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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保障旅
6名优秀机关干部的一个个感人事迹，
记者感慨颇深：一粒沙里看世界，一滴
水中见太阳。这些感人肺腑的强军故
事，既生动展现了该保障旅官兵备战打
仗的专注与付出，更清晰地告诉我们备
战谋战要有不辱使命的情怀担当。

长期相对和平的环境，对军队是一
种严峻考验。在战火硝烟暂时消散、鼓角
铮鸣看似远去的时候，能不能依然想着战
争、钻研打仗、全力备战，决定着军队的前
途命运，也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

一支军队的衰败，大都是从丢掉危
机感、放松备战弦开始的。“硝烟味”日
淡、“生活味”渐浓，忧患缺失、忘战怠
战，这样的军队必然走向灭亡。从古罗
马军团到蒙古铁骑，再到八旗子弟，古
今中外莫不如此。

我军素以能征善战著称于世，创造
过许多辉煌战绩。但承平日久，一些官

兵容易滋生松懈麻痹思想。因此，我们
必须牢记，备战是军人最常态的事业，
要让备战打仗成为我们的使命责任。

要具备这种情怀担当，必须有盘马
弯弓、箭在弦上的备战状态。

战争从来都充满着偶然性和不确
定性，什么时候打，不仅仅取决于我们，
还取决于对手。敌人不会等我们都准
备好了再来，战争也不会等我们准备好
了再打响。

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强化只
争朝夕练兵、时刻准备战斗的意识，睡
觉也要睁只眼，聚焦备战打仗，一分一
秒都不能耽搁，一丝一毫都不能放松。

要具备这种情怀担当，必须有甘于
寂寞、久久为功的备战信念。

准备打仗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长跑，
练兵备战是我们一代代军人永恒接力的
事业。在和平岁月，能不能以“只计天下
利，不求万世名”的执着，以久久为功的

毅力抵御各种诱惑，坚守常年的寂寞，做
国家“沉默的砥柱”，将直接影响我们的
谋战之心是否坚定、备战行动是否坚决。

要具备这种情怀担当，必须有训练
和打仗一样光荣的价值追求。

一位军人曾这样说：农民种地出粮
食，工人做工出产品，科学家科研出成
果，社会上很多职业都会产生让人能看
得见摸得着的价值；唯独军人的价值，
只能当战争来临之际，在战火硝烟的战
场上，才能有全面展现的机会。因此，
承平日久，不少人会出现一种思想误
区，认为自己只训练、不打仗，自信、自
豪不起来，慢慢对训练的价值、坚守的
价值、付出的价值认识不够，对和平年
代军人的地位作用认识不到位。

“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
的行为方式。”如果没有发自内心的光
荣感、价值感，长久的、自觉的训练热情
从何而来？

因此，在备战打仗的漫漫征程上，
我们首先应该静下心来告诉自己——
训练和打仗一样光荣。

行文至此，记者不禁想起了网络上
流传的一张图片：一位边防战士在冰天
雪地里啃食已冻成冰疙瘩的牛奶。这
张图片感动了万千网友，大家都说，极
度严寒可以冻住手中的牛奶，却无法冷
却边防战士胸膛里戍边卫国的豪情！

枕戈待旦，热血难凉。我们相信，
具备了使命责任与情怀担当的中国军
人，必将像这名战士和这个保障旅的6
名优秀机关干部一样，承受“苦寒”，奉
献忠诚，守好祖国每寸土地，阔步迈向
强军新征程。

备战谋战需要情怀担当
■本报记者 刘建伟

无数次推倒重来依
然无怨无悔——

“战争准备是寂寞和枯燥
的，我们乐把寂寞当茶饮”

