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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媒视窗

“程班长，你今年准备安置工作还是

复员，现在需要填报相关信息。”

电 话 那 头 ，是 人 力 资 源 股 王 干

事 。 隔 着 断 断 续 续 的 手 机 信 号 ，正 在

百 公 里 外 边 关 一 线 采 访 的 我 ，能 感 受

到他的忙碌。

作为一名服役 12 年的老兵，我知道

这一天终究会到来。但没想到，预料中

的怅然若失，依然在我心里掏了一个洞。

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回望军旅，依

稀如昨。

12 年前，也是在这样的冬日，河南

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武部大院内人头攒

动。高中毕业的我，放弃就读普通大学

的机会，选择了和大多数同学不一样的

道路——参军。

我强忍着泪水，在车上向挤在人群

中的母亲挥手道别。汽车缓缓开动，母

亲突然跑出人群，追上汽车，紧紧拉着我

伸出窗外的手泣不成声，“妈不在身边，

你可要照顾好自己……”

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哭着点头答

应，直到母亲的瘦小身影渐渐模糊。

多年过去，母亲的身影在我的脑海

中挥之不去。作为妻子、母亲、奶奶，母

亲要照顾体弱的父亲和年幼的小妹，同

时还任劳任怨地帮我们抚养女儿。她就

像一个陀螺，永远围着家人不知疲倦地

“旋转”，似乎一刻也不曾停止。

我劝母亲少干些活，多休息。她总

是说：“儿子，你放心，妈在家就在。你把

‘大家’守好，我把‘小家’守好！”

