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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爸爸：

“天上星河转，人间帘幕垂。”天上

人间，是你与我之间的距离，宛若从未

有过交集。夜幕垂落，于我而言，是离

你最近的时候。

此刻，我想告诉你：爸爸，我终于实

现儿时的梦想——考上你的母校。

7月 15日上午 9时 50分，打开浙江省

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看到我被战略支

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录取时，妈妈抚摸

着我的头说：“恭喜你，终于如愿了……”

我一边哭一边擦去眼泪，欣喜中又很难

过，因为你不能与我们一起见证。我在

心里默默地说：“爸爸，女儿考上了。我

终于可以离你近些，再近些。”

爸爸，这些年，有人问过我，是否还

记得你？我多希望脑海中能存有你的

模样。然而，现实很残酷，关于你的记

忆，我的脑海中几乎是一片空白。

从我出生到你牺牲的 3 年间，我们

仅仅在一起生活了 80 天。那时，我年纪

太小，记不起与你生活的种种。我多希

望能再忆起你的样子，你叫我名字时亲

昵的语调，你看着我时疼爱的眼神，但一

切都是模糊的，甚至完全记不起来……

我只能凭借妈妈的描述和你的照片，拼

凑你的音容笑貌，还原出一位父亲的模

样。但即使拼凑出来，也只能存于想象，

那些都不是真的爸爸啊！

爸爸，女儿真的好想你！

爸爸，说实话，即使如今我已经读

懂你的选择，明白你当年的义无反顾，

可 在 某 个 夜 晚 ，当 我 辗 转 反 侧 回 想 过

往，内心还是忍不住和小时候一样“埋

怨”你。然而，与小时候不同的是，那时

我“埋怨”你，因为我渴望父爱，渴望你

的陪伴。如今我“埋怨”你，是因为我多

希望你能活下来，帮帮妈妈。妈妈这些

年真的很不容易，她用柔弱的肩膀扛起

了家庭的重担。15 年来，她从来不敢倒

下，一直努力生活，为我撑起一个温暖

的家。

我依稀记得，8 年前的一天，妈妈整

理家务，扛起箱子想搬上架子。“砰”的一

声，没放稳的箱子掉下来砸到了她。妈

妈轻轻叹了口气说：“要是你爸还在该多

好！”今年的母亲节，我给妈妈写了一封

信，希望她“等等”我，等我强大了可以保

护她，和她一起做更多有意义的事。

爸爸，初二那年，我转学来到浙江金

华。上学途中，我会路过你救人牺牲的地

方——城南桥。每次经过，我都会莫名地

难过。感伤之余，我也会追问自己：如果

当时是我在现场，一边是我的家人，还有

百姓劝阻，一边是自己追求的大义，我会

怎样选择？无论我想过多少次，追问过多

少次，答案始终如一，都是“不能”。

随 着 年 龄 的 增 长 ，我 渐 渐 有 些 懂

了。爸爸，我成长的这 15 年里，虽然缺

失了你的陪伴，但你的学弟学妹们从未

忘记我和妈妈。从 2008 年春节至今，你

的学弟学妹们发起“爱心·远航”项目，

每年都会来看望我和妈妈，从安徽芜湖

到浙江金华，一直替你陪伴着我们。

爸爸，2010年，我和妈妈来到你的母

校原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在你的塑像

前留下一张“全家福”。爸爸，这是我第

一次去你的母校，也是你牺牲后我第一

次与你“合影”。后来我经常翻看家里的

相册，数着我们一家人的合影，可加在一

起，怎么也凑不出一个“九宫格”。每次

看到同学身边有父母陪伴，莫名失落的

我与妈妈穿梭在人群中，总是不经意间

寻找穿绿军装的身影，想冲上去大喊一

声：“爸爸……”

