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层传真》编辑部：

“我是连队的指导员，《基层传

真》是我的指导员。”

这话是我们“大功三连”指导员

王金龙说的。去年10月27日，《基层传

真》跟踪报道了他参加党的十九大盛

会后，归营途中一路传播十九大精神

的故事。版面上同期刊出的，还有不

少来自英模部队的基层党代表带领

官兵学习十九大精神的招法，这让指

导员眼前一亮：“越读思路越开阔！”

借鉴这些经验，指导员安排好

连队的学习计划后，又开办了一个培

训班，以远程在线教育的形式分期培

训了600多名理论骨干。

“多亏这个不见面的‘指导

员’。”连长张继平曾遇到一件挠头

事：刚从外单位转隶过来的一个战

士，休假归队带了些土特产非要给

他尝尝。回想起这件事，张连长和我

们大伙儿说：“拒绝并不难，让我头

疼的是拒绝之后怎么办？这个战士

脸皮薄，会不会有消极的想法？正好

《基层传真》版上刊登了《彝族战士

背回腊肉，怎么办？》《战士带回文化

“土特产”，亮眼了！》两篇文章,一土

一洋，一收一放之间，教我怎么按纪

律办事，同时又不伤战士们的心。”

基层事，最能打动基层人。一年

来，连队很多人都成了《基层传真》的

忠实读者，都与这块版面上亮相的战

友结下了神交情谊。连队技师张召成

就把东海舰队某舰艇电工技师吴新

强当成学习榜样。在最近集团军组织

的一次全员全装战备拉动中，连队一

辆装甲车在茫茫雪野突然“趴窝”，张

召成带上工具跃进前出，脱下棉手

套，钻进泥雪地，迅速排除故障。他

说，跟服役30年面临退伍初心不改

的吴新强比起来，这真不算啥！

新年了，我们想送给《基层传真》

这位不见面的“指导员”一份礼物。这

份礼物就是我们全连的几条意见建

议：“希望能够多写写精武强人，他们

的经历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本生动的

强军教材”“有没有网络版的基层传

真，比如开通微信公众号，方便订阅

的同时，也能针对热点问题，在留言

区随时进行讨论交流”……

在这波澜壮阔的改革进程中，

每一名基层官兵正在自我重塑；在

这片破旧立新的土壤里，一段段热

气腾腾的故事正在“破土而出”。衷

心希望咱们的“指导员”，不忘初心，

永远前行！

第83集团军某旅“大功三连”

全体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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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说

2016年 11月，《基层传真》版正处
于筹办阶段，军报编辑到我所在单位
座谈时，营长宇峰提到了主官忙累问
题，一句“我想一个月回次家”触动
人心。后来与营长单独交流时，我们
从军人的奉献聊到主官的忙累，从对
打胜仗的渴望聊到对家人的亏欠，当
我试着把这段“缺少新闻点”的故事
梳理成文字时，自己却不知不觉流下
了眼泪。

让我没想到的是，军报新年改版
后，这篇“非常规”的内心独白——
《家，那么近又那么远》，便在第二期

《基层传真》版刊发，我的朋友圈也被这
篇稿件刷屏。之后，版面推出系列稿
件，直指主官忙累这个“老大难”问
题，编辑按语更是让我至今难忘：不求
一战成功，但存愚公之志。感谢《基层
传真》，让基层官兵的心声荡起了涟漪。
（中 部 战 区 空 军 地 导 某 营 排 长

高思峰）

读者说

军报改版后，《基层传真》版刊发
的《家，那么近又那么远》及后续报
道，每一篇都说到我们基层主官的心坎
里，越咂摸越有味。

我们都能从宇营长的“回家故
事”里找到自己的影子。基层是落实
指示规定的末梢，是强军兴军的前
线，宇营长说他想家，何尝不是我们
所有军人的心声。

主官忙累成因复杂，非头痛医头
可治，这组报道既有温度又有深度，
为我们找准问题症结、改进管理思路
开出了良方。

一年来，主官忙累问题越来越得
到上级重视，政策制度愈发完善，管
理思路得到改进，宇营长式的无奈越
来越少，我们的获得感越来越强。
（中部战区空军地导某营教导员

张统伟）

营长的独白在朋友圈“刷屏”了基层情怀

●●●●● ● ●●●●●●● ● ●●

作者说

说起发表于去年 11 月 22 日军报
《基层传真》版《“吃碰饭”也需有讲
究》这篇稿子，纯属偶然。那次，我
到基层检查教育情况，结束后和几名
战士闲聊。战士小钟无意间一句“不
喜欢机关工作组到连队‘吃碰饭’”
的牢骚话引起了我的注意。

