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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陈晓鹏、庄小好报道：“上
教育课不用‘翻山越岭’了！”初冬时节，
西北某演训场，第 74集团军某旅导弹营
二连战士姜洲参加完一连授课后兴奋
地说。驻训官兵就近到其他连队参加
思想政治教育，是该旅针对演训期间官
兵零散分布、教育课难以集中组织所采
取的新做法。
“近年来，新编制体制下各兵种模

块化配属，野外驻训官兵常常零散分
布在数十公里的多个点位上，官兵集
中组织教育路途远、耗时长，有诸多不
便。”据该旅领导介绍，针对这一情
况，他们结合演训任务、部队编成等特
点，依托相对集中的任务分队划分多

个“教育协作区”，就近就便开展教
育，有效破解人员难集中、补课难落实
等问题。

实际操作中，该旅从各“教育协作
区”挑选优秀政治教员作为片区负责
人，根据年度教育计划以及分队任务
实际，确定授课内容及授课时间。此
外，对于需要全旅集中组织的教育大
课，他们则通过网络直播授课的形式，
异地同步展开。
“教育协作区”的设立，使教育授课

形式从“各自为战”向“整体联动”转
变。据了解，如今该旅年度教育计划基
本落实。由于官兵节省了集结往返时
间，部队训练质效较以往有所提升。

第74集团军某旅整合资源破解教育难题

不同连队官兵同堂听课

本报讯 张伟峰、蔡盛秋报道：“舰艇在修
理过程中，存在人员流动大、专业训练受限等
难题……”近日，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对照机
关汇总的“一舰一案”信息册，对绵阳舰上报的
数个自主抓建问题进行汇总梳理和深入分
析。经过沟通协调，他们妥善解决了该舰在修
理过程中遇到的矛盾问题。

今年以来，该支队多艘舰艇呈现多线战
备、多域分布、多点流动等特点，舰艇或长期
海上执行任务，或短期进厂维修，机关在面
对面指导帮带方面存在一定困难。为此，该
支队坚持“因舰施策、精准抓建”导向，对照
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通过实地调
研、电话沟通等方式，详细统计汇总当前部
队建设中存在的矛盾问题，建立“一舰一案”
信息册，为党委领导和机关科室开展挂钩帮
建提供工作指南。
“舰艇工作重心各有侧重，机关在具体抓

建时，必须分门别类、精准对接。”该支队领导
告诉笔者，“一舰一案”信息册详细标注各舰艇
的基本情况、建设状况和面临的实际困难等信
息，还对机关领导一线指导、干部蹲连调研、业
务科室对口帮建提出具体建议。

该支队百色舰因长期出海执行任务，装
备器材耗损过多，影响训练质量。对此，机关
作训科紧急协调兄弟舰艇前送装备，并协调
附近岸基、航空兵等友邻单位与百色舰开展
联合训练。随后，作训参谋陈巍及时更新“一
舰一案”信息册中百色舰的帮建数据，为后续
精准帮建提供依据。
“一舰一案”提升精准帮建质效，推动

基层建设驶上快车道。前不久，在上级组
织的陆勤装备检查评比中，该支队勤务保
障队表现出色。勤务保障队队长马军辉告
诉笔者，今年，在“一舰一案”信息册协助
下，机关多个业务部门接续开展精准指导
帮建，帮助他们先后解决了场地设施短缺、
人员培训不足等现实难题，单位保障能力
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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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傅凌艳、赵鑫报道：“党委
班子要敢于厘清旧账，排除后拉力，全
面提高保障能力，让中心蹄疾步稳迈入
‘十四五’。”连日来，解放军总医院第七
医学中心党委一班人创新措施办法，攻
坚破难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营造顺畅和
谐发展环境。
“新体制新征程，处理好历史遗留

问题才能实现健康发展。”该中心党委
一班人把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作为党委
工程摆上重要位置，注重发挥党委核心
领导作用，班子成员带头站一线。
“作为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试点单位，

我们要认真梳理总结，尽快拿出整改方
案。”中心保障部部长郭建勋对照问题清
单，组织专人列出整改时间表，逐一立项
监督，逐条限期完成。医学中心胃镜室、
影像楼工程建设出现难题，中心领导主
动与施工单位对接，推进问题解决。