时过境迁，我渐渐长大，不仅读懂

了你，也时常暗暗告诉自己，要向你学

习，将来像你一样承担起军人的责任。

虽然现在的我还不如你，无法像你那样

义无反顾。每每思及于此，钦佩之情都

会油然而生。

与此同时，我也会思考，到底是什

么驱使你做出那样的选择？抑或，是什

么样的环境造就了那样的你？所以，我

希望去你的母校看看，去寻找答案。这

个答案，也许并不能完全在你的母校找

到，但我想，那里一定是一个很好的起

点。

当然，去你母校的“路”，也不是一帆

风顺。想要考取你的母校，需要选考物

理。我犹豫过，因为物理是我不擅长的

科目。但是，内心对那个答案的渴求战

胜了我的恐惧。我也曾彷徨，也曾迷茫，

也曾怀疑当初的选择。每当这时，我总

会抬头望向夜空，那一颗颗忽隐忽现的

星星在夜幕闪烁。不知为何，我总觉得

其中一定有一颗是你，你在鼓励我、在支

持我。霎时间，我便感觉心中拨云见日，

又充满了力量。高三备考的日子，虽然

紧张枯燥，但是我低头沉浸题海，抬头憧

憬未来。睡前，我总会忍不住想象，想象

几个月后自己穿着军装走进你的母校，

欣赏校园九月的花开。每当那时，一天

的疲惫就会一扫而空。

努力真的有回报。参加高考时，我

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紧张，在答题卷上

一笔一画慎重写下答案。小小的一方

答题卷，不仅写下高中三年的努力，更

有我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最后一科考

试结束的铃声响起时，我释然了。无论

结果如何，我已经用我的努力，为高中

生涯画上了句号。经过几天的等待，我

查询到成绩。纵有遗憾，但最终如愿。

爸 爸 ，记 得 你 牺 牲 10 周 年 之 际 ，

我 和 妈 妈 到 城 南 桥 桥 头 祭 扫 ，一 群 人

在 旁 边 议 论 不 休 。 回 去 的 路 上 ，我 告

诉妈妈：“他们不能那样说小月阿姨，

她很善良。”爸爸，我们和被你救起的

小 月 阿 姨 已 经 成 为 亲 人 ，她 也 时 常 想

念你。

记得一位烈士牺牲时说过：“胜利的

时候，请不要忘记我们！”爸爸，我是你的

女儿，我会一直走在“寻找”你的路上。多

年后，大家如果能从我的身上看到你的影

子，那就是一种最好的传承。

爸爸，纵然你我天人永隔、分离数

年，但我相信，你对我的爱从未变过，你

一直在陪伴着我。今年高考，我的作文

题目是《以青春之我奉献青春中国》。

爸爸，我非常喜欢李大钊的《青春》，我

希望如你们一样有信仰、有担当，以青

春之我奉献青春中国！

祝你在天堂一切安好！

女儿：孟诗妍

7月 18日深夜

（标题为编者所加）

寻找你，走近你，成为你

2007 年 11 月 30 日，原第二炮

兵某旅机要参谋孟祥斌，因奋不

顾 身 抢 救 一 名 跳 江 女 青 年 壮 烈

牺 牲 ，年 仅 28 岁 。 2009 年 5 月 ，

中央军委追授他“舍己救人模范

军官”荣誉称号。

近 日 ，孟 祥 斌 烈 士 的 女 儿 孟

诗妍，高考结束后被战略支援部

队信息工程大学（原解放军信息

工 程 大 学）录 取 ，将 在 父 亲 的 母

校求学深造，把青春献给军营。

收 到 录 取 通 知 书 后 ，孟 诗 妍

提笔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写下对

父 亲 的 思 念 ，写 下 自 己 的 成 长 ，

也写下对未来的期许——

如今，蓝牙耳机的使用越来越普遍，

不少官兵听音乐、玩游戏以及与亲朋好

友视频聊天时，经常会使用蓝牙耳机。

但一些官兵在享受蓝牙耳机带来的便捷

时，往往忽视了蓝牙设备的安全性问题，

容易出现失泄密隐患。

