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8基层传真２０１８年１月３０日 星期二 版面编辑/张科进 杜康 刘昌宝

记者探营

微观基层“四风”问题累累累

本报讯 曹志国、殷杰报道：快速
搭建通信网络保障数据高效传输；根据
作战任务运用多种侦察手段收集情报信
息……新年开训，第 83集团军某旅紧
盯短板弱项，把多个新增信息化课目搬
上训练场。
“要想成为一支新型陆战劲旅，必

须补齐短板弱项，全面提升部队备战打
仗能力。”旅领导介绍，以往部队新年
开训第一课往往都是先练拿手课目，力
争获得“开门红”，却忽视了官兵真正
缺什么、训练短板是什么。

作为全军首批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单
位，信息化建设是该旅建设的重点和难
点。今年一开训，他们便把信息化课目

作为训练“重头戏”，为新年度训练立
起了鲜明导向。

为了强化官兵学信息化理论、练信
息化装备的意识，他们把软件操作、系
统运用、通联组网等纳入部队日常战备
训练，从常委到列兵人人建立训练档
案，随时通报讲评训练情况。他们还在
新年度训练计划中增加了信息化装备夜
间实装操作、严寒条件下无线电干扰、
战场应急机动等 10多个险难课目，力
争全方位锤炼摔打部队。

寒风中，该旅训练场上铁流滚滚，
党委常委带头上车入炮，苦练专业技
能，研练创新战法，练兵备战氛围浓
厚。

第83集团军某旅紧盯短板开展新年度军事训练

开训不再先练“拿手戏”

新年第一场雪，很厚很白很纯净。
1月 8日清晨，周智涵来到连队门

前的王杰雕像旁，抓了两把干净的雪
搓了搓手，回到宿舍王杰的床铺前。
今天，他将第一次为老班长叠被子。

52年了，王杰老班长睡过的木架
床，被岁月刻满皱纹。床铺上，泛白
的军被静静地躺着，被子上两横四竖
的折痕清晰可见，似乎诉说着 52年来
“两不怕”精神的传承史。

刚下连那会儿，看着班长王大毛
每天帮王杰叠被子，周智涵问有什么
意义。王大毛告诉他，每天叠一次被
子，就是一次缅怀老班长的仪式，就
是一次感悟王杰精神的过程，这跟每
天点名先呼点“王杰”一样，都是在
一点一滴中学习传承“两不怕”精神。

入 伍 前 ， 周 智 涵 从 没 叠 过 被

子，就连自己房间里的垃圾都是母
亲每天替他清理。上学不愿走路，
直到高中还要父亲开车接送。即便
这样，他也不体谅父母，反而在优
越生活中变得更加不懂事。

那时的周智涵痴迷于网络游戏，有
时甚至为此逃课。高二那年，一天上午
10点多，母亲上楼打扫卫生，推门一
看，周智涵又没去上学，气得她浑身哆
嗦：“涵涵，你不能这样啊……”正在
兴头上的周智涵抄起鼠标键盘扔向母
亲，摔门而去，离家出走了。
“现在回头想想，当初真不让父

母省心。”周智涵蹲在床边，把被子
铺平，沿着两道横印对折。

进入“王杰班”的第一周，连队组
织新战士双腿深蹲小比武。哨音响了，
11名选手不甘落后，相互较劲——

300 个！一名新战士满头冒汗，
两腿发抖，放弃比赛；

500个！又有 3人败下阵来；
700 个！只剩周智涵和另一名战

友僵持不下；
900个，周智涵全身冒汗，耷拉着

胳膊，两腿都麻了。值班员建议终止比
赛。
“只要练不死，就往死里练，‘王

杰班’的兵不能放弃！”周智涵给自己
加油，继续重复蹲下起立的动作……

直到 1140个，周智涵起立时险些
晕倒，战友赶忙上前把他抬到草坪
上，不让他再继续比赛。

想起那一幕，周智涵摇摇头，满
是遗憾。缓过神来，他继续叠被子。
先沿着外侧两道竖印翻折，又顺着内
侧两道竖印拢起中间的棉絮，最后左
右一合，一个“豆腐块”便有了模样。

周智涵想起刚入伍时，自己被子
叠得像馒头，软塌塌的立不起来。班
长告诉他，叠被子讲究“梁”正
“筋”直，两道横印搭好“梁”后，四
道竖印压得实有了劲，才能像“筋”
一样绷起被子。

真是“被如其人”。王杰的被子
不仅“梁”正，四根“筋”也很劲
道。这不正是王杰身上那股精气神
的生动诠释吗——一道拼劲，一道
狠劲，一道韧劲，一道犟劲。

这四股劲，周智涵一直铭记在
心。那次深蹲比赛后没过几天，连长
带着他跑步，鼓励他向王杰学习——
练好生死前的拼劲、强敌前的狠劲、
困难前的韧劲、任务前的犟劲，做一
名王杰式的好战士。心中有劲，脚下
有力。虽然当时双腿还很酸，但周智
涵忍痛跑了 6公里，双脚还起了好几
个血泡。

