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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3日上午，全国大部分地区被
冰雪笼罩，甘肃省临夏市却是阳光普
照，一片蓝天白云。

在这个难得的好天气里，临夏市人
武部部长逄秘书赶紧招呼几名人员，将
一个一米长、半米高的大箱子搬上一辆
越野车，准备驱车前往市区外的南龙镇
杨家村去走访。

逄秘书走访的方式很特别，不是送
米面油，而是去送医问诊。没错，一个
人武部部长，正团职干部，自学成医。
那个笨重的大箱子里装着治疗感冒、胃
病、咳嗽等疾病的药品，还有几大包自
制的中药药丸，这些药都是逄秘书自掏
腰包买来的。

大概过了 20分钟，车子驶入了一
条崭新的柏油马路，两侧矗立着新安装
的路灯，透过车窗向前望去，不远处一
座座平房拥簇着，杨家村已在眼前。进
村后，越过一个小山坡，记者一行人到
达了杨家村村委会。

“以前到杨家村起码得40分钟，现
在路修通后，节省了一半的时间。”逄秘
书向记者介绍，杨家村是一个贫困村，
少数民族村民占全村总人口的70%，地
是盐碱地，居民多是老弱病残。虽然离
市区较近，但因为缺少产业支撑、医疗
条件较差，村里以前连条像样的路都没
有，贫困人口数量一直居高不下。

也许是听到了记者与逄秘书的对
话声，支部书记杨春录从村委办公室小
跑着出来。“逄部长你可来了，再不来，
我也要当医生了。”一阵热闹的笑声后，
杨春录赶快招呼大家进办公室暖和暖
和。不一会儿，不少村民、驻村帮扶队
员、大学生村官也闻讯陆续赶了过来。

“记者同志见多识广，咱们村可能
比不上发达地区的，但现在也是大变样
了。自从临夏人武部挂钩帮扶村里后，
协调市里投入近百万资金修建村主干
道路，路灯覆盖了整个村子，现在村里每
年平均有10户人家脱贫摘帽。”在等待

看医村民的空当儿，杨春录告诉记者，逄
部长多年如一日地坚持为村民送医送
药，治病也医心，一些村民的身体好了，
发家致富的志气也长了。随着村民多了
起来，村委办公室开始热闹起来。

“最近我吃饭时拿着筷子的手总是
不自觉地发抖，您看看是怎么回事？”村
民马丽萍向逄秘书描述着自己的病
情。“您稍等”。逄秘书从旁边拉过一把
椅子，朝一张桌子前一坐，又把充当脉
枕的汽车座椅靠垫朝桌上一放，就“建”
好了一个简易的巡诊站。“把手拿过
来”，逄秘书一手把脉，一手掐着马丽萍
左胳膊的某个穴位。“咦，右手竟然不抖
动了。”“这是由体循环供血不足引起
的，要多休息，多吃点补血的食物。”逄
秘书拿出一个问诊本，将马丽萍的病情
详细记录下，并给她开出一张药方。

“药方会给患者一份，逄部长也留
一份，类似这样的药方本，他的办公室
里已经累积了两尺多高。”同行的临夏
市人武部职工柳建军向记者介绍，一些
村民患有慢性病、高原病等疑难杂症，
逄部长为他们制订了复查巡诊计划表，
哪个患者康复了，哪个患者好转了，他
的心里都有一笔明白账。就这样，一上
午的时间不知不觉过去，记者看着村民
们来了一拨又一拨，药方开了一个又一

个，但逄秘书的椅子始终没有动过，旁
边的茶水换了两三遍也没喝一口。

为最后一个村民开好药方后，逄秘
书起身准备离开，几个村民随即围了上
来。“逄部长，来我家坐坐，喝个盖碗茶
再走”“上次连饭都没吃就走了，这次一
定要来我家吃午饭”“这是刚杀的羊羔，
带回去过年”……春节将近，朴实的村
民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逄秘书的
感谢。然而，逄秘书照例摆了摆手，“老
乡，你们的心意我领了，等着下次再去
家里坐吧。”他边说边收拾好医药箱，大
步走出村委办公室，一脚跨进了车里，
然后催促司机发动车子，摇下玻璃窗与
杨家村村民挥手告别。

对于逄秘书来说，每次为村民看病
几乎都是类似的场景，他也毫不例外的
都是说“下次”，可是真到了下次去问诊
的时候，他说的还是“下次”。在去往下
一个扶贫点的路上，逄秘书的手机不时
响起，有的是群众发来表示感谢的短
信，有的是想要预约看病的病人，逄秘
书都一一认真回复着。

路上，逄秘书对记者说：“中医上讲
‘血藏脉，脉舍神’，心脉相同。这么些
年，我去过24个乡镇、100多个村给群众
看病，深深感到：干好工作如同号准脉，
要号到百姓心窝里，才能让百姓认可。”