最近，战友小汪购买了一副最新款

的蓝牙耳机。测试耳机的防丢功能时，

他发现可以通过智能手机精确定位蓝牙

耳机所在位置。小汪仔细一想，如果把

这款蓝牙耳机带入涉密场所，既能获取

精准坐标，还可能收录附近环境声音，蓝

牙耳机岂不是变成了“跟踪器”甚至是

“窃听器”。

小 汪 赶 紧 查 阅 相 关 资 料 ，了 解 到

目前市面销售的部分蓝牙设备含有大

量的安全编程接口、默认设置等，有些

蓝牙设备内部的复杂程度不亚于一台

小 型 智 能 终 端 。 从 技 术 原 理 上 看 ，同

大 多 数 无 线 技 术 类 似 ，蓝 牙 耳 机 存 在

被 监 听 、定 位 跟 踪 的 可 能 。 如 果 利 用

蓝 牙 耳 机 的 漏 洞 植 入 恶 意 代 码 ，可 能

实 现 对 蓝 牙 耳 机 的 监 听 或 定 位 跟 踪 。

比 如 首 次 配 对 时 ，需 要 用 户 使 用 个 人

识 别 码 验 证 。 这 个 过 程 中 ，不 法 分 子

可 能 会 拦 截 蓝 牙 通 信 数 据 包 ，通 过 伪

装成目标设备进行连接。如果再利用

网 络 将 定 位 信 息 进 行 传 播 ，甚 至 可 以

实现远程跟踪定位。

为了避免蓝牙耳机可能带来的泄密

风险，笔者提醒广大官兵，在日常使用

中，应当注意不得将蓝牙耳机带入涉密

场所，非使用时间关闭蓝牙耳机。在配

对时，要始终验证并确认正在配对的设

备，妥善保管密码。除有配对需要外，将

蓝牙耳机默认设置为不可发现，并保持

该状态，减少蓝牙耳机被劫持的可能。

（94995 部队 李 岩、张文磊）

谨防蓝牙耳机变身“跟踪器”

给您提个醒

日前，武警山西总队举办军事体育运动会，激发官兵体训热情，锤炼官兵

体能素质。图为参赛队员快速通过云梯。 袁浩翔摄

军媒视窗

7月 13日

“带兵人要做到‘知’，首先要做好

‘行’。”某营教导员齐少斌对此感触很

深。一些同志无法充分做到知基层、

知官兵、知思想，他认为主要还是源于

“离兵”问题。不少干部对待战士不打

不骂也不亲、不远不近也不爱，“如果

与官兵若即若离，掌握情况就会若明

若暗”。

说易行难。当前，连队的新鲜血

液普遍都是 00 后，不少新战士有事情

宁愿与网友“键对键”，也不愿与战友

面对面。加之一年“两征两退”，人员

进出流动加快，很多新战士下连后是

班里的“独苗”，容易感到孤独，自我保

护意识强。

“山不过来，我就过去。不能一味

硬碰硬，要学会心贴心。”齐少斌认为，

处处碰壁的时候，要从方式方法上找问

题。与战士相处中，有时要当好一个倾

听者，而不仅是一个管理者、教育者。

既要“我觉得”，更要“你觉得”，在三五

句话聊聊天、三五百米散散步的过程

中，悄悄找到打开对方内心世界的“钥

匙”。“耳濡目染的熏陶、潜移默化的感

召、润物无声的滋养，往往能收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齐少斌意味深长地说。

“知”彰显能力水平，“道”则考验

责任担当。

该旅保卫科科长徐亚奇认为，董

班长是因为害怕战友受到责罚没有主

动报告，但这种做法反而害了战友，不

是真正的战友情。而且，看似考虑班

集体的利益，殊不知如果问题继续恶

化，整个营连都会受到影响，也不是真

正的“集体主义”。“宁可事前听骂声，

不可事后听哭声。只要秉持对问题较

真碰硬、对战友高度负责的态度，就能

做到问心无愧。”徐亚奇说。

“‘知’不能放过蛛丝马迹，‘道’不

能有犹豫不决，这才是‘知道’的题中

应有之义。”徐亚奇说。

（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知”要润物无声 “道”要理直气壮

基层工作中，干部骨干需要知道的

情况有很多。从字面上来理解，“知道”