解开思想疙瘩，工作事半功倍。据
悉，该中心对各领域遗留问题进行梳
理，通过拟制遗留问题处置工作备忘清
单，逐条明确整改具体措施、责任单位、
责任人和完成时限，按照政策规定明晰
责任主体，做到事事都有“时间表”，件

件都有责任人。同时，他们定期通报问
题处理进度，通过压担子、明责任，激发
官兵主动性，合心合力推动遗留问题清
零见底。截至目前，该中心先后有 19件
历史遗留问题挂账销号，为中心建设发
展卸下包袱、扫除障碍。

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着力厘清旧账

19 件历史遗留问题挂账销号

坚持按纲抓建 锻造过硬基层

山高路险，雪花纷飞。11月底，第951

医院高原巡诊小分队，向着海拔5300余米

的雪域高原进发，为驻训官兵送医送药。

翻达坂、绕急弯，山路蜿蜒崎岖，一路险情

不断。

测量血压、查体看病、举办讲座……到达

目的地，巡诊小分队顾不上休息，随即展开巡

诊工作，受到官兵欢迎。

上图：道路遇险。

左图：哨位巡诊。

本报记者 李三红、闫 延摄影报道

风雪巡诊路

初冬，四级军士长尹学完成测量任
务，走出大山。看到他衣服多处被划
破，身上的伤口渗着血，战略支援部队
某大队营长刘栋一把将这位即将退伍
的老兵揽入怀中，泪水夺眶而出。

刘栋所带的营，是一支用双脚丈量
祖国大地坐标的部队。身背一二十公
斤重的测绘仪器，用“铁脚板”走遍高山
林地、戈壁大漠、孤悬海岛等人迹罕至
的地方，为军事任务提供精准数据，是
该营官兵训练工作的常态。

为确保测量数据翔实可靠，刘栋和
战友们曾多次上演“生命历险记”。

在某重大测量任务中，刘栋带领官
兵登上无人小岛测绘的第2天，海上突然
刮起大风，浪高达六七米。带上岛的帐
篷、发电机、淡水和食物几乎都被冲到海
里，官兵奋力抢救才保住一袋大米和大半
桶纯净水。就靠着这点食物，他们硬是撑
过3天4夜，圆满完成测量任务。自此，这
座无人小岛不再是地理信息的“盲区”。

一次，刘栋和战友们在戈壁大漠完
成测量任务后，遭遇沙尘暴，顿时黄沙
滚滚、遮天蔽日。为保住测绘仪器装
备，他们险些被狂沙掩埋。沙尘暴过
后，大家赶紧从黄沙中爬出来。虽然浑
身像散了架，但他们手拉手互相鼓励
着，走出了那片危险地带。

一次次历险并没有让刘栋退却，他
的内心更加笃定坚强。他幽默地说：
“我叫刘栋，天生为‘流动’测绘而生。”

2019 年 1月，刘栋被任命为营长。
身份变了，意味着责任更重了。面对更

加繁重的保障任务，怎样带领官兵高效
完成，成为刘栋最操心的事。

上任不久，一项应急保障任务下
达。某战区陆军将开展专项行动演练，要
求在半个月内紧急提供10余个地域的测
量数据。时间紧、任务重，挑战前所未有。
“军人的字典里，没有不可能！”面

对疑虑，刘栋作为任务负责人，组织召
开专项议战议训会。在那次会议中，刘
栋和战友们全面分析和反复测算单位
能力底数、任务技术难点等，最终决定：
不墨守成规，采取分片协同、现地评估
的方式，同步开展方案设计、野外测量
和数据处理。

早出晚归，只争朝夕。接下来的
10多天里，该营官兵“火力全开”，进入
高强度作业模式。为确保数据精度，刘
栋和检查组官兵长途机动奔波，吃住基
本都在车上。终于，在第 12天，他们将
全部数据交付到部队手中。四级军士

长付理想感慨道：“执行这次任务真像
上了一次战场，充实！”

