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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3 日，一封由某地方公司发出

的感谢信辗转千里，送到永暑礁守备部

队，表达对该部中士贺永佳勇救其坠海

员工的感激之情。

前不久，该公司员工朱广生在永暑

礁码头独自进行卸船作业时，突发中暑

坠海。正在码头警戒值班的贺永佳听

到异响后，立即前出查看情况，发现坠

海的朱广生面部朝下浮在海面上，随时

可能下沉，情况十分危急。

面对险情，贺永佳一边用对讲机向

值班室报告，请求永暑礁医院支援，一

边迅速拿起救生圈跳入海中。贺永佳

将朱广生翻过来仰在水面保持呼吸畅

通，并大声呼喊“醒醒”，但此时的朱广

生已陷入昏迷状态。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由于紧张和

体 力 消 耗 过 大 ，贺 永 佳 感 觉 全 身 酸

软。由于其他人员还未赶到，他冷静

地意识到此时保持和恢复体力是最重

要的，于是一只手托着朱广生，一只手

扶着救生圈等待救援。

过了一会儿，救援人员到了，大家合

力将朱广生拉上码头。物理降温、心肺

复苏……守备部队官兵立即对朱广生进

行应急处置。很快，医院救护车也赶到

了现场，展开接续救治。

两天后，恢复健康的朱广生找到贺

永佳，紧紧握住他的手连声道谢。朱广

生所在的公司领导得知此事后，被贺永

佳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英雄之举深深

感动，特意写信致谢。据了解，永暑礁

守备部队近日决定，号召官兵开展向贺

永佳学习的活动。

图为送感谢信现场。

黎友陶摄

永暑礁守备部队

战士勇救地方坠海人员
■乔宇飞 本报特约记者 黎友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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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营

当 前 ，个 别 官 兵 热 衷 于 讲 排 场 、

比 阔 气 ，致 使 享 乐 主 义 、拜 金 主 义 滋

长 ，甚 至 引 发 网 络 赌 博 、网 络 借 贷 问

题，不可不察。

成由勤俭败由奢。过度消费只能

满足一时之欲，最后是“苦了自己、坑

了亲友”，对个人的成长进步和集体荣

誉百害无一利。因此，务必把厉行节

约像作风养成一样抓紧抓实，戒除骄

纵 奢 靡 ，爱 惜 一 丝 一 物 ，让 节 约 一 粒

米、一度电、一滴水、一分钱成为习惯。

崇俭戒奢，也要法治先行。要从

制度建设、政策制订和日常管理等方

面入手，逐步建立健全大力弘扬优良

传统、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政策制度

和监督机制，从根本上遏制铺张浪费、

挥霍奢靡之风，让勤俭节约的价值理

念真正深入兵心、蔚然成风。

成由勤俭败由奢
■张 雯

微议录

树立正确消费观 走好军旅人生路

炎炎夏日，第 82 集团军某旅紧贴使命任务，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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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员，花 2800 元钱买一双鞋真

的不是冲动，我家不缺这钱。”前不久，

武警北京总队某中队指导员王雷在与

新战士易路谈心时，发现他对自己的

善意提醒并不认可。原来，易路家境

优渥，入伍前花钱大手大脚，没有勤俭

节约这个概念。

“易路没偷没抢，花自家的钱买高

档球鞋无可厚非，大家不要小题大做”

“不论贫富都应理性消费，花父母的钱

满足自己的奢侈消费，并不可取”……

一次教育课上，王雷组织官兵就此现

象进行讨论，由此引发了不同消费理

念的碰撞。

“ 大 家 的 津 贴 都 花 在 什 么 地 方

了？”在该总队某执勤支队开展的问卷

调查中，近半数官兵表示，休假在家的

花费比在部队一年的花费还要多；多

数已婚官兵坦言，除去日常家庭开支，

在人际交往、休闲娱乐方面的支出占

比最高。

“每次随份子最少也要几百块，请

客 吃 饭 稍 微 上 点 档 次 一 顿 就 得 上 千

元，人情消费让人不堪重负……”一级

上士尹少鹏统计完自己在休假期间的

花费，其数额之大超出了他的预料。

“量入为出、勤俭持家是中华民族

的优良传统。无论生活条件多么好，

也不能丢掉这个好传统，否则很快就

会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该总队某

机动支队政治工作部主任张勇认为，

只有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才能助力

官兵健康成长。为此，他们一方面组

织官兵走进支队史馆，学习勤俭建军

的先进事迹；一方面深入调研摸清官

兵消费现状，了解高消费背后的心理

需求，找准教育切入点，引导官兵树立

正确的消费观，把钱花在刀刃上。

——合理消费一部分。“零食吃进

口的，香烟抽高档的，打车坐豪华的”，

这是某执勤中队战士小雷入伍前的消

费观。家境殷实的他来到军营后，对

部队倡导的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很不

习惯，产生抵触情绪。指导员席凯及

时靠上与他谈心交心，得知他对摄影

和视频剪辑感兴趣，便鼓励他加入中

队新闻报道小组发挥特长，同时建议

他“投资学习”。半年时间，小雷合理

规划使用津贴，没有向家里要钱，自费

购买了专业书籍，很快成长为中队的

“业务小明星”，2 次被评为“四有”优秀

士兵。后来，他在日记中写道：“健康

消费，受益终生。”

