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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12月 20日，西沙永兴机场。一架民
航包机上，乘务长樊雪松正带领乘务员
们进行紧张忙碌的飞行前准备。当天，
她们将执行一次特殊的航班任务：运送
退伍老兵离岛。

工作以来，樊雪松已记不清执行过
多少次这样的任务。自小在参加过抗
美援朝战争的爷爷教育下成长，她对军
人的牺牲奉献和军营离别有着更深的
理解。

一切准备就绪，搭载着百余名退伍
老兵的民航包机起飞升空。爬升至约
270米高度时，机身微斜，飞机开始绕岛
盘旋。
“为了更好服务退伍驻岛老兵，从

去年开始，我们协调地方航空公司，申
请调整航行线路，飞机升空后特意绕
岛飞行，让老兵们可以从高空视角多
看一眼这片自己曾经挥洒青春热血的
地方。”联勤保障部队某调度中心领导

介绍，他们还协调为服役期间表现优
异的老兵提供头等舱服务，增强其荣
誉感。

这是伤感的离别，也是温情的回
眸。飞机顺时针绕岛一周，接着又逆
时针飞行一周。老兵们透过舷窗，深
情凝望无比熟悉的营盘。“从空中看
永兴岛，真美啊！”当左舷一侧靠近
海岛时，老兵张思倩感慨万千，朝着
“第二故乡”深情地敬了一个军礼
（图①）。

海岛四周，浪花翻飞，一幕幕往事也
随之涌上张思倩的心头。2018 年 9月，
从小向往大海的张思倩读完大二毅然参
军，成为一名海军战士。刚上岛时，她和
战友担负站岗巡逻任务，每天看得最多
的就是浪花拍岸。

两年的守岛时光，就像掬在手中的
那捧沙，不经意间从指缝溜走。驻守永
兴岛的日子虽然单调艰苦，但也在慢

慢塑造张思倩和战友们直面风浪、乐
守天涯的品格。“这里有我的青春，有
我的战友，我会无比想念的……”海岛
在视线中若隐若现，张思倩眼中已泛
起泪花。
“我想再看一眼守护的地方。”坐在

中间座位的老兵黄浩，使劲把头凑近舷
窗，目不转睛地望着那片蓝色疆域。从
老家内蒙古鄂尔多斯来到几千公里外
的西沙当兵时，他第一次感受到祖国的
辽阔。
“若有战，召必回！”老兵虽已卸下军

衔肩章，仍誓言铿锵、充满力量。
飞机在空中画出一个“8”字形航迹

后，结束绕岛飞行。随后，调整方向，开
始爬升，一路向北。
“亲爱的人民子弟兵们，今天是一名

退伍老兵的生日，我们全体机组人员怀着
激动的心情，在万米高空为他庆生……”
飞机进入巡航阶段，机组广播突然响起

樊雪松的声音。原来，这一天是老兵李
家德的生日，机组专门为他策划了一个
特殊的生日仪式（图②）。同为退伍军
人的乘务员李陈杨子，提前精心制作了
生日贺卡（图③）和可口餐食，让李家德
非常惊喜。

不久，民航包机缓缓降落在三亚
凤凰国际机场。退伍老兵乘车摆渡
至航站楼后，通过专设绿色通道办理
转机手续、接受安检，登机一路优先。
现场组织运输的军代表陈龙介绍，以
往西沙退伍老兵离岛后，需自行办理
转机手续，开启下一段旅程。今年，
他们采取一站式服务，高效保障老兵
返乡。
“再见！”很快，退伍老兵们办理完中

