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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

贺兰山腹地，寒风凛冽。新春前
夕，正在野外驻训的第 76集团军某炮
兵旅运输连结束一天的训练，准备开
饭。

餐厅帐篷内，整齐地排列着 10
余张野战餐桌。各班的小值日已经
用餐盘打好饭菜，土豆炖排骨、鱼香
肉丝、青椒炒肉……菜样丰富。不
仅如此，每个班餐桌上还整齐地摆
着一盘西瓜，仔细一数，不多不少，
人手一块。

“副连长，今天的伙食不错呀。排
骨肉块都很大，量也很足。”连长高国
轩吃完后忍不住夸赞道。

离开餐桌的高国轩暗自高兴，心
想虽然野外驻训条件艰苦，但连队的
伙食保障还是很到位的，应该能让战
士们吃得满意，吃出战斗力。然而，在
途经三班的餐桌时，一番战士间的小
声议论却让高国轩瞬间没了刚才的高
兴劲。
“这哪是炖排骨，明明是炖土豆”

“就是，连长桌子上的排骨都是肉，我
们的排骨却全是骨头”……

一道菜咋就吃出两个味？细一琢
磨，高国轩瞬间明白了原因，懊悔不
已：“照顾我连长的身份，连值日给我
打了份足量丰富的‘炖排骨’，而其他
战士碗中却成了‘炖土豆’。同一个帐
篷吃饭，自己却没有发现，还吃得这么
坦然，实属不该！”高国轩当即决定下
一餐开始，所有干部随机分散到各班
就餐。

一道菜咋吃出两个味
■杨 磊 梁青超

同样是驻训，笔者在有的连队看

到这样一个现象：每次开饭前，文书都

会提前来到炊事帐篷，在一个单独的

收纳箱内取出事先备好的白色瓷盘瓷

碗，反复擦拭后垫上纸巾摆放在桌上，

等待连长指导员的到来。

这些白净的餐具在风沙肆虐的戈

壁滩上格外显眼。虽然从表面上看，

干部与战士们是在一起吃饭，但却因

为餐具的不同拉开了官与兵的距离，

阻断了沟通的桥梁。

笔者还听过这样一件事：驻训期

间，某连早餐会为每名官兵发一袋牛

奶，连队一名主官看到后随口嘱咐文

书：“袋子不方便喝，也不卫生，可以把

牛奶倒出来用玻璃杯装，稍稍热一下

更好。”文书按这位主官的“指示”严格

落实，打这以后，连部餐桌上的牛奶就

跟其他桌上的不一样了，无形中拉开

了干部与战士的距离。

实行“五同”重在心同。心同了，

吃啥东西、用啥餐具都一样。个别基

层主官喜欢使用“特殊”餐具，讲究就

餐体验，认为这种“特殊”是主官应有

的待遇，说到底还是没和战士想到一

块，打成一片，在“官兵不同”中逐渐阻

断了自己的知兵路。

我们一线带兵人只有与战士们同

甘共苦，真正一个餐盘里吃饭，才能知

兵情、暖兵心。

“五同”重在心同
■杨 磊 郭烨谨

【新闻镜头】

士兵之声

排队办事是人人知晓的行为规
范。可 2月初，第 83集团军某旅战士
黄玉晓却因为在军人理发室排队时的
一件事而郁闷不已。

那天，刚吃过早饭，黄玉晓就急
匆匆地赶到理发室。可他还是来迟
了一步，前面已经排了好几个人。
想起自己上午十点还要站岗，黄玉
晓估算了一下时间，觉得正常情况
下十点前应该能理完，便坐下来安
心排队。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看着排在
自己前面的最后一名战友坐上了理
发椅，黄玉晓心里终于踏实下来。
哪 承 想 ， 就 在 他 刚 要 起 身 去 洗 头
时，理发室老板却向一位刚走进来
的人说道：“领导稍等，这个理完就
给你理。”
“什么情况？懂不懂先来后……”

黄玉晓正想发火，看到对方是名少
校，刚说出嘴的话又噎回去了半句。

让还是不让？让，排了这么久的
队好不容易轮到自己，要是再等一个
人理完，站岗肯定会迟到；可是要不
让，会不会显得自己没“礼貌”？

最终黄玉晓决定还是要“讲礼
貌”。于是他很客气地说了句：“领
导，您先请。”就这样，等黄玉晓
理完发时已经十点十分了。此时，
正在哨位等待黄玉晓前来接岗的战
友郭冠焦急难耐，通过岗楼值班电
话“告”到了连长那儿：黄玉晓无
故拖岗！

当天晚点名，连长对黄玉晓不按

时接岗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点
完名后，满腹委屈的黄玉晓把自己
的“不幸遭遇”发到了朋友圈：“礼
让”干部理发，误岗惨遭“投诉”，
谁来替战士说话？

一石激起千层浪，黄玉晓的遭遇
很快引起战友们热议。有的评论说排
队时有的干部享“特权”见怪不怪；
有的抱怨个别骨干喜欢耍“老资格”，
工作训练、打扫卫生迟到早退，跟训
不参训、动嘴不动手……

没过多久，这件事传到了旅领

导 耳 中 。 在 机 关 的 组 织 下 ， 一 场
专 题 “ 吐 槽 会 ” 在 该 旅 自 下 而 上
展 开 。 各 级 干 部 在 被 吐 槽 中 脸 红
出 汗 ， 更 加 认 清 了 “ 特 权 ” 思 想
埋 下 的 “ 微 腐 败 ” 隐 患 。 大 家 纷
纷 表 示 ， 要 进 一 步 树 牢 为 兵 服 务
理 念 ， 强 化 谨 慎 用 权 、 严 守 规
矩、从严自律的思想。

