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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巴裹满裤腿 ，汗水湿透衣
背，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
了谁……”20多年前，一曲《为了谁》响
彻大江南北，也许在这之前大家还感
触不深，但现在，我相信你们应该能深
刻体会其中的情感了。
“江洲儿郎，汛情紧急，家乡盼你

回家支援。”面对罕见洪水，7月 10日，
江洲镇发出了一封情真意切的“防汛
家书”，号召青壮年游子返乡抗洪、守
卫家园。支队的一封“今天，我们都是
江洲儿郎”的回信，让驻地群众看到了
希望、坚定了信心。

进驻江洲镇第一天，我们就火速
赶往堤坝处置漫堤险情。经过 13个小
时的彻夜奋战，构筑起 700 余米的子
堤，挡住了来势凶猛的洪水。还没来
得及休整，当再次听到险情通报时，大
家又振奋精神，咬紧牙关，奔赴新的任
务点。

汛情发生以来，大家主动请缨、踊
跃参战，第一时间投入抗洪抢险，坚决
把洪水挡在身前，把群众护在身后，让
“誓与大堤共存亡”的口号再一次在堤

坝上叫响。
“网红班长”罗杰，’98 抗洪被救

起时才 6岁。22 年后，成为武警战士
的他，第一个报名请战，任务中处处
抢在先、干在前，实现了“长大后，我
就成了你”的报国夙愿。支队教导队
队长涂卫保，妻子长期患病在老家，
本打算休假带着妻子去看病。灾情
当前，他主动申请上一线，直到连续
抗洪 13 天，得知妻子被确诊为直肠
癌，才请假离开一线。
“洪水不退，我不退！”这是我在大

堤上听到最多的一句话，简简单单的
几个字，体现的是大家的责任意识和
使命担当。作为党和人民的忠诚卫
士，我们要牢记习主席“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的嘱托，听党话、跟党走，切实
把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
位，绝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1998
年，面对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支队特
战中队向水而行，用血肉之躯铸就了
钢铁屏障，被武警部队授予“抗洪抢险
英雄中队”荣誉称号。面对这份沉甸
甸的荣誉，我们不仅要传承好抗洪精
神，更要在任务一线扛起新的担当。

天气炎热、蚊虫叮咬，不苦不累是
不可能的！但是，越是在困难面前，越
能体现我们顽强的意志。00后战士王
子浩，在大堤上顶着 40多摄氏度的高
温连续奋战，双臂被烈日灼伤留下了
上百个水泡，但他依然坚持轻伤不下
火线，被网友亲切地称为“勋章战
士”。其实，我们当中还有许许多多个
“王子浩”，你们勇做“后浪”，无愧于新
时代的血性男儿！

当前，水位开始高位缓退，防汛抗
洪工作进入退水期作战，我们要擦亮
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忠诚底色，牢牢掌
握抗洪抢险主动权，积极帮助受灾群
众恢复生产生活，绝不能因为任务交
织而放松要求，自觉做到救灾不添乱、
爱民不扰民，用实际行动展示威武之
师、文明之师的良好形象。

战友们，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
家。作为人民子弟兵，哪里有险情
我们就要出现在哪里，哪里有需要
我们就要奋战在哪里。我坚信，在
党中央和习主席的坚强领导下，我
们一定能够战胜洪水、排除万难、取
得胜利！

（本报特约通讯员刘强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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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入汛，长江流域持续强降

雨，九江段、鄱阳湖水域超警戒水

位，520余万九江人民的生命财产

安全受到威胁。武警江西总队九

江支队闻令而动，火速投入抢险

救援，防汛救灾战斗取得了阶段

性胜利。

目前，汛情趋于平稳，疫情防

控、部队管理、灾后重建等任务压

茬推进。结合当前实际，武警九江

支队政委徐利民在堤坝上组织了

一次现地教育，起到了鼓舞士气、

凝神聚力的良好效果。

当前，各级机关都坚持以问题导

向抓工作抓建设，对基层检查的力

度不断增大。笔者近日在某旅机关

交班会上注意到，一些机关干部讲

评基层营连存在的问题时常是滔滔

不绝，动辄要求基层“限期整顿”

