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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此事是否经过作战值班室审
批？”

3月下旬，接到机关派遣公差的电
话，第 75 集团军某旅反坦克导弹连指
导员李向阳第一反应便是索要审批
单，而机关干部也并未感到意外。对
于机关的违规行为，基层从“不好意思
拒绝”到“敢于说‘不’”，这令李向阳感
慨不已。

前不久，组织科干事陆启登到基
层蹲点，在反坦克导弹连吃住 10 天。
蹲点结束，陆启登因身上没带现金，未
能及时缴纳伙食费，承诺第二天补
上。后因工作繁忙，陆启登忘了这档
事，直到一周后再到该连走访调研时
才想起来，并补交了“欠款”。“为何你
们不主动找我要呢？”陆启登道出心中
的疑问，没承想得到这样的回答：一来
这事不着急，二来又没多少钱，大不了
我们自掏腰包垫上。

如此“迁就”为哪般？在随后展
开的调研中，陆启登发现还有这样一
种怪现象：抽调个别官兵临时到机关
帮忙，基层一般不会拒绝；机关干部

找老连队帮点小忙，“娘家人”也很少
不办……明明不合乎规定，基层却见
怪不怪、习以为常。心里有个“不”
字，为啥一到嘴边就是蹦不出来？几
名连队主官坦言，事情又不大，没必
要太较真。
“这类现象，说到底还是按纲抓

建、依法抓建的理念出现了偏差。”看
完陆启登呈交的调研报告，该旅领导
一致认为：锻造法纪严、风气正的过硬
基层，既要让机关强化按纲指导的意
识，也得让基层树牢按纲执行的观念。

为此，一方面，该旅结合学习贯彻
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精神和新修订
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开展“懂法
纪、知敬畏、守规矩”专题教育活动，引
导官兵纠治工作的不正之风、整改身
边的积弊陋习；另一方面，他们加大规
章制度的“带电”程度、加重执法板子
的“打击”力度，明确规定：但凡以后在
工作中出现类似违规行为，实行双向
通报，机关和基层一起挨板子。该旅
领导说，这样既能增强基层对机关的
监督作用，又能防止基层因“小心思”

而对机关“开后门”。
一切按照法规制度办事，基层的

各项工作建设才能按照正常的秩序
进行。前不久，该旅组织召开机关基
层双向讲评会，针对前期基层反映的
30 余条意见建议，要求机关逐一拿出
解决办法。此外，旅领导还责令几名
违规办事的机关干部以及相关基层
单位主官现场作检查。官兵对此感
叹：“制度面前没有‘局外人’，这种清
清爽爽的风气、依规办事的环境，才
叫人舒心。”

点评一两句：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

响”，法禁之下，机关之所以还会“明知不

可为而为之”，很多时候与基层“大开方

便之门”有关。机关出现违规行为，将予

以“迁就”的基层一并通报批评，彰显的

是整治问题、齐抓两头的思路。“问题在

基层、根子在机关”这话没有错，但不能

否认基层有时也难辞其咎。正确的做法

是，面对矛盾问题，基层和机关要共同找

原因，多从自身找原因，然后再合力一起

解决整改。 （邓东睿）

违规迁就，机关基层谁之过？
■赵 超 本报特约记者 周贤军

今年的春夜，受疫情影响，街道上
少了往日的车流如织，但霓虹灯依旧璀
璨。或许不会有人知道，辉煌灯火照亮
的马路下面，正是某信息通信旅通信工
程兵的“战场”。

置身相对昏暗的井下，三级军士长
张国文常常举头看向黑漆漆的“顶
棚”。土路、水泥路、柏油路……在张国
文眼里，连队这些年施工场地的变化，
见证了城市发展的变迁，但那静静绽放
的青春，却始终没有变。

井下的青春，于上等兵陈飞飞而
言，也许就是站在井里，独自哼着小
曲的寂寥。这是一个与繁华的中央
商务区仅有一街之隔的人井，狭仄得
只能容下一人落脚。透过井口，陈飞
飞的眼中时常掠过这样的景象：成双
成对的情侣嬉笑闲谈，相互搀扶的老
人来回散步……这些都与他身边闷热
的环境、污浊的空气，形成强烈的反
差和对比。
“悠然自得，谁不羡慕？可羡慕归

羡慕，我从没有后悔过当兵啊！”采访
中，陈飞飞眼眸里闪过一丝亮光。说

着说着，他不禁哼起那首最爱的《蓝
莲花》：“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
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
的路……”陈飞飞说，借歌抒怀，是他排
遣孤独的一种方式。

