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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0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贵
州省威宁县人武部的孔干事给我送来
了入伍通知书。参军报国一直是我心
中的梦想，经过 3年努力，梦想终于成
真。我要以爷爷为榜样，在部队大熔炉
里好好磨炼，不辜负乡亲们的厚望。

上世纪 80年代，电影《高山下的花
环》家喻户晓。主人公梁三喜的原型之
一就是我的爷爷王发坤烈士，时任副连
长的他也是在边境作战中牺牲的。

爷爷牺牲后，奶奶李金花收到爷爷
的遗物，其中有一封信。信上写道：“如
果我牺牲了，你就改嫁吧……父亲去
世，家里盖房子，我总共借了乡亲们
3000多块钱，欠的账你一定替我还上，
咱人走了，账不能赖！”爷爷重诺守信，
奶奶面对的却是一副如山的重担。当
时才 26岁的奶奶并没有改嫁，她只留
下爷爷的军大衣，将所有的抚恤金都用
于偿还债务。后来，奶奶带着伯伯和父
亲艰难打拼，用 11年时间还清全部欠
款，完成了爷爷的遗愿。

我很小的时候，奶奶就给我讲爷爷
战斗的故事。在这些故事熏陶下，我的心
中渐渐有了参军的梦想。2018年，我高

中毕业后第一次报名参军，体检、政审一
路过关，但择优录取时，我落选了。爷爷
的事迹一直激励着我，军地领导也一直在
关心帮助我们家，我暗暗下定决心，努力
学习文化知识，提升自己的学历。

2019 年，我拿到贵州工贸职业学
院的录取通知书后，第二次报名参军，
却因身体超重又落选了。参军路上遭
遇两次失利，朋友都劝我放弃，但梦想
早已在我的内心深处扎根。身体超重
就减肥，我制订了“疯狂”的减肥计划，
积极参加村里的民兵训练，每天早上
坚持跑步 5 公里，晚上暴走 1 小时以
上，学习之余坚持做俯卧撑、仰卧起
坐、拉单杠、跳绳。我还戒掉了许多爱
吃的美食……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
半年多的努力，我减肥成功，今年顺利
通过应征体检。

