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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70年代初，我入伍来到云
贵高原某工程团。新兵训练结束后，
我被分到团政治处报道组。同年入伍
的战友都挺羡慕我，说分到施工连队
又苦又累，有时还可能遇到危险，相比
之下，你太阳晒不着、雨淋不着，在办
公室里摇摇笔杆子就行了。听了战友
这番话，我也暗自庆幸自己分到了一
个好单位。

我十分珍惜这一难得的机遇。一
到报道组，我就铆足劲撒欢地干，白天
跑连队，深入施工现场采访官兵，晚上
在低矮的工具棚里赶写稿件。驻地夏
天闷热，蚊虫多，我就打来一盆凉水，
把脚泡在水里面。尽管这样，身上还
是被蚊虫叮咬出一个个红包，一抓就
破皮，痛痒难耐。一分耕耘，一分收

获。不久，我写的稿件先后在《解放军
报》《国防战士报》《后勤》杂志等报刊
发表，我得到了入伍后的第一个嘉奖。

在报道组工作半年多，父亲写信
询问我的进步情况，要求我积极向党
组织靠拢，争取早日入党。父亲是上
世纪 50年代入党的，在他的心目中，党
员的荣誉是至高无上的。他一直以做
一名合格党员为荣，默默无闻地为党
工作。我非常理解父亲对我的要求，
暗自努力，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党员。
不久，我郑重地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
申请书。

在一个腊梅吐蕊的日子，宣传股
党小组长余海忠代表党支部找我谈
话。他说：“党支部收到了你的入党
申请书，经过研究，肯定了你入党的
愿望是好的，表现也是积极向上的。
但我们是工程部队，你一入伍就分到
了报道组，没有在连队工作过，更没
有在施工一线摔打过，需要到连队去
锻炼一段时间，补上基层这堂课。”他
还摘下一枝腊梅送给我，随口咏出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的诗句。那一刻，我理解了党支部的
意图，愉快地表示愿意接受党组织的
一切考验。

第二天，我打起背包就到二营九
连一班报到。当时九连是全团洞库掘
进的主力连队，一班又是九连的尖刀
班，施工难度和工作强度可想而知。
刚到班里时，班长怕我吃不消，安排我
做一些后勤保障工作，被我谢绝了。
我和战友们一道，穿着厚厚的施工服，
用绳子把身体固定在岩壁上，打风枪、
凿炮眼、装炸药放炮、搬运石渣、排除
险情，一天工作三班倒，渴了喝几口山
泉水，累了和衣睡一会儿……几个月
下来，人累瘦了一圈，但身体结实了，
筋骨也练硬了。更重要的是，通过艰
苦的施工锻炼，我同基层官兵的心理
距离拉近了，走进了他们的内心，懂得
了他们的情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埋
头苦干、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半年
后，团政治处党支部到九连实地考察，
看到我一身汗水一身泥，听到连队官
兵对我啧啧称赞，当即表示我在基层
锻炼合格，决定吸纳我为党员。1972

年 10 月 20 日，面对鲜红的党旗，我庄
严地举起了右拳……

入党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揣摩当
年组织上让我到基层补课的意图，也
深刻体悟到补课的意义和收获。正是
那一次“补课”，使我克服了“骄”“娇”
二气，不仅锻炼了体魄，更磨砺了意
志，弥补了从一个普通战士到一名党
员的差距，让我懂得了怎样才能做一
名好党员。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深深
地懂得不断补课对于做一名合格党
员、走好人生之路是何等的重要。补
课的过程，就是弥补短板的过程，就是
自我提高的过程。一名党员在成长过
程中，需要常补信仰之课、党性之课、
作风之课、纪律之课……在日复一日
的补课中，我们的初心将更加坚定、党
性将更加纯洁、自律意识将更强，人生
之路将走得更稳更远。
（作者系福建省泉州军分区原政

治委员）

征文投稿邮箱：junbaoduzhe@

163.com

补 课
■向贤彪

军媒视窗

“此次出车，沿途 3座桥梁、2处河
段和相关城镇气象水文、道路交通等
情况，均已记录在派车单附页上。”带
车外出归来，火箭军某团政治工作处
干事赵海涛向作战值班室交回一张特
殊的派车单。