什么才是真正的孤独？上等兵
严宇有着自己的答案：孤独，并非一
个人的寂寞，而是在喧嚣中迷失自
我，找不到前进的方向。长时间置身
黑暗的井下，心生恐惧在所难免。然
而严宇所真正害怕的，是光缆在自己
手中穿不过去。因为，自己每耽搁一
分钟，其他战友就得陪着在井下多待
一分钟。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其实，严宇心底一直埋藏着一个夙愿，
他想等工程竣工后，带着父母到自己工
作过的人井上走一走，拍一张全家福。
严宇憧憬着，那将是他最幸福的时刻。

井上井下两重天，有夙愿自然也有
遗憾。入伍前，下士张轲总幻想着自己
驾驭战鹰驰骋云霄；入伍后，他却战斗
在终日不见阳光的“井下世界”。虽然
事与愿违，可一旦开工，张轲就格外卖
力。每当看到手中的光缆一点点放入
井中，他都会像成功发射导弹一样，成
就感“爆棚”。

繁华之下，必然有默默无闻的奉献

者和守护者。但在通信工程兵看来，
这一切却又是那么理所当然。诚如陈
飞飞在日记中所写：你相信吗？我心
里有“两种青春”，一种是“繁花似锦，
鳞次栉比”，还有一种叫“岁月无言，强
军可期”。

路面下，静静绽放的青春
■张轶雷 本报特约通讯员 徐弘源

零距离

光缆成功放入井中后的咧嘴大笑；

光缆被卡住时表现出的惴惴不安……

在某信息通信旅施工一线采访时，笔者

见到了太多这样的一幕。这是通信工

程兵的“战斗表情”，也是所有为部队发

展而努力的人该有的样子。

什么样的生活才能称之为“有意

义”？采写完这篇稿件，笔者心中的“问号”

渐渐被拉直：别问苦与累，就看值不值。

强军路上，有太多不为人知的“平凡

人”，他们或许没有出类拔萃的才干，没

有惊天动地的事迹，但正是他们一点一

滴的汗水与贡献，才汇聚起这支军队的

成就与荣誉。这种平凡，其实就是伟大。

采访感言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和各种脱口秀

节目的走红，“段子文化”日渐兴起。这

些段子，因其通俗简短、幽默风趣、朗朗

上口，也为一些官兵津津乐道。但在军

营里，有些段子或者顺口溜，听起来好

像有几分道理，但细咂摸，传播的却是

负能量。这类段子与人们认为的“灰段

子”也不一样，姑且将其称为“消极段

子”。

一天，几名战士的聊天引起了笔者

的注意。上等兵小余发牢骚：“咱们天

天打扫卫生，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小

梁说：“忍忍吧,新兵下来了，咱们就不

干了。老话说得好，‘新兵下连，老兵过

年。’”在一旁的“一道拐”小王也忙着帮

腔：“还有那句‘吃饭吃饭，新兵刷碗，老

兵遛弯’，所以说咱们幸福的日子在后

头呢。”

此 种“ 老 话 ”就 属 于“ 消 极 段

子”。在基层日常生活工作中，这样

的段子还有很多，其潜移默化的危害

不可小视。有的玷污了情谊，有的消

磨了斗志，有的带坏了新兵，有的败

坏了风气……更可怕的是，这些段子

往往以“过来人”的口吻，被当作“处

世哲学”和经验之谈私相传授，给积

极向上、风清气正的军营生态带来不

和谐之音。

应该指出的是，笔者提到的这类段

子，与官兵们吐槽而成的段子有本质不

同。例如，基层抱怨“计划不如变化，变

化不如电话”“这法那法，不如领导的想

法”“今天不知明天干啥，上午不知下午

干啥”等等。不消多说，明眼人一看便

知两者的区别。因此，我们每个人都要

对这些“消极段子”说“不”，首先做到自

己不讲、不传、不信，同时也要旗帜鲜明

地反对别人传播，确保官兵思想不受负

面影响。

强军兴军，需要凝聚磅礴正能量。

让我们携起手来，一起自觉抵制“消极

段子”。

自觉抵制“消极段子”
■刘葆旭

基层之声

清明前夕，晨雾笼罩下的中原腹地，
群山染翠，溪流潺潺。一块无名高地上，
火箭军某旅发射五营阵管防卫连官兵手
捧鲜花，肃立在 12座烈士坟茔前，庄重
举行“守山人心中有巍峨”祭奠活动。

上世纪 70 年代，某工程部队修建
阵地时突遇塌方，12名年轻的战士为救
战友，献出了宝贵生命。当时，战友们
噙着热泪，在离阵地不远的一处高地上
为烈士修建了坟冢和墓碑。

不久后，阵地工程全线竣工，一支
作战分队领命进驻，从此与烈士坟冢朝
夕相伴。阵管防卫连连长孟岩磊告诉
记者，这些年来，尽管岁月流逝、人员更
替，但官兵心中那份守卫的信念始终如