部队的集体生活温馨却又特殊，

某执勤支队位置相对偏远，网络购物

一度成为许多人的首选。疫情防控期

间 ，为 了 降 低 感 染 风 险 ，需 要 减 少 网

购。支队以此为契机，组织官兵对照

自己的购物清单，盘点哪些物品必须

买 、哪 些 物 品 可 不 买 、哪 些 物 品 多 余

买，引导大家防止和克服冲动消费行

为。别看这个小小举动，很多官兵因

此受益，一些往日的“月光族”也有了

不少积蓄。

——转给家人一部分。在某机动

支队防化中队，官兵每人每月除留下

部分生活费用外，把余下的工资或津

贴转给家人。“虽然钱不多，但代表着

我对父母的孝心和对家庭的责任。每

次翻看转账记录，我都会感到十分幸

福！”“00 后”义务兵史云超，入伍前花

钱没有节制，让父母伤透了心。如今

他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一改往日陋习，

把主要精力用在了部队工作上，不仅

军事训练成绩名列前茅，还担任了中

队 政 治 小 教 员 ，去 年 底 受 到 支 队 嘉

奖。每每看到孩子的进步，小史的父

母特别开心。

某执勤支队战士张松光，入伍前

受 不 良 风 气 影 响 ，盲 目 攀 比 、追 求 奢

华，花钱如流水。该支队结合实际，把

消费观教育融入涉网涉密集中教育整

治，组织开展“人人有存款、月月寄家

人、读书有分享”专项活动。活动中，

张松光改掉了不良习惯，坚持每个月

给 家 里 寄 钱 。“ 现 在 孩 子 越 来 越 懂 事

了，感谢部队的教育培养！前段时间，

我们家翻新了房子，扩大了养鸡规模，

日子越过越红火。”日前，张松光的父

亲给中队领导写信，为儿子的成长感

到欣慰。

—— 帮 助 他 人 一 部 分 。“ 帮 助 一

个 人 ，收 获 幸 福 的 是 一 个 人 ；帮 助 一

个集体，收获幸福的是一个集体。”这

是 某 执 勤 支 队 四 中 队 战 士 罗 琳 晓 的

“幸福格言”。罗琳晓入伍后，一直默

默 地 用 自 己 的 津 贴 资 助 母 校 的 贫 困

学 生 。 指 导 员 李 建 娇 在 一 次 谈 心 中

得 知 内 情 ，两 人 一 拍 即 合 。 经 过 筹

划 ，2021 年 12 月 1 日 ，由 四 中 队 团 支

部 定 点 帮 扶 云 南 省 大 理 市 彝 族 回 族

自 治 县 紫 金 乡 学 校 的“ 初 心 ”助 学 微

基金正式设立。

涓涓细流汇成海。“初心”助学微

基金设立以来，这个中队掀起了勤俭

节约资助贫困儿童的热潮，干部骨干

带头捐款，人人踊跃参与。“通过这种

方式，让战士们尽到一分社会责任，对

他 们 的 一 生 都 会 产 生 积 极 深 远 的 影

响。”李建娇介绍，如今战士们把山区

学校的孩子视为亲人，每逢节假日、休

息日，他们都会录制祝福视频，鼓励孩

子们努力学习，长大后为建设美丽家

园贡献力量。

“ 勤 俭 持 家 是 个 宝 ，点 滴 节 约 无

限 好 ”“一 粥 一 饭 ，当 思 来 之 不 易 ；半

丝 半 缕 ，恒 念 物 力 维 艰 ”…… 走 进 该

总 队 各 个 营 区 ，记 者 不 仅 抬 眼 可 见

这 一 幅 幅 简 单 的 标 语 、一 处 处 温 馨

的 提 示 ，更 能 感 受 到“ 勤 俭 节 约 光

荣 ，奢 侈 浪 费 可 耻 ”的 观 念 已 经 刻 印

在官兵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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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过后，第 81 集团军某旅指导