与一般的派车单不同，这张派车
单背面印有战场勘察表，表格内已
密密麻麻填满数据。在这次带车任
务中，赵海涛不仅采集了沿途地理
数据信息，还填写了有关环境条件
下的特情处置建议。值班参谋仔细
核对分析后，将信息录入该团战场
管理数据库。

不久前，该团刚移防至新驻地，
便组织相关人员详细勘察作战区
域。然而，遂行作战任务精准决策
的需求，同人力、物力、精力、时间等
方面资源有限的矛盾，摆在该团党
委一班人面前。一方面，由于驻地
山区道路状况、河流水位等条件均
随季节、天气等因素常态变化，专人
采集数据不仅数量规模有限，而且
更新难度也不小，难以满足战时行
动决策需求。另一方面，该团部分
基础建设还未完善，常态安排专人
采集作战数据并不现实。

打仗所需，刻不容缓。该团党委

一班人态度明确，坚决集智破解矛盾
问题，探寻采集战场数据的有效办
法。一次交班会上，作战值班员汇报
全团一周车辆派遣情况，点燃了大家
的灵感火花。团队点位分散，每天有
不少车辆往返于各执勤值班点位，何
不有效利用这一资源？这样既能采集
战场数据信息，又能提升官兵对战场
环境的了解程度。

经参会人员充分论证，该团出台
具体措施：车辆出行，带车人员需在
行驶途中记录途经地域的气象水
文、地理空间等数据，并结合实地情
况提出应对各类特情的处置办法，
填入随车携带的战场勘察表。“出车
过程中思战谋战，在大脑中上演红
蓝攻防对抗，既能更新战场数据，又
能提升官兵对战场态势的感知度。”
该团领导介绍说。

随着一台台车辆驶入营区，一组
组翔实的作战数据、一个个有效处
置特情的方案被带回，该团战场数
据库和特情库不断更新完善。警卫
营教导员杨昌玉感言：“每一次带车
外出都像参加了一场作战行动，让
我们既熟悉了新环境，又增强了敌
情意识和指挥应变能力，这样的做
法一举两得。”

车行千里，战场数据一路更新
■席 勇 段爱珍 徐星星

“两辆空降战车遭‘敌’火力打击
受损，迅速进行抢修支援……”3月上
旬，空降兵某旅一场野战抢修训练火
热展开。接到战场抢修请求后，修理
连技师范兴带领抢修小组立即前出。
他们驾驶抢修车快速穿插迂回，充分
利用地形避开“敌”火力，灵活的战术
动作和精准的抢修实施成为训练场上
的亮点。

这一亮点源于之前的一个“痛
点”。同样的场地、同样的课目，结果
却截然不同。

当时，该旅组织综合训练，范兴所
在班担负装备抢修任务。接到装备
“受损”情况报告后，范兴和战友们认
为是“小菜一碟”，这些故障的抢修方
法他们已经练了很多遍。然而进入阵
地，抢修刚开始不久，导调组就通知他
们退出训练。原因是抢修时他们既未
观察“敌情”，又没有实施警戒措施，被
导调组判定抢修小组全部“阵亡”。
“修理人员担负的是抢修任务，警

戒不应该是战车上乘载员的事吗？”训
练结束后，面对导调组的“刁难”，范兴
有些不服气。以往抢修，他都能又快

又好地排除故障，偏偏这次“败走麦
城”，还是因为“别人的事儿”——警戒
不力。在他看来，抢修小组专心抢修
装备即可，战场警戒根本不需要自己
操心。
“即便战车受损，乘载员也要下车

继续展开地面战斗任务，不可能守在
战车旁边担负警戒。”复盘检讨会上，
连长马子荣指出，战场抢修首先要把
战场环境了解清楚，如果抢修时既不
观察“敌情”，又不安排警戒人员，很有
可能成为敌人的“活靶子”。复盘结束
后，他们就此展开讨论，认真分析训练
中的问题，查找失利原因。
“表面上看是野战抢修时没有设