“严加整改”，然而对于怎么整改、

措施如何等，往往不甚了了，甚至

绝口不谈。

发现问题是前提，解决问题才是

根本目的。机关指导抓建基层的正确

方式，应是努力形成检查发现问题、

研究分析问题、指导解决问题的闭合

回路，既让基层知道“是什么”，更要

知道“为什么”“怎么办”，否则“山

还是那座山，梁也还是那道梁”，“抓

问题”自然就变成了“秀问题”。

如何能够做到既“看病”更“治

病”？这就要求各级机关牢固树立为

基层服务的意识，切实把解决基层

问题当成分内事，多在解决问题上

出主意、想办法，真正将问题归零

作为检查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让“问题清单”早一点转化为“成

效清单”，推动基层建设水平迈上新

台阶。

“抓问题”不是“秀问题”
■皇甫秉博 文嘉琪

“‘好记星’这次理论考试居然考了
倒数，这是咋回事？”“王军营一直都是
咱中队的‘背题小能手’，这次是不是没
有发挥好？”看着公示栏里张贴的应知
应会考试成绩单，作为被议论的焦点，
我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我这个“好记星”的称号是有些来
头的。入伍两年来，上级组织大大小
小的理论考核，我的成绩在中队一直
名列前茅。而这些成绩的取得靠的是
一套记忆方法，我将其总结为“速效记
忆法”。

什么是“速效记忆法”？简单来说
就是 4个字：“多快好省”。一般在理论
考试前，上级都会统一下发题库让大
家背记，这时候会出现 3种选手——低
段位的选手会仔仔细细弄明白每道题
和答案的含义；中段位的选手会认认
真真看题记答案；高段位的选手就厉
害了，只背记答案。而我就属于高段
位选手中的佼佼者，曾经创造过理论
考试 10 分钟交卷并获得满分的辉煌
“战绩”。

当然，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速效记
忆法”也是一柄双刃剑，在帮助我快速
拿到好成绩的同时，也剥夺了我深入理
解理论知识的机会。“军营，这道题C选
项为什么不对？”“你只要知道正确答案
选A就好了，其余的不用管。”遇到战友
请教，我通常都是轻飘飘地搪塞过去，

不求甚解。
然而，这次的理论考核动了真格

的，题目大多变成了开放式问答，参考
人员不仅要知其然，还得知其所以然。
面对既熟悉又陌生的考题，我一下慌了
神，“速效记忆法”彻底失灵了。
“组织考核的目的是为了以考促

学。我们不能为考而考，更不能投机取
巧！”指导员马枭的话犹如一记重槌敲
击在我的心坎上。基础不牢，地动山
摇，我一心想着争荣誉、拿成绩，为自己
的“小窍门”而沾沾自喜，却与提升自身
能力素质的初衷背道而驰。

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我
暗下决心，一定要学懂弄通每一道题，
扎扎实实下苦功夫、笨功夫，下次理论
考核争取打个翻身仗。

（张学谦整理）

我的“速效记忆法”失灵了
■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上等兵 王军营

“为啥想回原来的班？是不是哪里
不适应？”面对我的发问，列兵小张支支
吾吾，言辞闪烁。前段时间，中队内部进
行人员调整，分到一班没多久的小张突
然找到我，申请调离，让我有些诧异。

一班班长小郑是新上任的班长，军
事素质没的说，组织训练也是一把好手，
但带兵经验尚浅。难道是管理上出了问
题？想到这，我暂时安抚下小张，立马找
来小郑了解情况。
“排长，小张平时一点苦都吃不了，

还不服从管束，经常和我对着干。他要
走，我巴不得！”没承想我刚一开口，小郑
就气不打一处来。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并未急
于刨根问底，判定是非对错，而是决定先
想办法弄清事情原委。

如何让二人敞开心扉，解开内心的
疙瘩？一番沉思，我打定主意，就在他们
班内召开一次“民主生活会”，用批评和
自我批评的方式，找出症结，消除误会。

不久后，一场“民主生活会”在一班召
开，会上大家轮流发言，事情的脉络也逐
渐清晰。原来班里调整不久，有一次小张
被我叫去出公差，恰好班长不在，小张便
让同班战友转告，结果战友却忘了告诉班

