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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年度出版计划，春节放假
期间《中国国防报》休刊 5期，即
2018年 2月 15日至 2月 21日，2月
22日正常出版。

预祝广大读者春节愉快，阖家
欢乐！

休 刊 启 示

2月 6日，四川省成都北站前广场
上，一辆迷彩大巴（上图）和车身上醒目
的横幅——“军人军属中转服务点”格外
醒目，吸引了许多乘客的眼球。

参加新春走基层报道的记者刚踏上

这辆大巴，一杯冒着
热气的茶水很快就送
到了眼前，民兵吴良
兵笑着说：“我们服务
的对象是军人军属，
只要他们有需要都可
以上来喝杯热茶、休
息一下。”大巴内，茶
叶、医药箱放在第一
排的椅子上，司机位
置旁有一台饮水机。
大巴上的医药箱里准
备着许多常用药品，
在挡风玻璃的位置，

还放着两张“2018年春运火车票预售期
时间表”的宣传单。

据执勤民兵介绍，这辆大巴本来是
成都市综合民兵应急救援大队在执勤中
休息的场所，春运头几天，因为人手紧

张，民兵们往往在大巴上稍微休息一下
就要开始下一轮执勤。后来，有民兵提
议：我们每天遇到很多问路的军人军属，
不如让大巴发挥更大的作用，成为一个
服务军人的大巴。”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
的支持，暖水壶、医药箱等用品很快准备
好了。成都市综合民兵应急救援大队队
长李强说：“我们每年春运都在这里执
勤，总想尽一切可能为军人军属提供帮
助。一个中转的信息资讯、一杯热茶、一
声亲切的问候就是这辆迷彩大巴的服务
意义。”

大巴车上，民兵施凯文说：“现在我
们休息的时候也能帮助大家了。”说话
间，一名从成都到太原的军人登上大巴
休息和车上的民兵聊起了家常，他说：

“远远就看见了迷彩色，很亲切，这个军
人军属服务点为我们提供热水和歇脚的
地方，坐在大巴车上，心里暖暖的。”17

时，广场上飘起了雨点，室外的气温降到
了3℃，可大巴内温暖如春，还飘着淡淡
的茶香。

“迷彩大巴对我们的工作也有很大帮
助。军人军属在火车站内有军人候车室，
有我们专职的工作人员服务，出站后和进
站前有任何问题还可以向大巴上民兵们
寻求支持。”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兰淑花了
解到“迷彩大巴”后笑着说，“刚才还有位
军人看见了大巴上的条幅高兴地和我说，
在其他地方都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大巴，和

‘军人依法优先’‘军人候车室’一样，这项
服务让军人军属心里觉得温暖。”

据了解，春运期间，成都市综合民兵
应急救援大队在成都北站和南站共组织
了80名民兵执勤，在北站有13个固定执
勤点。从早上 5时到晚上 12时，每人每
天平均执勤 9小时，协助地方公安和武
警维护火车站秩序。

迷彩大巴，过往军人的暖心驿站
■本报记者 杨明月 孙绍建 本报特约记者 冯 超

2月 8日上午，赣粤高速吉安境内
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导致一名乘客头

部出血昏迷，情况危
急，请求救援。担任
春运执 勤 的 江 西 井
冈民兵医疗分队闻
令 而 动 ，立 即 乘 坐
救援直升机抵达现
场 ，在 将 患 者 进 行
简 单 处 理 后 ，向 吉
安市中心医院快速
转移（左图），整个过
程不到 20分钟。经
过医院紧张救治，患
者伤情稳定，其亲属
握着井冈民兵的手

激动地说：“幸亏有你们，真是太感谢
你们了。”

温暖回家路，守护异乡行。吉安地
理交通位置重要，是入闽通粤进湘的重
要通道，京九铁路、赣粤高速、大广高
速、105国道等贯穿境内，每天车流量密
集。春运期间是车流量的高峰期，容易
发生交通事故和车辆拥堵。为确保返
乡大军出行平安，让他们走得了、走得
安、走得顺，吉安市组织了一支200余人
集保交护路、医疗救护、维稳处突为一
体的应急分队，分别在铁路、高速公路
及国道线上巡逻执勤，并配合公安和交
警在车站、码头及重点路段执勤，保证
境内交通畅通。

寒冬腊月的井冈大地哈气成霜。
记者在井冈山火车站看到，一抹抹迷彩
迈着矫健的步伐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

流中。哨位上，一个个挺拔的身姿化作
一枚枚指示路标，为往返旅客指明回家
的方向。

执 勤 巡 逻 的 井 冈 民 兵 应 急 分 队
日夜坚守在岗位上，由于天气寒冷，
有 的 民 兵 患 了 感 冒 ，还 有 的 民 兵 手
脚冻麻了，但没有一人叫苦叫累，他
们 坚 持 轻 伤 不 下 火 线 。 民 兵 小 曾
说 ：“ 春 运 执 勤 ，我 们 虽 然 不 能 回 家
过年，但这是为了万家团圆，作为一
名 井 冈 民 兵 ，我 心 里 感 到 非 常 骄 傲
和自豪。”