置警戒兵力，实则是缺乏实战意识和
敌情观念。”范兴和战友们在讨论中认
识到，失利的原因还有日常训练与战
场贴得不够紧，注重专业技能而忽视
战场意识、战术素养、战斗技能等。

针对那次失利，旅里还查出战场
抢修课目的一些短板，专门开展针
对性训练，将战场抢修融入空降作
战全流程，让保障官兵既会维修、又
能作战。

战场抢修，眼中首先得有战场
■陈立春

4月13日

4 月 23 日是世界读书日。前
不久，某部在官兵中组织了一次读
书调查，结果令人深思。其中，
21%的官兵觉得工作忙，没有多
少时间读书；24%的官兵对读书不
太上心，认为读书是一项“软指
标”，比武考核拿名次才是晋级评
功评奖的“硬杠杠”；30%的官兵每
年能读10本书以上，而官兵每年平
均读书不到 5本；在阅读载体的选
择上，有 55%的官兵选择了数字化
阅读……

互联网时代，官兵在读书中遇
到哪些困难，如何培养官兵读书的
好习惯，官兵对军营图书室建设有
哪些建议？在世界读书日到来之
际，让我们一起聊聊读书的话题。

基层官兵读书现状

★ 数字阅读随机性大

陆军第 82集团军某旅排长董要

宾：有的官兵对纸质图书虽有好感，但
由于连队图书种类不够丰富、个人支
配时间较少等原因，更多选择利用手
机等电子设备读书；有的官兵缺乏良
好的读书习惯，并且喜欢网络连载的
玄幻、都市类小说，一拿到手机往往沉
迷其中……这样的阅读方式随机性
大，漫无目的，呈现出“碎片化”“快餐
式”的状态，官兵很难得到有意义的
“充电”，还浪费了大量的业余时间。

★ 军营图书更新缓慢

32144部队某连下士张林：平时大
家学习和训练比较紧张，休息时看手机
时间长了眼睛比较累，不少战友都喜欢
到图书室看看书，放松一下。一段时间
以来，由于各种原因，单位图书馆和连
队图书室的图书更新缓慢，军事、历史、
文学类图书相对较少。休息时间，大家
到图书室晚了往往“抢”不到爱看的书。

★ 演习驻训读书困难

71217部队某连指导员娄志华：这
几年，部队演习驻训任务重、时间长，每
年在外少则三四个月，多则六七个月。
从部队营区到野外驻训地，往往需要机
动上千公里，很多官兵为了省事，在携
带足够的战备和生活物资后，仅在连队
野战图书箱里带上一些必要的专业书
籍。驻训地点一般都远离城镇，购买图
书报刊相对不便，时间一长，官兵常常
感到读书困难。

★ 个人购书无处存放

32144部队某连上士袁程：不少战
友喜欢读书，也喜欢买书和藏书。这些
自购的图书在满足官兵精神需求的同
时，有时也成了大家的“负担”。因为连
队没有为大家自购的图书提供专门的
存放场所，大家都把图书放在内务柜

里，不仅挤占了内务空间，而且大小不
一的图书还影响内务秩序。

培养官兵读书好习惯

★ 树立正确的读书观

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指导员孟超：

读书也是需要方法和技巧的，很多官兵
没有掌握合适的读书方法。我们经常举
办“军旅文学赏析”“解读古典名著”“怎
样看待玄幻小说、网络小说”“如何阅读
世界名著”等读书讲座，开展“为什么要
读书、读什么样的书、读书干什么”讨论
活动，从知识需求、岗位需求、成才需求
等方面，帮助官兵树立正确的读书观，学
习读书的好方法，激发官兵爱读书、读好
书的兴趣。

★“网评好书”提高阅读能力

武警江西总队抚州支队崇仁中队

指导员章宇：我们注重引导官兵养成
“深阅读”的习惯，注重利用好“纸上”与
“屏上”两种阅读方式，开展“线下读书，
网上评书”等活动；利用局域网开设“网
评好书”专栏，把官兵好的书摘、书评和
读书体会“晒”出来，让大家通过跟帖互
动的方式交流心得感悟。这样，既符合
年轻官兵喜欢网上交流的特点，又达到
了阅读交流、汲取营养的目的。

