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别关注

入夜，忙碌一整天的军委联合参谋
部某大队参谋魏然终于闲歇下来。回
到宿舍，他打开电脑，将不久前上级机
关下发的视频光盘放入光驱，专注地观
赏。时光如水静流，但他的内心已波澜
起伏。

光盘里刻录的内容，是军委联合参
谋部 2017 年践行新时代强军目标新闻
人物颁奖典礼全记录。那天，魏然在直
播现场，颁奖典礼的一章一幕，他已了然
于心，为何事后还要看了又看？

他敬佩那些人。这次颁奖典礼表
彰的新闻人物，既有善谋打仗的战略参
谋，也有勇挑重担的保障尖兵；既有岗
位建功的基层战士，也有默默奉献的科
研老兵；既有绽放在军事外交战线的铿
锵玫瑰，还有运筹重大军事行动的机关
团队……他们无一不是来自备战打仗
一线的排头兵，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
撼人心魄的强军故事。看到现在的他
们，可以期待将来的自己。

他喜欢那支歌。那是评委会专门为
这场颁奖典礼创作的主题曲《就要谋打
赢》。执着坚定的歌名，雄壮有力的节

拍，催人奋进的歌词，即便是小声哼唱，
也给人以无穷的力量：“眼观世界风云，
紧按地球脉搏，运筹帷幄中军帐。剑指
陆海空天，经略联合攻防，决胜未来新战
场。听从领袖号令，奋楫强军征程，托举
复兴大梦想……”魏然清晰地记得，颁
奖典礼结束时，军委联合参谋部领导与
受表彰者以及现场千余名官兵齐声高唱
这首歌的情景，那巨大的声浪至今回响
耳畔。

他享受那个氛围。颁奖典礼综合运
用视频展播、颁奖嘉宾访谈和宣读颁奖

词等多种手段，生动反映了 8名个人、3
个集体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从一个
侧面展示了 2017 年军委联合参谋部学
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着眼实现党在
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建成世界一流
军队，强化“四个意识”，聚焦备战打仗，
建设“四铁”军委机关，培育“四有”新时
代革命军人的丰硕成果和崭新风貌。庄
重的仪式感、颇具巧思的舞台设计、火爆
的现场气氛、精心营造的打仗氛围，一旦
置身其中就会引燃激情、点亮青春，激发
矢志强军建功立业的渴望。

他读懂那颗心。此次颁奖典礼，
诸多细节体现出活动组织者的匠心与
用心。新闻人物的家属来了，官兵代
表为她们献上一束鲜花，表达真诚的
谢意与崇高的敬意；年度立功受奖的
人员来了，军委联合参谋部领导为他
们佩挂军功章，勉励他们再接再厉、再
立新功；最让人感动的是评委会对颁
奖嘉宾的遴选，只要符合颁奖主题和
表彰意图，只要契合获奖者的身份特
点，只要对方有一线希望能来，就千方
百计地邀请。于是，当年参加边境反

击作战的老兵坐着轮椅赶来了，具有
崇高国际声望的外交谈判家带着老伴
赶来了，获奖者始终念兹在兹的连队
领导不远千里赶来了，威震全军的“蓝
军”旅长专程赶来了，知名导演不顾病
痛如期从国外赶来了……魏然知道，
评委会之所以邀请这些嘉宾来颁奖，
是因为他们与获奖者之间有着积极向
上的传承或关联；这些嘉宾之所以愿
意来颁奖，是因为他们对获奖者有着
发自内心的嘉许和期望。

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强国需

要强军，“执干戈以卫社稷”，建设巩固国
防和强大军队，是军人与生俱来、舍我其
谁的责任。

2017年 11月 3日，习主席视察军委
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并发表重要讲话，表
明新一届军委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推动全军各项工作向能打仗、打胜仗
聚焦的鲜明态度，强调必须扭住能打仗、
打胜仗这个关键，在备战打仗上有一个
大的加强。2018 年 1 月 3日，习主席出
席中央军委 2018 年开训动员大会并发
布训令，要求全军指战员坚决贯彻党中
央和中央军委决策指示，发扬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刻苦训练、科学训
练，勇于战胜困难，勇于超越对手，锻造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
旅，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
命任务。