该军分区司令员江波告诉记者：“有
了众多像小曾这样的井冈民兵不辞辛劳
地守护，返乡大军回家的路就会更加安
全、通畅、快捷。”

迷彩身影，守护春运旅客回乡路
■王国平 本报特约记者 龙礼彬

“勇士”车驶出营区，穿过20分钟的
乡村土路，七拐八绕钻进了一片浓密的
竹林。林子尽头是一排低矮的平房，就
是空降兵某部官兵此行的目的地。

2月7日，笔者跟随空降兵某场站官
兵代表前往驻地帮扶对象窦枝南老人家
里走访慰问。

距离窦枝南老人家门口还隔着两道
田埂，官兵们下了车，提着大米、水果、食
用油、牛奶等生活用品，穿过林子向小平
房走去。

路上，该部副政委王佳告诉笔者，
窦枝南老人原本有 3个儿子，大儿子早
年在外务工时不幸身亡，给窦枝南老
人留下一孙女；二儿子陈爱国今年 40
岁，7年前因在外务工摔伤导致瘫痪，
生活不能自理，妻子在他瘫痪后不久
意外出车祸身亡，儿子今年六年级；三
儿子初中学历，常年在外务工勉强自
保，至今未婚。老大身亡、老二瘫痪，
让窦家一贫如洗，只能依靠每月的“五
保金”勉强度日。意外无情，官兵有

情。7年前，该场站官兵开始集资帮助
窦家孙子孙女上学，如今孙女已经顺
利大学毕业。

王佳说：“对于窦家这样的家庭而
言，扶贫更要扶心扶情，不仅仅是买东
西送东西，还要帮助他们点燃生活的
希望，让幸福像花儿一样绽放。”见到
我们一行人，老二陈爱国的儿子腼腆
地走上前来，捧着一把炒得焦黑的南
瓜子塞到官兵手里。灰漆漆的墙壁上
贴满了奖状，奖状墙下，是一张整齐码

放课本的书桌。
“小孙子比较懂事，放学一有空就帮

我干家务。”说起孙子，窦枝南老人满脸
自豪。在详细询问小家伙近期状况后，
官兵还与他进行了耐心交流，鼓励他好
好学习。小家伙则怯生生地表示：“长大
我也要当解放军。”

跟窦家老小聊完家常，官兵又帮着
把院子清理了一遍。“勇士”车驶离窦老
太家，后视镜里，70来岁的窦枝南老人
追出来好远，伸在半空挥舞的手久久不
愿放下。

连年来，该场站党委几乎每个基层
单位都根据实际情况与困难户结成了对
子。迄今为止，场站官兵共资助了13名
因家庭贫困辍学的孩子，其中 3人考上
大学，1人大学毕业。

“老百姓的事，也是我们的事，他们
的生活有希望，我们驻地官兵才心安。”
在冬日艳丽的暖阳里，王佳一行正赶往
下一户困难群众的家。

让幸福像花儿一样绽放
—空降兵某部官兵七年如一日扶贫帮困纪事

■郭 校 汪榆兵

本报讯 孔超、程雷报道：2月 6日
至 7日，山东省菏泽军分区对节日期间
易发问题的环节和部位进行筛查整治，
对症下药，消除节日安全隐患。

该军分区广泛开展安全保密教育，
组织事故案例剖析、观看警示录像，分析
查找本单位安全隐患，使大家克服松懈
麻痹思想。一进腊月，这个军分区就对
以往过节时常出现的问题进行梳理归
类，逐项制定应对措施。该军分区领导
包干划片分工督导；机关建立常态化巡
查机制；各级细化检查标准，量化考评细
则，对节前综合检查情况排名通报。

与此同时，这个军分区还将禁令挂
在墙上、印在本上，时刻警醒。军分区机
关还加大巡查力度，发现一起通报处理
一起，使“不碰酒杯、多捧书本”成为自
觉。此外，该军分区通过统一规范值班

标准、集中组织值班培训、不打招呼突击
检查等方式，对全区 9个县（区）人武部
和 3个直属单位逐个检查一遍，要求各
级值班人员做到值班职责清、值班情况
和辖区动态清、应急处置程序方法清，发
现问题及时处理。

菏泽军分区多措并举筑牢节日安全防火墙

对症下药防治节日“综合症”

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立春时节寒
意却浓，江苏省沛县的一个小村庄却是
一派热闹景象。该县组织的“你在部队
获荣誉，家乡为你扬美名”活动启动仪式
在大屯街道办王坑村村民张曙家的院子
里举行。

活动仪式上，东部战区陆军某旅干部
把该部军官张飞的三等功喜报、证书、奖
章郑重递到了张飞父亲的手里。该县人
武部和民政局等领导为其父母戴上“光荣
军属”红绸带、颁发了“光荣之家”牌匾和
2000元奖励金。一时间，邻里乡亲纷纷
前来祝贺，屋里院外挤满了村民，隆重而
热闹的场面让张曙一家特别自豪。

