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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世说新语》中记载：东汉末年，管宁

与好友华歆一起锄地，锄到一块金子，管

宁视如瓦石，华歆则把金子捡起来摆弄后

才掷去；后二人坐在一张席子上读书，有

显贵乘车经过，管宁照常读书，华歆则跑

去围观。管宁羞与华歆为伍，割席分坐，以

示划清界限。

管宁割席，看似有些小题大做，但这既

是防微杜渐的警觉，也是诤友咬耳扯袖红脸

的担当。后来，管宁、华歆皆成魏晋名士，华

歆甚至获曹植“清素寡欲”之评，这当中自然

有管宁的警诫之功。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焕然一

新，党员干部对吃请送礼、小恩小惠等一般

套路、有形陷阱，多数能识别并且自觉抵

制。但仍有一些领导干部在围猎者的“感情

牌”攻势下，或“吃人嘴软”，或碍于情面，丧

失了警惕性和原则性，勾勾搭搭、同流合

污，替人张目、给人背书。究其原因，就是对

品行不端的人红不起面孔、拍不下桌子、划

不清界线。

“别人怎么样我不管，自己不腐败就

行”。时下，个别党员明知道党内政治生活需

要激浊扬清，却又不敢直言红脸，只想“管好

自己”就行，还美其名曰“与世无争、与人为

善”。其实，对于错误的容忍，就是对于正确

的挤压；不敢得罪少数有问题的人，就必然

得罪大多数奉公守法的人。习主席曾经指

出：“好人主义盛行，有问题不指出，有过错

不批评，这种庸俗作风盛行之处，往往就是

党组织和领导上政治软弱、作风涣散的地

方，就是党员、干部中出问题多的地方。”当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差不多先生”，还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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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赖瑜鸿、特约记者王
均波报道：数据准确、账物相符、堆垛科
学……11月中旬，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
基地崔寒凝等 5名新毕业学员，在业务
骨干指导下，连续奋战 3天，首次组织指
挥了 10余节车皮近 1000件（套）器械的
收发任务。像他们一样，今年分配至该
中心的 300多名新毕业学员，在经过前
期强化训练和当兵锻炼后，根据所学专
业，被分配至财务、卫勤、供应、运输投
送、军事设施建设和军械等部门开展岗
位实践。

针对所属单位专业类别多，新毕业
学员对联勤保障部队了解不够、对联勤
业务不熟等情况，该中心结合行业特
点，组织新毕业学员岗前培训，通过强
化训练打基础、当兵锻炼强作风和岗位
实践增能力，帮助他们尽快熟悉联勤保
障部队性质特点，适应第一任职需要。
该中心通过课堂讲学、讨论议学、实践
助学等形式，指导带教新毕业学员全面
参与单位工作、履行岗位职责，熟悉联
勤保障工作的特点规律，让新毕业学员
基本掌握任职急需、岗位所需、保障必

需的业务技能。
此外，新毕业学员还被安排到仓储、

医院、运输投送等基层单位当兵锻炼。他
们围绕“兵怎么当、干部怎么干、基层工
作怎么抓”组织新毕业学员开展岗位实
践，通过组织一次党小组会、担负一次指
挥员、组织一次业务操作等活动，强化新
毕业学员综合素质，缩短任职适应期。毕
业于陆军工程大学的学员吴明春深有感
触地说：“通过岗前培训，对未来所担负
的使命任务更加清晰，我一定扎实工作，
努力投身联勤保障事业。”

郑州联勤保障中心着力提升新毕业学员第一任职能力

岗前培训锤炼综合保障技能

初冬清晨，天蒙蒙亮，四川省南部
县漏米岩村 26岁的乡村女教师冯炼如
往常一样，背起背篓，拿着笤帚、簸
箕，随父母走出家门。在距离冯炼家十
几米的地方，有一座坟茔，墓碑上面写
着“红军刘连长墓”。在这座坟茔后的
长坪山上，800 多座烈士墓依山林立。
在过去的两年半时间里，冯炼经常随父
母来打扫墓地。从 1933 年至今，冯炼
一家四代人已经在“红军刘连长墓”旁
守护了85个春秋。
“长坪山地势险要，红军驻扎期

间，一名姓刘的连长常去曾祖陈修昆
夫妇家中帮着干活，无儿无女的曾祖
将他视如己出。”虽然不知道刘连长
的名字，但对于这段历史，冯炼早已
熟稔于心。
“后来，刘连长惨遭杀害。尽管敌