统帅千钧授，三军一念同。如今，军
委联合参谋部官兵正在按照习主席的指
示要求，全身心投入新年度工作之中。
他们知道，一场颁奖典礼并不是一名军
人真正想要的凯旋与荣光，在未来战场
上战胜敌人才是。

一场颁奖典礼，何以如此触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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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往事并不如烟

“到底请谁来颁奖？”
这是军委联合参谋部践行新时代强

军目标新闻人物名单确定后，摆在颁奖
典礼活动组织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评委会人员仔细研究获奖者名单，
细细咂摸他们的事迹和特点——机关
某业务处是处置某次突发事件的战斗
集体，刘芳是军事外交战线的优秀代
表，许建华是逐梦新型战场的战略保障
尖兵……每一个获奖群体和个人，都是
一张鲜活的军人图谱，写满了对强军的
渴望、对打赢的追求。
“请苟基德怎么样？”苟基德是一名

参过战的老兵。
“就是他！”时空变幻，芳华已逝，老

兵不老。还有比苟基德更合适的人选
吗？

几经周折，评委会终于找到苟基
德。81岁高龄的他，满是褶皱的脸上浸
染着历史深处的硝烟。微微下陷的眼窝
里，一双深褐色的眼眸，静静地诉说着岁
月的沧桑，不时闪动如火的燃情。虽然
行走不便，但当来访者为他的身体状况
担忧时，老人却神情坚毅地说：“谢谢你
们记得我，我一定去！”
“我一定去！”这句话，几乎成了所有

被邀请颁奖嘉宾的回答。
电话打到联合国前副秘书长、中国

常驻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原代表沙祖康
那里，他的答复亦是如此。

他们为什么毫不犹豫、一口答应？
答案，在颁奖典礼当天揭晓。

看完某处谋胜中军、卫国护疆的事
迹短片，苟基德坐着轮椅缓缓来到舞台
中央，将奖杯交到处长孙建龙手中。短
暂而有力的握手中，饱含深情的嘱托：
“我就说三句话：听党的话；能打胜仗；拜
托大家！”

耄耋老人的一句“拜托”，令台上台
下闻者动容。孙建龙不禁眼眶发红，
“啪”地一个标准的军礼，面对苟基德话
语铿锵：“不负前辈的嘱托，不负身上的
军装，不负肩头的使命!”

掌声雷动，撼人心魄。舞台光影渐
暗，一段几十秒的纪实短片呈现在电子
屏上。这段珍贵的视频资料，记录了我
军某特种作战力量首次用于实战取得的
显著战果，将现场观看的千余名官兵拉
回到某次重大作战行动那段炮火连天的
岁月。

颁奖嘉宾郭玉林，正是当年我军实
施某特种作战攻击的一线指战员，“无影

剑”甫一出手，便直击敌人要害之处。这
一次，他把奖杯颁给了某大队计划室主
任许建华，这不仅是两代特种作战人穿
越时空的握手，更是未来战场上使命的
交接。

作为一位杰出的外交家，沙祖康代
表我国政府参与了军控和裁军领域重大
国际条约的谈判和审议，参与起草了联
大和安理会通过的一些重要决议，经历
过太多国际风云。此次他专程前来为军
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欧亚局的参谋刘
芳颁奖，这其中既有同行之间的相互理
解，更有前辈对晚辈的使命相托。“我们
是‘文装’的军人，你们是‘武装’的军人，
我们都是一家人。有人说我是外交战线
上的强硬派，其实只有‘武装’的强大了，
‘文装’的才会强硬。祝愿我们的军队越
来越强大！”沙祖康一席言，道尽了“一个
国家的外交软实力，来自这个国家的军
事硬实力”的真谛。

寻找颁奖嘉宾，传承时代薪火。和
着备战打仗的心灵共振，评委会围绕忠
诚、谋战、奉献、担当等 4个篇章，把追寻
的眼光瞄向军内外，一个个看似偶然实
则必然的嘉宾人选相继确定，他们无不
欣然应邀。