当我伴着高悬的边关冷月巡逻执勤

时，每每想起母亲的这句话，浑身就像立

刻 被 注 入 了 能 量 ，迈 出 的 脚 步 更 加 坚

实。家人，永远是我们驻守边防坚强的

后盾。

只是，最初放弃城市的灯、选择边关

的风时，我想象不到，理想与现实会有如

此落差。

新兵下连，我被分配到步兵连。起

初，我队列走不好，战术动作也比别人慢

半拍。摸爬滚打中，我虽然渐渐明白士

兵的职责，但几次体能考核后的失意，让

我“拔剑四顾心茫然”：为什么没有好好

读书，考上重点大学……

“当兵当到了天边边，还有什么过不

去 的 坎 ？ 自 己 选 择 的 路 ，爬 着 也 要 走

完！”连长在全连考核总结时的这番话，

振聋发聩。后来，在连长、指导员的鼓励

下，我考入原西安通信学院。我十分珍

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毕业时除了拿

到通信技师证，还先后取得全日制大专

和自考本科学历。

毕业后，我被分到通信单位，三尺机

台，电话为伴。一次，团里组织演讲比

赛，指导员让我试试。经过 3 天的精心

准备，我带回全团第一的名次，在全连官

兵的热烈掌声中，领取了连队颁发的奖

品：6 个大西瓜。

全班人抱着 6 个大西瓜，连队报道

员给我们班拍了一张合影。细细品来，

我发现再小的荣誉也是甜的，认可的味

道比西瓜还要甜。

尝到“甜头”的我开始如饥似渴地学

习，一有时间就泡在连队图书室和团图

书馆。边关远，夜未央，读书滋味长。悄

无声息中，读书带来的满足和快乐，让我

的军旅之路五彩斑斓起来，甚至改变了

我的军旅人生。

2017 年一个秋日的下午，团领导带

队到基层调研。查看官兵生活情况时，

我的一柜子书引起大家的好奇。了解情

况后，很快我就接到通知——到机关宣

保股报到。

本想着读书和写新闻稿差不多，然

而，纵使几经努力，发出的稿件总是鲜有

消息。一时间我找不到工作的热情，自

我安慰：反正注定不优秀，不如就势“躺

平”，平平淡淡才是真。

幸而，团里还是对我寄予期望，推荐

我到军区宣传处学习摄影。跟着老师追

光逐影的日子里，他的敬业、负责渐渐感

染了我。在老师悉心指导下，我拍的一

些照片逐渐见诸报纸和网络，受到领导

的肯定和“同行”的赞许。后来，团政治

工作处成立融媒体中心，为我们搭建更

好的平台。

脚 下 有 多 少 泥 土 ，笔 下 有 多 少 故

事。我跑遍防区每一处营区，采访记录

的同时，也收获着温暖和感动。

单位最艰苦的连队位于木扎尔特冰

川脚下。这里积雪终年不化，冰峰兀立

千年。但在连队官兵眼中，高耸的冰川，

早已成了大家亲密无间的“战友”——

冰川见证了我们的喜怒哀乐，见证了我

们的青春成长。

走进哨所，遍布各处的“石头画”映

入眼帘。有的石头上画着雄健的老虎，

寓意连队官兵“虎虎生威”；有的石头上

画着苍翠群山间的挺拔青松；有的石头

上画着江南水乡的袅袅炊烟，构筑起官

兵们心中的“世外桃源”。

工作之余，我和大家“打成一片”。

大家七嘴八舌，一个个在他们看来平淡

无奇的故事，瞬间让我热泪盈眶。

上 等 兵 陈 铭 灼 记 得 ，班 长 吴 世 林

为 了 给 战 士 李 兴 威 过 生 日 ，在 道 路 被

山洪冲断、新鲜蔬菜缺乏的情况下，带

着 大 家 漫 山 遍 野 找 野 菜 ，最 终 把 目 光

锁定在半山腰一簇翠绿的野葱上。吴

班长手脚并用爬上去，手指塞进石缝，

喘着粗气摘下野葱。他小心翼翼把野

葱揣进口袋，回去后一头扎进炊事班，

为 李 兴 威 煮 了 一 碗 热 气 腾 腾 的 葱 油

面 。 问 及 原 因 ，吴 世 林 回 答 ：“ 为 了 让

战友不想家。”

我与大家一起走上巡逻路。寒意

逼 人 ，飞 雪 扑 面 ，一 步 三 喘 ，但 每 名 官

兵 的 脸 上 都 好 似 洒 满 阳 光 。 休 息 间

隙 ，大 家 围 在 一 起 。 下 士 王 钰 起 了 首

歌，大家唱得格外起劲：“什么也不说，

胸中有团火，一颗滚烫的心哪，暖得这

钢枪热……”

感动着大家的感动，温暖着大家的

温暖。战友们戍守边防的乐观坚毅，激

励着我用镜头、用笔端，一次次记录下他

们在雪域边关强军路上以苦为乐、牺牲

奉献的热血忠诚。

星 光 不 问 赶 路 人 ，时 光 不 负 奋 进

者。回首军旅，母亲闪烁的泪光，老师和

领导肯定的眼神，还有战友们刚毅的面

庞，都是深深埋藏在我心底的泉眼，他们

真诚的关爱、无私的奉献一次次涌动，聚

成小溪，汇成江河，磅礴成大海，让我的

梦想之舟扬帆启航。

军旅无悔，不说再见。

（题图照片为程明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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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不问赶路人星光不问赶路人
■■程明阳程明阳

我的爷爷名叫晋长城。在我的心

里，他就是一座“长城”。

爷爷参加过抗美援朝，是一名穿越

火线的运输兵，曾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各

一次。离开部队后，他被组织安排到湖

北武汉铁路局工作，直到退休。

记忆中，爷爷很高很瘦，但是力气很

大，经常背着我去小卖部买零食。他很

少讲自己过去的经历，年少懵懂的我是

从街坊邻居的聊天中，隐约听到爷爷“立

过功”、是个“大英雄”。像爷爷一样去当

兵、成为一名英雄，儿时的我早早就在心

里埋下从军的种子。

离世时，爷爷穿着一身老军装，那

一幕给年幼的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

想，那一定是爷爷生前最为之骄傲的样

子。后来，父亲曾告诉我，爷爷不愿意

回忆战争往事，因为当年乡里同时参军

的 14 个 年 轻 人 ，只 有 两 个 人 活 着 回 来

了。有时架不住亲友们让他讲一讲在

朝鲜打仗的事，爷爷总是一句话：“党让

开到哪里，就开到哪里！”