人扬言不许给他收尸，但我的曾祖母陈
韩氏在几名亲戚的帮助下，悄悄将刘连
长的遗体运回，安放在为自己准备的棺
材中，葬在屋后不远处。”冯炼说，“敌
人得知后，将曾祖母抓起来毒打。没过
多久，她因伤去世。弥留之际，她嘱托
丈夫领养一个孩子，并立下家训——

‘让子孙世代为红军守墓’。”
一句家训，世代践行。1971 年，

陈修昆老人去世，养子陈忠民接过守

墓重任。2002 年，陈忠民病逝，女儿
冯秀琼和女婿马全民辞工回乡守墓。
2011 年，南部县政府在长坪山建起一

座烈士陵园。2015 年的一天，几名红
军后人来陵园“寻亲”，由于冯秀琼和
马全民不会说普通话，附近又没有其
他村民，只好给在广州做生意的女儿
冯炼打电话，让她充当翻译。听着红
军后人的连声感谢，想到父母年纪已
大，冯炼心里再也无法平静。次年，
她放弃生意返乡应聘为小学教师，利
用休息时间打扫烈士陵园，为前来祭
扫的人们当义务讲解员。

从大城市回到小山村，冯炼并不
感到后悔。这两年，来烈士陵园祭扫
的人越来越多。她家门口通了公路，
家里果园的水果销路越来越好，实现
了脱贫。
“共产党兑现了对祖辈的承诺，让

我们过上了好日子。我也要兑现祖辈的
承诺，一辈子做红军烈士的守墓人。”
今年 6月，冯炼加入了党组织，这让她
对于自己的坚守有了更深的理解。她
说：“我守护的不仅是一座陵园，更是
国家记忆和民族精神。”

左上图：冯炼在打扫烈士陵园。

本报特约记者 李佳豪摄

在四川省南部县漏米岩村，一座红军墓依山而立。从 1933年起，村民陈修昆家
几代人接力守在墓旁。如今，接力棒交到第四代人手中——

90后女孩恪守家训义守红军墓
■本报特约记者 李佳豪

敢于亮剑勇于斗争的“啄木鸟”，不仅

是作风问题，更关乎党性原则。该抵制

时不抵制，该表态时不表态，该斗争时

不斗争，看似你好我好大家好，实则害

人害己、误国误军。

每名党员都要成为扶正祛邪的战

斗员。这就要求我们广大党员干部，敢

于坚持原则，培塑正风肃纪、反腐惩恶

的斗争精神、革命精神，不断增强政治

免疫力，涵养为官做人的政德品行，同

一切“坏苗头、歪道理、小圈圈”划清界

限，不拿原则做交易，不以私情废公

事，“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自

觉做到正心修身、律己持家、清廉为

官，敢对旁门左道“拍桌子”，自觉抵御

歪风邪气的侵蚀。

（作者单位：武警猎鹰突击队）

11月15日，第73集团军某陆航

旅在某海域组织低空隐蔽机动、战场

搜救等课目训练。

李士龙摄

（上接第一版）

不多久，担架从山上抬了下来。
“富国，你要挺住！”狭窄的安全通道
上，穿着防爆服的官兵呼喊着，奋力运
送担架。望着疾驰而去的救护车，这
群平时连死神都不怕的男子汉，泪水
哗哗而下。

今年 54岁的盘金良，对地雷既恨又
怕。1993年和 2016年，盘金良两次在田
间劳作时触雷，前一次炸掉右腿，后一
次炸掉左腿。

这是块硬骨头。这里曾是老山主
峰的重要支撑阵地，留下了大量地雷，
还有不少未爆炮弹。

当年的硝烟早已消散，在被炮击后
变得疏松的焦土上，竹子、桫椤生长茂
盛。生机背后是死亡的威胁——这些
植物盘根错节的根系，极可能与地雷触
发装置、手榴弹拉环等交织在一起，稍
有不慎就可能引爆。

2018年，南部战区陆军云南扫雷大
队扫雷四队来到这片雷场清除雷患。
雷场有一部分是盘金良家承包的，双腿
装着假肢的他，常常从家徒步 3公里，来
看官兵扫雷。“一看到他们，我心里就踏
实了。”他说。

尽管脸上的伤已经结痂，艾岩内心
的伤口还没愈合，爆炸发生后的情景，
时常浮现在眼前。

目睹一切的盘金良，下意识地摸了
下被地雷吞噬的双腿，右手用随身的拐
杖狠狠地戳了几下地。当看到杜富国
被抬下来时，这个满脸络腮胡的汉子也
流泪了……

雷场地处深山，到最近的乡镇医
院也要 1个多小时的车程。一路上，救
护车争分夺秒。杜富国被送往麻栗坡
县医院，随后连夜转至解放军第 926 医

院救治。

“他是条汉子，他很

坚强”

