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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咖秀

听“兵王”讲一课

新兵下连后，

第 73集团军某旅

第 一 时 间 组 织 新

兵补入训练，提升

新 兵 战 位 适 应 能

力，缩短战斗力波

动期。新年前夕，

曾 赴 俄 罗 斯 参 加

军 事 比 武 竞 赛 的

车长侯巧，耐心为

新 战 友 讲 解 主 战

装 备 构 造 及 战 备

演练流程。

王 喆、刘志勇
摄影报道

三言两语

“报告，我请求和第二组一起考
核。”在第 75 集团军某特战旅组织的
新排长猎人集训考核现场，考官话音
刚落，队伍中就有人提出换组的要

求。同样的场地，同样的规则，难道
换组还能换出什么门道？

正当笔者疑惑不解之时，人群中
传出一个声音：“他们要求换组是因为
第一组有廖弼君在。”

廖弼君是谁？她是去年 6月份刚
毕业的一名女排长，由于素质过硬，
不少男排长都成了她的手下败将。同
组的男排长担心在考核中出现“巾帼
碾压须眉”的尴尬局面，才申请换组。

5公里越野 21分 15秒、手榴弹投
远 45米、10米武装攀登 17秒……在刚
刚过去的猎人集训考核中，廖弼君在
58 名新毕业排长中综合成绩位列第 5
名。

对此，该旅猎人集训队总教头杨
建松骄傲地说：“这个女排长不简
单，敢想敢干敢拼，是块当特种兵
的料。”

去年军校毕业分配，本有机会去

保障单位的廖弼君却坚持选择一线特
战旅，用她自己的话说：“我喜欢身上
这身迷彩。”

猎人集训中，她不服输的性格表
现得淋漓尽致。擒拿格斗、特种驾
驶、战场救护……每一项特种技能，
她都争着学、抢着练。

一次高楼滑降破窗训练，由于初
次接触该课目，不少战友打起退堂
鼓，廖弼君却主动要求第一个上。破
窗成功后，战友们纷纷向她竖起大拇
指：“女排长有血性！”

元旦前，廖弼君得知“南疆火凤
凰”女子特战队正在选拔小队长，
便第一时间向连队党支部递交了申
请书。

一句话颁奖辞：战争让女人走

开，你却向战而生、力压须眉，不愧

为新一代军中“花木兰”。

巾帼“猎人”
■朱 翔 孙小龙

本报讯 熊 浩、唐家军报道：
“儿子，明天你就要跳伞，成为一名真
正的空降兵了，爸妈为你自豪！”2017
年年底，空降兵某部新兵李韫川与战
友们围坐在投影仪前，看到视频中家
人鼓励自己的画面后深受激励，对于
“第一跳”更有信心。

在近 3个月的跳伞训练中，新兵
们长期处于精神高度紧张状态。如何

在“第一跳”前做好他们的心理疏导
工作？排长支天宇介绍说，他们在新
兵升空跳伞前，将新战士父母嘱托、
家人期盼、战友寄语，连同空中操作
要领一同录制成亲情连线视频。开跳
前组织新战士一同观看视频，共同感
受亲朋好友送来的暖心嘱托，帮助新
战士舒缓心理压力。
“哥哥，别害怕，我们都盼着你

跳伞成功的好消息呢！”前不久，新
战士马子安在地面动作训练时腰部受
伤，面临即将到来的升空跳伞，心里
有些紧张。但当他看完弟弟发来的视
频后，信心倍增，在实跳中勇敢地跃
出了机舱，沉着冷静地完成了自己
的“首跳”。和马子安一样，最终该
部 新 兵 全 部 顺 利 完 成 了 空 降 兵 的
“成人礼”。

空降兵某部注重做好新兵心理疏导工作

亲情视频陪伴新兵第一跳

新闻观察哨

微观基层“四风”问题⑦

伴着新年度嘹亮的军号，起床、
穿衣、跑步集合，看齐整队，行云流
水般地完成一整套动作，我不禁长舒
一口气。
“看齐时的小碎步，体现的是连队

作风，展现的是个人养成，节奏要
快，声音得响。”下连第一天，班长亲
自示范告诉我们，小碎步不仅是连队
的招牌，也是展示作风的窗口，必须
跺出气势来。为此，要掌握好要领：
两腿弯曲，全身发力，双脚快速用力
跺地。