关键时刻果敢亮剑，源于平时潜心
铸剑。

去年7月，接到群众性练兵比武通知
时，刘栋正带领官兵在某地域执行任务。
“任务要按时完成，比武训练也不能

落下。”刘栋将任务与训练“捆绑”进行，
白天1/3的时间用于训练和模拟考核。

128次，是他们模拟考核的次数。
比武场上，刘栋带领团队最终夺得

团体第一名。比武总结颁奖时，大家却发
现，刘栋早已带领官兵赶回测绘任务区。

对某重点区域测绘，是刘栋受领的
又一项重大任务，也是满 16年服役期
的尹学在退伍前赶上的最后一项任
务。为了给自己的军旅生涯画上圆满
的句号，他主动请缨：“营长，这次任务
一定要把我带上。”

该任务区位于崇山峻岭间，山高林
密，奇峰突兀。每次上山，作业经验丰富
的尹学总是走在最前面，当“开路先锋”。

有一次，尹学攀爬到半山腰，不小
心踩空，整个人往山下滚去。幸亏他眼
疾手快，抓住一棵小树才化险为夷。此
时，尹学身上的作训服已有多处被划
破，手上、胳膊上、腿上，道道伤口清晰
可见。简单处理完伤口，这名老兵咬牙
再次往山上爬去。他说：“跟着一心谋
打赢的营长干工作，再苦再累都值得！”

观天测地绘制打赢坐标。近年来，
刘栋带领全营官兵先后参与完成6项重
大应急应战测绘任务，脚步遍及祖国大地
11个省（区）。去年底，刘栋荣立二等功。

在上级举办的练兵备战先进事迹
报告会上，刘栋的发言掷地有声：“我们
没有手执利剑，但能为剑锋增锐气。作
为新时代革命军人，保障打赢永远是我
们的第一追求。我很幸运能把人生追
求融入强军事业！”

左上图：刘栋（左一）带领官兵执行

任务。 李沛功摄

战略支援部队某大队营长刘栋带领战友矢志测绘、不辱使命—

观天测地绘制打赢坐标
■高文军 杨 凯 本报特约记者 李沛功

（上接第一版）

变化的是环境，不变的是坚守。
英雄出自平凡，把平凡的事干成不

平凡，人人都能成为“王继才”。
“石多泥土少，台风时常扰，飞鸟不

做窝，渔民不上岛。”
原本，岛上只有几排空荡荡的营

房，还有满山的怪石、陡峭的悬崖、呼啸
的海风。

傍晚，跟随王仕花和两位民兵，我
们踏上王继才曾经走过的巡逻路。山
岩间共有 228级台阶，沿途每一处设施、
一棵棵植物，王仕花都如数家珍。

开山岛上，昔日光秃秃的山上栽了
苦楝树、松树、冬青树；不大的菜地里种
满了蔬菜、瓜果；山顶上高高屹立的航
标灯指引着归航路；气象仪、水文测量
仪、地质测量仪有序运转；首套高精度
海防监控系统投入使用……
“环境再改善，可终归还是岛。”守

岛民兵孙海明清晰记得，一场台风突如
其来，大雨一连几天下个不停，太阳能
电池板失去了效能，风力发电机也坏
了，而煤油储量又有限，随之而来的断
电、断水、断信号，让这里又成了孤岛。

和战友听着屋外的狂风呼号，曾在
“铁军”部队服过役的孙海明说，那一刻
他想起了电视剧《士兵突击》里的一句
台词：光荣在于平淡，艰巨在于漫长。

又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发电机房
的窗户被台风吹得啪啪作响。值守民兵
李爱洲和战友冒着暴雨，沿着陡峭的台
阶，找来一块大石头，把窗户紧紧顶住。
“虽然浑身湿冷，但大家感觉心里暖暖的，
觉得又朝着‘王继才’迈出了一步。”

今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港口封
闭，船只无法出海。大年初二上岛时，邵
正刚和林子桥只带了10天口粮，一直到第
15天，补给才被想方设法送上岛。
“习主席指出，王继才‘用无怨无悔的

坚守和付出，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了不平
凡的人生华章’。我们在岛上待的时间越
长，就越能切身体会平凡中铸就不凡是多
么不易。”从那以后，32岁的林子桥，对王
继才“守岛卫国32年”有了更深的感悟。

夜幕降临，皓月当空。

穿峭壁、走坑道、观海况、写日志……
完成一天的工作后，坐在台阶上，民兵们
和记者聊起了家常。
“孩子开学没能送他”“爱人那次住

院没能陪在身边”……因为离开了家
人，那晚大家聊了许多“家”的话题。
“下岛回单位，同事都说‘守岛英雄’