重症监护室外，战友们都在焦急
地等待。72 小时过后，大家终于等来
了“病情稳定”的消息。
“艾岩……伤得重吗？”醒来后，

杜富国心中首先想到的是战友艾岩的
安危。

此时，杜富国还不知道自己手没
了，眼球被摘除了。
“ 富 国 ， 你 好 好 养 伤 ， 艾 岩 平

安。”在治疗前期，为了让杜富国更好
地康复，家人、战友和医护人员擦干
眼泪，选择暂时向他隐瞒伤情。杜富
国问分队长张波：“我的手怎么没有知
觉？”张波只好说，是因为包扎得较
紧。
“我要多吃点肉，好早点归队。”

脱离危险期后，杜富国对一直陪伴左
右的扫雷四队队长李华健说。李华健
听得心如刀绞。

看到病床上的杜富国，妻子王静
只能将巨大的悲伤藏在心里。她抚摸
着丈夫的面颊：“我们在这里，你一
定要坚强。”

得知双手被截肢，杜富国难过极
了。经过两天开导，他才开始正常
吃饭、开口说话。白天，面对来探
望他的慰问团，他习惯性地绷直身
体 ， 试 着 敬 礼 ， 却 只 能 动 一 下 右
臂；夜深人静，他会悄悄对妻子王
静说：“我身上有点疼……”

相对于双手的伤情，王静更在乎
的，是丈夫的视力：“双手可以安装假

肢，但眼睛就比较麻烦，毕竟才 27
岁，以后日子还长着呢。”

11 月 17 日，负伤后的第 38 天，
医院和部队决定把全部伤情告诉杜富
国。为此，西南地区最好的心理医生
被请来，准备了好几套心理疏导方
案。“他是条汉子，他很坚强。”全程
陪护在旁的卫生员帅超意外地发现，
心理疏导方案没用上，杜富国甚至反
过来安慰战友们……
“他那么勤快、手那么巧，如今却

没了手；那么爱笑的他，却再也看不
到这个世界。”李华健语气低沉地说。

“无论什么任务，他

总是把危险留给自己”

雷场上，杜富国是业务骨干，背
的行装总是最沉的。对讲机里，总有
人喊杜富国去帮忙，“因为他懂得多，
带的工具也全”。

杜富国的“好手艺”是全队公认
的。入伍前，他学过两年汽车修理，
手巧。队里一旦遇到水工、电工、木
工的活儿，只要叫一声“杜富国”，
他都会乐呵呵答“到”，都有办法搞
定。

杜富国小时候家庭条件不好，父
母双双去了广东打工，他背着弟弟妹
妹放牛、砍柴、干农活。长大后穿上
军装，他的“抠门”也是出了名的。

杜富国每个月把工资交给父母，
自己只留几百元。战友们玩手游时，
都不喜欢和他组队玩——因为，他的
手机屏幕摔裂了，游戏时看不清楚屏
幕，他却始终不肯修。

对自己，杜富国称得上是“吝

啬”；可对战友，他很大方。在艾岩的
眼中，杜富国不仅是他的救命恩人，
还是处处为他着想的好大哥。2016 年
12 月，和杜富国刚认识时，艾岩父亲
生病做手术，急需用钱。杜富国主动
借了1.2万元给艾岩。

杜富国的排雷手艺，是经过实战
检验的。在扫雷四队营区橱窗内的
“扫雷龙虎榜”上，杜富国的名字赫
然在列。
“跟富国在一起，他总把我护在

身后。”在马嘿雷场上，杜富国与临
时组队的战士唐世杰探到 10 多枚引
信朝下的火箭弹，杜富国让他退到
安全地域观察，自己上前处理。整
整一上午紧张清排，杜富国的防护
服被汗水浸透。

杜富国的班长许猛，至今保存着
一张珍贵的照片。那是在马嘿雷场，
杜富国清排出一枚反坦克地雷时拍摄
的。“足有小脸盆那么大，是队里排除
的第一枚反坦克地雷。”许猛说。

山高林密，人都很难上来，坦克
怎么来？杜富国探到“大家伙”的信
号时，已经猜到这是一颗“诡计雷”，
他对同组作业的许猛说：“班长，让我
来！”

现场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
杜富国小心翼翼拆除地雷引信，汗水
顺着脸颊低落……十几分钟后，他从
土里捧出地雷。

如今已经转业离开部队的扫雷四
队原队长龙泉，听说杜富国负伤的消
息后，特意赶到医院探望。“意外，却
也不意外。”在龙泉眼中，杜富国排雷
技术好、心理素质好。但他也清楚杜
富国的性格，“无论什么任务，他总是
把危险留给自己。”

