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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共享单车“横空出世”以来，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共享”理念已经

深入人心，小到共享雨伞、共享充电

宝，大到共享电动车、共享汽车，一系

列共享产品相继问世。前期我团政工

网上也增设了一个“共享平台”，但从

运行的效果来看，大家似乎还有些疑

虑，今天我就和大家说说共享模式的

“前世今生”。

首先，让我们假设这样一个场景：

你想把一幅画挂在墙上，但需要在墙上

打个孔钉上挂钩，于是就买了一个电

钻。当你把孔打完、把画挂上之后，新买

的电钻也就被放入杂物间，不知何时再

用得上。

之所以举电钻的例子，是因为它很

典型地代表了一类物品：耐用性强且重

复使用成本低，但使用率并不高。国外

曾有过一个统计：一个家用电钻在其

“生命周期”内平均累计使用的时间只

有十几分钟。这说明，对于平常人或一

般家庭而言，为了那十几分钟甚或只是

墙上的一个孔而去专门购买一个电钻，

显然不是一种持家有道的方法。

那么，为什么不借一个来用呢？

当然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想法，只是

因为如今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社

交网络生态的日益成熟，才加速了这

种想法向“共享”思维的演变以及向现

实的转化，很多共享产品应运而生，让

人们的生活愈加便利，“物尽其用”的

理念也得到倡导。

其实，抛开经济因素，我们营区里

也有很多像电钻一样使用率低、经常处

于闲置状态的物品，比如割草机、长梯

子、粉刷工具、小众健身器材等。之前，

各连队之间协调使用割草机、官兵之间

互相借用健身器材等并不是新鲜事，但

这一过程往往只在连队或熟人之间进

行，现在团里为大家搭建了一个网上“共

享平台”，就是希望能把“协调借用”的范

围扩大到全团，让更多的官兵享受到“共

享”的实惠。

但不少人对这个“共享平台”还有

疑虑，针对的可能就是我们接下来要

探讨的问题。在“共享模式”刚提出

时，有人提出过运行它需要解决的三

个问题：物流成本、信息成本和信任成

本。从营区实际来看，物流成本由于

营区集中可以忽略不计；信息成本通

过“共享平台”也能较好得到解决；而

最后一个问题——信任成本，可能就是

阻碍大家进入军营“共享时代”的绊脚石。

通过调查，大多数官兵都表示愿

意把闲置物资拿来分享，可又怕出现

东西借出去被损坏，或者自己需要用

时不好意思要回等情况。正如大家开

玩笑所说的那样：“好借好还”自然“再

借不难”，怕的就是遇到网上戏谑的那

种“我凭本事借的为啥要还”的“有理

说不清”。虽说是玩笑，道理却不差，

这其中考验的就是管理引导能力和个

体道德素养。所以，团机关业务部门

既要做好服务性指导，大家也应该加

强对“共享”理念的认知，一方面愿意

把闲置资源拿出来共享，另一方面在

享受到“共享”便利时，要自觉地对共

享资源加以爱护，方便他人再次使用，

如此才能让共享模式有序健康地延续

下去。

从以前的“拥有才能使用”到如今

的“拥有不如善用”，共享模式的发展

既显示出整个社会朝着按需使用、节

约资源的方向迈进，同时也体现出社

会公共服务意识的提升和对公共道德

的诉求。由此看来，军营不能成为“共

享时代”的“空白区”，咱们军人的思想

也该与时俱进，在通过“共享”实现合

理配置资源的同时，也要尽心守护它

给我们带来的各种便利。

一堂关于“共享”的主题授课

拥有不如善用，便己也要利人
■新疆军区某机步团政治处主任 李一多

引 子

“共享平台，方便快捷！”
“既能借东西，又能交朋友，为共享

平台点赞！”
看着官兵们在团政工网上的留言，

新疆军区某机步团宣传股长范厚超用
键盘在留言板上敲下这句话：“共享共
享，只要能让大家都享受到便利，我的
工作就值得！”

别看官兵们如今都在为范厚超“共
享平台”的创意点赞，之前他把共享模
式带入军营时可是费了些周折。

一直在边疆服役的范厚超，去年回
老家探亲时体验了一把共享单车，立刻
对这个他眼中的新鲜事物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

其实范厚超对“共享”这个词一点
也不陌生，它可是 2017年的“十大流行
语”之一。但直到骑上了共享单车，范
厚超才明白“共享”为什么这么“流行”。
“手机一扫，骑上就走！”感叹共享

单车的方便快捷之余，范厚超又觉得有
点可惜，出于安全保密和营院管理等原
因，共享单车不能进入军营，“回到营区
就享受不到这种便利了。”