号脉号到百姓心窝里
■本报记者 杜怡琼 郭干干 通讯员 张伟峰

农历春节将至，迎着寒风，本报记者奔赴四面八
方，开启了新春走军营采访活动。

过去的一年，人民军队改革重组基本完成，党的十九
大也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清晰勾画出了时间表
和路线图。作为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2018年是实现强国强军的奋进之年，也
是“完善国防动员体系”的夯基之年。开启新的年轮需要信心和力量。跨入新
时代的国防和军队建设，会带着哪些振奋人心的新气象、新气质开局上路呢？

基层是一个调色板，最能描绘出新气象的风采；基层也是一块“军容
镜”，最能折射出新气质的内涵。从先头采访小分队的笔端和镜头下，我们
欣喜地看到：当前，在迎来送往的密集期，不少基层一线的官兵、专武干部、
职工以及民兵预备役人员，坚守了一份静气，蕴含了一股清气，他们把更多
的精力留给了心头牵挂的人和手头关键的事——

战备值班干部正忙着给应急分队点一次名、摸一
次底，确保有了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出动；边海防官兵
正忙着筹划如何更加合理地布哨设卡，让祖国的每一
寸疆土时时处在守护的目光下；人武部驻村第一书记

正忙着到军烈属、结对帮扶“亲戚”家里头坐一坐，问问他们一年的收成和
新年的打算；老干部服务人员正忙着寻思如何让食堂的饭菜多些家的味
儿；兵役工作人员也在忙着带人挂横幅、发宣传手册，希望抓住外出务工人
员这波回乡潮，为今年征兵多储备几个好苗子……

基层沃土，万象更新。采访小分队不仅采撷精彩的点滴故事，也将以
独特的视角来展现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新实践、改革开放 40周年经
济社会发展变迁以及脱贫攻坚经验成果等一批大成就、大发展，为2018年
扬帆出发鼓舞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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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京进、记者熊永岭报
道：1月26日上午，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
人武部组织济南市长清大学城部分师生
代表来到归德街道，走访慰问第四届全
国道德模范候选人、退伍军人刘成德，为
老人送去慰问品，帮助打扫卫生，并协调
医生为其义诊查体。这标志着驻济高校

“寻访身边红与绿”大学生寒假主题实践

活动正式启动。
“寻访身边红与绿”大学生寒假主题

实践活动由济南警备区联合山东大学、
济南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等44所驻济高
校共同举办。济南警备区政委李怀林告
诉记者：“红是红色文化，绿是国防绿。
此项活动主要把传承红色基因与建设文
明泉城结合起来，把拥军优属与国防教

育结合起来，既增进了军民鱼水情谊，又
让大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国防观念，
不断激发高校学子参军热情。”

据了解，此次活动主要分两项内容：
一是通过春节走访、参观革命纪念馆等方
式，深入挖掘红色人物、收集红色记忆和
宣传红色故事。二是组织学生到部队去
寻找参军入伍的同学、亲戚和朋友，通过

前后对比，看成长变化和聆听强军故事。
活动分为两个阶段：2018年3月1日前，参
加主题实践的学生准备调研文章或其他
形式作品；3月1日至5月4日，济南国防
教育办公室在网络上展示实践作品，组织
大学老师、退伍军人、国防教育讲师等人
员对作品评优。5月4日，组织颁奖。

当天，山东师范大学冯强参加了走
访刘成德老人活动，他表示：“这位老人
看起来是那么安详与平凡，可他的故事
却是那么的感人肺腑。作为新时代年轻
人，真应该多听听这些故事。回去后，我
要把刘成德老人的故事和这次活动感
受，发在微博、微信上，分享给同学和朋
友们。”

山东济南 开启“寻访身边红与绿”大学生寒假主题实践活动

本报讯 杨鸿春、记者柯穴报道：
调整改革后班子成员成分新，如何提高

“班长”能力素质抓部队建设？新体制
下如何解决干部发展受限难题激发事
业心责任感？……1月底，在云南省军
区师团级干部理论集训班上，16个师
团级单位立足前期调研成果，围绕新体
制下政治工作重大现实课题开展研讨
交流，共同为抓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思想政治工作寻找良策。

省军区政委余琨告诉记者，省军区
调整改革落地后，人少事多矛盾突出，
而且文职参谋人员会占一部分比例，不
少干部将经历一次艰难的跨越。当前，
省军区系统不少干部调整交流和岗位

“挪窝”。面对涉及官兵切身利益因素
多的现实形势，官兵思想疏导不及时、
干部量化考评机制不健全、党小组作用
发挥不够等一些思想政治工作问题逐
渐凸显了出来。

“省军区系统处在转型发展期，迫
切需要深入开展政治工作重大现实课
题研究，增强新体制下政治工作主动性
实效性。”省军区党委从提升党委书记
和党小组长能力到抓好人武部党委班
子建设，从严格党委主体责任到整治官