回来啦，那一刻，心里美滋滋的”“除夕
夜，王仕花阿姨包的饺子可香了，吃出了
妈妈的味道”……夜宿开山岛，记者深深
感到，这些年轻的民兵已然把这座岛当
成了自己的“家”，为之奋斗，为之自豪。

变化的是使命，不变的是担当。
英雄精神永驻，“王继才”们与时代

同行。
清晨的开山岛，格外寂静。
5时许，遥远的海平线上，一轮朝阳

冉冉升起，一道霞光染红海面。
在“守岛卫国、爱国奉献”醒目标语旁，

王仕花带领民兵整齐列队。“敬礼！”国旗沿
着旗杆、迎着海风徐徐升起，高高飘扬。

阳光穿过薄薄的海雾，照在鲜艳的国
旗上，洒向王继才的铜像——他手指着太
阳升起的方向，眺望着波光粼粼的海天。
“学王继才精神、当开山岛传人、做

新时代民兵”，是镌刻在开山岛的铮铮
誓言，也成为许许多多新时代奋斗者的
孜孜追求。

不同的时空，同样的传承。
今年大年初二，包括守岛民兵在内

的灌云县数百民兵接到抗疫命令后，立
即赶赴一线守卡排查，连续战斗两个多
月，为实现当地“零感染”“零病例”贡献
了自己的力量。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担当。
春节疫情严峻，女儿正在紧张备战

高考，灌云县民兵医疗分队民兵廖素香
却主动报名驰援武汉。“我们也要像王
继才和民兵哨所的民兵们一样，牢记
习主席嘱托，听从召唤、服从安排！”女
民兵臧艳、李莎莎、林媛媛，与廖素香做
出同样的选择，成为“最美逆行者”。

同样是今年春节，恰好轮到下车镇
安全监督所所长杨建上岛值守，妻子带
着小学六年级的儿子为他送行。
“为什么偏偏轮到你在岛上过年？”

妻子忍不住抱怨。没等杨建安慰妻子，
儿子脱口而出：“不轮到爸爸，也会轮到
别人！”孩子的无忌童言，让妻子抿唇而
笑，心中释然。

无独有偶。前不久，灌云县人武部
开始选拔第 3批守岛民兵，邵正刚申请
继续留下来守岛，希望像王继才那样，
守到守不动为止。得知父亲的选择，邵
正刚 20岁的儿子邵雄，不仅自己支持，
还主动帮着去做母亲的工作。
“追寻您的脚步，我们来了。”灌云

县人武部军事科参谋、开山岛民兵哨所
所长陈志显告诉记者，这两年，守岛民
兵当中有的是退役军人，有的是公务
员，“守岛卫国、爱国奉献”成了大家共
同的价值追求。

在连云港，距离大陆最远的是前三
岛民兵哨所。哨所揭牌仪式上，前三岛
民兵哨所与开山岛民兵哨所结成了共
建对子，并聘请王仕花担任哨所名誉所
长。在王继才精神的感召下，志愿守岛
的民兵队伍不断壮大，爱国戍边的故事
正在续写新的篇章。
“聆听您的故事，我们来了。”灌云县

委党校教师刘俊成介绍说，这两年，全国
各地的探访者络绎不绝，他们在岛上学习
习主席重要指示、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事
迹展馆，把王继才精神传向四面八方。
“问一问，当组织上需要时，我们能

不能像王继才一样顾全大局；比一比，我
们能不能像王继才一样甘于奉献……”
主题教育中，连云港警备区深入展开群
众性大讨论，坚持用王继才同志先进事
迹和人格力量洗涤灵魂、净化心灵，引导
大家以典型为榜样，坚守本职岗位，奋斗
强军征程。

夕阳西下，海阔波平。“开山岛”号
客轮终于如约而至，随着汽笛长鸣，记
者和轮换下岛的哨所民兵踏上客轮，与
开山岛挥手告别。

归航，归航，视野中的开山岛越来
越小，心海里的“开山岛”越来越大——

王继才，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名字，
而是“人民楷模”精神的象征；开山岛，
亦不再是一座孤岛，已成为人们心中的
精神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