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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救了我们家孩子！”日
前，山东邹城市九山村村民张开良携
家人将一面写有“见义勇为、品德高
尚”的锦旗送到第 73 集团军某旅战士

马威家中，感谢他对孩子的救命之
恩。

11月 6日 15时左右，张开良 3岁的
儿子意外跌入水库。休假路过的马威看

到这一幕，立刻跳入冰冷的水中，将孩子
救上岸。经过简单检查，确认没有生命
危险，他将落水孩子交给其家人后便默
默离开。

事后，张开良一家四处打听，终
于找到了马威，于是出现文章开头的
一幕。“当时没想那么多，只是觉得任
何一个人遇到这种事情都会出手相
助。”马威告诉记者，“更何况我是一
名军人，保护人民群众是我义不容辞
的责任。”

休假战士勇救落水儿童
■胡建厚 刘跃鹤 本报特约记者 赵 欣

基层事务细小繁杂，笔者在工作中发

现，官兵之间因各种小事引发纠纷的现象

不少。深究原因，无非是别班的同志踩脏

了本班负责的走廊，别人的公差任务比自

己轻不少……个别官兵觉得吃了亏，由此

心生不悦，与战友产生争执。

这类摩擦看似事小，危害却不小。在

笔者看来，同在军营为战友，团结和谐第

一位，工作中应加强沟通理解，为芝麻大

点儿的事斤斤计较，硬要争出是非对错，

既影响内部团结，又降低工作效率。

日常生活中，虽然带兵人安排工作、

指派任务应该尽量保持平衡均等，但任

务轻重、事情多少很多时候难以具体量

化，打着“分工明确不必多干”的幌子降

低自我要求，一点亏也不愿意吃，多干一

点活就心生抱怨，实在不应该。

常言道：吃亏是福。那些肯担当、多干

活的人，通过个人努力推动任务进展、提升

工作质量，看似吃了亏，实则提升了能力，

收获了口碑；反之，那些时时事事计较得失

的人，看似占了便宜，实则放弃了宝贵的锻

炼与展示机会，不仅不利于自身能力提升，

更降低了格局。

乐亏己者，坚忍大度；肯亏己者，厚

积薄发。我们应及时从“吃亏与否”的利

益权衡中跳出来，努力培养宽宏大度、勤

奋吃苦的良好品质，避免因斤斤计较而

因小失大。

斤斤计较往往因小失大
■刘艺爽 公茂泽

“‘嘟嘟嘟’，警报声忽然响起，扭头
往后一看，两架敌机同时对我进行了瞄
准！情况万分紧急，警报声越来越急，
我立即投掉副油箱，准备战斗！”86岁的
抗美援朝老兵、战斗英雄李大云激动地
站了起来，猛地用手中拐杖“砰砰砰”地
敲击地面，声情并茂地讲述着当年他参
加空战的情景。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组织第
二期新学员干部集训班开展“重温红色
战史、解读红色基因”主题实践活动，邀
请战斗英雄给新学员讲战斗故事，从
“官之初”强化红色基因的传承赓续。

战斗英雄李大云是原南海舰队航
空兵参谋长助理，在近 40 年的军旅生

涯中，参加过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国
土防空作战，多次执行战斗飞行任
务，先后荣立一等功 1 次、二等功 2
次、三等功 6 次，受到了毛泽东、刘少
奇、周恩来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
亲切接见。

回忆 1965年 4月 9日那场空战，李
大云讲述了当天美军 8架战斗机是怎
样肆无忌惮地入侵我国领空，我方战机
又是怎么在装备悬殊的情况下与敌机
斗智斗勇！
“从‘一道杠’到‘两颗星’，改变的

是军衔，不变的是赤胆忠心，我们一定
要继承和发扬前辈们听党指挥的忠诚
品格、敢打必胜的战斗血性和从难从

严的训练作风……”“作为南海卫士，
绝不能忘记战争，必须克服和平麻痹
思想，时刻绷紧备战打仗这根弦，时刻
保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军人血
性……”听战斗英雄讲战斗故事，新学
员们深受感动，纷纷表示一定要好好
学习先辈们的革命精神，随时准备上
战场，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验。