细问之下，小钟向我解释：因为
工作组未曾提前打招呼直接到连队
“吃碰饭”，他们只好“自觉”少打些
饭菜，最终饿了肚子。

听完后，我感觉这事儿挺有意

思，就写了篇 600余字的小稿子，抱着
试一试的态度投给了《基层传真》版
的“士兵之声”栏目。

没想到，稿子没过多久就见了
报，版面处理简洁大方。战友们看了
以后，都说这篇稿子道出了他们的心
声。能够为兵代言，我的成就感也是
满满的。
（第73集团军某旅宣传干事 何艺海）

读者说

那天我在机关办事，就听说这篇
文章，回到营里后，我赶紧找出来

看。身为司务长，我觉得这篇文章写
得很实在，写的就是我们单位的事，
说的就是我们想说的话。真是没想
到，士兵“吐槽”也能上报。

文章见报后，各级都非常重视，
我们旅对文章反映出来的问题立即做
了整改，还专门就机关服务基层做了
进一步规范。比如，机关研究新年度
为基层办实事方案，先向基层官兵代
表征求意见，而不像过去那样“一刀
切”。真心希望反映我们基层心声的好
文章越来越多！
（第 73 集 团 军 某旅三营司务长

姚仕俊）

战士的牢骚话大大方方见报了

作者说

《一天十几份通知，谁发的？从
严规范纠“五多”，管住了！》——事
情就发生在我们单位。那段时间，正
值我们旅军改后首次驻训，新装备
新战法亟待磨合，训练场上的分分
秒秒都弥足珍贵。然而新体制下，
部分机关干部仍走不出“用通知传
达通知，用会议落实会议”的思维
惯势。

令人欣慰的是，《基层传真》版
“推动十九大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

策划将这个故事收录其中，推动问题
得到了解决，苦恼的王连长也露出了
笑容。希望更多的“连长们”能尽快
因为单位转变工作方式、部队提升练
兵备战能力而笑起来。
（第 81 集团军某旅侦察营排长

李艺超）

主人公说

“老王，你出名了！”去年11月 20
日，我的吐槽在《解放军报》一经刊
发，便在旅里引发不小的轰动。

也有战友提醒我，这样的问题
并非只有我们旅存在，可这么大张
旗鼓地见报，不是存心跟领导过不
去吗？

大家这么一说让我好几天心里都
不踏实。没想到，旅领导不仅没指责
我，还在干部大会上表扬了我，说我
给旅党委提的这个醒十分及时，号召
大家向我学习。

如今，“通知的正确打开方式”在
我们旅成了流行词，“五多”少了，大
家的训练劲头更足了。
（第81集团军某旅连长 王柳杨）

苦恼的王连长露出了笑容

作者说

2017 年春节期间，我们全排战友
都收到了排长的特别礼物，我收到的是
一个红包——一张崭新但残缺一角的 1
元钱，还有一张排长用来激励我的祝福
卡片。

我的性格比较内向，下连后快节
奏的训练让我倍感压力，正是排长的
礼物，让我看到自己的价值，越来越
自信开朗。我把这段经历写进了日
记。后来看军报时发现 《基层传真》
版要开设“士兵日记”这个栏目，便

试着投了出去，没想到居然真的见报
了。

一年来，当训练压力大、心情不
好的时候，我常会翻出夹在日记本里
的礼物和这份报纸鼓励自己。虽然训
练辛苦，但我能感受到自己不是一个
人在战斗。
（空降兵某团一营上等兵 周宇航）

主人公说

没想到我送出的新年礼物让宇航有
这么多的感触，还被他写进日记里。平

时工作训练上对他们要求特别严格，虽
说是为了他们好，但还是怕他们不理
解，但宇航的日记却给予我莫大的肯
定。当在军报上看到他的日记时，我自
己也被感动了，更被宇航对我的认同所
触动，以后我还会继续做一名“暖男”
排长。

军人也有情，以情带兵就是对我们
的战士用真情，关心他们的生活点滴，
对他们的成长成才负责。只要用心付
出，哪怕一个小小的举动都会给战士温
暖和动力。
（空降兵某团一营排长 胡续鹏）

排长的礼包暖心又给力

作者说

2017 年 7 月 6日，吃过晚饭，营
部通信员陈龙穿戴得整整齐齐，兴冲
冲地告诉我：“从今天起，电影推迟
15分钟放映，咱以后都有时间去看电
影了。”以前旅里把看电影时间安排
得满满当当，大伙儿撂下碗筷就得
去，急哄哄像赶火车，热烘烘出一身
臭汗，如今电影推迟放映，以后再也
不用赶火车似的看电影了。