一场在海拔 4500多米雪域高原进
行的跨军种联合保障平台对抗演练，还
有几天就要拉开帷幕，可演练方案被全
部推翻！

那是一幕怎样的情景？看着大屏幕
上播放的画面，官兵们仿佛又回到了那
一刻——

一道命令，在旅指挥所引发了一场
“地震”，也如同一颗燃烧弹点燃了大家
的激情，所有人都铆足了劲，上紧了发
条，焚膏继晷全力以赴。

新的演练方案刚刚完成，容不得片
刻喘息，一场高强度跨军种联合保障实
兵行动演练全面打响。

整整三天三夜，大家顾不上吃饭，顾
不上睡觉。野战指挥所帐篷灯火通明，
各个作战保障与模块反复推演，展现着
战略博弈的复杂多变；千里战场，红蓝双
方断然出手，各种战法针尖对麦芒，在一
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斗智斗勇……

“这样的经历我们感同身受！”对此，
许多官兵有着强烈共鸣：很多人都觉得
身处机关，每天的工作就是动动脑子、耍
耍嘴皮子，日子肯定很舒适。可他们不
知道，在长期执行高原任务的保障旅首
长机关，常人眼中按部就班的舒坦日子
里却是暗流汹涌。

该旅军事组机要参谋刘涛对此感
受颇深：作为一线参谋人员，他从进入
作战指挥席位那一刻开始，就忘掉了生
活中的一切，可谓是不闻铁甲轰鸣，但
有雄兵万千；不见枪林弹雨，却藏生死
较量。

天天面对紧迫的战场情况，刘涛神
经高度紧张，经常在作战指挥帐篷忙碌
到深夜。有一次，巡逻哨兵检查指挥帐
篷，看见指挥席电脑桌前趴着一个人，披
着大衣睡着了。被哨兵叫醒的他，看了
看表，已是早上 6点。走出帐篷望向远
处的雪山，天空还有点点星辰。刘涛深
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新的一天又开
始了。

“你最近在忙啥子哦？啷个变成这
个样子噻？”在视频里看着丈夫疲惫憔悴
的面容，妻子很心疼。这是演练结束后，
刘涛在野外第一个休息日首次和妻子韩
青蓓视频。

采访中谈起此事，韩青蓓禁不住泪
流满面：“作为军嫂，我们知道军人工作
有多辛苦！今后，我一定照顾好家，更加
支持丈夫工作。”

“进入新时代，备战打仗是强军兴
军的中心任务和鲜明指向。”刘涛对此
有着自己的深刻理解：“战争准备是寂
寞和枯燥的，作为辅助指挥员战场决
策的参谋人员，我们必须乐把寂寞当
茶饮！”

负责后勤保障业务的参谋康迩鑫
告诉记者，随着时代发展进步，后勤的
反应速度和保障强度大幅提高，军事斗
争后勤准备与保障打赢信息化战争的
要求还有较大差距。他们深入调研发
现，部队后勤保障存在的问题，表面上
看是人员装备的问题，但追根溯源还有
法规标准、制度机制、组织运用等深层
次矛盾。

作为参谋人员，服务备战打仗是职
责所系、使命所在，越是部队急需，越要
敢啃硬骨头。他们抽组精干力量，协调
相关单位成立联合调研组，深入一线部
队单位摸排情况，分析问题症结，汇总梳
理形成9大类123条问题清单，逐个建立
台账，明确任务分工，采取“过筛子”的办
法与任务部队一起解决问题。

经过数月的不懈努力，问题清单一
一销号归零，长期困扰部队的保障目标
大、保障能力小，保障方向多、保障资源
少，保障任务重、保障力量弱等问题得到
有效解决。

作为具体参与者，康迩鑫对其中的
困难体会颇深：许多问题很烦琐，涉及方
方面面，但他们逐一攻坚逐一销号，硬是
排除万难解决了问题。他激动地说：“保
障打赢最辉煌，备战打仗很艰辛！在备
战打仗的每一天，‘执干戈以卫社稷’，是

军人唯一的主业主责。”

干隐姓埋名事，做默
默奉献人——

“为打赢明天的战争，我
们愿意永远默默无闻”