转手续，顺利踏上归途。

图①为邢子军摄，其余图片为作者
提供

联勤保障部队某调度中心协调为西沙退伍老兵提供一站式服务保障—

你为国守岛 我暖你归途
■本报记者 赖瑜鸿

红色基因是我党我军性质宗旨本色

的集中体现，蕴含着鲜明的政治立场、坚

定的信仰信念、崇高的革命精神、优良的

作风纪律。红色基因发源于历史、根植

于实践、创新于时代，它既承前启后、一

脉相承，又持续发展、与时俱进。

回望我党我军 90余载辉煌历史，

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到延安精神、

抗战精神，从“两弹一星”精神、焦裕禄

精神再到抗洪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红

色基因在兼收并蓄中丰富，精神谱系在

攻坚克难中赓续，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

内涵。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是确

保我军血脉永续、根基永固、优势永存

的坚实保证。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红色

基因是属于根子上的东西，守不住，军

队就会失魂落魄；丢掉了，军队就会变

质变色。要想守得住、丢不了，就要紧

跟时代发展、紧贴形势任务，使红色基

因永葆活力、彰显威力。开展优良传统

教育不是独守于一域的因循守旧，更不

是安于“一亩三分地”的固步自封。只

有持续解码红色基因、深播红色种子，

才能增添红色传统的时代养分，彰显红

色基因的时代价值。

有人说，这是个走得快的时代，也是

个忘得快的时代。当前，官兵学历普遍提

高、知识储备升级，往往能快速学习了解

红色传统相关知识，但如何让教育效果更

持久深入，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重要课题。

只有把准官兵思想脉动、紧盯官兵现实需

求，教育才能真正触及灵魂、发挥作用。

“传统不是守住炉灰，而是热情火焰的传递。”好传统更要在新体制的枝

干上开新芽。各级党委要牢牢担起传承红色基因、赓续优良传统的责任，充

分发挥新媒体作用，在历史和现实的接力中，增强优良传统时代性和感召

力。要积极发挥官兵主体作用，讲好红色故事、续好红色家谱，更好地补钙

质、强根本、塑精神，让红色基因绽放绚丽夺目的“时代之花”。

（作者单位：69241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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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昆仑，寒风凛冽。寒冬，新
疆军区某信息通信旅组织天路一线机
务站官兵，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同步开
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学习教育
活动。
“以往，为确保通信畅通，一代代通

信兵只能用脚步丈量线路。”海拔 5120
米的红山河机务站指导员张艳峰率先
开讲。那年冬天，一场罕见的暴风雪
侵袭喀喇昆仑，界山达坂的通信线路
被毁，沿线公路受阻。年仅 20 岁的战
士卢志成背上抢修工具，毅然徒步走向

茫茫雪海。3 天后，狂风拂去积雪，平
行的公路和线路之间，矗立着一座“冰
雕”，卢志成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天
路上。

戍守高原 14 年的红山河机务站四
级军士长王光领感慨地说：“如今，天堑
变坦途，一日行千里，我们的工作生活条
件得到极大改善。”

视频一端，麻扎机务站四级军士长邹
宝民接过话茬：“以前，牧民只能靠破旧的

小帐篷遮风挡雨；如今，一栋栋小楼房在
雪域高原拔地而起……”

邹宝民话音刚落，上士吕昆说：
“近年来，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曾
经山高人绝音，如今天涯咫尺间，西
陲小镇也能用上网络，与家人联系更
方便了。”
“脱贫攻坚举世瞩目，经济发展突飞

猛进，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从天山北麓到藏西阿里，从大漠戈壁
到雪域高原，官兵们谈起身边变化，
如数家珍。“有了保鲜冷藏运输车，我
们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鲜蔬菜”“光
缆抢修车让我们的抢修效率大大提
升”“新配发的高原防寒服，让大家身
暖心更热”……

千里新藏线，处处是课堂。大学生
士兵刘壮说：“作为一名新时代军人，我
一定要苦练本领、精武强能，为实现建军
百年奋斗目标贡献自己的力量。”

新疆军区某旅组织学习全会精神激励官兵精武强能—

千 里 新 藏 线 上 话 变 迁
■蒲杰鸿 吴英豪 本报特约记者 张 强

五 中 全 会 精 神 在 基 层

本报讯 徐国平、陈廷轩报道：“聆
听强军之声，追寻红色基因。各位战友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红色足迹’网络
广播……”初冬，开饭时间刚到，战略支
援部队某部营区广播准时响起。据悉，
该部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积极拓展
教育形式，着力打通“传承红色基因、担
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入脑入心“最后一
公里”，取得可喜成效。