共享模式带来的便捷只能就此“阻
隔”在军营之外了吗？喜欢尝试新鲜事
物的范厚超觉得，现在共享模式那么
火，全社会都在享受着“共享”带来的便
利、高效和环保，军营怎么能“置身事
外”呢？

范厚超仔细琢磨，除去商业盈利因
素，共享模式其实就是将闲置物品或资
源进行整合，在统一的平台上供大家分
享使用，使物品或资源得到最大化利
用，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那么，营区里那些平日里闲置、使

用率不高的物品能不能让大家共享一
下？”

范厚超的脑海中冒出了一个问号。

“图书角”历经“升级换代”

共享模式在军营

并非没有先例

带着疑问，范厚超开始留心团里有
哪些合适的“共享物资”。
“每个连队都有图书角，这不就是

书籍的共享吗？”图书作为共享模式的
第一个“候选人”进入了老范的视野。
范厚超了解到，官兵们都很乐意把看过
的书放在连队“图书角”里进行分享，但
连队图书有限，经常会出现“想看的书
看不到”的情况。

怎样才能把“图书角”的覆盖范围
扩大呢？“是否可以利用团政工网为官
兵们构建一个图书共享平台？”范厚超
产生了一个构想。在得到相关技术骨
干肯定的答复后，一个依托团政工网、

把借书范围扩大到全团的“网上图书
角”呈现在官兵们面前。

试行一个月，政工网上的留言反映
了官兵们对这一举措的认可：“通过‘网
上图书角’，我借到好几本之前想看的
书，这样省下的钱又能多买几本书了！”
“借书的过程也是一个寻找书友、分享
感悟的过程，我已经认识了好几个志趣
相投的书友”……
“网上图书角”的火热开始让范厚

超对共享模式的前景信心满满——他
将“网上图书角”升级为“共享平台”，让
共享模式拓展涵盖更多物品。他发现，
类似于长梯子、割草机这些价格高但使
用率低的物品，如果都能在闲置时流通
起来，提高使用率不说，也是一种节约
与环保。

“求共享”得到“零回应”

新鲜事物遇到新问题

只是，“共享平台”上线后，出乎范
厚超的意料，官兵需求与供给之间出现
巨大落差——“求共享”的帖子占满了
屏幕，最终得到响应的却没几个。

在诸多帖子中，某连“因粉刷库房
求借粉刷工具，越多越好”的帖子让范
厚超印象深刻。这是在“共享平台”发
布的第一条工具共享需求信息。可一
连两天，帖子浏览量在不断增长，却迟

迟得不到回应。
眼看周末将至，范厚超坐不住了，

他跑了好几个连队，终于问明原因：官
兵们一是担心好借不好还，主动索要又
怕伤感情；二是害怕工具有损坏，追究
起来容易发生扯皮推诿。

最终，在老范的居中协调下，该连
队成功借到工具，归还时不仅数量齐
全，还清洗得干干净净，双方皆大欢喜，
“共享平台”的第一单“业务”算是圆满
完成。

踩实了第一步，“共享平台”在官兵
中的知名度也开始逐渐上升，但距范厚
超的预想还有不少差距。难道共享模
式不适合军营？

犹豫之际，他将自己的想法报告
给团领导，政委田兴锋的一席话给了
他启发：新事物被大家接受需要一个
过程，只要对官兵有益，就不该被冷
落。我们要做的，就是引导官兵去了
解和适应它。

由此，范厚超萌生出新的工作思
路：以授课教育的形式为全团官兵普
及共享模式的相关知识；在官兵中开
展“共享模式有何利弊”“哪些物资适
合共享”“如何爱护共享物资”等讨论……
该团机关业务部门也趁热打铁，结合
该团已有的《公共物资管理细则》，增
加了共享物资怎么取、怎么用、怎么
还、受损遗失怎么赔偿等细则，确保官
兵在取用、归还共享物资过程中有服
务、有管理、有监督。

从实物共享到技能共享

军营“共享”到底

“享”什么

有需求，有规范，一时间“共享平
台”真正热闹了起来。但没过多久，老
范却发现平台开始渐渐“降温”。原来，
团里就那么些连队，物资也有限，当大
家在分享中熟悉彼此后，平台上的交流
未免显得繁琐，打个电话岂不更方便？
除了偶尔还有一些官兵分享个人闲置
物资外，“共享平台”的信息更新率日渐
下滑。

老范很纠结。一方面他设想的官
兵、连队间的物资共享已经初步实现，
即使没有使用平台，“共享”仍在进行；
另一方面，军营“共享平台”真的没有潜
力可挖了吗？

范厚超的纠结并没有持续很久。
一次浏览“共享平台”时，导弹连排长郭
涛看到一条“求一本黑板报书籍，画开
训的黑板报要用”的帖子。经过交流
后，热心肠的郭排长利用自己设计板报
的特长，直接为这名战友设计了好几种
板报样式。没想到，“会画板报的郭排
长”在平台上十分受欢迎，很多战友都
留言向他讨教。郭涛干脆专门发了几
个帖子，向大家传授板报设计和做黑板

