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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

微观基层“四风”问题⑩

【授课背景】

说起来，勤务汽车队真是一个“特

殊”的单位，驾驶员、公务员长期分散于

各个保障点位，平均每天出车近百余台

次，有的早出晚归加班熬夜，有的跟随

专项任务长期在外保障，一年到头全队

人员难以同时聚齐。集中体现为“五

难”：政治教育难集中、军事训练难到

场、动态管理难跟进、在外活动难监管、

思想底数难掌控。

作为战区日常运转和各项任务的

重要支撑力量，如何让官兵深扎“汽车

队首先是战斗队，驾驶员更是战斗员”

的意识？开训之际，中部战区勤务汽车

队队长李明星专门以“开训正热，我们

汽车兵该怎么做”为题开启了新年第一

课。

【课堂回放】

一声号令风雷动，相信大家都和我
一样，聆听习主席向全军发布开训动员
训令后内心深感震撼。准备这一课时，
我心头始终有一道疑问：“假如今天出
征，我们能成为出膛的子弹吗？”

反观队里去年的工作，虽说大项任
务完成出色，但也出现了值得警醒的不
良倾向：有人在工作任务面前总是一步
三看，必须得反复催、反复讲才挪一挪、

动一动；有人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缺乏
担当，该带头时左顾右盼，该顶上去时
犹犹豫豫，该豁出去时畏畏缩缩；更有
甚者，坐下去抱电脑、站起来抱手机、躺
下后抱枕头，混日子、熬日子……长此
下去，身上的血性虎气没了，暮气衰气
多了，不能不令我们警醒。

没错，我们是机关兵、勤务兵，但这
样的身份并不代表“特权”和“特殊”，相
反，它意味着我们肩膀上应该扛起更多
责任，胸膛里应该充盈更澎湃的激情。
大家都熟悉我们楼道里的标语：“我是
雷锋同行，雷锋是我榜样。”雷锋生前是
运输连班长，从入伍到牺牲只有不到 3
年时间，可他组织全班摸索安全行车规
律，总结出“四勤、三先、五不超、六不
走、九慢”的安全行车方法，全班共安全
行车 26000 多公里，圆满完成了上级交
给的各项运输任务。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有这样一句话：
每一车物资都是人命换的。在被风雪
封锁的朝鲜北部群山中，我们志愿军的
运输部队经常整日整夜地工作着，不闲
一个人，不闲一辆车，白天躺在冰冷的
地上突击检修车辆，黑夜里睁圆了眼
睛，握紧方向盘，盯住每一处陡坡、弯
道。满载着物资的汽车，通过弯曲陡峭
的山路，一辆接一辆不停息地奔向前
线，筑起了朝鲜战场上打不垮、炸不断

的钢铁洪流。
把目光收回身边，我们队里也不乏

“打不垮、炸不断”的战友。三分队分队
长商学兵是入伍 20多年的老兵。那一
年他参加“和平使命”跨区演习，从北京
到吉林白城往返约 3000公里，历时近 1
个月。梯队在锡林郭勒盟附近休整期
间，一台运水车离合器损坏，他带领司
机冒着零下十几摄氏度的严寒，在有限
的设备条件下奋战 2个多小时，顺利完
成部件更换，确保梯队按时出发。整个
演习期间，他既是驾驶员又是修理工，
排除大大小小车辆故障 100 余次，保证
了整个梯队无一台车辆掉队。

大家也都记得，去年在朱日和，阅
兵正式开始不足 10 天时，二分队分队
长冯韬临危受命担负主席检阅车驾驶
任务，同时还要指导陪阅车、护卫车等
5 名驾驶员训练。那段日子他每天休
息不足 3小时，硬是克服了车型、场地、
天气等一系列困难，最终做到了毫厘
不差。