班长特意交代，自然不能掉以轻
心。可没过多久我就发现，这种看齐
“太坑人”。

元旦前，营里组织队列会操，我
们班代表连队出战。在整队看齐时，
全班响亮的跺脚声引来全场热烈的掌
声，大家的士气也一下子被“点燃”。
可问题也随之而来：因为靠近排头的
战友小碎步跺个不停，处于排尾的我
一直没有看齐的基准，只能跟着不断
跺脚调整，累得够呛不说，最后也没
能看齐。

随后的会操中，尽管大家动作
整齐，精神振奋，但因为我看齐时
频频“冒泡”，连队没有取得好名
次。
“看齐有这么难吗？”会操结束

后，站在排尾的我成了众矢之的。面
对班长的批评，我倍感委屈：“前面动
来动去，让我怎么看齐！”

令人烦恼的岂止是看齐，还有转
体。为了转出“作风”，收脚跺地成了
全连特色。为了跺到一个点，连队甚
至对抬脚高度、跺脚节奏进行了统
一。每当看到战友们用力跺地，我不
禁感到好笑：动作搞这么夸张，到底
为整队还是为听响？
“条令条例关于看齐根本没提跺

脚，转体也只是规定取捷径迅速靠
拢，为啥连队把跺脚当作看齐转体的
‘标配’？我个人认为这一做法不妥。”
前不久，我在政工网“首长信箱”提
出了疑问。

本以为这个提议会石沉大海，可
没想到，一周后的全旅集会，参谋
长竟然当着全旅官兵重述了我的意
见，并当场叫停了看齐转体跺脚的
做法。两天后，机关还专门下发通
知，要求各单位严格按条令条例组
织 队 列 训 练 ， 并 对 “ 仰 着 头 喊 口
号”“坐下前拍凳子”等现象进行了

纠治。
如今，看齐、转体不再有夸张的

跺脚，我也甩掉了“看不齐”的帽
子，看着战友们集合整队时动作利落
迅速，我心里偷偷地乐了：“没想到，
小兵的建言作用可真不少！”

（张文宇整理）

看齐转体拒绝“跺脚”
■第81集团军某旅防空营列兵 许逸程

“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
业，我自豪！”“继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
革，改革‘红利’必将惠及每名官
兵！”……争相上台“说事拉理”，一本
《任务日志》接力传诵。隆冬时节，在
第 80 集团军某旅筑城伪装营学习室，
一场别开生面的十九大精神宣讲让记者
感受到了官兵浓浓的学习热情。
“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走过的

路。”营长王勇介绍，《任务日志》是
营队去年 4月份调整组建后，官兵们
自发用来记录大项任务的一个活页笔
记本。如今，它已成为大家学习贯彻
十九大精神的好帮手。
“五年来，强军兴军不断开创新局

面，我们的《任务日志》就是一个缩
影……”该营抢建抢修连指导员孙源
简洁明快的开场白，拉开了宣讲序
幕。参与执行营队首次大项任务的上
士班长孙鹏飞首先捧着 《任务目标》
上台：“2017年 5月 27日，部队组建第
29天，赴朱日和执行建军 90周年沙场
阅兵工程保障任务，在高温干燥条件

下不间断作业63天 700多个小时。”
孙鹏飞刚读完这一段，推土机操

作手、四级军士长孙宝庆紧接着发
言：“沙场阅兵生动展现了人民军队重
组重塑的崭新风貌，参加任务让我倍
感荣光！”随后，他又讲述了自己 3次
赴苏丹执行维和任务的经历。
“只有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才能

有效履行‘做世界和平建设者’的使
命！”孙宝庆说，任务期间，他同战友
们身处战火硝烟的异国他乡，经受住
了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让“中国
蓝盔”享誉世界。台下官兵对他的发
言报以热烈掌声。
“怎么想到用这种方式来宣讲十九大

精神？”“这是我们的优势，更是特色。”
教导员李彦告诉记者，部队调整组建以
来，先后完成建军 90周年沙场阅兵保
障、“跨越-2017·朱日和”基地化训练
等多项任务，官兵全程参与，感受深刻。

为了让官兵深刻领会十九大精
神，他们还充分利用信息视窗、LED
屏、旅网络政治教育平台等手段，将

部队执行的历次任务通过图片展、书
画展、动漫展等形式呈现给官兵，实
现了学有载体、悟有参照。
“演练中我们与装甲兵全程密切协

同，连续破障，成功开辟了通路。这让
我对报告中关于发展新型作战力量和保
障力量的论述理解得更深了。”上士班
长钟翔宇快步走上讲台，结合自己参加
“跨越-2017·朱日和”基地化训练的
亲身经历和一幅幅参演照片动情宣讲。
在山地进攻战斗中，他驾驶多功能工程
作业车，连续破除蓝军多道障碍，成为
冲上蓝军高地的第一辆工程车。