相聚，原来你也在这里

随着颁奖典礼日期的临近，获奖者
与颁奖嘉宾开始汇聚北京。

给军委“一号台”颁奖的，是陆军某
部“大功三连”指导员王金龙。

“王指导员，你也来了啊，我听过你
的报告。”这一天，代表军委“一号台”领
奖的指导员庞学勤，在彩排现场见到了
王金龙，兴奋不已。

虽然互不熟识，但两人对彼此所在
的连队早就熟悉。谈起“大功三连”，庞
学勤如数家珍：党的十八大以来，“大功
三连”学系列讲话、育“四有”新人、建“四
铁”连队，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荣誉
称号……

说起“一号台”，王金龙也是侃侃而
谈：军委“一号台”誓做党永远忠诚可靠
的“传令兵”，创造了处理话务数百万次
零差错的纪录，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通
信站”荣誉称号……

同样的赤胆忠诚，同样的红色基因，
同样的光荣传统……因为有太多的共同
点，两位指导员从“相闻”到“相识”，两个
基层连队由“互粉”到“互学”。

王金龙迫不及待地与庞学勤约定，
颁奖典礼结束后到“一号台”参观见学。
“您才是真正的蓝军！”得知站在自

己面前这位阳刚威武的大校，就是享誉
全军的“蓝军旅长”满广志，电影《战狼
2》的导演和主演吴京喜出望外。他一边
快步上前握紧满广志的手，一边招呼在
场的工作人员：“请一定给我和满旅长合
张影。”

原来明星也追星。吴京说，他在电
影里经常扮演蓝军，内心里有很深的“蓝
军情结”。那天，身在国外的他收到了为
我驻阿富汗使馆武官处颁奖的邀请，尽
管刚做完手术，仍二话不说欣然应约。

放下电话的那一刻，他想到了什么？
异国战乱，硝烟弥漫，百姓苦难，生

死营救……颁奖典礼现场，此时开始播
放驻阿富汗使馆武官处的事迹短片。看
到武官们长年坚守在一年遭受上万次恐
怖袭击的喀布尔，一次又一次与死神擦
肩而过，吴京难掩内心激动：“你们才是
守护国家安全、保护人民幸福的‘战狼’，
你们才是《战狼》的真正主创！虽然我不
是军人，但请允许我以军人的方式向英
雄们致敬！”说完，他向代表武官处领奖
的武官王鑫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满脸坚毅，鬓角如霜。得知是眼前
这位年近 50岁的老兵给自己颁奖，某通
信团三级军士长宋仕平忍不住在网上搜
索了他的名字：“巨孝成”。浏览网页，宋
仕平发现，巨孝成初中毕业参军入伍，立
足本职成长为无人机“金牌操作手”“士
官教授”、一级军士长，当选两届全国人
大代表，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给我颁奖的嘉宾，就是我学习的榜

样”。了解到巨孝成的成长履历，宋仕平
主动提出和他住在同一个房间，面对面
地学习请教。那段时间，努力成为第二
个“巨孝成”的新梦想，在他的心田里生
根发芽。
“我是果洛骑兵连连长周杰，在高原

待了 8年多了。”收到评委会的邀请，周
杰提前两天从青海飞到北京，为某大队
指控室高级工程师张洪英颁奖。

11 年前，张洪英从地方大学毕业，
携笔从戎到某通信总站当了一名助理工
程师。上岗时间不长，单位便组织她们
几个“学生官”前往海拔 4000 多米的青
海果洛骑兵连当兵锻炼。

走进雪山之巅的连队，看到脸上布
满高原红的官兵长年扎根高原，艰苦奋

斗，默默奉献，无怨无悔，张洪英被深深
感染，“愿将此身长报国”的信念由此越
扎越深。

北京——果洛，相隔千里，短短的相
遇，成就一生之约。从那以后，果洛官兵
就永驻张洪英的心里，每遇挫折、每逢挑
战，那群雕塑般刚毅的面孔就会出现在
她的眼前，给她温暖、予她力量，激励她
迅速成长为全军视频指挥保障领域的技
术专家。2017年，张洪英因病做了开颅
手术，术后仅 2个多月，她就带队奔赴漠
北草原，圆满完成了某重大军事行动保
障任务。

