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 再见，老兵！

“拿着路上吃，有机会一定要回来
看我们！”8月 30日一大早，连夜赶了 3
个多小时路的维吾尔族群众卡德尔一
家，来到武警兵团总队执勤第五支队某
中队门口，看着一个个熟悉的“兵儿子”
就要离开，57 岁的大娘古丽巴哈尔眼
泪汪汪地把还热乎的馕饼使劲往退伍
战士手里塞。

每年老兵退伍时，维吾尔族大叔卡
德尔一家都要来中队送别“兵巴郎”。
这个习惯，他们已坚持整整 34年。紧
紧拥抱着退伍战士徐明辉，67 岁的卡
德尔眼泪止不住地流，“没有这些‘兵巴
郎’，我的日子恐怕都没法过。”

上世纪80年代，中队组建。由于中
队营区和卡德尔家只隔着一块菜地，“两
家人”像一家人一样生活着：开春，卡德

尔施肥育苗，官兵们帮忙松土种菜；秋
天，大叔收割庄稼，官兵们帮忙搬运。

有一年，卡德尔意外受伤导致左眼
失明，妻子又体弱多病，一家人生活特
别艰难。了解情况后，中队决定帮邻居
渡过难关：安排战士帮忙割草料、打扫
羊圈、收割成熟的庄稼，请来兽医为羊
羔治病，邀请农技专家给果树除虫……

此后，卡德尔一家遇到困难时，中
队官兵总会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2015 年初，一场大雪压塌了卡德
尔的老屋。正当卡德尔无助绝望时，支
队与他所在的伊宁市巴彦岱镇墩巴扎
村签订了扶贫帮困协议。大叔做梦都
没想到，在中队指导员苏忠永的陪同
下，扶贫工作组驻村干的第一件事，就
是为他家盖新房。工作组先代表支队
援助卡德尔 3万余元救急资金，又协调
当地政府在政策范围内为他办理富民
安居房补助。很快，新房破土动工。

众人拾柴火焰高。开工那些天，每

天都有官兵前去帮忙，搅拌水泥、搬运
砖块、粉刷墙面，大伙干得热火朝天。
新房建好后，中队还为卡德尔量身打造
“养羊+养鹅+打馕”的脱贫路子，并联
系支队保障处对口协调销路。卡德尔
手艺好，馕烤得又香又软；他又爱钻研
养殖技术，养的鹅、羊都肉肥味美，很受
欢迎，日子很快红火起来。

官兵付出真心，群众回报真情。卡
德尔大叔经常在家里摆上一桌饭菜，邀
请官兵来做客。在不少官兵的记忆里，
他们的生日都是在卡德尔家过的。

2018年 12月，中队移防，营区离卡
德尔家远了很多。没想到冬季老兵退
伍时，卡德尔大叔一家居然骑三轮车顶
风冒雪来到中队。望着满头雪花、棉衣
湿透的卡德尔大叔，官兵们感动不已。

每年送别退伍老兵，已经成为卡德
尔一家雷打不动的习惯。今年因为新冠
肺炎疫情，一家人担心不能前去送老兵，
急得几个晚上睡不好觉。后来，得知伊

宁市“解封”，老两口激动得直抹眼泪。
考虑到路上要经过好几道防疫安

检，大叔全家人这天凌晨两点多就起床
了。他和老伴忙着烤馕饼、炸馓子，用
干净的布一层层包好；小孙女麦迪娜则
对着镜子梳妆打扮……

凌晨 4时许，一家人穿着厚厚的衣
服，打着手电出发了。一想到“兵儿子”
们就要走了，卡德尔一个劲地催女儿女
婿快点。

载着退伍老兵的大巴缓缓开动。
“敬礼！”当大巴通过大叔一家人面前
时，车上的退伍老兵整齐列队，向他们
敬了最后一个军礼。目送着退伍老兵
们离去，古丽大娘早已泣不成声。

大巴渐行渐远，退伍老兵们透过窗
户向后望去，卡德尔一家还站在原地不
停挥手，一家人的身形越来越小，慢慢
消失在晨光里……退伍老兵们知道，即
使离别，他们还会和卡德尔大叔一家彼
此牵挂！

官兵付出真心，群众回报真情。武警兵团总队执勤第五支队
某中队帮扶维吾尔族群众卡德尔，卡德尔一家—

34年坚持送别“兵巴郎”
■本报记者 刘建伟 通讯员 黄 超 冯胡怡

关键词 你好，战友！

9 月 10日清晨，西安北站，一批新
兵在专人引导下，从专用候车区域优先
进站，乘坐G870次列车奔赴军营，踏上
参军报国征程；当天下午，郑州新郑国
际机场，经军代表协调，满载百余名新
兵的航班，飞向祖国边疆……