战友们，汽车队首先是战斗队，驾
驶员更是战斗员。开训的号角已经吹
响，期待大家在保障任务、工作岗位和
实战训练中勇于战胜困难，勇于超越对
手，成为随时准备上战场的汽车兵！
（本报记者武元晋、通讯员武 峰

整理）

开训正热，我们汽车兵该怎么做
■中部战区勤务汽车队队长 李明星

1 月 7日中午，由于班里的上等兵
文子建在台站值班期间违规使用手机，
作为班长的第 77集团军某旅自动化站
中士罗荣华不仅挨了站长批评，他们班
在当周的正规化量化评比中还垫了底。

班里的战士点了开年“第一炮”，罗
荣华越想越生气，决定在班务会上好好
说道说道这事儿。
“文子建同志违规使用手机给班

里抹了黑，我认为必须在班里作出深
刻检讨。”班务会一开始，罗班长就定
了调。
“班长，我真的不知道台站值班期

间不允许使用手机的新规定……”文子
建低着脑袋说道。听到这里，罗班长气
不打一处来：“几天前才签的责任书，一
式三份，里面讲得清清楚楚，你咋睁着

眼睛说瞎话？”
“谁说瞎话了，这几天我可没签过

什么责任书，更不知道啥新规定……”
文子建抬起头委屈地说道。

听罢，罗班长“嗖”地站起来，径直
走向内务柜，把他说的那份《智能手机
使用责任书》找了出来，气鼓鼓地摆在
文子建面前，“自己看，白纸黑字写着你
的名字，不是你签的，还能是我伪造的
不成？”
“班长！我想起来了，那字不是他

签的，是我签的……”副班长胡纯的
一句话如同炸雷。原来，那天罗班长
说这个责任书站里要得急，当时文子
建在炊事班帮厨走不开，胡纯就替他
代签了。
“我想着反正每次签责任书也就是

走个形式，当时也没给文子建说责任书
上具体写了啥。”说完，胡纯低下了脑
袋。
“那这事主要责任在你！”罗班长立

即将话锋指向胡纯。
“要我说也不能完全怪胡纯。平时

签的责任书那么多，休假要签《休假责
任书》《在外人员管理责任书》，用手机
要签《保密责任书》《智能手机使用责
任书》……站里签完排里签、排里签完
班里签、班里签完个人签。每次还要得
很急，从拿到手到上交就两三分钟时
间，谁会去细看每条规定？平心而论，
责任书上写了点儿啥，我有时都懒得
看！”这时，一直没吱声的四级军士长
叶彬开了口。
“那老班长您说，这个责任谁来

担？”罗班长两手一摊，赌起气来。
“讨论啥呢，这么热闹？”正当此时，

教导员蒋德推门走进来。
罗班长连忙把事情的经过复述一

遍。听罢，蒋德的眉头皱了起来：“依我
看，这个事情主要责任在站里！”

听到这话，班里的战士无不惊讶地
望向蒋德。
“站里原本想用签订责任书的方式

抓工作促落实，可实际看来不仅没有发
挥作用，反而流于形式，让责任书成了
干部骨干互相推脱的‘免责书’。”蒋德
的一番话，让罗班长和胡纯羞愧难当。

随后召开的站务会，对过多过滥的
责任书进行清理，同时明确规定：“确实
有必要签订的责任书，干部骨干必须向
战士讲清相关规定和责任要求，并率先
带头执行。”

责任书被代签，谁之责？
■李佳豪 刘凌志

“我们一到执勤点，村民们就主动
当向导，让我对报告里‘全民国防’的
阐述有了更深刻的理解……”1 月中
旬，第 75 集团军某旅下士李晓龙刚换
岗回到露营地，就迫不及待地领取手
机，点开“十九大精神体会交流群”，将
学习感悟和执勤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发
至群里，和远在百里开外的旅部战友
互动交流。

