄 1000
个口罩，托朋友买的。”简短的几个字，令
我心头一暖。

虽然哥哥平时工作忙，很少联系我，
可每到重要的时刻总能给我带来惊喜。
看着短信，我转念一想，单位每周都会定
时给我们发放口罩，已经够用了，现在这
个时候需要口罩的人应该还有很多。

此时，那些医务工作者、社区工作
者，那些奋战在抗疫一线的人在我脑海
里闪现。突然，我有了个想法，于是拨通
了哥哥的电话：“哥，我们把口罩捐给更
需要的人吧！”

从电话那头的反应，我感到哥哥有
些诧异，不过听了我的解释后，他很快就
同意了。经过商量，我们决定把这些口
罩捐给武汉一家医院，哥哥马上更改了
快递地址。随后，他给我发了几个“大拇
指”的点赞表情，夸我懂事了！

放下手机，我望着窗外，暖暖的春风
徐徐而来，仿佛吹进了我的心里，这感觉
真好。

将爱传递下去
■李帅红

一个多月前，旅里组织实弹射击考
核，排里的战士个个发挥出色，上等兵卢
琦更是打出了满环的佳绩。

排里的成绩得到上级肯定，我自觉
脸上有光，为了激励大家刻苦训练，当即
决定自掏腰包为卢琦发放“满环奖励”。
“卢琦打出了满环的好成绩，特此奖励
200 元！”训练间隙，我现场将现金奖励
发到了卢琦手中。
“满环奖励”确实给排里带来了一波

“摘金热”，可问题也随之而来。在一次
上级考核中，下士刘科明破了营里 400
米障碍的纪录，笑嘻嘻地跑来对我说：
“排长，我给排里争了光，给个奖励不过
分吧！”听了这话，我先是一愣，可看他兴
致正高，碍于面子还是当着全排的面给
他发放了奖金。
“反正奖励也没我的份儿，训练差不

多就行了”“搞得好就发钱，也太功利化
了吧”……一次，我无意中听见排里部分
战士的议论，想起自己之前的种种做法，
顿时感觉脸上火辣辣的。

这样的“奖励”真的合适吗？一个月
下来，排里训练两极分化问题越来越严
重，战士们的抱怨也开始增多。

了解到我的困境后，指导员王伟主动
找到了我，他说：“奖励先进是营造‘训好
有功’氛围的良好手段，但激励兵心士气
不能仅靠物质奖励，自掏腰包更不可取。
你自身的军事素质仍不过硬，这一点已成
为你树立威信、带动全排的短板……”

指导员的话点醒了我，自掏腰包非
但没有让我树立威信，激发战士精武强
能的积极性，反而弄巧成拙。认识到自
己的错误后，我在训练中变得更加刻苦，
用自身的激情感染和带动大家；在日常
生活上，更加关注战士们的成长进步，注
重沟通交流拉近距离。

这不，连队刚刚组织 5公里武装越
野考核，我带领全排第一个冲过终点线，
战士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了我。每当
想起这一幕，一阵幸福感不由得涌上心
头。我知道，这一次我做对了。

（叶津华、罗力骏整理）

自掏腰包奖励，结果事与愿违
■第74集团军某旅十连排长 汤 辉

前段时间，新疆军区某师工兵营
上士申志荣忙得团团转，向直工科的
同志直诉苦。

为啥？
申志荣是该营修理所的维修技

师，除了负责全营装备的维修任务，还
要兼顾师直属队各个单位营产营具维
修。每次基层给机关上报维修需求，
申志荣都要去现场解决。可很多时
候，他都觉得这些活儿干得不值。

申志荣翻开上门维修的记录本，
对直工科的同志说：“基层上报的大
部分是小问题，十有八九拧拧螺丝、
敲敲钉子就能解决。”可这些没啥技
术含量的活儿，却让他把大量时间浪
费在了路途上。
“ 可 基 层 上 报 了 ，咱 又 不 能 不

去。”直工科的同志对申志荣的苦恼
表示理解，但他们也有难处和苦衷：
师党委要求机关必须在第一时间解
决基层的困难，基层反映上来，哪能
没有行动？

无独有偶。在该师某步兵团，作
训参谋张久龙同样被来自基层的电
话困扰着。每次考核前或者新的训
练课目开始前，不少连队主官都会来
电，反复询问考核和新课目训练的标
准，占用了他大量工作时间。

“这些问题，训练大纲和下发的
细则中都有答案，而且讲得很明确。”
在张久龙看来，如果大家平时认真研
究训练大纲和考核细则，就不可能不
懂。事情明摆着，但张久龙不得不耐
心地给大家讲解，如果态度不好，还
有可能被投诉，麻烦更大。