近日，2020 年秋季新兵运输投送
工作全面展开。新兵运输投送，是实现

兵员顺利更迭和战斗力平稳过渡的重
要环节。为做好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
化防控形势下的新兵运输投送工作，中
部战区某调度中心突出疫情防控，聚焦
优质服务，推出一系列“惠军套餐”，助
力广大新兵“高速启程”。

受疫情影响，部分客车停运。该调
度中心采取协调开行临客专列、协调航
空运输等多项措施，保障进疆新兵运
输。同时，他们会同交通运输企业和军
地卫生防疫部门，做好计划延期、人员
滞留、临时隔离等疫情防控预案，并为

中转新兵提供充足防疫物资。
此外，西安军代室会同铁路部门，采

取设置“专用办票窗口、专用候车区域、
专用进出通道、专人服务引导”等措施，
提高新兵运输投送效率。他们充分利用
高铁列车速度快的优势，提高运输频次，
控制单批人数，优选直达车次，最大限度
减少中转换乘次数，压缩候车时间，同时
确保新兵乘坐的席位相对集中。据了
解，9月10日当天，西安军代室辖区内20
个起运站，共投送新兵万余名。

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记者看到，

新兵在专用值机柜台办理相关手续后，
通过绿色通道直接进入专用候机厅。
现场保障新兵出行的郑州军代室主任
刘柯介绍说，为确保新兵运输投送工作
顺利进行，他们还协调机场合理调整航
班出发时间。

优质精细的服务，温暖了广大新兵
的军旅启程路。北京军代室安排七成
新兵乘坐高铁，并合理安排新兵乘坐卧
铺，提高舒适性；石家庄军代室协调地
方政府、军供站、交警、医疗等部门一体
保障、全程服务，多措并举为新兵转运
提供便利；针对高铁车站夜间封闭的情
况，西安军代室协调铁路部门特事特
办，为新兵提供便利店 24小时营业服
务。各军代室军代表还将自制的《从军
报国 无上光荣》宣传册发放给新兵，激
发他们建功军营的热情。

该调度中心领导表示，在接下来的
工作中，前出到各站点的军代表，将用
更加优质的服务工作，确保新兵运输任
务圆满完成。

中部战区某调度中心提供优质服务助力新兵高效运输—

“惠军套餐”温暖新兵启程路
■本报记者 郭 晨 特约记者 王均波 通讯员 王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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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贾广宇、特约记者黄宗兴
报道：9月 9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事
部士官转改名单公布，毕业于上海科技
大学的某独立营一连大学生士兵丁晗昱
如愿以偿，被选取为下士。据悉，该部今
年有 71名满服役期大学生士兵顺利转
改士官。
“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士兵在

重要岗位上崭露头角。”该部人力资源
处干事王增浩介绍说，为使大学生士
兵个人成才更好对接部队发展，他们
制订了大学生士兵培养“三优先”原
则：优先遴选愿意长期服役的大学生
士兵作为士官转改对象，并根据其优
势特长匹配专业岗位，量身定制培养

计划；优先把思想活、观念新的大学生
士兵放在大项任务中锻炼，定期组织
强化学习培训；优先为拥有一技之长
的专业人才提供院校培训、技能认证
升级等机会。此外，他们还在入党考
学、立功受奖等方面，向专长突出、贡
献较大的大学生士兵倾斜，激发他们
建功岗位的动力。

该部某独立营一连大学生士兵李姬
国刚下连时，连队就综合考虑他的专业
特长等方面，确定其为训练骨干培养苗
子，为他定制培训计划。去年，李姬国在
重大军事比武中屡屡摘金夺银，于年底
荣立二等功并顺利选改士官；今年初，成
为副班长的他被纳入教练员队伍。在他

的示范带动下，连队 4名满服役期大学
生士兵全部申请留队发展。

组织搭台，官兵成才。据了解，该部
九成以上大学生士兵成为训练骨干，百
余人次立功受奖，一批大学生士兵在重
大任务、比武考核中脱颖而出，成为所在
连队骨干力量。

本报讯 记者宋子洵、通讯员柯青
坡报道：放弃重返大学的机会，毅然选择
留队。初秋时节，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
旅大学生女兵李雨晨自豪地将下士军衔
佩戴在肩头，翻开军旅生涯新的一页。
该旅领导介绍说，今年士官选取期间，该
旅首批 10名满服役期大学生女兵志愿
扎根边防，全部选择留队。

“其实也犹豫过。”入伍前是某知名
高校大二学生的李雨晨告诉记者，从“象
牙塔”走上边防线，她起初对军营生活并
不适应。随着参加巡逻执勤等任务的次
数越来越多，她对边防事业有了更深的
理解。“这次服役期满面临走留选择时，
我发现自己早已爱上了军营这片热土。”
李雨晨语气坚定地说，“祖国的边防需要
有人守卫！”