任务是考验，更是财富。记者了
解到，该旅组建伊始，就接到建军 90
周年阅兵保障、实兵演习等大项任务，
广大官兵视任务高于一切，视使命重于
泰山，克服重重困难，高标准完成各项
任务。旅政委王国强说：“学习贯彻十
九大精神，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正需要
发扬这种精神，我们将进一步梳理，把
任务经历写进主题教育教案中，更好地
推动十九大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

第80集团军某旅探索载体式学习模式——

任务日志，给学习加点“料”
■李东星 徐 振 本报特约记者 李 亮

接地气才能聚人气。理论学习只有“既有意义，

又有意思”，官兵主动吸收理论滋养的“味蕾”才能

被充分调动，十九大精神才能更好地走进基层、进

入官兵内心。其实，这些“有意思”的载体就在官

兵中间，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我们教育者像发现生

活中的“美”一样去寻找。相信，随着一个个鲜活

载体被“采撷”，基层官兵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的热情必将更加深入持久。 （李 亮）

“习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
的；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青年一代
的。作为 90 后官兵，我们要不负青
春，瞄准强军目标，努力提升本领，
把青春写在硝烟弥漫的训练场上。”新
年前夕，单独在某仓库执勤的第 82集
团军某旅合成二营支援保障二连官
兵，正通过视频平台观看该营教导员
授课。
“接下来我们还有‘视频面对面’

环节。”指导员王旭介绍说：“如今旅
队创新方式，搭建视频平台，让远离
营区的官兵学习起来更加方便快捷。”

改革调整后，该旅驻地横跨数
市，高度分散，加之各分队专业不

同、任务不同，如何掀起学习贯彻
十九大精神热潮，推动十九大精神
在基层落地生根，成为该旅党委一
班人思考的重点。“创新学习方法是
打开真理宝库的‘金钥匙’。”该旅
领导介绍说，他们通过梳理整合学
习 教 育 资 源 ， 坚 持 线 上 与 线 下 结
合，老方法与新渠道配合，搭建起
一个个充满时代气息的学习平台，
让官兵在寓学于乐中将十九大精神
入脑入心。

据了解，该旅在制订十九大精神
学习方案时，依托政工网开辟“学习
十九大”视频专栏，及时上传上级辅
导讲话和常委授课录像资料，经过剪
辑加工制作成“微视频”，通过智能手

机推送到每一名官兵手中；将视频会
议系统覆盖到库所、每一处驻训地，
实现全员联动、同频共学。

学习有力有序，贯彻落细落实。
“践行强军目标，我们卫生员能做什
么贡献？”在旅政工网的一次“线上
解 惑 ” 交 流 会 上 ， 卫 生 员 小 张 问
道。“红一连”指导员周胜实时回
帖：“过河小卒能顶车，作为基层卫
生员，按时组织防疫接种、发放药
品；克服恶劣环境，随时随地搞好
卫勤保障等就是践行强军目标的具
体行动……”一番朴实的解答，让
小张茅塞顿开：“强军目标跟每个人
都息息相关，2018，更要撸起袖子加
油干！”

第82集团军某旅搭建网络化教育平台——

视频面对面，让学习更带劲
■徐晋军 何孝林

“跺脚式”看齐转体、“仰头式”喊

口令，此类动作条令条例没有规定，

却在部分单位颇为流行，表面上看是

追求高标准，实则是形式主义作祟。

记得一次观摩连战术考核，有个连队

要求官兵一律用队列动作，转体、跑

步、摆臂，一举一动“严格正规”，甚至

还有“创新”：跑步踏步大腿抬平、脚

尖下压、左右标齐。“高抬腿”式的踏

步让全副武装的官兵汗流不止，还未

开考，人已累得气喘吁吁。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形式主义

之所以在一些部队队列训练中大行其

道，机关脱不了干系。没有检查时的

默许，没有讲评时的鼓励，基层哪来的

动力？打赢先打假，治训先治虚。如

果初来乍到的新兵把精武强能的热情

误用在“队列形式主义”上，不仅浪费

时间精力，更滋生错误认识，最终危害

的是部队战斗力。

“队列形式主义”必须叫停！只有

切实树立“为战不为看”的鲜明导

向，才能真正砍掉这样的形式主义

“花架子”。

“队列形式主义”误兵不浅
■第81集团军某旅作战支援营教导员 朱建东

带兵人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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