★“读书沙龙”分享读书心得

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

指导员陈思：连队定期举办“读书沙龙”
活动，借鉴电视台读书节目做法，请官
兵轮流上台分享自己的读书心得。通

过“读书沙龙”，官兵可以了解到各种看
法、观点，形成思想上的碰撞，更有助于
对读书内容的全面把握，从而提升自己
的思维能力。如此，一个人的读书成果
转化为众人的阅读收获。

★ 读书活动展示自我

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指导员马超：连
队根据官兵的读书情况，分别开展“读书
演讲”“读书知识竞赛”“读书故事会”等活
动，扩大读书活动的影响和效果。“读书演
讲”注重发挥官兵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营造宽松的氛围，鼓励大家主动把阅
读体会讲出来；当官兵读一些军事科技类
书籍时，可采用“读书知识竞赛”促进精
读，有助于大家掌握知识要点，培养读书
兴趣；组织“读书故事会”，可指定读书骨
干，摘取书中某些精彩的段落情节，当众
进行生动形象的讲述表演，这也是官兵喜
闻乐见的。

官兵对军营阅读的

建议

★“图书云”满足移动阅读

71217部队某连指导员冯雪涛：现
在每年新书出版多、价格普遍提高，一
个单位经费有限，不可能大批量购买图
书。我建议可以通过内部局域网，建立
“图书云”，借助国家级图书馆、省市图
书馆和军地院校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共
享电子图书。在符合保密安全的要求
下，官兵可以自己更新下载相关电子图
书报刊资源，满足日常和驻训演习期间
的读书需求。

★ 及时更新军营图书

新疆塔城军分区某边防连中士周杰：

现在图书市场比较活跃，军营图书馆
（室）也应该跟上社会发展，及时更新相
关图书品种，方便官兵学习。希望机关
在更新图书时，多考虑基层官兵的需
求，定期组织问卷调查或在内部局域网
征求官兵的读书需求和建议；同时，给
基层一些自主权，让基层连队自行购置
一些官兵喜爱的图书。

★“共享图书”大家受益

32144部队某连指导员迟贵元：不
少连队官兵个人购书较多，有的书看了
一遍就放进内务柜里了，闲置率较高。
我们连队借鉴“共享”模式，在图书室建
立“共享图书”专柜，号召官兵将个人图
书放入柜中，供大家“共享”借阅，并指定
专人负责管理登记，确保图书完好，等官
兵退役或调离连队时取走个人图书。“共
享图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连队图书
室的不足，官兵读书的热情更高了。

★ 借助社会图书资源

71217部队某修理连连长刘晓东：
我们是专业连队，不少战友都想利用驻
训期间提高自己的维修保障技术。但
有的专业图书价格较高，驻训期间连队
也不方便购买。我们希望能与驻训地
图书馆及有关高校建立联系，请他们提
供一些军地通用的技术类图书，帮助连
队建立“流动图书站”，并定期更换图
书，满足官兵学习需求。

（32144部队王冬、71217部队赵威、
武警江西总队罗里威、陆军第 82集团军
某旅苏峰、新疆塔城军分区郝超等整
理）

战友，今天你读书了吗？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结合党史学习教育，组织官兵开展读书活动，通过小演讲、小点评等方式分享读书感悟，引

导官兵学党史、铸军魂。图为近日官兵在“北疆书屋”阅读。 黄华宇摄

上世纪 90年代，我国载人航天
工程确立了“三步走”发展战略。从

1999年神舟一号成功发射以来，一
代代航天人接力奋斗，神舟、天宫、

天舟、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一次

次摆脱地心引力，奔向浩瀚天宇，绘

就了中国载人航天的壮美画卷。今

明两年，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将实施

一系列飞行任务，于 2022年前后完
成空间站在轨建造，建成在轨稳定

运行的国家太空实验室。

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壮丽征

程，已成了一个国家共同的回忆，正

在书写的未来，同样值得期待！

扫描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太

空”，一起来了解我国从神舟号系列

飞船到载人飞船，再到空间站的壮

美跨越吧！

（“我们的太空”创新实践中心
张文军、魏一凡）

神舟：22载，我走了很远的路……

4月24日“中国航天日”特别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