3次报名参军终圆梦，千言万语汇
成一句话：在英雄的光环下成长，永葆
一颗报国的红心。

（特约通讯员 王庆泽整理）

上图为王明建和奶奶李金花一起

展示入伍通知书。 王庆泽摄

“梁三喜”之孙——

三次应征终圆梦
■王明建

上世纪60年代初，党的好干部、“县

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兰考工作期间

制定了《干部十不准》。“不准用国家的

或集体的粮款或其他物资大吃大喝，请

客送礼；一律不准送戏票，礼堂十排以

前戏票不能光卖给机关或几个机关经

常包完……”自己的儿子“看白戏”，他

真生气、真训人、真把票钱送到了戏

院。部属要给他装修一下办公室，更新

一套新的办公用具，他批评道：“灾区面

貌没有改变，还大量吃着国家的统销

粮，群众生活很困难。富丽堂皇的事，

不但不能做，就是连想也很危险。”在治

理沙丘的现场、在抗灾的人群中，常常

看到他开襟解怀、卷着裤管，与群众一

起劳动、一起战斗的身影。

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全面从严管

党、从严治军，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

长严，其实不难，也不复杂。既不是看开

了多少大会小会、写了多少体会文章，也

不是看背了多少制度规定、抄了多少学

习笔记，更多的是体现在自己的一言一

行、一举一动上，体现在从一件件身边小

事管起、从一项项具体工作严起的实际

行动上，体现在解决了多少官兵的难题

上，体现在对战斗力提升的贡献率上。

当前，仍有个别官兵对此认识不够

深、抓得不够实，有的看到身边战友参

加学习教育时不认真，却不拉袖子不提

醒；有的党员意识淡化，言行不当；有的

看到部属工作时间迟到早退，消极怠

工，却视而不见，不批评不纠正，认为这

些都是小事一桩，不必“小题大作”。长

此以往，这种模糊认识，就会渐次演变

为政治上的糊涂，不自觉地放任违规违

纪问题的发生。

小事映大节，严管出战力。每一名

党员干部，每一名官兵都要善于从小事

管起严起，自觉做到小事不“小视”、小事

要“上心”、小事当“自律”。始终坚持以

“三严三实”的标准，既严格要求自己，又

严格管理部属。面对公和私、义和利、是

和非、正和邪、苦和乐，一定要板起脸来，

多拉拉袖子、多敲敲警钟、多讲讲利害，

不让小毛病变成大问题，多干事干成事

不出事，以从小事严起的尺寸之功厚积

真心关爱之效，立起党员干部的新标尺。

（作者单位：武警河南总队）

善于从小事管起严起
■王 明 孙艺洲

预约话题：

如何赓续和传承抗美援朝精神？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 70周年。伟大的抗美援朝
战争，弘扬和光大了中国共产党和人
民军队的革命精神，不仅奏响了一曲
曲可歌可泣的壮歌，而且锻造出伟大
的抗美援朝精神。这种精神永远是中

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作为新时代的革命军人，我们应

如何赓续和传承抗美援朝精神，在强
国强军征程上贡献自己的力量，续写
新的辉煌？

欢迎大家围绕这一话题，分享自
己的观点。本次征稿截止时间为 10
月 10日。 ——编 者

“读者圆桌”专栏征稿啦

一天晚上，陆军第 81集团军某教
导大队集训队教练班长小王突然接到
父亲电话，告知奶奶病重住院，生命垂
危，让他务必请假回去见一面，以免留
下遗憾。小王家在偏僻的贵州山区，
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他从小跟爷爷奶
奶一起生活，感情很深。得知奶奶病
重，小王焦急万分，当即找到中队长汇
报家中情况，并申请休假探望。

然而，按照有关规定，小王属于集
训学员，中队没有批假权限，需要本人
向原单位提出休假申请，待批准后函
告大队方可安排休假。

不得已，小王赶紧拨通原单位连
长电话，反映了自己的情况。连长安
慰小王不要着急，马上向上级递交请
假报告，待批复后第一时间告知。

转眼间，几小时过去了，却没有任
何消息。一边是家人一次次电话催

促，焦急万分；一边是小王一遍遍电话
催问，单位回复正走程序。直到第二
天晚上，连长才打来电话，告知机关已
批准备案，休假函已发到大队。不久，
中队长接到大队通知，小王可以离队。

一趟程序走下来，用了 2天时间，
耽误了当日车次，小王深感委屈。

日前，在该大队官兵恳谈会上，小
王提及此事，立即引发热议。大队党
委一班人分析认为，出现此类现象，既
反映出承训单位与送训单位之间缺乏
沟通，也暴露出一线带兵人在处理官
兵利益事务上缺乏人文关怀，说到底
就是服务意识不强、担当精神不够。

随后，该大队举一反三、查找不
足，出台了“集训队主动对接原单位，
协调处理集训官兵的相关事宜”“集训
官兵遇有急事，可以边处理边报告”等
系列举措，暖了官兵的心。

走程序，莫误急事
■周 伟 宋嘉琦

读者推荐

9月14日

读者论苑

金秋时节，又一批怀揣梦想的 00后新兵加入迷
彩方阵，在军营的广阔天地里用汗水浇灌梦想的种
子。这些青年身上，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独立自
信、思想活跃、富有朝气，同时也带着“拇指族”“网生

代”的特征。他们为什么选择参军？在给部队带来
生机与活力的同时，他们的内心有何期盼？今天我
们邀请 3位新兵，请他们谈谈自己和部队的不解之缘
以及投身军营的心路历程。