员余洋在军营超市碰到正在购物的新

兵小王，发现一向很节俭的他竟然买了

整整一箱饮料。一问才知，近期小王在

全班战友帮带下，各方面进步都较大，

所以决定买饮料感谢一下大家。

过 了 两 天 ，余 洋 发 现 从 不 喝 饮 料

的战士小刘网购了两箱可乐，他感到

事情没那么简单，于是利用休息时间

分别叫来两人了解情况。原来，战友

中间最近流行一句话：“没有一瓶饮料

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有，那就再来一

瓶。”虽然这只是一句玩笑，但对于刚

步入军营的新战士来说，却是“说者无

意，听者有心”。

“影响纯洁内部关系的歪风邪气必

须刹住，绝不能让无心之举演变成官兵

身边的腐败。”连队及时纠正了依靠请

喝饮料拉拢战友感情的错误做法，并结

合旅队正在开展的基层风气整肃治理

活动，教育引导全连官兵认清危害，自

查自纠。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隐藏在

官兵身边的腐败苗头仍然存在：有的战

士明明不抽烟，却随身揣着香烟和打火

机，见到干部骨干就递上一根；有的战

士洗衣服，顺带把班长的也洗了；有的

新兵外出时代战友购买日用品，说啥也

不收钱……

“事情看起来虽小，但潜在危害很

大，它侵蚀的是战友情，助长的是坏风

气。”针对这些问题，余洋组织召开党支

部会议，认真查摆存在的问题。经过研

究，连队党支部决定定期召开风气讲评

会，发现苗头立即纠治。

如 今 连 队 风 气 持 续 向 好 ，占 小 便

宜、打擦边球的少了，廉洁自律、埋头苦

干的多了，官兵们对基层风气建设的满

意度、获得感不断增强。

请喝饮料拉拢感情，纠治
■刘 辉 杨 西

休假结束，河北省滦平县人武部文

职人员王富满返回单位，再也不用像以

前那样拎着大包小包的零食与大家分

享。他感慨地说：“现在休假回来一身

轻，也不会有啥心理负担！”

说 起 这 事 ，还 得 回 溯 到 3 个 多 月

前。当时，一名刚入职不久的军事科参

谋休假归队，从家里带回一大包父母做

的酱牛肉邀请同事品尝。“代我们谢谢

你父母，这个味道真正宗”“好吃又卫

生，我们可得多吃点”……那顿晚餐，大

家其乐融融，吃得特别开心。

从那以后，效仿之风渐起，几乎每

个人休假归队都会特意带回一些零食，

从自家做的香肠、腊肉，到从商场里买

的红烧肉、辣肘子、牛肉丸，花样越来越

多，品质越来越高档，大家围坐在一起

大快朵颐，分享“家乡的味道”。

“由于一开始大家存在模糊认识，

以致后来演化成互相攀比之风！”这种

现象引起人武部领导的警觉和反思。

在风气整肃治理专题会上，他们严肃指

出，“轮庄请客吃饭，互送外卖零食”也

属于官兵身边的腐败和不正之风，必须

坚决予以叫停和制止。

随 即 ，他 们 在 全 体 人 员 中 深 入 开

展基层风气警示教育，并与每名现役

军人干部、文职人员和职工逐一谈心，

引导大家从思想深处认识到问题的严

重性；向所属人员家庭发放《联管倡议

书》，邀请家属配合做好对外交往、廉

洁自律等工作，构建单位、家庭、个人

“三位一体”管理模式。他们还设计制

作了《作风养成手札》，督促所属人员

将每天的“学思践悟体”记录下来，锤

炼作风养成。

“ 官 兵 身 边 的 腐 败 问 题 和 不 正 之

风，有的不易察觉，但必须坚持露头就

打、防患未然。”该人武部领导介绍说，

没有了互送互请那一套，单位内部关系

更加纯洁，大家的心思精力更加聚焦主

责主业。前不久，他们组织官兵、专武

部长和民兵保障某部执行任务，圆满完

成野营帐篷搭建、防疫消杀、安全警戒

等工作，受到上级肯定。

休假归队互送零食，叫停
■杨 振 李 伟

谈心谈话是带兵人了解战士个人

思想和工作情况最直接的方法，也是

一项基本的组织生活制度，其重要性

不可替代。但笔者在实际工作中发

现，有的带兵人思想认识存在偏差，没

有充分认清谈心谈话的实际意义和作

用，抱着应付上级检查、完成任务的心

态，只满足于谈过了，不关心实际效果

如何、思想疙瘩解开了没有，致使隐患

依然存在、问题悬而未决。

基层一线任务重、头绪多，官兵在

工作生活中遇到不顺心的事，特别是

家庭变故、恋爱受挫、进步受阻、身患

疾病、受到批评等，如果带兵人不能及

时靠上去，进行安慰劝导、思想引导，

用实际行动帮助渡过难关，个别同志

就容易因此分心走神，甚至引发严重

问题。

同时也要认识到，谈心谈话只是

手段方法，解决问题才是最终目的。

做好谈心谈话的“下篇文章”，就像病

人手术后的遵医嘱随诊，是为了巩固

治疗成果、防止病情反弹、确保肌体康

复。因此，一次谈心谈话结束后，哪怕

是感觉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也要加强

后续跟踪，重点看是否消除了谈心谈

话对象的负面情绪，是否激活了谈心

谈话对象的工作状态，是否解决了谈

心谈话对象的现实困难，而不是止于

当时、谈过即可。这才是对官兵的真

正负责。

作为带兵人，还要善于对谈心谈

话时发现的问题深入分析，弄清楚哪

些是个别问题，哪些是共性问题，哪些

是倾向性问题，哪些是可能出现的问

题，紧扣官兵思想上的难点、堵点、痛

点，进行拉单列项、认真解决。切不可

因一时的疏忽懈怠，对苗头问题视而

不见，对隐患问题心存侥幸，对存在问

题拖而不决，最终把小错酿成大错、将

小病拖成大病。

谈心谈话不能
满足于谈过了

■李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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