长。在班长多次强调人员管控问题的情
况下，小张竟敢“顶风作案”，这让他挨了
班长狠狠一顿批。被批评后，小张认为班
长不分青红皂白，心里非常委屈。

事情虽小，但如果放任隔阂成为“心
墙”，久而久之更难消除。打那以后，互
相看不顺眼的二人或多或少又有了新的
摩擦，心中的“裂痕”也越拉越大。

灯不挑不亮，事越说越明。听着大
家的发言，我找到了“裂痕”产生的症结，
既有小张不愿向班长坦露心迹的问题，
也有班长不善于做战士思想工作的原
因，但归根结底还是缺乏坦诚交流，贻误
了消除误会的最佳时机。

会后，小郑和小张互相致歉，两人还
笑着说了会儿“悄悄话”。上个月，因为
训练刻苦，成绩突出，小张被中队评为
“训练之星”，所在班更是连续 6周夺得
军事训练流动红旗。

我通过这件事认识到，作为跟战士
们朝夕相处的一线带兵人，不仅平时要
注重“察言观色”，别让“小误会”变成“大
裂痕”，更要信任官兵、依靠官兵，帮助他
们搭建起真诚沟通的桥梁，让他们在互
帮互助中携手成长。

（陈 望、贺韦豪整理）

别让“小误会”变成“大裂痕”
■武警株洲支队某中队排长 王泽华

“本周考核，李海龙取得 3000 米跑
和仰卧起坐两个第一，被评为‘训练之
星’！”周末点名时，在全连官兵热烈的掌
声中，下士小李从我手里接过奖品，喜悦
之情溢于言表。

几个月前，连队刚刚调整组建，为了
尽快掌握官兵思想底数，我将每个人的
基本资料都牢记于心，闲暇之余与大家
聊天谈心，很快同战士们打成一片。

小李正是在这时候引起了我的关
注。那天，连队接到通知，要进行手机涉
网问题清查整治。考虑到自己对大家的
手机使用情况还不够了解，加上这些天来
培养的信任，我决定设一个“坦白局”——
让大家自觉查摆自己入伍以来使用手机
中存在的问题，写在纸上装到信封中。我
特意强调：“如实交代的既往不咎”。

很快，一叠厚厚的信封就摆到了我的
案头。在拆阅过程中，一张“两年前网络
游戏充值1000元”的纸条让我心头一紧，
翻过来一看，信封上写着小李的名字。

想起自己在全连面前“如实交代，既
往不咎”的表态，结合“两年前”的字眼，
我压下了心中的紧张。小李能够将自己
的问题大胆写出来，说明连队此前开展

的思想教育工作成效明显，但游戏成瘾
的风险又不得不防：既往不咎之后，也要
多些关注，防止问题复发。

自此，每逢手机发放使用，我都要单
独对小李的手机“过一遍”，了解一下
他的网上消费情况，尤其看看那几款
他曾经热衷的手游，现在是否还投入
了较大的精力、财力。但好景不长，当我
再次拿起小李的手机时，居然打不开了：
一道锁屏密码，就这样横亘在了我和小
李之间。

好心相助反而弄巧成拙，让我遭遇
了信任危机。无奈之下，我向教导员卢
静倾诉了自己的“苦衷”。“战士向你交真
心，你就要拿真心去还啊。小李都愿意
主动揭开伤疤给你看，你还有什么可怀
疑的呢？”教导员的一席话点醒了我，原
来带兵没那么多道道，“以心交心”就足
以解决大部分问题。

当晚点完名后，我将小李单独留下表
达了歉意。小李也十分愧疚，认为自己不
应该搞“软抵抗”。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
多，心锁被打开后，小李告诉我：“指导员，
那道锁屏密码，我明天就取消。”

（胡 杰、本报记者颜士强整理）

以心交心才会坦诚相待
■新疆军区某团警卫勤务连指导员 王国山

主题教育大家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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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王子浩（右一）和战友们正
在等候任务分配。

图②：王子浩遍布水泡的双臂。
图③：罗杰正在管涌一线搬运沙

袋。

（图片均为作者提供）

传承红色血脉，激发打赢血性。8月下旬，第75集团军某旅邀请当地

抗美援朝老英雄走进野外演训场，为青年官兵讲述刻骨铭心的战斗故事。

聆听前辈壮举，走进峥嵘岁月，点燃了官兵们胜战的激情。

滕召森摄影报道

打赢自有后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