兵身边的微腐败，从完善政策制度到建
立干部量化考评机制等方面，精心设置
6个主课题、12个子课题，组织军、师、
团三级党委常委深入一线搞调研，历经
半年多时间，形成 10余篇反映基层实
际难题的调研成果。

“这次讨论不是空对空，是结合各
自单位的调研结果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蒙自军分区政委曾少华表示，调研
中，他们与国防大学政治学院人事管理
学系开展座谈交流，对现行干部考评体
系评价指标不够精准、监督体系不够完
备的问题共同进行了研究论证。同时
依托调查问卷的方式，摸清当前干部考
评工作的问题症结。

“群策群力制订出的对策措施，既
带有宏观指导性又能具体操作。”参会
人员反映，这次研讨会议虽然还没有就
所有调研课题成果达成一致，但至少为
解决一些思想政治工作难题“试了水”，
找到了不少破“瓶颈”、补“短板”的对策
及抓手。

云南省军区着力破解新体制下政治工作难题

12项课题研究助力转型发展

近日，某单位年会上恶搞“十大
抗战歌曲”之《黄河大合唱》的视频在
网络流传，视频中，表演者夸张搞怪
的表情和搔首弄姿的动作引得台下
哄笑，却引得网友愤怒。

这不是《黄河大合唱》第一次躺
枪，更不是经典作品第一次被恶搞。
2006年，电影《闪闪的红星》被网友
恶搞为《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
记》，原本一心想参加红军的小英雄
潘冬子，在短片中却整日做明星梦；
甚至连国歌也曾“中枪”，2007年，网
上流传“国歌被改成股歌”的消息，歌
词被篡改为“起来，还没开户的人
们”，严重损害国歌尊严。

经典何以屡屡被恶搞？这与当
下泛娱乐化的文化倾向不无关系。
越是经典，人们也就越是熟悉。一些
人把恶搞的靶子打向经典，无非是想
通过巨大的反差获得更多笑点和关
注，以至于某电视节目中嘉宾宋某某
在点评一个恶搞节目时曾妄言：“我
真的觉得太需要拿一些严肃的东西
来调侃，我们缺这个，其实没有什么
不可以调侃的，非常好玩。”此言一
出，舆论一片哗然。

严肃不是经典的本来面目，是
我们对待经典的应有态度。1939年
3月，为了完成《黄河大合唱》作曲，
冼星海在延安的一孔简陋土窑里连
写 6天 6夜。在后来的首演中，由于
延安条件艰苦缺乐器，甚至用上了
口琴、木鱼、煤油桶，为了模拟呼啸
奔腾的黄河浪涛，还有人在腰上系
上大号搪瓷缸，把 20多个勺子放进
缸子里使劲地摇。就是这样一个
在简陋中诞生的作品，却迸发出了
号召亿万中华儿女团结一致、抗日
救亡的磅礴力量。穿越历史的天
空,《黄河大合唱》已成为一个永久
的文化符号和记忆坐标，它用音符
和旋律承载着艰苦卓绝的抗争历
史，用呐喊和嘶吼彰显着勇敢无畏
的民族精神。戏谑这部经典，就是
戏谑那段历史，是一种哗众取宠的
无知轻浮。

而今，在和平年代下成长起来的
年轻人，对民族的苦难感受已经不是
那样真切，对他们当中一些人而言，
甚至忘记了革命先辈流血牺牲铸就
的历史，而是沉浸在充满了恶搞与无
厘头的“小确幸”空间中。

或许，一些恶搞者自认为没有多
大的恶意和不敬，觉得没必要上纲上
线。然而，恰恰是这种不自知和不以
为意，暴露出一些人心底的麻木和对

历史的淡忘。我们生在一个可以娱
乐的和平国家，生在一个无须用血肉
之躯抵抗侵略的美好年代，但请不要
失去对民族苦难史和抗争史的敬
畏。娱乐有底线，恶搞有边界。不是
每一段历史都能“一笑而过”，也不是
每一首经典都能“另类演绎”。恶搞
者当明白，你所期望的笑声，很可能
是刺痛别人记忆伤口的尖刀。

好在，恶搞经典并非主流。同
样是综艺节目，某省卫视一档节目
中由众多明星与专业人士在黄河边
合唱《保卫黄河》的视频却广受好
评。由此可见，在文化多元化的今
天，我们既要保护与传承经典，又要
不断在弘扬主旋律的作品上推陈出
新，这样才能让正能量充盈文化阵
地，也才能让那些有毒的“罂粟花”
真正失去生存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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