一抠二捏三捋平，经过周智涵精
心修整，老班长的被子变成了方方正
正的“豆腐块”。

周智涵看着坚挺的被子、平整的
床单，不禁感怀：幸亏来到了部队，
来到了“王杰班”，让曾经迷失的自己
慢慢有了兵的筋骨。

下午，雪还没化。训练场上，战
友们做完 500 个仰卧起坐就地休息，
周智涵没有停——

604，605，606……

曾经娇气又叛逆，如今敢拼有血性。第 71集团军某旅“王杰班”新战士

周智涵零距离感悟王杰精气神—

第一次为老班长整理床铺
■本报记者 刘昌宝 特约记者 刘吉强 通讯员 凡春龙

周智涵这茬95后新战士，当兵以

前基本都在“温室里”长大，多少有

点“骄娇”二气。有时候我在想，这

样的兵能不能打仗？

有一次，连队组织20公里战斗体

能训练，新战士跟着老兵一起扛着枪，

负重二十多公斤，爬沟过坎，着实是个

挑战。一名新战士坐在地上喊着腿疼不

想走，我就给他讲了王杰老班长一段类

似经历。没想到，听完故事后，这名新

战士“腾”地一下站了起来，坚持到了

最后。

血性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靠长

期训练磨砺而成。事实证明，“骄

娇”二气并非顽疾，“两不怕”精神

就是它的克星。在一次次战胜自我

中，“周智涵们”的皮肤黑了、茧子

厚了、韧劲足了。我相信，他们必将

成为合格的“四有”新时代革命军

人。

“两不怕”是“骄娇”二气的克星
■第71集团军某旅“王杰班”班长 王大毛

采访结束，王大毛感慨：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为什么苦在前，死在

后？是因为苦比死难。听罢，记者一

顿，不由深思。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千日的

“养兵”虽然也有生死考验，但更多

的是苦和累。吃不了苦头就磨不出硬

骨头，练不出茧和疤就练不出真功

夫，战胜不了挫折就打不赢敌人。而

那些缺少血性的畏战之死、无力取胜

的败仗之死，即使战死，也只是可

惜、可叹。

壮士不怕死，就怕事不成。“两不

怕”所注解的战斗精神，本质上是一

种“胜战精神”，终极目标就是能打胜

仗，最大威力也正是保证打赢。平时

训练就要苦字当头，在“苦其心志”

中淬炼出钢铁品格，在“劳其筋骨”

中锤炼出胜战本领，最终能打胜仗，

才苦得有所值。

为什么苦在前、死在后？
■刘昌宝

新年第一次甲板联欢会上，我们
“海鸣威”乐队再次登上舞台为大家表
演，战友们纷纷为我们“打 call”。演出
结束后，我把吉他放回女兵生活区的仓
库并加以固定，看着心爱的乐器终于有
了“容身之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

为了进一步丰富官兵业余文化生
活，去年，支队要求各舰艇成立文艺
小分队。我们舰的文艺骨干早就按捺
不住，通知一下发，立马把电声乐队
从 “ 地 下 组 织 ” 变 成 了 “ 先 锋 团
队”。因为擅长吉他，我也顺利加入
了乐队。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乐器怎么
行？加入乐队的第二天，我就兴冲冲地
网购了一把漂亮的吉他。可没想到吉他
到手后，我却犯起了愁。

原来，一次全舰内务卫生检查，女
兵队因为我把吉他放在仓库而扣了分。
“吉他不属于部队统一配发的物资，按
照规定不能放在仓库。”支队下发的基
层内务卫生检查标准对各舱室能放哪些
物品、放什么位置都有明确规定，个人
物品只能放在铁皮柜和小抽屉内。

小小抽屉哪能放得下吉他？！塞
得满满的铁皮柜也不适合放乐器啊！
每次内务卫生检查，乐队的小伙伴们
总是挠头，搬着自己的“家当”东躲
西藏，有的甚至把大件卸成小件藏起
来，等检查完再组装起来。而我那把
心爱的吉他也在来回折腾中，变得
“伤痕累累”。

去年老兵退伍时，支队举办文艺
晚会。演出那天，我的吉他因琴弦生
锈，导致发出的声音像“公鸭嗓”。
乐队其他乐器也不同程度出现走音变

调甚至不发声等故障，引来台下官兵
一片嘘声。演出结束，乐队的小伙伴
们个个像霜打的茄子，有的甚至直接
把乐器寄回家，退出了乐队。
“这是要逼着我们乐队解散呀……”

当天，我悄悄地往支队首长信箱里投
了一封“吐槽信”，把乐队演出失利
原因和乐器“东躲西藏”的苦恼一股
脑儿地倒了出来。不承想，次日因我
的“吐槽”支队机关竟然派来了一个
综合调查组。
“我入伍前是学油画专业的，带过