微信群究竟有啥魅力，竟让他这个
“游戏迷”恋上了理论学习？问及缘由，
李晓龙兴奋不已：“每次发帖后，总有很
多战友点赞跟帖，围绕我的话题展开新
一轮讨论，让我这个主角‘刷满存在
感’！”更令人刮目相看的是，过去一提
起理论学习就直摇头的李晓龙，前不久
参加旅里十九大知识竞赛居然挤进了
前十，获评“理论之星”。

谈起过去的学习状态，李晓龙坦言：
“不是不想学。我们旅任务特殊，有很多
战友像我一样常年驻扎在各个执勤点上，
任务繁重、环境艰苦，想学也没条件啊！”

此话不假。就拿李晓龙所在班来
说，他们担负某点位的警戒任务，每日
“三班倒”全天候值班，传统的集中授课
压根儿无法参加，即使补课，也多是“填
鸭式学习”。一边是工学矛盾突出，一
边是官兵兴趣不高，学习成效自然不理
想。

针对在外执勤分队实际情况，旅里
编印下发资料，派宣讲组面对面宣讲，
同时利用专业优势建立视频通信系统，
实现远程同步辅导。然而，理论测试发
现，官兵学习成绩起色仍不大。
“宣讲小组、视频辅导看似‘高大

上’，但仍摆脱不了‘填鸭式’灌输，依旧
不能解决工学矛盾。”李晓龙的班长、上
士边红虎一语道破。
“解决工学矛盾，关键在于想方设

法调动官兵自主学习的积极性！”该旅
领导打了一个比方：传统的理论学习好
比一池静水，只有用兴趣这根“桨”搅起
来，这池水才有生机。为此，他们充分
尊重官兵主体地位，把激发学习兴趣作
为突破口，利用年轻官兵爱用微信的特

点，安排理论宣讲员“潜伏”群里，官兵
发帖后第一时间顺势引导，营造热点话
题，让官兵在讨论中加深认识，实现“玩
中学”。

除了“玩”微信，他们还结合官兵不
同兴趣爱好，将十九大报告中的知识要
点，改创成通俗易懂的“三句半”、主题
歌曲、漫画等作品，并通过组织表演、张
贴悬挂等形式，帮助官兵在任务之余，
轻松了解掌握报告内容。

这不，记者刚走进帐篷，一首用民
族乐器“其布厄”配乐的民俗歌曲悠扬
入耳：“初心永不忘，使命在沙场，只等
号角吹响，我们就把责任扛……”这是
傈僳族中士欧小波结合十九大精神和
家乡特色创编的山歌，深受官兵欢迎。

工学矛盾突出、人员分散，如何深化学习效果？第75集团军某旅的办法是——

用兴趣搅活理论学习这池水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李源俊 陈 亮

随着新兵下连到班排，我发现个别
上等兵竟然产生了“退居二线”的想法，
凡事都交给新兵干。同志们，这种“老
兵心态”必须引起大家警惕。

满打满算，上等兵在部队才一年多
时间，怎么能以老自居？即使是入伍 10
多年的老兵，也不能有“老兵心态”。“老
兵心态”不仅会导致放松自我要求，降
低工作标准，影响个人进步，甚至还会
诱发违纪行为，给单位工作、风气建设
带来负面影响。

同志们，老兵不是老在兵龄上、老
在资历上，而是“老”在思想觉悟上、

“老”在能力素质上。新兵下连后，老
兵更应该有老兵的样子，在关心帮带
新战士的同时，不断提高自身能力素

质，让年轻的同志学有榜样、赶有目
标。

（林 彤、陈乃颖整理）

“老兵心态”不可有

本报讯 郭卫城、殷鹏钊报道：三
九寒冬，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清河口
边防连官兵按计划组织巡逻执勤。巡
逻至 521号界碑附近时，官兵们席地而
坐，一场十九大精神宣讲就地开讲。

连队理论骨干、上士吴胜静指着面
前的界碑说道：“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建
设强大稳固的现代边海空防。作为新
时代边防军人，咱们就要把边管住、把
门守好……”巡逻路上“小课堂”引发官
兵深刻思考和强烈共鸣。上等兵蔡琨
说：“仔细一想，自己的职责与军队的荣