没多久，机关将申志荣和张久龙
的苦衷报到师里，得到了师党委的关
注。
“营产营具的日常维修简单易

学，训练考核的标准细则并不难懂，
如果各营连大事小事都找机关，谈何
基层自主建设？”在师党委组织的机
关基层双向讲评会上，师领导将这一
问题抛了出来。

会后，该师组织全师部队深入学
习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精神和新
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并展开
“过硬的连队怎么建设，人才如何培
养”主题讨论，引导基层官兵消除等
靠思想，主动作为，建设过硬基层。

为了进一步帮助基层单位自主建
设，该师决定改变帮建方式，派专人
分赴基层一线，听取战士心声，开列
问题清单，针对基层人才缺失的实
际，开展各类业务培训，“让几颗星变
成满天星”。

在师团两级的支持下，一批规模
不大却实在管用的“小培训”相继开
班。在维修培训班现场，申志荣正在
为各连选派来的人员进行授课，教大
家排除最常见的几类故障。经过授
课，各连每周上报的维修问题明显减

少。
在工兵营桥梁连，参加完网络管

理员培训的文书李绍波，回到连队后
成功排除了办公电脑上的“老毛病”，
他感慨道：“能自己解决的事就自己
解决，不能总拄着拐棍过日子！”

“不能总拄着拐棍过日子”
■潘文璐 赵碧峰 本报特约通讯员 李梦奇

4月 8日，渔民刘志峰静静地躺在
南部战区海军某医院的病房，回想起
这几天的生死经历，一时间百感交
集。他说，等自己出院后，第一件事就
是去感谢南沙的守礁官兵。

3月 30 日夜间，南沙永暑礁守备
部队官兵接到在附近海域作业的“琼
洋渔 18007”渔船求助：该船一名渔民
当日出现多次吐血症状，病情很重。
22时 10分，8名守礁官兵和 3名医护人
员穿戴全套防护装具，携带 B超等医
疗设备，乘坐小艇快速前出，对该渔民
展开救治。

海上伸手不见五指，该海区海
流湍急，暗礁险滩多，稍不小心就有
触礁的危险。但为了抢救渔民兄弟
的生命，官兵一边谨慎地选择路线，
一边加大马力破浪前进。经过 30 分
钟航行，小艇与渔船汇合，3 名医护
人员迅速展开诊治，发现该渔民血
压偏低，几近休克。他们迅即展开

应急处置，同时通知永暑礁医院备
血。23 时 56 分，患者被安全送到医
院就诊。

医院立即启动急危重症救治预
案，成立了医疗专家组。经初步诊断，
患者为上消化道出血并伴严重贫血，
病情危重，急需输血。当得知患者急
需 O型 RH阳性血后，守礁官兵纷纷
来到医院排队献血。

4月 3日，患者再次突发出血、血
压下降，并伴有尿血。专家组对病情
综合评估后，建议利用当前生命体征
平稳的窗口期，尽快转运后方医院接
受进一步检查治疗。

南沙守备部队迅速启动应急救援
机制，南部战区海军某医院派出 2名医
护人员携带防护服和相应医疗物品，
乘军机飞抵永暑礁，将患者接送到后
方医院进行后续救治。

据了解，随着南沙岛礁医疗救
助设施和救助机制方案日益完善，

我国在南沙作业的渔民生命安全有
了可靠保障。近 2 年来，共有 20 余
名危重伤病渔民得到了有效及时的

救治。
上图：转运患者现场。

乔宇飞摄

守礁官兵踊跃献血 军机前出千里转运

为了一名渔民兄弟的生命
■洪思远 本报特约记者 黎友陶

4 月 5 日晚上，刚拿到手机，武
警山西总队忻州支队新兵张佳鑫就
迫不及待地关注最新疫情动态。“境
外又新增这么多确诊病例啊！要是
控制不住怎么办？疫情防控什么时
候是个头啊？”他心事重重地跟班长
说着。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部队营区
实施封闭式管理，武警山西总队忻州
支队党委一班人发现，一些官兵的心
理压力很大。为此，这个支队适时组
织心理疏导工作，帮助官兵缓解和排
除疫情防控期间的紧张情绪。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不错不

错，就这个动作再来一次”……4月
6日，在该支队某中队营区，官兵们
利用休息时间跳起了广场舞，大家戴
着口罩、拉开间隔，在指挥员的带动
下欢快地跳了起来，情绪高涨。

这些天，该支队还推出了“大家
谈谈心”“Get 新技能”“防疫知识官
兵知”等活动，帮助官兵缓解疫情
带来的思想顾虑和心理压力。新兵
罗昭明家在湖北武汉，虽然家人没
有感染新冠肺炎，但他因为担心家
人产生了焦虑情绪。在中队长赵刚
的开导下，罗昭明的情绪逐渐稳定
下来。