在这批选择留队的大学生女兵中，
陈俊宇有些特别——此前，一家地方企
业已许她高薪。在留队申请中，陈俊宇
写道：“风吹石头跑，地上不长草……如
果不当兵，我可能一辈子也不会来这片
荒凉之地。留队摸底时，有人曾问我，这
么苦的地方，为啥还留下来？关于这个
问题，我之前也问过自己，答案是：这里
有我的光辉岁月。”
“能用所学专业做力所能及的事，

让我成就感满满。”网络维护员王燕霞
入伍后，一直负责单位的边防信息系
统维护工作。“旅里精准定岗的好做
法，给大学生士兵搭建了施展才华的
舞台。”她说，“军营是建功立业的好地
方。我愿在这里绽放青春，做一株‘边
防木兰花’！”

营造拴心留人环境 搭建干事创业平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事部71名大学生士兵留队建功军营
●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首批大学生女兵全部选择扎根边防

近日，南海某海域，南部战区海军某防险救生
支队大深度潜水训练正紧张进行。

综合援潜救生船的后甲板作业区，潜水部门副
潜水长孔祥美第一个着装完毕。他将向 120 米水
深发起挑战。

潜水员是国际公认的危险职业之一，超过 80
米水深的大深度潜水作业更是危险重重。潜水员
不仅要承受低温、黑暗、高压、暗流、水生物袭扰等
考验，还要克服压抑、恐慌、孤独等心理反应。
“潜水员的战位在深海，潜到哪里，作战能力

就延伸到哪里。”孔祥美以往的潜水深度纪录是
100米。做了大量训练准备后，这次他要挑战自己
的极限。

入水后，受涌浪影响，潜水吊笼左右摇摆，孔祥
美紧握扶手，调整呼吸，顺势下潜。甲板上的监视
器里，孔祥美的状态一目了然，急促的呼吸声和水
流声从对话器里不断传来。

3米、6米、10米……65米，孔祥美抵达水下第一
站。他的呼吸声和说话声变得短促起来，监视器中
的画面逐渐模糊。按规定时间停留后，他继续下潜。

经过多次调整体内空腔与外界压差，孔祥美终
于下潜至120米深度，放眼望去，周围暗黑一片……

大深度条件下，潜水员停留深海的时间极短，
水下作业的每一秒都很宝贵。

孔祥美迅速调整身位，开始水下绳结作业。完
成一系列动作后，他又展开连接供排气管等科目训
练。受高压环境、海底流、能见度等多重因素影响，
孔祥美手上动作变得有些迟缓。“这才是真正的考
验，作业多坚持一秒，援救便多一分胜算。”
“1号清理软管信号绳，准备离底！”听到对话器

里传来的口令，孔祥美迅即停下手上作业，重新调
整身位，准备上浮。

110米、105米、100米……经过 2个多小时的减
压，孔祥美顺利出水。他在自己的潜水日志上郑重
地签上名字，标注下120米深度纪录。
“我的目标是下潜深度更深、作业时间更长。”

孔祥美说，这次大深度潜水，是饱和潜水的适应性
训练。下一步，他将向大海更深处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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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时节，空军航空兵某旅连续组织高难课目训练。图为战机加力起飞。

文 瑞摄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刘书、记者闫
延报道：操场上，LED 大屏滚动播出
习主席重要讲话；饭堂内，网络电视播
放“鲲鹏之翼”新闻……这是 9月中旬西
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师利用网络营造全
时教育氛围的一幕。
“政治工作过不了网络关就过不

了时代关。”据该师领导介绍，针对新
生代官兵个性鲜明、接受能力强等特
点，他们积极探索建立一体化网络学
习教育平台，增强教育时效性、针对
性、互动性。

该平台以“铁翼鲲鹏”宣教传媒中心
为内容生产中枢，全方位了解官兵需求，

生产丰富多样的教学内容，及时传输至
各机关和基层单位；官兵可通过强军网、
“连队视窗”等渠道收听收看，实现网络
与教育有机融合。各单位官兵还能通过
登录“推门听课”系统，观看学习兄弟单
位特色教育内容，实现交叉听课、共同提
高。前不久，该师某团机务二中队指导
员刘振宇利用宣教传媒中心资源制作了
一堂科技感十足的微课，官兵通过“连队
视窗”即可自主学习，还能参与实时在线
讨论。

教育“触网”激发练兵动力。近年
来，该师官兵圆满完成多项重大任务，教
育经验在空军部队得到推广。

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师借力网络营造全时教育氛围

在线学习提升官兵教育质效

9月上旬，2020年度

新兵运输投送工作陆续

展开。图为武警辽宁总队

沈阳支队首批新兵入营。

周旭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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