那时单位刚刚改革整编，我被预
编为连队新闻报道员，耳闻目睹了这

件暖心小事，我一时兴起写成稿件投
给了《基层传真》。

投完稿之后，我就随部队外出海
训了，一天随手翻阅报纸，真不敢相
信自己的眼睛：这篇小稿真的见报
了！此后，我更加勤奋写稿，不仅得
到了战友们的一致点赞，还顺利落编
旅机关宣传科。

小小的暖心之举解决了全旅官兵
的“挠头事”，也见证了我在新闻路
上的成长进步。
（第 72 集团军某旅政治工作部

宣传干事 杨 利）

主人公说

这 半 年 多 来 ， 最 大 的 感 受 是
“变”：旅里从看电影这件小事做起，
开展“情系基层、关爱官兵”系列活
动，着力解决“五多”顽疾，一点一
滴汇聚成一股暖流。

军报点评中那句“温暖胜过严
寒”触动了我，这小小的暖心之
举，效果远胜许多“严禁”“否则处
罚”等规定，激发起我们对单位发
自内心的认同和热爱。
（第72集团军某旅战士 陈 龙）

15分钟背后的“暖效应”

作者说

在营区划直角线的做法，让列兵
张卿元出了糗还挨了批。倍感委屈的他
向上级反映了这件事，军分区领导闻过
即改，并举一反三对类似做法进行了清
理。

张卿元的经历让我们产生了强烈
共鸣，我将他的亲身经历整理成稿件
投到了《基层传真》版，很快便在版
面头条位置刊发。

这篇稿件在分区部队产生了很好
的反响，其他连队以这篇稿件为契机
改掉了不少土规定、土政策。然而，

改掉“营区直角线”背后的思维观念
任重道远。在新的一年，真心期望军
报多报道些这样的问题，推动基层建
设更加科学更上台阶。
（阿克苏军分区政治工作部宣传

保卫科干事 向晓东）

读者说

自打我当新兵起，各级领导就要
求我们在营区行进走直线、拐直角，
尽管一直觉得有不妥，可就是不知道
到底“不妥”在哪里。
“画蛇添足，有多少必要？”文章最

后编辑撰写的感言让我激动不已，特意
把稿件分享到了微信朋友圈，引来不少
战友评论。

类似营区直角线的做法在基层不
在少数，而且五花八门，比如：戴着
白手套检查卫生，用抹布擦洗操场等
等，这些看似“有利于提高工作标
准、传承良好习惯”，实则牺牲了战
士们大量休息、娱乐时间，严重降低
了大家的获得感。希望在 《基层传
真》的呼吁下，这样的土规定、土政
策越来越少。
（某边防团支援保障营指挥通信连

上士 王军强）

让这样的土规定少些再少些

2017年 1月 3日，《基层传

真》 走进基层官兵队列的第一

天，陆军某旅上尉杨世侃向他的

战友这样介绍我们——

“《解放军报》要举办一场

故事会，时间从2017年1月份开

始。为了让这场盛会经久不衰，

专门腾出一个版面面向基层征

稿。So，只要你觉得自己身边

人、身边事能提供正能量，大可

一试！”

回看一年前的《解放军报》，

翻到第八版，您会看到杨世侃上尉

这段话作为《基层传真》创版的

“致读者”放在了版面的最上方。

请基层战友为我们代言，是

因为我们的名字叫“基层”，“从基

层来、到基层去”是我们的初心。

秉持着这份初心，我们在春

天发出邀请，32次征稿启事，

12000多 篇 文 章 、 近 两 万 幅 照

片，挤爆100G的硬盘，从营长教

导员到连排长和士兵，都成为我

们的“金牌作者”。

秉持着这份初心，我们在夏

天跟随转隶移防部队的脚步，记

录下最鲜活的“‘脖子以下’改

革一线见闻”，我们走进新组建部

队，把话筒交给“转隶中的你我

他”，一文一故事，一兵一境界，

共同描绘出基层官兵在改革大考

中的牺牲与坚守。

秉持着这份初心，我们在秋

天走进野外驻训场，与官兵一起

在炮火硝烟中“求实”“破难”；

我们“列席”连务会、班务会，

和大家一起“关注基层‘常见

病’”“做好基层‘家常饭’”。

秉持着这份初心，我们在冬

天与官兵一起爬冰卧雪、苦练三

九，在寒冷的季节燃烧火热的练

兵激情；我们走进新训基地，和

初入军旅的新兵一同成长一同感

知新时代……

回看 2017，亲爱的战友们，

让我们一起为 《基层传真》 打

call，因为这里凝结着我们共同的

心血。

展望2018，让我们继续牢记

初心，在新时代呈现我们的新气

象，写下我们的新作为！

至于今年的“致读者”，

请您往右瞧——喏，“大功三

连”的全体战友们已经为我

们“代言”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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