营区里跳起了广场舞
■袁浩翔 王鹏斐

转眼之间，支援湖北快两个月了。
每次上下班，都能看到马路边的绿地上
一片欣欣向荣，鲜红粉黛的桃花、樱花
次第绽放，整个城市展现出春的生机。

回想刚到泰康同济医院病区后的
第一个夜班，我和伊金莲、俞伟、王艳等
战友商量，如果能把春的气息带进病
房，就能鼓励更多患者，给予他们战胜
病魔的信心。

于是，我们每天都提前赶到医院，
在防护服上绘上粉红的桃花、樱花，拂
风的杨柳，爱好书法的我还在依依杨
柳边写上“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进
入病房，我们防护服上的图案果然吸
引了许多患者的注意，他们都说春天
到了，等病好了，一起外出踏青、赏樱
花。

37床的老爷爷已经 87岁高龄，不
但患上了新冠肺炎，还有糖尿病、高血
压、心脏病等严重的基础病史，生活不
能自理，需要吸氧和心电监护。我们每
隔 30分钟就要去看看他，帮他下床如
厕、打水、喂药。老爷爷的牙齿大多脱
落，因为治疗需要摘除义齿，所以说话
也听不清楚。我们每次过去，他总是
“谢谢、谢谢”说个不停。每一次，我都
会对老爷爷说：“我们一起加油，一起挺
过这次难关！”

刚安顿好 37床的老爷爷，34床的
阿姨又招呼我，说她喘不上气，很难
受。我赶紧跑步过去看她，因为我原本

就有哮喘病史，穿上密闭的防护服后，
每快走一点儿，就感觉到后背有汗渗
出，呼吸也变得不通畅。可能是看到我
的护目镜上水气增多，阿姨反倒强忍着
不适安慰我：“姑娘你别急！”

看到老人难受的样子，我也不忍多
耽搁，迅速把病床摇起来，扶她靠到床
头上，喂她吃药。半小时后，她说感觉
好多了，突然要下床和我们每个人握
手。可是刚下床，她伸出来的手又陡然
缩了回去，气氛变得有些尴尬。我们明
白她的意思，大家一起走上前去，拉起
她的手说：“病毒固然可怕，但可防可
控，你不用太过担心。”我又指着防护服
上画着的杨柳说：“你看，病房外春天已
经到了，等你病好了，我们出去一起合
个影！”
“ 真 想 出 去 走 走 ，就 这 么 说 定

了！”阿姨摸着我的防护服，颤抖着
说。透过护目镜，我看见两位护士的
眼眶里都有眼泪在打转儿。我赶忙
说，这是我们一起的约定，阿姨加油，
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走出病房，初升的太阳暖暖地洒
在身上。我知道，新的一天开始了，我
相信我们的国家和军队，也相信我们
自己一定能够战胜疫情，给我们的亲
人朋友和患者们送去亲切的握手、温
馨的拥抱！
（本报记者 孙兴维 通讯员 郝

东红整理）

画在防护服上的“春天”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 方 燕

营产营具坏了找机关、电脑系统崩

了找机关……在基层建设中确实存在

这样的问题，有些单位自己明明有条件

有能力解决的困难，却一味伸手向上级

机关寻求帮助，结果给工作带来被动。

建设过硬基层，最关键的是基层必

须自己动起来，主动承担和履行好应尽

的责任，能干的事情必须自己干。遇到

一点困难、面对一点挫折就想依赖机关

解决，而不是立足自身迎难而上，何尝

不是一种责任心缺失的“巨婴”心态呢？

部队体制编制重塑后，营连一级的

地位作用更加突出，对自主性、执行力

要求更高，这迫切需要基层营连摆脱等

靠依赖、被动落实的运行模式，提升自

主抓建的积极性，更好地发挥前沿指挥

所作用。

同时，领导机关也应理顺“指导抓”

与“自己建”的关系，防止大包大揽的“保

姆式”作风助长基层等靠要思想。要坚

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断激发基层官兵

想干事敢干事的“原动力”，形成智慧充

分奔涌、活力竞相迸发的生动局面，从而

促进基层各项工作高效落实、有序推进。

基层能干的事情必须自己干
■张科进

我在防控第一线——战“疫”手记

一线直播间

4月6日 星期一 晴 新闻前哨

带兵人手记

3月31日，武警广西总队钦州支队组织开展“学纲要研大纲，抓基层厚底蕴”知识竞赛活动。此次活

动形式新颖、内容丰富，进一步浓厚了按纲抓建、按纲施训氛围。

柴 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