高考时，我未能如愿考入军校，心有

不甘地前往一所地方大学就读。大学新

生军训，在操练军体拳时，一声声震耳欲

聋的喊杀声，让我感到身体里的热血在沸

腾。得知大学生可以携笔从戎，我毅然决

定参军入伍。父亲得知我的决定后，没有

多说什么，给我讲了爷爷的一个故事。

在战场，一次爷爷驾驶卡车往前线

运输物资，途中远远发现一个落单的敌

人。他猛踩油门驾车冲向敌人，从驾驶

室跳下去抡起大扳手就跟敌人拼起来。

等到后面的战友赶来，爷爷受伤坐在地

上，敌人倒在了沟里。后来，战友们给爷

爷起了个外号，叫“打不烂”。

我明白，父亲是希望我能成为一名像

爷爷那样听党话、“打不烂”的军人。幸运

的是，入伍后我来到爷爷曾经战斗过的部

队。从火车站前往营区的路上，我第一次

坐在军用卡车的车厢里，幻想着此刻是爷

爷正在驾驶车辆，心中激动不已。

身在爷爷的老部队，决不能给他丢

脸。抱着这个念头，我成为别人眼中的

“拼命三郎”。无论是体能训练还是专业

考核，我都冲着“第一”去。得知可以报

考军校，我心中的那团火越燃越旺。经

过紧张的复习备考，熬过数不清的挑灯

夜战，我以超过录取分数线 35 分的成绩

被原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录取。

在精英汇聚的军校，我两次申请入

党都未能如愿，思想一度出现波动。关

键时刻，父亲写来家信：“儿子，别气馁。

你一直以爷爷为榜样，他在战场上经历

了生死都不曾动摇。你要相信自己，朝

着目标竭尽全力，就不会后悔。”一席话，

我顿然醒悟。

天道酬勤。我相继取得学校的优秀

学习先进个人和全国兵棋推演大赛特等

奖等。我的表现也被组织看在眼里，我

终于如愿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毕业后，我来到陆军第 82 集团军某

旅。在一次党史学习教育中，我们参观

了某团红四连荣誉室。这个连队诞生

于土地革命时期，历经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可谓千锤百炼。

看到荣誉室里展示的该连官兵在朝鲜

战场奋不顾身、英勇作战的照片，我不

禁想起了爷爷。那时，他和战友们也是

这样勇猛吧，因为他们心中有信念，一

心听号令，冲锋就有了力量。

如今，我成为一名战士考学的基层

排长，起步较晚，但内心不再迷茫。当排

长第一年，我成为全旅第一个考取体能

“特三级”的军官。

“党让开到哪里，就开到哪里！”70

年前，为了山河无恙、家国安宁，爷爷在

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上追随着信仰，和

战友们一起锻造“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

运输线”。70 年过去，这句话听来炽热

依旧，为我照亮前行的方向。

仰望心中的“长城”
■晋 蒙

12月 10日

又到年终岁尾，评功评奖成为官

兵关注的焦点、议论的热点。然而，在

推荐立功受奖人选、确定表彰奖励对

象中，有的单位分“先来后到”，有的单

位搞“论资排辈”，致使一些转岗未纳