“你儿子真有本事，在部队获得这么
多荣誉，电视台和报社都来进行报道，了
不起！”张飞的母亲听了邻居的夸奖，脸
上洋溢出了幸福的笑容。

作为基层一线领兵人，张飞所带连队
在比武中多次获得全旅先进，他还多次获
得三等功、嘉奖等荣誉。电话那头，张飞
表示：“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组织上
和家乡人民却给了我们家这么多关照和
荣誉，我十分感动。我今后将更加刻苦训
练，不断拼搏进取，以优异成绩回报家乡
人民的支持和期待，争取再立新功！”

该县人武部政委陈刚告诉笔者，为将
十九大报告中“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
职业”落到实处，沛县县委、县政府和人武
部联合开展了“你在部队获荣誉，家乡为
你扬美名”活动。该县人武部和宣传、民
政、人事、双拥等部门组成宣传工作领导
小组，大力宣扬和表彰在部队获得荣誉的
官兵。今年，该县共收到立功和优秀士兵
喜报28份，他们会一家一家送到，并且把
士兵在部队的优秀事迹宣传好。

你在部队获荣誉，家乡为你扬美名
■叶正会

新春走基层?春运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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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5日,初春的滁州阳光明媚。
上午 9时，安徽省滁州市皇甫烈士陵
园肃穆庄重，被红布包裹着的柏正宏
烈士的遗骸在家人和江苏省盐城开发
区步凤镇政府工作人员的协力下缓缓
安放到墓穴里。至此，盐城和滁州两
地爱心接力，为烈士寻亲并将烈士墓
迁移一事终于尘埃落定。

事情起因是这样的：1月 22日上
午，滁州市琅琊区沙岗村网格员高正
贵在村外荒芜地发现了一处墓地，有
一个墓碑上的字很清晰：柏正宏，盐城
步凤公社三龙大队，中国人民解放军
6435部队战士，1967年10月牺牲。曾
在盐城服役的高正贵对盐城有着深厚
的感情。他立即将有关情况向上级部
门作了汇报。

23日上午，高正贵通过战友联系
上正在盐城军转干部岗前培训班学习
的徐传兵。当天下午，徐传兵将寻找
柏正宏烈士家人的文字及烈士墓碑照
片发到了培训班的同学群。

随即，培训班的同学们自发组织
动员起来，纷纷在朋友圈中转发扩散，
学员司杰回到家中认真查找《盐城县
志》，学员杨锦始终与民政局同志沟通
联络，很多同学在互联网的海量信息
中反复寻找，一场为烈士寻亲的行动
拉开大幕。

23日晚，经培训班同学陈鸿兵联
系，《盐城晚报》“帮办”栏目也加入到
帮烈士找寻家人的队伍中来。24日
20时 48分许，题为《您的转发或许能
让烈士回家》的网络寻人文章在盐城
市最大的论坛“鹤鸣亭”上发布，仅仅
几分钟的点击量就突破了5000次，不
少网友还在帖子下留言。

很快，培训班的陈刚收到了朋友
发来的微信：我家是步凤镇谢灶村的，
与三龙村相邻，刚才我与三龙村原村
主任联系了，柏正宏烈士是三龙村一
组的，父母已去世，家里还有其他亲
人。在发出网络寻人信息不到1小时
的时间里，就找到了烈士的家人！这
条消息顿时轰动了整个培训班。

千里之外，弟弟柏正凤一家人喜极
而泣，51年前因公牺牲的哥哥墓地终
于找到了。好消息接踵而来：24日21
时40分许，“亭湖区三龙村书记柏建岗
在向上级汇报后，已和柏正凤商量将烈
士墓地迁入烈士陵园的相关事项！”

据了解，柏正宏烈士并不是柏正
凤的亲哥哥。自幼是孤儿的柏正宏为
了活命，一直靠乞讨为生，直到8岁时
被好心的柏松山夫妇收养。柏松山夫
妇对柏正宏视为己出，将其教育培养
成人。入伍后的柏正宏工作表现突
出，训练成绩优异。在部队的一次紧
急任务中，由于战马突然受惊，他为了
不让战马冲到人民群众中，舍身拦住
战马却不幸牺牲。

柏正宏牺牲的噩耗传来，柏家上下
陷入了一片悲痛之中。在随后的几十
年中，由于家庭经济困难、路途遥远和
女儿出嫁等原因，加之柏松山夫妇逐渐
衰老，未能年年去部队祭扫。临终前，
老夫妻俩仍对儿子柏正宏念念不忘。
柏正凤多次想去哥哥生前驻地为哥哥
扫墓，但由于部队整体撤编移防和当地
城市建设等原因，一直未能成行。

“爸爸妈妈在九泉之下也能安心
了。这么多年，哥哥是我心中永远的牵
挂。谢谢你们，真的是谢谢你们。”电话
里，柏正凤对盐城市军转培训班的同学
们表达了由衷的谢意。

全程参与此事的同学们商定：待
到冬雪融化春花烂漫时，再去祭奠柏
正宏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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