报的小技巧，点击率是直线上升，引发
了大家对平台上“技能共享”的追捧。

这是老范始料未及的现象。看到
平台上越来越多的“电器维修、书法绘
画、街舞嘻哈”等字眼，他有些哭笑不
得。正巧那几天老范的手机出了问题，
他便尝试着在平台上发了个求助帖，没
想到不出一天就被轻松“搞定”。

尽管“共享平台”的发展偏离了范
厚超预想的“轨道”，但他惊喜地发
现，现在的平台似乎更受官兵们欢
迎。除了一些个人爱好外，优秀教案、
带兵心得、装备操作技巧等一些紧贴
工作的技能经验在平台上的共享越来
越多。炮兵营教导员杜世主认为：“各
连都有那么几个‘金牌教练员’，在不
同课目上有着各自独特的见解，共享
这些技能和经验，不仅能让官兵们获
益，还能让不同的思想在交流中碰撞
出新的火花！”

老范也想明白了，物品的共享能让
官兵节约资源、享受便利，在“不求拥
有，但求使用”中解一时之需；而经验技
能的共享则正如萧伯纳那句关于“苹果
与思想”的名言，是让知识在从“我”到
“我们”的延伸中助力官兵成长成才。
与社会上那些形形色色的共享模式和
产品相比，军营里的“共享平台”更接近
“共享”互助互惠的本质。只要能为官
兵们带来更多的便利实惠，能为他们提
供更多的学习途径，“共享平台”的运行
就值得继续探索下去。

■冯 毅 张 涛 刘 程

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有序进入
军营，网上购物和网银支付给官兵生
活带来了便利。“原价 999 元的某游戏
装备限时团购价只要 88元”，某部战士
小程在某手游上花钱参加了团购，结
果这个活动根本子虚乌有；黄干事在
一家打折机票网站花 400 多元买了成
都到上海的机票，总是支付不成功。
一天后，他发现网银里的 2000 多元钱
都没了……

这都是上了网络“钓鱼”的当。一些
不法分子伪造与真实网站极其相似的钓
鱼网站，并利用搜索工具发布低价广告，
或通过微信、QQ等聊天工具发送钓鱼
网站链接进行推广。消费者进入此类钓

鱼网站页面后，伪造的支付页面中会出
现“系统错误”“系统升级”“网络故障”等
提示，要求消费者输入激活码进行账户
激活，重新登记注册。消费者支付购买
后，往往钱货两空。更有甚者，一些不法
分子还骗取消费者的网银账户信息和个
人隐私信息，进行电信诈骗或转卖。而
制作钓鱼网站成本低廉，不法分子“打一
枪换一个地方”，网站很快就会关闭，消
费者投诉无门。

综合分析，钓鱼网站主要有以下几
类：团购低价物品、机票、充值卡等；假冒
微信、QQ等好友账号骗钱；仿冒热门知
名电商、银行、游戏网站。

预防钓鱼网站诈骗，笔者给官兵几

点建议：
一是网上购物和消费时尽量选择知

名电商网站，尽量使用第三方支付平台，
避免和卖方直接进行金钱交易。不要打
开网页上的弹窗广告、聊天和游戏软件
中的插入广告，不要贪图有大幅优惠的
广告信息；

二是在不得不向电商和网络服务
平台提供个人信息时，要注意辨别网
站域名是否正确。不要回复索取个人
信息的电子邮件或拨打该邮件提供的
电话号码，不要点选电子邮件中的可
疑链接；

三是最好关闭智能手机各类 APP
中“附近的人”“常去地点”“允许搜索”
“允许陌生人查看照片”等功能，同时要
确保只对经过安全评估的正规应用服务
授予“读取照片”“查看通讯录”“读取位
置信息”等隐私权限；

四是与家人朋友进行网银转账时，
一定要仔细核实对方身份和账户信息，
在电话、视频等不方便的情况下，可以通
过共同回忆某件事、某个人的方式“对暗
号”，确认对方的真实身份。

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 刘 畅

本版漫画：刘 程

网 络“ 钓 鱼 ”多 又 多

“李逵”“李鬼”要分清

聚焦网络“陷阱”②

军报读者

官兵最亲密的朋友

当“共享”邂逅军营……

全国春运开始后，新疆军区某团开展暖心服务安全到家活动，联系驻地

航空、火车、汽车等营运公司在营区设立临时购票点，方便官兵购票。图为2

月5日，准备休假的战士在临时购票点购票。

李 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