编、分流未定岗的官兵，纳入不了推荐

范畴，入围不了表彰名单，与先进“无

关”、与奖励“无缘”，影响了积极性，平

添了失落感。这一现象不容小觑。

军队调整改革期间，新单位重组

重建，老单位撤并降改，不少官兵跨

地域分流、跨单位交流，由于编制紧

张，有的同志临时指定岗位、暂时负

责工作。他们平时被赋予同样的任

务，遇事承担一样的责任，可到了总

结 盘 点 、评 功 评 奖 时 ，却 被“ 区 别 对

待”，难免会让这些同志产生失落。

分流官兵到了新单位、进入新战

位 ，是 改 革 的 需 要 ，也 是 工 作 的 接

力。不能因为他们是新来的，就认为

他们贡献少、成绩小，忽略或者否定

他 们 前 期 的 工 作 、前 段 的 成 绩 。 因

此，各单位在总结表彰时，一定要摒

弃“门户之见”，不分亲疏远近，做到

一视同仁、公平公正。

衡 量 分 流 官 兵 工 作 优 劣 、成 绩

大 小 ，应 该 一 分 为 二 看 工 作 、叠 加

起 来 算 成 绩 ，客 观 公 正 地 给 他 们 定

位 ，真 心 实 意 地 给 他 们 关 怀 ，主 动

自 觉 地 给 他 们 肯 定 。 只 有 这 样 ，才

能 让 他 们 消 除 陌 生 感 、融 入 大 家

庭 、作 出 新 贡 献 ，齐 心 合 力 画 出 最

大“同心圆”。

评功评奖，不让“编余”成“多余”，

在指导层面上，要明确将分流人员纳

入表彰奖励范畴，坚持按绩施奖，做到

公平公正。在推进落实时，要树立“进

了一家门、就是一家人”的理念，不问

先来后到，不搞厚此薄彼，充分肯定成

绩，积极鼓励参与，营造“人人争先、个

个创优”的良好氛围，形成“你追我赶、

力争上游”的生动局面。

评功评奖，莫让“编余”成“多余”
■刘 洋

夜深人静，忙碌了一天的陆军某

综合训练基地学兵三营政治教导员陈

建伟，静下心来翻阅大家上交的年终

工作总结，为接下来的总结讲评提前

做些准备。他发现，案头的一摞总结，

看似格式统一、字迹工整、要素齐全，

仔细阅读后，内容似曾相识，形式几乎

雷同。

陈建伟沉思片刻，叫来文书翻出

去年上交的总结报告一一比对，发现

不少人的总结除了时间与个别内容作

了调整外，大多是去年的“翻版”。

常言道，编筐织篓，重在收口。一

年来，大家努力工作，成绩显著，既有

亮点，也有特点，还有“痛点”，值得总

结的经验很多，应该吸取的教训也不

少，本应认真梳理、回顾总结，查找不

足、分析得失，明确思路、规划来年，为

什么大家对年终总结如此马虎、简单

应付呢？陈建伟陷入深思。

第二天，一场“年终总结报告阅评

展”在营党委会议室举行。会议桌上

摆放着一份份“相似”的总结报告，让

前来观摩的连队主官和基层骨干面红

耳赤。

接下来召开的恳谈会上，官兵坦

诚直言、各抒己见。

“培训年年搞，年年老一套，变的

只是一茬茬新兵、一期期学兵，课程教

材、组训方法没有多大变化，即便总结

也没啥新鲜的，为了图省事就套用了

过去的格式。”

“年终岁尾，大项工作多，训练任

务紧，大家很难挤出时间、静下心来回

顾总结。”

“年终总结就是一项例行工作，按

照要求时限完成就行，只要评功评奖

公平公正就好。”