“我想学播音，把扫雷

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分队长黄雪松要带领战友返回扫
雷一线。
“分队长，给兄弟们说一声注意安

全，我等待你们凯旋。”听到儿子这样
说，父亲杜俊老泪纵横。

这位英雄的父亲，从小就有从军报
国梦。他为 4个孩子分别起名为“富国、
富佳、富民、富强”，寓意“国富民强”。
名字背后，蕴含着对儿女们的殷切期
望。前年，他最小的儿子杜富强参军到
西藏边防服役。

在杜富国接受手术后的第 3天，杜
俊去扫雷四队营区看望了儿子的战友
们。他对大家说，孩子们，我替杜富国
谢谢你们，别有什么心理阴影，负伤已
成事实，但任务还要完成，不能因为富
国一人受伤就停下来。

杜俊还专门找到艾岩，用手抚摸着
他在爆炸中受伤的右侧面颊：“伤口不
疼了吧？”一瞬间，艾岩泪如雨下。
“富国是争着来扫雷的。”与杜富国

同时进入扫雷队的许猛回忆。2015年，
部队选拔骨干组建扫雷大队，在边防部
队服役的杜富国，主动写下请战书：“当
兵能参加扫雷，有意义。”

到了扫雷队，只有初中文化的杜富
国感到了差距。第一次理论考试，他只
得了32分，全队倒数第一。

临战训练是道坎儿，不达标，不能
上雷场。杜富国把知识要点制成小卡
片，随时随地翻阅。每晚熄灯后，杜富
国搬个板凳，在走廊灯下补习。凭着过
人的韧劲和努力，他“迈”过了这道坎，

在集训最终考核时，门门优秀，拿到了
上雷场的资格证。

龙泉至今记得队里发展第一批党
员时，杜富国汇报入党愿望时说的话：
“我入了党，就有资格带头干、挑担
子。”
“富国，你快好起来，别忘记我们

的约定。”那天，正在陪护的战友窦希
望对杜富国说。原来，窦希望打算今
年 9月服役期满就退伍返乡，状态一度
消沉。是杜富国的鼓励，让他像变了
一个人：“你好好表现，一定坚持完成
扫雷任务！年底讨论预备党员转正，
我会为你举手的。”

作为父亲，杜俊扛下了所有悲伤。
除了照顾儿子，他还要安抚家人的情
绪。接受现实后的王静，开始在网上搜
索为丈夫治疗眼睛的资料，她平静地
说：“解决问题比烦恼更重要。只要有
一线希望，我都不会放弃……”

扫雷官兵的朋友圈一如往昔般阳
光灿烂，大家都不愿提起战友负伤的
事情。为了不让家人担心，3 年多来，
有些官兵甚至没有跟家里说参与扫雷
任务。

从扫雷队的驻地猛硐乡到老山两
侧的雷区，有近 1小时的车程。如今，全
乡 2万余亩涉及雷区的耕地，经过杜富
国和战友的清排后，有三分之二已经移
交到群众手中。道路两侧的山坡上，茶
树、香蕉郁郁葱葱，一派生机。猛硐乡
乡长盘院华说，“雷区危险”的警告碑倒
下处，老乡种的玉米已收了一茬，第二
茬庄稼也收获在望。

11月 19日晚，扫雷三分队召开雷场
移交总结会，杜富国躺在病房里，通过
手机对战友们说：“我想学播音，把扫雷
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本报讯 李绍章、记者孙兴维报
道：近日，国家发明专利、被基层官兵
亲切称为“万能教歌员”的“全歌库
歌曲教唱系统”，正式获得国家知识产
权局颁发的证书。这是军委后勤保障
部政治工作局积极探索文化装备科研
军民融合发展，继研发文化装备“军
营 KTV点歌机”获全国金奖和两项外

观设计专利后，取得的又一突破性成
果。

丰富基层官兵文化生活，器材和人
才很重要。为解决基层一线连队和偏远
高山海岛、仓库哨所缺少教歌员的问
题，军委后勤保障部政治工作局组织有
关专家和技术人员攻关，研发一套全新
基层连队教歌系统。该系统安装在“军

营 KTV点歌机”后，现已广泛应用于
各军兵种基层部队。

据悉，该系统功能设计简单直观、
便捷易用，能够逐字、逐句反复教唱相
关歌曲，可逐小节实现增加、修改和保
存可视化教唱标志，实现多小节组成的
逐句歌曲教唱；还可根据教唱需求，标
记多个句子形成的段落进行教唱。

我军基层连队用上“全歌库歌曲教唱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