“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
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受命之日，寝不
安席，当年吴钩，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
器初成。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一声巨
响，惊诧了世界；一个名字，荡涤了人
心。”这是 2014年“感动中国人物”评选
委员会写给于敏院士的颁奖词，也是对
他一生事迹的凝练。

去年建军节前夕，该旅在驻训点举
办“奋进新时代——践行强军目标”故事
会。有一幕深深刻在了众多官兵脑海
里：填补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实现了
氢弹突破和武器化！隐姓埋名近 30年
的于敏讲道，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
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
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这是一位为国防事业奋斗一生的无
名英雄。

一段时间以来，刘涛脑海里总是不
由自主地想起这个故事，都说“干惊天动
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很难，可在身边许
多战友的心中，这是一种人生追求。

因为工作原因，这些年刘涛接触过
很多涉及国家军队科研成果、演训资料
的文件，这些是他一辈子都不能对外讲
的。部队研发的成果，或成为保家卫国
的大国重器，或造福社会万千大众。所

以当这些成果问世，让人为之钦佩时，这
些深藏于辉煌成果背后的隐姓埋名人内
心，同样无比自豪。

“这种难以言表的自豪，正是我们羡
慕和向往的！”刘涛感慨地说，由于身处
谋战备战前沿，他们中很多人连自己从
事什么工作都不能对朋友和家人说，更
别提取得的成果了。那种取得重大成果
后内心的无比兴奋，很想欢呼雀跃向人
倾诉却又必须守口如瓶、讳莫如深的感
受，别提有多难受了。

保持一时缄默都不容易，可他们很
多人要坚守一生。刘涛清楚记得，几年
前，旅里执行了一次数月的军事任务，全
旅官兵都是这样的无名英雄，他们在备
战打仗事业中默默奉献，至今都不能对
家人提起。

“其实，我多想大声告诉大家他们的
真实姓名，但是我不能；我多想为大家讲

述他们鲜为人知的故事，但是我不能。”
刘涛动情地说：“选择了备战谋战，就选
择了风险磨难；选择了特殊战位，就选择
了孤独隐忍。但为了国家的利益，我们
无怨无悔！”

这个部队的职能使命，要求参谋人
员必须具有清醒的战略头脑、强烈的战
略意识、较高的战略水平和精湛的业务
技能。有这样一名作战参谋，他长期专
注于某战略方向研究，数十年如一日，
积累的资料装满了 3个文件柜，多次在
重大问题上为上级建言献策。但除了
他周围极少数几个人，大家并不知道他
天天都在忙些什么，因为他的工作性质
就是这样，只能干隐姓埋名事，做默默
奉献人。

谈起这些，这名参谋动情地说：“全
旅官兵矢志谋战备战的好多故事都无法
诉说，也无需诉说。为了打赢，我们宁愿

一辈子默默无闻！因为我们知道，祖国
不会忘记我们，人民不会忘记我们！”

军 人 的 家 国 ，总 是
“国”在“家”前——

“为使命我们甘愿一无所
惜，为打赢我们愿意义无反顾”

“妻子一个人背着女儿牵着儿子陪
着老人去医院检查，挂号、交钱、住院、拿
药，就连端屎倒尿都得自己干……”回忆
起那段经历，参谋周广磊百感交集。

去年驻训前，远在山东老家的父亲
查出患有心肌桥，医院通知需要尽快进
行心脏搭桥手术。当时，周广磊正在备
战比武竞赛。妻子李玉华不想让他分
心，一个人带着孩子陪着老人跑遍了济
南市各大医院。

后来，老人的病情逐渐加重，只能靠
鼻饲输营养液。李玉华为了照顾老人，
瞒着丈夫辞去了镇卫生院的工作，专心
照顾老人和孩子。

周广磊的任务刚告一段落，就立
刻赶回老家看望父亲，印象中高大魁
梧的父亲被病痛折磨得又黑又瘦，原
本粗壮有力的双臂连支撑身体坐起来
都很吃力。

看到回来的丈夫，妻子没有埋怨，只
笑着说：“你怎么回家也不告诉我一声，
好去接你啊？”

