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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望镜

编余小议

雪、小雪、大雪、暴雪……1月下旬
苏浙皖地区一场接一场的大雪，让城市
交通出现大面积瘫痪。

东部战区陆军多支部队官兵闻令
而动，在火车站、街道扫雪除冰，让暴雪
过后的路面“一夜无雪”。

1月 27日，一位网名为“Foxcai-小
曼”的军嫂，在“人民前线”微信公众号
推送的文章《word天，他们夜里参加扫
雪，白天还在战斗》后留言，希望能看到
参加扫雪的丈夫照片，编辑部了解获知
她丈夫所在单位为第 71 集团军“临汾
旅”，便回复“可以”。

然而，由于部队夜间扫雪任务重，微
信记者转场时间紧，未能采访到她的丈
夫。28日一大早，“人民前线”微信公众
号刚一推送连夜采编的稿件《刚刚，我们
在零下2摄氏度的南京看到他们……》，
就在后台再次收到军嫂“Foxcai-小曼”
的留言“我没有看到在南京南站扫雪的
兵哥哥”，并配3个流泪的表情。

朴实的话语、流泪的表情，透露出
一位军嫂对丈夫的牵挂，流露出她心
愿未遂的失落，也深深触动着编辑的
心。公众号主编陆雄飞与编辑们决
定，专门为这位陌生军嫂策划一个专
题，满足她这个简单的愿望，也兑现之
前许下的承诺。

随后，编辑部一边联系正在扫雪除

冰一线的“临汾旅”宣传干事，请他从众
多扫雪官兵中寻找军嫂“Foxcai-小曼”
的丈夫——某营二连中士张路方，一边
深入采访这位军嫂的情况。
“Foxcai-小曼”名叫蔡东姗，在淮

安一家公司上班，自 2015 年底与张路
方结婚后，夫妻二人便过着两地分居
的生活。

蔡东姗想念丈夫，更牵挂每次执行
任务时丈夫的平安。几乎每次遇到抗
雪救灾、大项任务时，她都会守着“人民
前线”微信公众号，搜寻丈夫的身影。

2016 年 7 月 5 日“人民前线”推送
《最新战报！东部战区陆军 4100 余名
官兵继续奋战抗洪一线》一文中，蔡东
姗意外看到列队出征的丈夫；5天后，
“人民前线”推送《在抗洪一线，父老乡
亲的这些举动让解放军泪奔了……》一
文中，她惊喜地看到在洪水中打桩筑堤
的丈夫；又过 1天，“人民前线”推送《有
图有真相！看看部队抗洪手段保障方
式到底变没变？》一文中，她又一次幸运
地看到抗洪大堤上的丈夫……

蔡东姗说，看到奋战在一线的丈
夫，她心疼得想哭，又骄傲得想笑。她
将这些微信转发到朋友圈，希望有更多
人祝福她的丈夫和战友们平安归队。

从那以后，蔡东姗订阅了“军报记
者”“东部战区”等一些涉军微信公众

号，“只要听说丈夫出门执行任务，我就
会在一个个公众号中翻啊翻”。

28 日 21 时许，“临汾旅”宣传干事
传来喜讯，在数千张扫雪官兵的照片
中，他们发现了两幅张路方的照片。微
信编辑部连夜编排了《对不起军嫂，希
望这个弥补能给你一个惊喜！》一文，赶
在 29 日在微信公众号头条位置推送，
以此给蔡东姗送上一份温暖的“礼物”。

似乎在意料之中，微信刚推送不
久，蔡东姗就在后台留言：“泪流满面，
谢谢前线哥！”留言中，又有一个“哭泣”
的表情，编辑部知道，这次“哭泣”是她
看到丈夫的欣慰与感动。

蔡东姗这份等待是幸福的，因为张
路方为了回报妻子的关爱，一直刻苦训
练、努力工作，不仅当上班长，还荣立三
等功，前不久被集团军表彰为优秀共产
党员。

蔡东姗可能不知道，丈夫张路方的
休假计划是因为暴雪而推迟的。这里，
想对蔡东姗说：你辛苦了！这篇报道
和一幅合影照，是送给你的另一份心
意，也是我们替张路方送你的新年礼
物。祝你和所有军嫂们新春快乐、阖
家幸福！

下图：左为蔡东姗与休假在家的张

路方合影；右为张路方除雪的场景。

张海辉摄

因为穿上了军装，军人与军嫂的爱与欢乐，便多了一些小幸福的遗憾，也
多了一份大幸福的感动。今天，《基层传真》推出一篇关于“人民前线”微信公
众号为一位军嫂寻找抗雪丈夫的暖心文章，希望给所有扛起小家与大家的军
人与军嫂一份特别的祝愿——