相逢是首歌，歌中是你和我。“真没
想到，是果洛骑兵连的战友来给我颁奖，
有机会我还想回连队再当几天兵。”站在
舞台上的张洪英激动万分，紧紧握着周
杰的手，热泪盈眶。周杰也没想到，经过
那么远的时空，果洛无形中发出的一束
光，能温暖一个人如此恒久。

使命，在军旗下携手赴约

号角催征，战歌响起。
随着视频短片的展播，一个个强

军先锋走上舞台中央，歆享属于他们
的荣光。

战略参谋樊军涛参与某重大军事训
练活动的方案设计，他从难从严从实战
出发临机导调，让参训的高级领导干部
很是头疼，被人称为“麻烦制造者”。我
军第一支专业化“蓝军旅”旅长满广志，
近年来带队参加 33场实兵对抗，31次打

败“红军”，前来挑战的部队视他为“眼中
钉”，声称要“横扫朱日和，活捉满广
志”。如今，“志同道合”的两个人遇到了
一起，一个给另一个颁奖，顿时逗乐了台
下的观众。“我和樊参谋都是专门给人家
出难题的，也就是他们眼里的‘坏人’。”
满广志笑着说，“为了明天的胜利，我们
今天当‘坏人’，值了！”

相聚在同一面旗帜下，筑梦在同一
个目标里。某处参谋袁新，几乎参与了
我国近年来海上方向军事斗争的所有行
动，一名战略参谋的职能使命扬帆在万
里海疆。

谁来给他颁奖？民兵船长王敢！
王敢何许人？当评委会把目光投向

那片海，发现近年来很多海上维权斗争
中，由沿海渔民组成的民兵队伍忠于职
守、捍卫海疆，谱写出一曲海上人民战争
的时代赞歌。渔船船长王敢就是其中的
一位。

接到评委会的邀请，还在南海执行
任务的王敢无法来到现场，只能发来颁
奖视频，祝贺袁新当选新闻人物。

视频中的南海，巨浪滔天，一艘高悬
着五星红旗的中国民船正在劈波巡航，
勇往直前。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某知名信息技术公司，使中国成为

世界上拥有搜索引擎核心技术的 4个国
家之一，而由某处参谋孔祥威牵头建设
的联合作战“信息库”，则让我军联合作
战指挥更加高效。在颁奖现场，该公司
副总裁握着孔祥威的手说：“我们的目标
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强国强军。希望我
们下一步多交流、多合作，写好军民融合
这篇大文章，打好科技兴军的人民战
争。”
“战火里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为

自由探索，为家国担当；人生中追求一
份特殊的事业，与试剂相伴，与使命同
往……”这是评委会给某研究所研究
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慰祖的颁奖词。

吴院士今年已是 86岁高龄，年至耄
耋仍工作在一线。壮志未与年俱老，初
心仍是少年时。“如果说，这辈子最亏欠
的事，就是陪家人太少了，真的太少
了。”看到和自己相濡以沫近 60年的老
伴崔才，一步步走上台给自己颁奖，藏
在心里几十年的愧疚终于化作一句话：
“我爱你！”

这是吴慰祖第一次对老伴说这三个
字，因为他把满腔的爱都倾注于党和军
队的事业中。

掌声如雷。擦一擦眼角，崔才挽住
吴慰祖的胳膊，深情地说：“我要一直陪
你走下去。”

左上图为颁奖典礼现场。

下图由左至右为：刘芳、某处人员、

吴慰祖、“一号台”官兵、袁新、张洪英

（中）。 本报记者 李三红摄

穿越时空的心灵握手
—探寻军委联合参谋部践行新时代强军目标新闻人物颁奖典礼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梁蓬飞 特约记者 张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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