既要真知深知，也要道出道明，知之不

深的事情不可信口开河，心知肚明的事

情也不能藏着掖着。对干部骨干来讲，

表态“知道”很简单，做到“知道”不容

易。如果了解情况浅尝辄止，官兵就会

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如果了解情

况后发现问题不主动报告并解决，就无

法让问题隐患止于未发。让我们从西

部战区空军地导某旅几名干部骨干的

经历中，探寻“知”与“道”的辩证法。

带兵“真”知道，少些弯弯绕
■吴 照

“请你讲讲小李的出生年份、家庭

情况和兴趣爱好是什么。”在一次上级

抽查检查中，指导员王强面对提问，回

答时如数家珍。这不禁让他沾沾自

喜：总算在跌倒的地方爬了起来，这都

得益于自己的速成“宝典”。

王强的“宝典”是什么？任职不久

恰逢机关检查，他还没来得及摸清官兵

的基本情况，结果出了糗。“连队几十个

人，我一个刚上任的主官哪能记得过

来？”王强满腹“苦水”。

之后，干劲十足的王强下了一番

功夫：他把连队花名册和官兵身心健

康档案找来，死记硬背后在短时间内

将官兵具体情况烂熟于心。

吃一堑，长一“智”。王强养成了

一个习惯，连队的任何情况都刻意背

记 ，跟 官 兵 谈 心 聊 天 时 都 带 着 记 录

本。长此以往，王强慢慢发现自己了

解的情况越来越少，因为交流时他注

重的是有没有记到本子上，忽视了有

没有记在心里。不少官兵看到他的记

录本上记得密密麻麻，开始“谨言慎

行”。王强与官兵的关系似乎隔了些

什么。

王强开始反思工作的方式方法，

作 出 一 些 改 变 。 比 如 抛 开 记 录 本 ，

主动推门走进班排。经常是他滔滔

不绝说了不少，却打不开官兵的“话

匣 子 ”。 他 刻 意 随 和 ，官 兵 客 套 附

和，尬聊之下，最终什么“活鱼”也没

有摸到。

做不到深知，应对情况就会捉襟

见肘。一次上报官兵思想情况，王强

因为主观臆断，报告的情况不准确，受

到了上级严厉批评。

王强找到班长李鹏飞倾诉烦恼。

李鹏飞结合自己的经历谈了感受：“跟

战友们相处，真正融入、顺其自然才会

水到渠成。跟大家打成一片，很多事情

自然就知道了，就像自己家人的情况不

用去记，也会清楚明白。”

“一起朝夕相处的战友，我却没能

真正了解他们。走到了身边，并不代

表走进了内心。”听完李鹏飞的话，王

强陷入沉思……

不能“不知道”装作“知道”

走到战友身边，更要走进内心

“身边的战友如果存在问题隐患，

我们知道后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最

近一直萦绕在班长董宇尘心头。原

来，班里的下士小刘一直存在不合理

消费的习惯，花钱大手大脚，近期为了

还款频频向战友借钱，拆东墙补西墙。

这件事董班长早就心知肚明，为

了不影响班里团结，前期他一直“内部

处理”：私下里时常拉袖提醒，班务会

上开展批评教育，但小刘并没有改掉

不良习惯。

到底该不该把小刘的情况报给连

队？董班长有自己的顾虑：连队会不

会质疑自己的管理能力？会不会因此

给班里抹黑？小刘会不会受到严肃处

理？大家会不会认为自己在打小报

告？

进行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

董班长还是决定“冷处理”：先观察一

段时间，希望小刘能迷途知返，尽快把

窟窿补上。

纸如何能包住火？连队最终察觉

到小刘的问题。深入排查后，连队发

现，小刘不仅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性，甚至为了还债打起网上借贷的主

意。连队迅速采取措施，避免了小刘

出现更严重的问题。董班长因为发现

问题不主动报告，在营军人大会上作

出深刻检查。

“侥幸心理不仅体现在小刘身上，

也体现在我的身上，总想着能把问题

在内部消化，最终却把小事拖大。”检

讨反思时，董班长深入剖析了自身问

题。

“董班长的问题，在基层具有一定

普遍性。”该营教导员杨波宏介绍，针

对该不该主动报告的问题，他组织全

营骨干进行了问卷调查。有 38%的同

志认为，要根据问题隐患的大小来决

定，如果是小问题，还是得考虑一定的

影响，没必要多此一举。

大 家 心 中 的 顾 虑 ，在 杨 波 宏 看

来，还是依法从严的管理理念树得不

牢，对团结友爱和谐纯洁的内部关系

理解不深，发现问题遮遮掩掩，报告

问题瞻前顾后，导致错失解决问题的

最佳时机，对当事人和单位有百害而

无一利。

“不报告看似当了一时的好人，却

是对战友的不负责任；主动报告可能

会有一些同志一时不理解，却最终能

收获战友的感激。”董班长反思道。

也不能“知道”装作“不知道”

总想内部消化，却把小事拖大

图①：2010 年，6 岁的孟诗妍与母亲叶庆华来到原解

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向孟祥斌烈士塑像献上花篮。

受访者供图

图②：孟诗妍展示收到的录取通知书。 沈 立摄

制图：扈 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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