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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一座历史厚重、经济发达的

繁华都市；梧桐沟，一个地处戈壁、英雄

辈出的边防连队。

春暖花开的 3 月，一封封饱含深情

的书信，跨越万水千山，将两地紧紧联

系在一起，温暖着边防官兵，感动着金

陵学子。

对 新 疆 军 区 哈 密 军 分 区 梧 桐 沟

边防连官兵来说，这是一份无比珍贵

的礼物。这些书信让他们懂得，无论

连队多么偏远孤寂，无论官兵如何默

默 无 闻 ，祖 国 没 有 忘 记 ，人 民 不 会 忘

记。

该连驻扎戈壁深处，海拔近 3000

米 ，冬 季 最 低 气 温 达 零 下 30 摄 氏 度 。

几十年来，一茬茬官兵战天斗地，像钉

子一样牢牢铆在边防线上，捍卫着祖国

的神圣领土。

“亲爱的解放军叔叔，感谢你们守

卫祖国边疆……”收到南京市后标营小

学学生们的来信，官兵们争相传阅。

四级军士长吕桂临刚到连队时，这

里没有长明电，喝的是“涝坝水”，条件

十分艰苦。扎根边防十几年，吕桂临习

惯了大漠的风沙，看惯了边关的冷月，

一个百炼成钢的硬汉，却被孩子们的祝

福感动得流下热泪。

“孩子们的来信，如同一道温暖的

光，驱散了我心底的阴霾。原来，我守

护的不是荒漠戈壁，而是万家灯火。”

新兵杜子玉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刚到

连队时，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一度

让他迷茫失落。孩子们信中真诚的话

语，让他懂得了坚守的意义，坚定了报

国的志向。

书信在手中传阅，温暖在心中流

淌。

看着学生们的来信，已在边疆工作

30 年的军医兰泽伟，不禁想起了自己

的儿子兰海洋。

前不久，南京市后标营小学邀请

陆军工程大学官兵来校开展爱国主义

教 育 活 动 。 陆 军 工 程 大 学 随 即 成 立

“红色薪火”宣讲团，让就读该校的边

防军人子女以“你，是我的信仰”为主

题，为孩子们讲述父辈扎根边防、无私

奉献的故事。兰海洋便是宣讲团成员

之一。

“父亲几十年如一日戍守边疆的经

历，使我深刻懂得了军人的价值、奉献

的意义。”讲台上，兰海洋为孩子们深情

讲述父亲的故事。

宣讲团成员王甜甜的父亲王俊景，

也是一名边防军人。24 岁那年，王俊

景在执行电路抢修任务时不幸遭遇电

击，双手截肢。

“我父亲所在部队高寒缺氧，寸草

不生。在极端恶劣环境下抢修电路，是

一项艰苦而危险的工作。但父亲总是

说，看到漆黑的夜里重新亮起灯火，是

一种幸福……”随着王甜甜的深情讲

述，不少学生感动落泪。

四年级学生戴羽辰走上讲台，给了

王甜甜一个拥抱。她说：“长大以后，我

也要当一名军人！”

宣讲活动结束后，后标营小学校

长杨毅静代表学生们提出一个请求：

给边防军人写信，向新时代最可爱的

人致敬！

就这样，带着声声问候和祝福，100

多封书信飞向西北边陲，送到了边防官

兵手中。

二三十年前，陆军工程大学这群青

年学子的父辈，义无反顾投身军营，戍

守荒漠戈壁、巡逻雪域高原、扎根生命

禁区，用青春热血捍卫祖国大好河山。

如今，作为戍边军人的子女，他们也选

择穿上军装，接过父辈手中的钢枪，传

承保家卫国的使命。

从后标营小学的孩子们身上，军校

学子们看到了昨天的自己，更看到了明

天的希望。“我们学校近六分之一学生

是军人子女，组织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就是要培塑孩子们的爱国情怀、爱军情

结。”杨毅静告诉记者。

来信背后的故事，如春风拂过梧

桐沟，温暖着连队官兵的心。在该连

指 导 员 罗 海 潮 的 提 议 下 ，连 队 组 织

“读来信、谈感想、话使命”活动，官兵

在 回 顾 红 色 历 史 中 深 切 体 悟 先 辈 一

不 怕 苦 、二 不 怕 死 的 革 命 精 神 ；重 温

连魂连训，卫国戍边的理想信念更加

坚定。

活动中，连队官兵集体给孩子们回

信：“有你们的支持，我们一定守好祖国

的每一寸土地”“这里虽然条件艰苦，但

我们并不孤独，因为身后是祖国、是你

们、是万家灯火”……

一封来信，给边防官兵以卫国戍边

的力量；一封回信，在孩子们心中埋下

报效祖国的种子。那种子，在这个万物

复苏的季节，不断生根、发芽……

图①：南京市后标营小学学生写给

梧桐沟边防连官兵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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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梧桐沟边防连官兵阅读学生