军 营 ，我 们 来 了 ！

离开家乡那天，父亲特意换上老式
军装，佩戴好 3枚军功章，到车站为我
送行。在我的印象中，从没见他这样穿
戴，也没见他这么高兴。就在我即将登
上火车的那一刻，他还向我致以军礼，
我好感动。我知道，这是一位父亲对儿
子的期待，更是一名老兵对新兵的嘱
托，我忽然感到肩头一沉。

父亲一直是我的偶像。他是一名
老兵，参加过边境作战。他在家里很威
严，平日不苟言笑，只有讲起在部队的
经历时，才变得神采飞扬。我从小就经
常听他讲战斗故事，讲一起经历生死的
战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敬佩
他，感觉他就是英雄，也因此对军营充
满了向往。

父亲还是一个很低调的人。他从
来没有在家里提起在部队立功的事，

直到 2018 年采集退役军人信息时，我
才第一次看到了父亲的军功章，才得
知父亲在边境作战中，荣立一等功 1
次、三等功 2次。看到工作人员崇敬的
目光，听父亲讲军功章的故事，我油然
而生一种自豪感，下决心要去当兵，当
像父亲一样的兵，拥有属于自己的军
功章。

我本来是想大学毕业后再参军的，
可是父亲由于受战斗留下的伤病困扰，
加上患了中风，说话和行动都不方便，
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为了不让父亲
和自己留下遗憾，今年征兵开始后，我
毫不犹豫地报了名。父亲知道我报名
参军后，非常高兴，支持我入伍的态度
非常坚定，每每遇到街坊邻居，都不忘
说说我报名参军的事。

我现在已经是一名新兵了，部队驻
地就在父亲当年战斗过的地方。我将
以父亲为榜样，努力做像他一样的兵，
刻苦训练、不怕牺牲，用肩膀扛起自己
的责任，以实际行动报效国家。

（黄金强、冯 强整理）

左图为一等功臣马文彩（右）送儿

子马睿谟踏上征程。 刘坤华摄

一等功臣之子——

拥有自己的“军功章”
■马睿谟

自年少时，当兵的种子就在我心
里生根发芽。就读湖北仙桃职业学院
期间，我经常向学校和家乡宣恩县人
武部咨询征兵事宜。2018年我一毕业
就报名参军，但由于家里突发情况，没
能完成初检。后来，考虑到父母的意
愿和期待，我回到宣恩县，成为晓关侗
族乡中心卫生院的一名医务工作者。

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不期而
至。我作为一名基层医务工作者，奋
战在家乡的抗疫一线。按照防疫分
工，我和公安民警、退役军人一道，在
高速路出口对返乡人员及车辆进行检
查。他们始终冲锋在前的身影，一直
激励着我。

随着疫情形势愈发严峻，乡里出
现了 1例确诊患者，大家人心惶惶。就
在这时，一名退役军人挺身而出，主动
协助医护人员，将病人从家中送往隔
离病区。有人问他：“你不怕吗？”他
说：“事关生命，我义不容辞！第一个
进入战场，最后一个退出战场。这就
是军人！”

这件事让我深受触动，使我本就
想热血报国的心再次明亮起来，立志

要圆儿时的从军梦。我做了这样的决
定，但又担心父母不愿让我离家远
行。在和父母的交谈中，我推心置腹
地说：“参军是我儿时的梦想，不管能
不能成，还是想去试一试，不给自己留
下遗憾！”在得到父母的理解后，我第
一时间在网上报了名。

对于我毕业两年后报名参军的决
定，很多亲戚朋友不太理解：“既然已
经有了许多人羡慕的‘铁饭碗’，何必
还要去当兵呢？”面对这些疑问，我说：
“战士的样子，就是无论面对哪种困难
都能坚持到底；中国军人的样子，就是
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忘初心。没有经历
过部队锤炼的人生，对我来说，就不算
完整的人生！”