一：每逢重大节日，连队都会组织官兵
来此祭奠，给烈士讲讲大山里面的故
事；新兵下连、老兵退伍，官兵也要来到
墓碑前，向烈士说说心里话……

山风习习，拂动衣衫，又一次看着墓
碑上那一张张熟悉的照片，四级军士长张
辉感慨万千，不禁想起了一件往事——

几年前，连队决定为这些烈士寻找
亲人。查档案、打电话，经过上百个日
夜的努力，他们终于联系上所有烈士的
亲人和战友。那几天，30多人从全国各
地赶来，汇聚在墓碑前虔诚祭拜。

在儿女的搀扶下，烈士何仁康的母
亲孔秋琴掏出家乡的山核桃，颤颤巍巍
地捧在儿子墓前。抚摸着冰冷的墓碑，
老人还没张口，两行热泪已然滑落。见
此情形，官兵纷纷围上去安慰老人：“老
妈妈，老班长不在了，我们就是您的儿
子。您放心，老班长由我们守护，老班

长的责任由我们扛！”
“你的忠魂，我们永远铭记！”这些

年，官兵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上等兵张镇强曾抱着“锻炼锻炼”的想
法参军入伍，新训结束，当军车驶进荒
凉的大山，他的心情更加烦闷，此后无
论做什么事都不带劲。然而第一次参
加祭奠活动，看着墓碑上烈士们的生
平，那一刻，他读懂了“绿色青春”的含
义。那一天回到连队，张镇强仿佛变了
一个人，干啥都冲在前，做啥都不叫苦。
“老班长，你们看到了吗？我已经

是训练标兵啦！”又一次站在烈士墓前，
张镇强用力挺了挺胸前的徽章，眼神无
比笃定。

传承是最好的缅怀。献完鲜花，官
兵举起右拳铿锵宣誓，声音响彻山林：
“我们一定立足岗位苦练军事技能，以
实际行动传承英烈精神……”

你的忠魂，我们永远铭记
■黄 洋 本报特约记者 冯金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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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日，新疆喀什军分区某边防团克克吐鲁克边防连官兵迎着风雪、冒着

严寒、克服缺氧，翻达坂、蹚冰河、穿乱石，对海拔5300多米的边境点位进行巡

逻。 姬文志摄

Mark军营

冰雪巡逻

“如果让我再选一次，我还会来武汉
吗？”夜已深，结束一天的忙碌，躺在床上
的我久久难以入眠，满脑子都是婆婆那
张慈祥的笑脸。

一个多月前，得知医院将派医护人
员驰援武汉，我果断报了名。而此时，婆
婆在老家重病在床，丈夫与我商议后，一
家三口开始了“三地作战”的日子：我出
征武汉抗击疫情，丈夫回老家照顾老人，
儿子留守军营在线上课。

刚入驻医院的那阵子，我和战友们
忙得不可开交，齐心协力与病魔较量，根
本顾不上与家人沟通。那天进入“红
区”，再一次目睹“生命争夺战”的惊险，
我想起千里之外重病在床的婆婆。一出
“红区”，我迫不及待地掏出手机与婆婆
视频通话。

“妈，您放心，我在这儿一切顺利……
您一定要等我回去呀，咱们可约好了要
一起出去旅游呢……”看着婆婆病恹恹
的样子，我的话还没说完，便赶忙将自
己移出视频画面，泪水止不住在眼眶打
转。这时，丈夫告诉我：“看到你满是勒
痕的小脸，老妈都心疼了。”闻听此言，
我的心里更难受了，让病中的婆婆为我
担心。趁着还没哭出来，我赶紧挂断了
电话。

没承想，这竟是我最后一次与婆婆
通话。第二天凌晨，婆婆病情突然恶化，
离开了我们。

这一夜，我哭红了眼睛，脑子里满
是与婆婆相处的画面。做她儿媳的这
19年，只要是我给她买的东西，她都很
爱惜，甚至都舍不得拿出来用。然而，

在她人生的最后时刻，我却不能陪伴她
左右。这一刻，我真想飞奔回家送她最
后一程，可一想到还有很多患者需要救
治，我只能化悲痛为力量，坚强地战斗
下去。

擦干眼泪，平复心情，我重新回到
工作岗位，与战友们继续冲锋在救治一
线……婆婆下葬后，丈夫给我发来一条
长长的微信，他告诉我：“作为军人，在
这个关键时刻，大家比小家更需要你。
放心，老妈在天有灵，一定会理解你，给
你力量。”

夜又深了，得到家人鼓励，我的内
心稍感安慰：加油！为了武汉，为了春
暖花开……
（胡明欣、本报特约记者 李永飞整

理）

擦干眼泪继续战斗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 赵晓林

3月 30日，

清明节前夕，武

警安徽总队六安

支队依托驻地网

络平台，开展网

上祭扫活动，以

此表达对革命先

烈 的 敬 仰 和 哀

思。

黄金辉摄

平凡·伟大
■徐弘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