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政治工作
部领导告诉记者，他们在主题教育中
把新干部群体作为重点，通过学红色
家史、讲战斗故事等做法，鼓舞新学
员干部备战打仗的精气神，进一步推
动新学员干部岗位任职向练兵备战
靠拢。

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注重从“官之初”强化红色基因传承—

听战斗英雄讲战斗故事
■傅金泉 胡建飞 本报特约记者 高宏伟

值 班 员：空降兵某旅空降勤务营

教导员 陈金松

讲评时间：11月27日

近日，我发现少数老兵在面临复退
时，工作积极性大打折扣，提前进入“退
役状态”。其具体表现有：出早操溜号
上厕所、有任务就申请后留、负责公差
就偷懒等等。这样的“未走先退”状态
不可取，对周围的战友影响很不好。

服役有期限，老兵本色永不褪。
作为面临转身的老兵，应秉承“在岗一
分钟，奉献六十秒”的优良传统，珍惜
在军营的每一天，把工作干细干实，对
身边战友负责、对单位负责、对自己负
责，给自己的军旅生涯画上一个圆满
的句号。

（罗 健、吕晓雨整理）

“未走先退”不可取

记者探营

日前，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骨科为一位抗美援朝老兵成功实施腰椎
手术，以精湛医术致敬这位“最可爱的
人”，得到了老人及其家人的赞誉。

老兵名叫韩福全，曾参加过抗美援

朝出国作战，是前沿阵地的一名炮兵，战
争岁月给他留下一身伤病。随着年龄增
长，老人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以致后来只
能靠轮椅活动。老人家属多方寻医问
诊，但效果一直不好。

一次偶然机会，该中心骨科医生郑
国权了解情况后，向中心领导报告了老
人的情况，并在第一时间通过绿色通道
帮助老人办理了住院手续。治疗期间，
骨科组织专家团队进行会诊，周密制订
治疗方案，决定为老人进行腰椎后路椎
管减压内固定手术。

手术结束后，韩老康复很快，术后
3 天就能下地走路。通过一段时间康
复治疗，韩老痊愈出院。回到家后，老
人逢人便夸：“部队医院为兵服务，名
不虚传！”

精心救治抗美援朝老兵
■薛 超 陈 婕

基层之声

12月2日，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新兵营举行授衔仪式，新战士佩戴上心仪已久的军衔，不少人流下了激动的泪

水，纷纷表示一定努力训练，争做优秀士兵。 徐野东摄

汪 洋绘

这几年，从上到下，各级出实招、

下狠劲，让困扰基层多年的“五多”问

题得到较好遏制，取得明显成效。

但从调研情况来看，广大官兵对

“五多”问题解决不彻底有残留、按下

葫芦浮起瓢的现象反映强烈；对一些

问题反弹回潮、隐形变异意见很大；对

形成依法履职、按岗尽责的良好局面

有更多期盼。

“五多”问题的形成，不是一日之

寒 ，解 决 起 来 也 不 能 毕 其 功 于 一

役。指望通过一两次“闪电战”“突

击战”就能解决问题，是行不通的。

我们需要始终保持“永远在路上”的

坚韧和执着，持续推进、久久为功，

善始善终、善作善成，对“五多”问题

做到“发现即摧毁”和长抓常改，真

正为基层减负，为官兵松绑，让大家

心无旁骛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练兵

备战中。

将减负进行到底
■高先通

短评

聚焦基层减负

“站住，口令！”“×××，回令！”口
令对接无误，身份验证完毕，机关姚干
事这才朝我走来。一番仔细检查后，姚
干事认真地在检查登记本上签下自己名
字，后面还附带写下：“岗哨警惕性
高，口令使用准确”。看到工作得到了
认可，我原本紧张的心情才放松下来，
之前的委屈也一扫而空。

事情要从上周夜间站岗说起。入
伍一年多来，我时刻牢记班长“严格履
行好哨兵职责”的提醒。为了确保不出
问题，每次站哨前，我都会仔细检查整
理着装，默背一遍哨兵职责，以最佳状
态投入工作。