望着身高 1米 65，体重只有 45公斤
的妻子和笑着冲向自己的两个孩子，周
广磊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转过身擦掉
眼泪，抱起孩子走到父亲身边。

父亲拉着他的手说：“广磊，我今年
都 70岁了，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好，我
这个手术就不做了。”

周广磊安慰着父亲，就算借钱也要
治好病。妻子李玉华清楚，让周广磊去
向战友借钱一定很为难。于是她私下让
自己的爸妈想办法筹到了十几万元作为
手术治疗费用。

父亲的手术很顺利，但术后需要长
时间的精心护理和静养，周广磊的假期
眼看就要到了。妻子看到丈夫脸上的焦
虑，便把母亲从农村接到家里照顾两个
孩子，使自己能有更多的精力护理父亲，
周广磊这才安心地返回部队……

聆听夫妻俩互相搀扶的感人故事，
很多官兵都说，在我们这里，这样的故事
还有很多。为使命我们甘愿一无所惜，
为打赢我们愿意义无反顾，大家一门心
思钻研打仗，舍家为国早已是常态！

了解情况的战友都说，参谋李天勇
和妻子曾广红的婚礼真是一波三折。

去年年初，他俩就定好日子，通知了
亲友。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部队一下
子忙碌了起来，李天勇也没好意思请
假。结果这一忙，两个月就过去了。

驻地疫情防控形势好转后，婚礼又
一次排进日程，他俩这次计划去年八一
建军节结婚，订了酒店，发了请柬。

没想到，部队这时又接到参加高原
演训的任务，时间预计几个月。没办法，
小两口的婚礼又得再推。

这 下 子 ，俩 人 的 亲 友 圈 可“ 炸 了
窝”。妻子曾广红自始至终都理解和支
持李天勇的工作，等李天勇前往高原参
加演习后，曾广红在家里挨个向亲友道
歉解释。

面对采访的记者，李天勇笑着说，好
事多磨，和妻子商量好了，今年五一假期
一定举行婚礼。

“一切为了备战打仗！”采访中，保
障组副组长康迩鑫的妻子孙迎动容地
说，丈夫是业务骨干，一年到头，不是天
南海北到处出差，就是封闭研究课题，
回家和家人吃饭的日子，掰着手指头都
能数过来。

“孩子出生时，连续加班几天几夜的
他匆匆赶来了。可没一会儿，竟然趴在
床边睡着了。”面对记者，妻子道出了心
里话——

“我知道，他的心里装着的是大事，
对这身军装有着感情。我更知道，他的
心里也装着这个家，有次到海边执行任
务，他从沙滩上挑了一块精美的贝壳，做
成项链送给我；知道儿子最喜欢航天模
型，他就从网上淘‘神舟’飞船模型送给
儿子……”

“备战打仗，舍家为国是常态！”优秀
机关干部评选会上，面对主持人“你为什
么能做到”的提问，康迩鑫毫不犹豫地
说：“心系国家安危、聚力备战打仗是军
人的第一要务，这种使命与生俱来，这份
责任一诺千金！”

前不久，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保障旅组织优秀机关干部评选，6名优秀机关干部披红挂彩走上领奖台，讲述他们矢志精武强能的
感人故事，不禁令人感慨万千——

作为指导部队建设、辅助指挥员决策的各级机关干部，他们的精神状态和整体素质，直接影响到一支部队的打赢能力。
“战争永远不会宽恕一支训练差劲的军队！部队训练首先应抓领导机关，任何一支军队都没有理由不重视领导机关的建设和训

练。”为了明天的战争，他们全身心准备打仗；为了明天的胜利，他们始终默默耕耘。今天就让我们走近这6名优秀机关干部，聆听他们
的一个个动人故事。

为了明天的战争，为了明天的胜利
——从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保障旅6名优秀机关干部事迹感悟参谋情怀

■本报记者 刘建伟 特约记者 郑继林 通讯员 张 宁 何仁平

记者感言记者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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