来信。 鲁寅寿摄

春 风 拂 过 梧 桐 沟
■本报记者 杨 艳 通讯员 丁鹏飞 肖 龙

强军论坛

本报讯 尤昕南、记者孙兴维报道：

日前，全军普通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

试点单位、无锡联勤保障中心完成全军

首次普通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结果

显示，利用新的医用耗材采购模式，可有

效降低医疗成本。

为解决单个医疗机构普通医用耗材

采购难题，根据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统

一部署，该中心借鉴驻地医用耗材采购

经验做法，指导相关试点单位会同驻地

医疗保障部门，安排下辖医疗卫生机构，

全面统筹区域用量，试点探索省域医联

体“拼单团购、以量换价”集中带量采购

模式。他们通过联席会议、联合会审等

方式，从源头上统筹医用耗材实际需求，

严格规范采购操作流程，严控采购成本；

深入调研普通医用耗材临床用量、市场

分布等情况，集中论证选取试点品种，确

定谈判竞价规则，有效减少中间环节，进

一步降低采购成本。

“医联体带量采购模式，系统规范

了 集 中 带 量 采 购 的 职 责 权 限 、方 法 步

骤，为试点推广提供了有益经验，探索

出一条行之有效的新路子。”该中心领

导告诉记者，下一步，他们将持续跟踪

合同履约、用量落实等情况，论证完善

试点扩围的可行性，让制度改革成果惠

及更多官兵。

无锡联保中心

集中带量采购破解保障难题

“面对特大洪峰，我主动申请到危及

下游桥梁安全的采砂船上安装炸药，对

其进行爆破处理……”3 月上旬，武警第

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教育课堂上，因执行

重大任务表现突出荣立三等功的四级警

士长李宗义，登台为官兵讲述自己的亲

身经历，畅谈心得体会。

去年底，该支队机关围绕增强思想

政 治 教 育 实 效 展 开 调 研 ，有 的 官 兵 反

映，部分教育课“远在天边”的案例多、

“近在眼前”的实例少。不少战士认为

“教育应更加贴近实际”“内容应更生

动、接地气”。

如何才能让教育课堂生动有趣，官

兵喜闻乐见？议教会上，支队党委一班

人研究认为，“官兵才是教育的主体，只

有充分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

才能激活教育一池春水”。

他们围绕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感召

力、吸引力、说服力深入剖析，决定组织

一批“红肩章小分队”，搭设“士兵讲堂”