冰雪里，送你一份温暖的心意
■丁 勇

本报讯 黄裔、特约记者欧阳治民
报道：春节前夕，南部战区陆军某旅二
营“点名邀请”作训科科长李响飞到营
队蹲点。

李科长乘车 300 余公里来到二营
野外任务点，和营队干部一道修订春节
战备方案，组织针对性演练。二营营长
黄兵说：“我们最需要什么人，党委机关
就给我们派什么样的蹲点干部，帮带更
有针对性。”

旅政委邹雪峰介绍，过去党委机
关春节前下派蹲点干部时，较少考虑
机关干部特点和基层工作需求，以致
基层向蹲点干部反映的一些问题难以
得到解决，有的蹲点干部指导抓建不
太得力。今年下派蹲点干部前，他们
先征求基层意见，再研究蹲点干部人
选，“点名邀请”的蹲点干部更受基层
欢迎。

由分队“点名邀请”蹲点干部，是该
旅推行精准抓建基层的做法之一。该
旅针对部队调整组建后机关小、营区
散、专业多的特点，以精准抓建推动机
关作风转变。

针对基层分队差异性增大的实
际，他们按专业类别推行“一类一策”
“一连一案”，避免“一纸管八方”；细化
“双争”常态化评比规则，分类出台营
连建设规范，让基层看得懂、能操作、
好落实；定期组织恳谈会，开设“机关
基层一键通”网络论坛和服务热线，充
分听取基层意见建议，防止出现“拍脑
袋决策”现象。

机关改作风，抓建更务实。该旅
三营建设底子较薄弱，旅领导蹲到
营队听兵言摸实情，有效推动“专业
骨干缺乏”“干部培训率低”等问题
的解决。

南部战区陆军某旅以精准抓建推动机关作风转变

基层“点名邀请”春节蹲点干部

本报讯 谷永敏、杨希童报道：
“妈，放心吧，今年回家的火车票已经
取到了。”2月初，陆军某工程兵团下士
邓飞拿着刚取回来的车票，第一时间
告诉妈妈，再过一周他就可以踏上回
家的旅途。

然而，同样是春节休假返乡，以往
却是另一番模样。冯勇是邓飞的同年
兵，去年春节他计划休假，可由于连队
上报休假计划太晚，等收到正式批复

时，回家的车票早已被抢光。最终，他
只得几经周折转乘多种交通工具，用了
近两天时间才赶到家，既浪费时间，还
花了不少冤枉钱。

笔者了解到，以往按照单位休假规
定，基层官兵在离队前上报休假计划，再
经过层层审批，一定程度上影响大家买
票的时间，导致一些官兵买不到票。

今年初，连队公告栏里一纸通
知，改变了这种情况：从 1 月份开始，

官兵休假计划提前两周上报机关，如
遇春节、国庆节等节假日，可提前 1个
月上报。

除了结合节假日火车票预售时间
表，合理调整基层休假计划上报时间，
该团还简化机关、基层审批流程，尽可
能延长批假和离队之间的“缓冲期”，缓
解官兵购票压力。“这样就算官兵遇到
特殊情况，需要临时改变离队时间，也
有充足时间换购车票。”该团领导说。

陆军某工程兵团机关倾心服务基层官兵

购票“缓冲期”让购票不再愁

春节已至，年味愈浓。第 73集团军
某旅驻地附近的某文化传播公司张老板
心里很是着急，因为他至今没有接到旅
里租用灯光音响、舞美设计、服装道具的
电话。

按惯例，部队该忙春节期间文艺活
动的事了，今年是不是被别的商家钻了
空子，抢了生意？张老板坐不住了，主动
拨通旅俱乐部主任罗春福的电话。
“罗主任，春节需要租借灯光音

响吗？”
“不好意思，现在还没接到通知，灯

光音响暂时不需要了。”罗主任的答复让
张老板泄了气。
“李干事，听说部队搞文艺活动不需

要灯光音响了，那舞美设计总该要吧？我
们是‘老搭档’了！”思来想去，张老板又拿
起电话联系该旅宣传科干事李国权。
“张老板啊，你还不知道，旅里早改作

风了，现在办晚会，舞美设计都是官兵自己
动手！再说，最近我们的舞台挪地方了！”

舞台挪地方？张老板既失落又惊
讶。不死心的他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拨
通了该旅政治工作部马副主任的电话。

“马副主任，您好！您看今年搞文艺
活动需要我们做些什么？价格可以商量。”

电话里马副主任回答：“谢谢你的好
意。今年旅里改形式了，把文艺表演直
接送到连队去，送进训练场……”
“原来舞台挪了地方是这个意思

啊！难怪一圈电话打下来也没谈成生
意。”张老板撂下电话，刚巧收到李干事
的一条短信：“张老板，我们组建了一支
野战文艺小分队，可能需要一些乐器，还
请多多支持啊！”
“一定支持，我这生意啊，也得跟着