该部官兵长期在外执行保障任务，作
业区域流动分散、官兵转场频繁，开展集
中教育难度大。为此，该部充分发掘用好
任务地红色资源，因地制宜开展主题教
育。他们组织任务官兵瞻仰当地烈士纪

念碑、参观革命英雄纪念馆等场所，引导
大家争当红色基因传承者。针对驻地红
色教育资源丰富等特点，该部在新媒体平
台开设“红色足迹”教育专栏，鼓励官兵搜
集整理英雄事迹、挖掘感人故事，并制作
成图文、音视频等播发，用兵言兵语提升
官兵参与教育积极性，引导他们感悟先辈
为革命事业浴血奋战的热血情怀。

线上线下同步发力，主题教育落地
见效。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深植官兵血
脉，火热的练兵备战场景在该部处处可
见。前不久，该部官兵赴某陌生地域执
行任务，高效采集到一批可靠的数据成
果，受到上级肯定。

战略支援部队某部探索教育新模式

官兵积极参与 教育入脑入心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刘强、特约记
者曹先训报道：“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
摇篮，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创建了第一
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日前，武警江
西总队九江支队新兵葛乃发点开总队
微信公众号，重温红色经典故事，并留
言写下感悟。据悉，该总队注重运用
在线课堂开展教育，引导新兵走好军
旅第一步。
“政治工作过不了网络关就过不

了时代关，思想政治教育要契合青年
官兵特点。”该总队领导介绍，今年这
批新兵是典型的“网生代”，他们个性
鲜明、思想多元，为部队注入活力的

同时，也给新训教育管理工作带来新
挑战。

为此，该总队在微信公众号开设
“红色电台”“红色密码我最爱”等栏
目，收集整理红色故事，通过制作音视
频、设计在线小游戏等方式，将红色资

源搬进在线课堂，增强教育吸引力；在
做好保密工作的前提下，展示新兵在
军营的成长进步，鼓励其亲友通过评
论互动、集中投票等方式，参与评选
“最美新兵”，构建部队、社会、家庭
“三位一体”教育格局。

新兵李志博入伍之初，一时难以
适应军营节奏，训练积极性不高。学
习红色故事后，李志博逐渐对军人的
使命和职责有了更深理解，训练和工
作更加积极。前不久，他被中队评为
“内务之星”。

武警江西总队注重引导新兵走好军旅第一步

在线课堂网络教育激励成长

本报讯 张艺杰、特约通讯员刘
梦婷报道：“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坚
持做下去，能有效排解不良情绪……”
12 月上旬，第 82 集团军某新兵旅一堂
题为“适应军营，从‘心’开始”的心理
辅导课正在进行，现场气氛热烈、掌声
不断。
“新训强度逐步增大，新兵心理

问题防范和心理疏导工作要及时跟
进。”该旅领导介绍说，他们邀请集
团军心理咨询师组成心理服务小组，
为新兵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普及相关
知识、分析常见问题、教授实用方
法；帮助干部骨干掌握心理咨询和心

理行为训练方法，面对面为官兵答疑
解惑。

为确保新兵心理服务工作精准发
力，该旅将心理服务适时穿插在新兵
日常训练生活中，定期组织信任背
摔、合力冲击等心理行为训练，强化

新兵心理素质；各营连设立“心灵休
闲站”，帮助新兵缓解紧张情绪；班排
组建心理关爱小组，常态化开展与新
兵谈心活动，帮助新兵调整心态。他
们还通过查阅资料、现地交流等方
式，了解新兵思想和心理状况；为新

兵逐人建立心理档案，跟踪记录不同
训练阶段心理状态，健全全程跟踪、
持续反馈的心理服务保障机制。

心理服务走进新训场，激发新兵高
昂士气。在该旅近日组织的阶段性考核
中，新训平均成绩明显提高。

第82集团军某旅着力提升新兵心理调控能力

心理服务贯穿日常精准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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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组织实战化训练。

王国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