……

“ 勤 于 总 结 、善 于 总 结 ，历 来 是

我 党 我 军 的 优 良 传 统 和 作 风 ，也 是

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总结

的 目 的 不 是 评 功 摆 好 ，而 是 总 结 经

验、吸取教训、以利再战。如果认识

不 到 位 ，流 于 形 式 、简 单 应 付 ，无 论

是对个人还是对单位都是极不负责

任 的 。”陈 建 伟 指 出 问 题 所 在 ，引 发

官兵反思。

“当然，以往过于强调总结的内容

要素和文本格式，忽略总结的方法手

段 和 实 际 效 果 ，这 是 需 要 改 进 的 地

方。”反躬自省后，陈建伟提出自己的

想法，“各单位将总结报告收回重写，

篇幅不论长短、要素不必齐全、格式无

需统一，只要总结的经验有分量、反思

的教训有深度、提出的建议有价值，长

则长说，短则短说。”

两天后，各单位年终总结重新上

报。陈建伟发现，官兵的总结各有特

色和侧重，总结的经验具体详实，分析

的教训客观理性，提出的建议有理有

据。“这才是真正的年终总结。”陈建伟

连连点头。

年终总结拒绝“克隆”
■丁 雷 花 磊

日 前 ， 陆 军 某 旅 一 连 组 织 年 终

评 功 评 奖 民 主 测 评 ， 结 果 一 经 公

示，下士班长小李发现自己竟然名

落孙山。

论表现，小李自认学习认真、训

练刻苦，各项成绩也都名列前茅，骨

干作用发挥明显。论贡献，他勇挑重

担、敢于创新，大项工作成果显著，是

连队重点培养的骨干和大家公认的

能人。可为什么民主测评环节却遭

遇“滑铁卢”？

一时间，小李心情颇为郁闷，工作

也打不起精神。细心的排长看在眼

里，专门找到小李促膝谈心。

“是不是测评落榜，心里有些不痛

快？”排长开门见山。

“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啦！”小李

有些沮丧。

“你好好琢磨琢磨，到底问题出在

哪里？”排长耐心引导。

“还不就是平时管得紧点、要求严

点，得罪人了呗！可这也是职责所系，

更是为大家好。难道这也有错吗？”小

李心绪难平。

排 长 若 有 所 思 。 在 随 后 的 调 研

中，排长发现许多战士对小李颇有微

词，诸如工作方法简单、训练过于严

格、管理太过刻板、批评不讲情面等，

导致一些战士在民主测评环节给了小

李差评。这一情形引起排长的担忧，

遂向连队干部作了汇报。

“民主测评，不能以感情亲疏评

判战友的优劣，更不能以个人好恶衡

量战友的功过。我们要为敢想敢干、

敢抓敢管的同志撑腰打气，要为表现

突出、成绩优异的同志站台鼓劲。”

连队支委会上，政治指导员的话掷地

有声。

如何让民主测评真正评出清风正

气、军心士气？连队党支部研究决定，

进 一 步 完 善 测 评 规 则 、规 范 测 评 内

容。他们围绕“如何发扬民主”在全连

组织大讨论，引导大家正确行使民主

权利。同时，每个测评项目都设置“备

注”一栏，要求简要说明被测评人“优”

在何处、“差”在哪里，防止只评功摆好

不触及问题，或者个别人利用测评发

泄情绪。

随后，新一轮民主测评展开。按

照新的规则要求，大家不再主观随意，

每一票都慎之又慎，每一条都评之有

理。评议结果公布，小李榜上有名。

“官兵作出的评价与组织上平时的考

评较为一致、基本相符。”政治指导员

欣慰地说。

“失而复得，可喜可贺！”排长再次

找到小李，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

指出了他平时存在的不足。

“感谢组织的肯定，感谢战友的认

可！今后，我一定再接再厉、再立新

功。同时，也要改进工作方法、提高管

理艺术，既要严管、也要厚爱。”小李深

有感触地说。

民主测评切忌“变味”
■李鑫虎

我们一起加油！

近日，第 80集团军某合成旅迎来

下连新兵。女兵班长张梦妮同新战

友开展谈心交心活动，了解新兵的兴

趣爱好和专业技能等情况，与她们分

享自己的成长经历，鼓励新战友建功

军营。

段玉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