你们部队的风气转。”张老板心头一乐，
赶紧回复短信。

三通电话没谈下一桩生意
■林 彤 王佳奎

“车来了！”春节前夕，汽笛轰鸣
中，拖着 8节水罐车和 4节卧铺、2节
硬座车厢的火车缓缓停靠在内蒙古额
济纳旗黑鹰山站。早已等候在此的清
河口边防连上士祈福欣，满心欢喜。
“有了这趟车，出行方便多了。”等

车间隙，祈福欣和记者唠起来，“虽然
车站离连队有 45公里，可这在大漠戈
壁不算啥。现在只要 4个来小时，就
能到达额济纳旗，在那儿无论换乘飞
机还是火车都很方便。”
“我们坐这趟车是不花钱的。”听祈

福欣这么一说，记者有点不相信，向车站
一位工作人员求证。“确实如此。”中铁电
化运营公司额济纳旗运营维管段副段
长雷强强介绍，这是一趟生活列车，每周
一个来回，给沿线铁路员工补给生活用
品和饮用水。在清河口附近方圆百里
只有他们和连队官兵，所以当旅里提出
解决连队官兵出行难时，他们当即同意
让官兵免费搭乘这趟“顺风车”。

说起出行难这事儿，清河口官兵
有一肚子苦水。“以前休假不知道自己
哪天能走，更不知道啥时候能到家。”
四级军士长张在迎说，过去想到额济
纳旗得靠连队“会哨”，或者搭乘给连
队送物资的给养车、矿山顺道的皮卡
车。一来等待时间长，二来路途颠簸，
很不方便。有一次，张在迎买好从额

济纳旗出发的车票，却迟迟没等到去
额济纳旗的车，只好退掉，这么反复折
腾几次，他都不敢提前买票了。

不光官兵休假难，军嫂来队也
难。中士何建蓉的未婚妻想来队探
望，到了额济纳旗，左等右等才等到去
连队的给养车。颠了十几个小时，见
到在营区门口盼着她来的何建蓉，她
说的第一句话是：“腰都快颠散了。”一
句话让何建蓉掉了泪。

有了这趟“专列”，官兵出行便利舒
适了许多。坐上卧铺车，舒舒服服睡一
觉就到额济纳旗了。这趟车从额济纳
旗开来时天色已晚，回去时又赶上中午，

为了不让官兵折腾，黑鹰山站专门腾出
5间车站公寓供官兵住宿一晚，吃饭就
和车站工作人员在食堂一起吃。记者
实地转了一圈，公寓是标准间，菜谱上有
酸菜鱼、臊子面。官兵们对车站这份情
谊很感激，每次离开都会把被褥叠得整
整齐齐，把卫生收拾得干干净净。

官兵回家的路好走了，军嫂来队
也方便了。今年清河口破天荒来了 5
名军嫂，有的还带了孩子。军嫂们商
量着给连队包顿饺子、排演个节目，和
官兵一起热热闹闹过个团圆年。

上图：祈福欣与战友王炳超、卢虎愉

快地踏上返乡的“专列”。 张 琦摄

新春时节，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迎来好消息——

清河口官兵出行免费坐火车
■本报记者 武元晋 中国国防报记者 王婧凌 通讯员 殷鹏钊

这则从冰天雪地里传来的新闻，因

为编辑部的用心而多了几分温暖。

在这条微信稿件后，网友“姚均

建”留言：“儿子2017年新入伍，他妈妈

每次看到‘人民前线’的报道，都会仔

细阅读查看，特别是每一张图片，我知

道她想的是什么，只是不表露罢了。

然而作为父亲，我也是背地里多看几

遍……这滋味只有军属才能深切体

会。”这位父亲的朴实话语中句句是对

儿子的挂念。

在媒体上看到自己亲人，这不只是

军嫂蔡东姗的心愿，更是所有军属的心

愿。眼下，许多单位申请开通了微信公

众号。在订阅群体中，有很大一批正是

怀有类似心愿的军属，他们每天在手机

前，期待的就是自己亲人的信息，哪怕

看到一个名字、一个背影，心中便是满

满的幸福感。

对于一份报纸，或是一个新媒体账

号而言，无法满足所有军属心愿。但我

们应该知道，在每一篇稿件背后都会有

一双双期待的眼睛，所以不妨多推送一

些温暖的“心闻”，让每一个媒体成为一

个“扬声器”，进而形成庞大矩阵，聚力

起改革强军的暖心力量。

用暖“心闻”传递暖心力量
■刘昌宝

记者探营

新闻观察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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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

春 节 来 临 之

际，第76集团军某

陆航旅营长邹洪亮

的妻子来营，与丈

夫共同分享领取二

等功奖章和证书的

幸福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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