那天晚上，轮到我站哨。望着远处
的黑影渐渐靠近，我连忙大声询问口令。
“自己人！”说着，他便朝我走来。
“站住，别动！”口令回答错误，我连

声呵止他留在原地，同时小心靠近，核实
身份。

原来是前来查哨的机关干部！核实
完对方的身份，我心里不免嘀咕：“既然
是自己人，肯定知道口令，为什么有令不
回呢？”还没等我开口，这名干部拍拍我
的肩膀说：“你这岗哨警惕性很高，就是
办事不机灵。”
“不机灵？”查哨的机关干部走后，我

越想脑子里问号越多。第二天一早，我
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老兵。
“你说的情况，以前我们也遇到过。

大家与前来查哨的机关人员平时经常接
触，关系很熟，对他们有时候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没有在口令上深究。”

老兵的话让我恍然大悟。可转念一
想，口令是加强战备、明辨敌我的重要手
段，如果用“自己人”可以代替口令，那还
要定期下发口令、更换口令干嘛？抱着
试一试的心态，我将自己的疑惑写下来
投进首长信箱，没想到很快引起旅领导
的关注。
“有令不行，‘刷脸’通关，说到底

是部分同志头脑里缺乏敌情意识，思
想上不够重视，如果战时不正确使用
口令，可能就会造成流血牺牲，甚至是
军事行动上的失利。”紧接着，旅里对
机关查哨不规范的现象进行了整改，
并要求全体干部骨干重新学习条令有
关规定。

经过整改，如今机关人员查哨再也
不用“自己人”这样的“万能口令”了，而
是按要求正确回令，由此带动岗哨值勤

越来越规范。
（何 鑫、袁玮骏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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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总结、工作述职、评选先
进……看着各类装订好的纸质材料，
回想起前几年为了准备这些材料点灯
熬油的情景，第 74集团军某旅十连连
长徐怀强心有感慨：“年终工作总结
实打实，我们基层营连主官感到了难
得的轻松！”
“轻松”得益于减负。去年，该旅

下大力气精简文电，在全旅推广言简
意赅、实战味浓的“打仗文电”，赢得上
下好评。今年，他们接力出台减负新
规，“进一步简化总结材料，让内容实
起来”就是其中一项。
“撰写年终工作总结，关键在于深

入分析本年度工作，找准问题短板，制
订有效对策，不要将精力空耗在堆砌
辞藻、修文润色上。”部署年终工作时，
该旅领导专门就“怎么简”“如何实”等
问题明确方向，提出具体要求。

为基层卸下包袱，各营连主官轻
装上阵，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回顾工作、
分析短板、解决问题中，不断拓展“看”
的深度，细化“干”的举措，形成一份干
货满满的年终总结报告，上交机关。

翻看徐怀强撰写的连队年终工
作 总 结 报 告 ，条 目 式 结 构 简 洁 明
快。“一二三”等序号后面，紧跟着
“备战疫情防控”“承担课目示范任
务”“半年考核第一名”等内容，次序
排列，言简意赅。“下步打算”部分，
直指问题要害，靶向发力，明确时间
节点和推进步骤。整篇总结盘点成
绩实事求是，分析问题入木三分，没
有刻意堆砌的四六句、注水妙笔和
粉饰词语。

记者索性把各营连上报的年终工
作总结报告都翻看了一遍，皆与十连
的总结报告异曲同工，让人感到新风
扑面。许多官兵感叹：“在大抓实战化
训练的今天，年终工作总结也跟着实
起来、‘战味’浓起来了！”

常抓不懈，久久为功。该旅的其
他减负新规在会议组织、检查评比等
活动方面同样发力见效。前不久，他
们将干部队伍讲评、士官队伍讲评、主
题教育三会合一，既减少了部队反复
集会的麻烦，又让讲评和教育有机结
合，相互增效，深受官兵好评。

剔除形式，丢掉累赘。官兵们
从一些无谓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
来，练兵备战的动力和精力愈加充
盈。训练场上，该旅正在展开年度

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官兵们斗志
昂扬、精神饱满，场下刻苦训练，场
上顽强拼搏，接连打破了全旅多项
训练纪录。

第74集团军某旅出台新规接续为基层减负—

今年的收尾工作，扎实！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汤 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