来的画板和画笔没地方放，只能又寄回
家”“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内务卫生检
查时舱室里东西越少越好，没有东西成
了最高标准”……座谈会上，大家踊跃
发言。我也鼓起勇气说出了自己的想
法：“支队下发的内务卫生检查标准应
该是根据另一型号舰艇制订的，我们舰
艇内部舱室设置不一样，按照这种标准
统一实在不合理。”
“我们会结合各舰艇实际情况修改

内务卫生检查标准，官兵个人物品只要
严格按照航行安全要求加以固定，摆放
位置各舰艇自行统一就行。”听完大家
发言，调查组现场就给予了答复。当天
晚上，征得舰艇领导同意，我在仓库里
给吉他找了一个合适的“新家”，还给
它换上了新琴弦。

（王柯鳗整理）

到哪里安放我心爱的吉他
■南海舰队某驱逐舰支队合肥舰中士 赵 媛

几天前，营队要挑选饭堂广播播音
员，我第一个报了名。没想到今天参加
选拔，我居然突出重围，如愿当选。

出生在湖南农村的我，从小普通
话就不标准。来到部队后，满口的
“湖南腔”曾闹过不少笑话。

来到部队的第一天，填写个人信
息时，我将“隆回”说成“农会”，搞
得班长满脸茫然。实在没办法，班长
只得拿出纸笔让我写出来。原本 10余
分钟就能填完的表格，最后竟然花了
快半个小时。

虽然我的训练成绩很突出，但和
战友之间的语言沟通障碍，却狠狠地
打击了我的自信心。训练间隙，大家
在一起相谈甚欢，而我总是一个人默
默地坐在旁边。时间一长，我的情绪
越来越低落，训练也没了往日的激
情，成绩也不见提高。

班长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提
高我的普通话水平，每晚看完新闻联
播，班长都命令我第一个上台谈体
会；每次读报，班长都点名让我上。
更“过分”的是，班长还给我配了一

名“监军”，专门督促我讲普通话。
起初，面对战友们的目光，我不

敢读、不敢讲，每次都是憋红了脸草
草说一两句就收场。可即便如此，班
长还是会用鼓励的眼神看着我，给我
加油打气。在班长的“逼迫”下，渐
渐地我开始能用蹩脚的普通话讲一讲
体会，谈一谈感悟。

今 年 1 月 ， 连 队 组 织 “ 畅 想
2018”主题演讲比赛。班务会上，班
长给我下了死命令：必须参加！我一
听，整个人就像“霜打的茄子”，心里

满是排斥。可一看到班长那期待的眼
神，我又逼着自己心一横：上就上，
不蒸包子争口气！

自那以后，每天熄灯后我都会到
学习室读报、念新闻；休息时主动找
战友聊天，请大家纠正我的发音；出
操喊口令尽力喊出最大音量，加深对
发音的记忆。慢慢地，我的普通话越
来越标准，自信心也越来越足。

比赛当天，我忐忑不安地走上讲
台，鼓起勇气大声说道：“战友们，我
来了，你们准备好了吗？2018来了，你

们准备好了吗？更加艰苦的训练来了，
你们准备好了吗？”大家刚开始还有点
惊讶，随后便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见此情景，我信心倍增，声音越
来越大，情感也越来越饱满。看着台
下战友们赞许的眼神，我那颗忐忑不
安的心终于平静下来。虽然最后没有
取得名次，但我彻底摆脱了沟通障碍
带来的自卑感。

感谢班长！是你把我“逼”成
了播音员。

（王冠军、唐 嘉整理）

班长把我“逼”成了播音员
■驻香港部队某旅上等兵 彭 权

统一的橄榄绿、统一的齐正步、统一

的歌声口号……这些“统一”是军营特有

的元素。既是我军正规有序的纪律要求，

也是人民军队一切行动听指挥的生动呈

现。但“统一”不等于“一刀切”，僵化的

“统一”就成了形式主义。这样的道理，同

样适用于军事训练、部队管理、后装保障

等各项工作。只有把普遍性要求与特殊

性要求、共性指导与个性指导结合起来，

既着眼多数，又关照少数，区分层次，搞好

分类指导，工作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张立松）

新闻观察哨

三言两语

带兵人手记

采访感言

士兵日记 1月20日 星期六 晴

周 超绘

智涵，去年12月13日，习主席与你们班亲切

座谈，我们在电视上都看到了。现在家乡人民都以

你为荣，很多年轻人把你当成榜样。孩子，你要知

道，荣誉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责任，有荣誉更要有

担当。“王杰班”是全军的模范，你身处其中，更要以

身作则。一定要学习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优

良作风，服从命令、刻苦训练、团结战友，像王杰老

班长一样，遇到困难不退缩，敢于挺身而出。

老爸老妈，这是我前几天给王杰老班长叠被

子的照片。快过年了，提前祝你们新春快乐。你

们发一张照片给我呗！

邮箱：jbjccz@126.com

全军政工网网盘：jbjc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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