“先锋论坛”等教育平台，改变“干部授

课、战士听课”的固有模式，鼓励官兵结

合岗位实际讲述听党指挥、矢志强军的

奋斗故事；遴选优秀教育骨干，利用任

务间隙，采取“三五个人讲故事”“三五

分钟小专题”等形式，灵活开展微教育；

在支队强军网开设教育专栏，鼓励官兵

自己创作教育情景剧、短视频，激发官

兵主动参与教育、人人争当“小教员”的

热情，引导官兵在潜移默化中进一步坚

定理想信念。

“2019 年 ，我 以 463 分 的 总 成 绩 ，

成为总队唯一一名军事体育训练达到

特三级的女兵。在去年总队组织的教

练员比武中，我成为总队首个女兵‘金

牌 教 练 员 ’……”日 前 ，中 士 班 长 张 毅

君登上该支队“士兵讲堂”，深情讲述

自 己 拼 搏 进 取 的 奋 斗 经 历 ，赢 得 官 兵

热 烈 掌 声 。 课 后 ，许 多 官 兵 登 录 支 队

强军网分享感悟。

激发教育活力，焕发练兵动力。今

年以来，该支队官兵斗志昂扬、奋勇争

先，圆满完成多项重大任务；支队顺利

通过武警部队军事训练一级考评，训练

水平和实战能力明显提升。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发挥官兵主体作用——

人 人 争 当“ 小 教 员 ”
■余 竹 黄 政 本报特约记者 涂敦法

3月 13日，第 75集团军某旅组织实弹射击演练。

肖 凯摄

探索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①① ②②

本报讯 王升军、记 者孙兴维报

道：近日，西宁联勤保障中心组织军地

维修力量，赴高原为驻训部队提供野营

装备器材检修服务，确保装备器材安全

运行。

针对高原驻训部队驻地分散、装备

复杂多样、专业维修力量不足等实际，

去年入冬前，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列出

专项经费，下达野营装备器材巡检维修

任务。联勤保障部队和西宁联勤保障

中心两级军事设施建设部门，按照“军

队主导、厂家协作”模式，协调陆军研究

院特种勤务研究所专家提供远程技术

支 持 ；协 调 生 产 厂 家 选 派 10 余 名 维 修

技术骨干支援，并向维修地域预置足量

维修配件器材，成立 3 个巡修小组进行

协调保障。

为确保野营装备器材检修服务质

效，该中心采取划定区域集中修、先急后

缓重点修、先远后近上门修等办法，对所

有高原驻训部队的野营装备器材进行

“过筛子”式巡检。针对部分装备出现重

大故障无法现场维修的情况，采取以换

代修的办法，由厂家将新品运抵驻训地

进行更换。

此外，该中心还利用维修时机组织

部队操作手培训，邀请厂家维修技术骨

干讲解装备原理、传授维修经验、规范保

养流程；建立厂家技术人员联系渠道，以

便随时提供技术咨询服务。某部营长陈

启山说：“技术服务送到高原一线，野外

驻训更有保障。”

西宁联保中心

装备巡修服务直达高原一线

习主席在 2022 年春季学期中央

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

班开班式上强调，年轻干部是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的希望，必须筑牢理想信

念根基，守住拒腐防变防线，树立和践

行正确政绩观。对全军官兵特别是领

导干部来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就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

的政绩、怎样树好政绩的问题。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领导

干部的政绩观，是其党性修养、政治立

场和格局境界的综合体现。同是追求

政绩，勇于担当作为的干部和精于沽

名钓誉的干部，在动机、表现和结果上

迥然不同。看到泡桐树，人们就想起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看到木麻

黄，人们就想起“最美奋斗者”谷文昌；

走进云南省大亮山的万亩林场，人们

就想到“草帽书记”杨善洲；提起山西

省左云县防风治沙的“绿色屏障”，人

们就想到“时代楷模”张连印……原因

在于，他们都留下了响当当、硬邦邦的

政绩。我们常讲“金杯银杯不如老百

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

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政 绩 为 谁 而 树 ？ 我 党 我 军 始 终

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不变的

宗 旨 和 初 心 ，以 造 福 人 民 为 最 大 政

绩，视人民生活幸福为“国之大者”，

努力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

恶之”。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

做 出 好 事 实 事 ，哪 里 就 能 创 造 业

绩。习主席特别强调，“什么是好事

实 事 ，要 从 群 众 切 身 需 要 来 考 量 ”

“ 业 绩 好 不 好 ，要 看 群 众 实 际 感 受 ，

由群众来评判”。这告诉我们，真正

的政绩来自于为民造福、为兵服务，

考核干部的政绩应深入了解群众的

真实感受。

树什么样的政绩？为官一任，多

出政绩，是领导干部的职责所系，也

是 群 众 所 盼 。 那 些 好 大 喜 功 的“ 政

绩 工 程 ”、华 而 不 实 的“ 面 子 工 程 ”、

半 途 而 废 的“ 烂 尾 工 程 ”背 后 ，折 射

出 个 别 领 导 干 部 政 绩 观 上 的 错 误 、

价值观上的扭曲。各级领导干部应

有“ 功 成 不 必 在 我 ”的 气 度 胸 怀 和

“ 功 成 必 定 有 我 ”的 责 任 担 当 ，既 要

做让官兵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

实 事 ，也 要 做 为 未 来 作 铺 垫 、打 基

础 、管 长 远 的 好 事 ；既 要 做 显 功 ，也

要做潜功，“决不做自以为领导满意

却让群众失望的蠢事”。

怎样树好政绩？习主席指出，业

绩 都 是 干 出 来 的 ，真 干 才 能 真 出 业

绩 、出 真 业 绩 。 空 谈 误 国 ，实 干 兴

邦 。 新 的 赶 考 路 上 ，党 员 干 部 一 定

要 扣 牢 实 现 建 军 一 百 年 奋 斗 目 标 ，

务实功、出实招、求实效，久久为功，

善作善成。正确处理好“致广大”与

“尽精微”的关系，对长期任务，要保

持 战 略 定 力 和 耐 心 ，坚 持 一 张 蓝 图

绘 到 底 ；对 当 务 之 急 ，要 立 说 立 行 、

紧抓快办，笃行不怠勇向前，努力做

到 谋 划 时 统 揽 大 局 、操 作 中 细 致 精

当 ，以 绣 花 功 夫 把 军 事 斗 争 准 备 各

项工作做扎实、做到位。

真
出
业
绩

出
真
业
绩

■
王
宇
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