辱靠得这么近，和祖国人民的利益贴得
这么紧！”讨论完毕，全连官兵斗志昂扬
继续踏上巡逻路。
“学习好比爬山，制订合理的学习方

案就是找路、架桥，路好不好走、桥通不通
畅，是决定能不能攀上高峰达到目标的
关键。”该旅政委崔震介绍，他们按照“有
温度能走心、重内涵见实效、讲创新求突
破”的要求，采取伴随报道跟学、原原本本
细学、手机微信随学、专家领导讲学、突出
重点记学、围绕变化论学、多措并举深学
等多种学习方法，掀起学习十九大精神

热潮，推动学习由浅入深、循序渐进。
活动中，该旅把教育课堂搬到边防

巡逻线、界碑哨所旁、国门口岸前，让官
兵在感受边关巨变中感悟责任担当。
在中蒙策克口岸前，看着眼前宽敞明
亮、富有现代气息的报检大厅，听着工
作人员对口岸发展的介绍，官兵内心十
分自豪。联想到家乡变化，某边防连排
长王康深有感触：“家是最小国，国是千
万家。国门连着万家门，吃水不忘挖井
人。我坚信中国道路将越走越宽，中国
梦强军梦必将实现。”

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拓宽学习方法

巡逻“小课堂”就在521号界碑旁

旁听班务会

连队精品课

值班员讲评

记者探营

签订责任书有利于明确责任，让官

兵工作有目标、肩上有担子，在特定情

况下，能够起到促进落实的积极作用。

然而层层签订责任书、不论大事小情都

签订责任书的做法，不仅会弱化责任书

的效果，还会让这种抓工作的方式流于

一种形式。

反思责任书的泛滥，很大程度是带

兵人担当不够所致。遇到尖锐矛盾问

题，便通过层层签订责任书的方式把责

任下推将风险转嫁。一旦出现问题，便

可将责任书作为供上级检查追责的凭

证，将责任归咎于官兵个人自律不严，

让责任书成为自己推卸责任的“免责

书”。长此以往，难免会助长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让责任难以落实。

抓落实不能落到纸上。作为基层带

兵人，要多在抓经常、打基础上下功夫，

通过细致的经常性教育和经常性管理

工作，让官兵把各项要求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

抓落实不能落到纸上
■第77集团军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舒一凡

值班员：第73集团军某旅两栖装甲步兵八连指导员 徐化宝

讲评时间：1月3日

一句“玩中学”，让记者感受很深。

采访中记者发现，只要调动了官兵

的学习兴趣，哪怕一首歌、一幅画，甚至

一句口头禅，都能成为官兵学习十九大

精神的好载体。已尝到甜头的该旅领

导，还准备把“百万英雄答题有奖”等符

合官兵口味的文娱活动，运用到学习贯

彻十九大精神活动中，让官兵在“玩”中

学懂弄通做实十九大精神。

新时代呼唤新举措。第75集团军

某旅充分激发官兵学习兴趣，让官兵边

“玩”边学，乐在其中，这对于年轻官兵

占主体的军营来讲，注定吸引人，出成

效。

“玩中学”，好！
采访手记

三言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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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观察哨

1月中旬，新疆阿勒泰军分区白哈巴边防连在零下三十摄氏度的严寒中组织长线巡

逻。休整途中，饲养员、上士王鑫翻身下马，查看军马状况。5年前，王鑫骑乘这匹军马

巡逻途中，不慎跌入冰河，军马跪在一旁焦急地试图营救“战友”。最终，王鑫拽着马尾

奋力从冰河中爬出后，又被这匹军马驮回到30公里外的连队。后来，王鑫将这匹军马改

名为“王鑫”，并写入了军马档案。 王子冰摄

两个“王鑫”
好战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