如今，面对即将到来的军旅生涯，
我满怀期待，相信在绿色军营里定会
有我的一片天地。在疫情防控中见到
的军队医务工作者，就是我最好的榜
样！

（张 梨、童 格整理）

上图为入营第一天，张明在整理

内务。 李 林摄

抗疫参与者——

追梦路上“行动派”
■张 明

同为请假，做法迥异；官兵反应，褒贬不一。一个是
按部就班、层层报批，却被吐槽；一个是打破常规、特事
特办，广受点赞。同样一件事，为何会产生两种截然不
同的反应？请看来自基层一线的报道——

坐上高铁的那一刻，陆军第 82集
团军某旅中士齐建贵的内心再也无法
平静，有牵挂、也有焦虑，有激动、更有
感动。

那天中午，齐建贵突然接到未婚
妻的电话，泣不成声地告诉他，她父亲
突然病情加重，医院已经下达病危通
知，情况十分危急。齐建贵闻讯，一下
子慌了神。因为未婚妻是独生女，家
中的顶梁柱塌了，母女俩一定很无助，
肯定希望他能回去帮忙分担，于是产
生了请假的念头。

可齐建贵转念一想，今年的年假
已经休完，营里又担负战备值班任务，
此时请假不是时候，加之正准备申请
结婚，尚未领证，又非直系亲属关系，
恐怕不符合请假规定。一时间，小齐
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正当他不知所措之时，恰巧碰上
连长胡安宁。他抱着试试看的心理，
硬着头皮向连长报告了情况，提出请
假的想法。连长沉默片刻，立即带着
他叩开教导员封殿滨的办公室，说明

了小齐的情况。没承想，教导员当即
要过他未婚妻电话，一边嘱咐她不要
着急，好好照顾父亲；一边安慰她相信
组织，尽可能安排齐建贵回去陪她共
渡难关。

紧接着，教导员联系旅机关，将齐
建贵的实际困难向上级反映。当得知
齐建贵持有与未婚妻的共同购房合同
时，教导员说：“这个材料可以证明你
俩即将结婚的事实！”随即，营里火速
将请假报告和证明材料上报机关业务
部门。
“特事特办，批准事假！”当机关呈

报齐建贵的请假报告和证明材料后，
旅领导当即作出批示。就这样，当天
齐建贵如愿赶上了回家的列车。

此事一经传出，官兵点赞一片。
“看来，旅党委倡导和秉持的‘带兵一
阵子、负责一辈子’的带兵理念，不是
一句空话，而是务实举措。”“有了组织
的关爱、领导的关心，我们一定全身心
投入到工作训练中。”官兵纷纷感慨
道。

按规定，特事特办
■陈佩琪 李国臣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各

项制度规定是确保部队安全稳定和日

常工作有序运转的根本保障，具有绝

对的权威性，每名官兵都应自觉遵守，

主动按照规章制度办事。

然而，同时也应看到，制度规定

的执行并非冷冰冰。比如《内务条

令》规定，士兵因特殊事由可以请事

假。这里的特殊事由，就涉及一个裁

量空间的问题。其实，并非只有类似

家庭遭遇重大变故的事才算特殊事

由。诸如不少地方办理买房手续必

须本人到场、官兵参加各类考试都需

请假，这些关系官兵切身利益的事算

不算特殊事由？批不批准，都在弹性

裁量空间内。

我们在遇到这些特殊情况时，尤

其是在处理涉及官兵切身利益的问题

上，必须结合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决不能机械地执行规定，甚至把

规定作为推脱责任的借口，用繁琐的

程序让官兵失望。

作为一线带兵人，要给规定加点

“执行温度”，既注重维护制度规定的

刚性，也重视人文关怀的柔性，在严格

落实制度规定的基础上，本着急事急

办、特事特办的原则，把涉及官兵切身

利益的事情处理好，切实让官兵感受

到组织温暖，同时也对制度规定更加

充满敬畏与尊重。

给规定加点“执行温度”
■徐 冲

军媒视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