春节前，军人理发室内又是一番
繁忙景象。前来理发过新年的战友既
有机关领导又有营连主官，大家都自
觉排队等候，无人插队。

排队理发战士该不该“礼让”干部
——第83集团军某旅纠治基层“微腐败”新闻调查之五

■徐水桃 贾 若 本报特约记者 康 克

记者探营

政在去私，私不去则公道亡。现实

生活中，确有部分干部骨干的特权思想

作祟，认为自己职务高人一等、兵龄长

人一截，地位自然特殊一点。

官兵有别，但区别仅是革命分工不

同，而非身份贵贱高低。井冈山时期，

领导同志带头下山挑粮，“朱德的扁担”

被传颂至今；延安时期，毛主席和各级

干部在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模范带头、

以身作则……正是这种一心为公、不搞

特殊的优良作风，成为了共产党人汇聚

民心、凝聚军心的强大黏合剂。

由此再联想到电视剧《人民的名

义》，剧中老革命陈岩石一句“背炸

药包是共产党员才有的特权”，让大

家无不为之动容。同理，带兵人只

有摒弃生活中“我优先”的特权，叫

响战场、训练场、救灾现场上“我先

上”的“特权”，才能赢得兵心、立起

威信。

带兵人的特权是什么？
■金 涛

点 评

新春新风·持续纠治“微腐败”⑤

本报讯 田亮、特约记者杨永刚报
道：春节前夕，火箭军某团给官兵送
上一份特殊的礼物——位于驻地市区
繁华地段的12套临时来队家属房。

2月 4日，首批住进家属房的四级
军士长冯杰，带着妻儿逛商场、吃美
食，美美地度过了一个周末。他的妻
子邵俊英喜笑颜开：“明年春节我还带
着小宝来！”

说起家属房，曾是该团官兵一段苦
涩经历。团队营区离市区较远，前些
年，为方便官兵与家人团聚，他们专门
腾出若干公寓房作为临时来队家属楼。
可由于营区封闭偏僻，来队的小孩新鲜
劲一过便待不住。渐渐地，来队的家属
越来越少，临时来队家属楼一度成为
“空巢”。

去年调整改革中，地处市区的某
部与该团整编为新的团队。不久
后，家属房问题再一次被摆上党委
一班人案头。有人建议，人员分流

整合，市区的营区腾出不少空房，
可以把临时来队家属房调整到市
区。有人当即提出反对意见，认为
房间改造需要投入不少经费，新团
队刚成立，应该把钱先花到更急需
的地方。

对此，团党委常委会上，一班人
意见达成一致：官兵的呼声就是我们
工作的导向，既要聚焦中心花小钱办
大事，也要把官兵实际困难解决好！
家属房搬迁领导小组随即成立，建设
资金很快到位，位于市区的 12套营房
被整饬一新，床、冰箱、厨具等日常
用品一应俱全。

房子准备妥当，暖心服务也第一
时间跟上。团领导对来队家属逐家慰
问，送上党委的关心祝福；加开春节
“暖心班车”，方便家属来队官兵上下
班回家团聚……走进临时来队家属
楼，只见军嫂、军娃欢笑不断，处处
洋溢着幸福的年味。

驻地偏远的火箭军某团节日期间出台暖心举措

12套临时来队家属房“落户”市区

春节前夕，第77集团军某旅二营中士唐建军参加全旅训练尖子比武打破多项纪录，荣立个人二等功。载誉归来，同班战友魏富波发挥自身特

长为唐班长画像，定格他的荣耀时刻。瞧，第一次当“模特”的唐建军笑得多么灿烂！

吴泰江、李佳豪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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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观察哨

“做好基层‘家常菜’·关注五同”（同吃）

（上接第一版）

在“跨越-2014·朱日和”实兵对抗
系列演习中，他们先后与陆军 7支劲旅
交手过招，取得 6胜 1负的战绩，打破了
“红军当猛虎，蓝军当豆腐”的演习定势，
引发全军震动。被打疼打醒的红方部
队，不得不扪心自问：我们到底还有哪些
和平积习？我们到底还有哪些训练短
板？我们距离战场到底还有多远的路要
走？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

宝……”一次演习，熟悉的旋律突然在红
方指挥所响起，让指挥所陷入惊愕慌乱
之中。原来，蓝军的电子对抗分队成功
插入他们的指挥通信网络！红方先头部
队已过，后续部队本以为不会有敌情、大
摇大摆机动，结果被埋伏在两侧高地的
蓝军反坦克分队猎杀……蓝军旅变幻莫
测的战术，逼着参演部队定时转移指挥

所、变换通信频率，及时利用地形地物隐
真示假。
“红”要过硬，“蓝”必凶狠。这“凶

狠”二字背后，包含着蓝军旅官兵多少心
血！

一次演习中，蓝军旅侦察营排长佘
永林带领 7名侦察兵深入“敌”后，饿了
吃口干粮，每天休息不到 3个小时。由
于潜伏壕伪装效果好，红方的坦克两次
从佘永林的潜伏壕上碾过都没发现。佘
永林事后回忆：“红方的坦克履带离我的
头最近时，只有 20公分，稍有不慎我就
跟‘死神’见面了。”

在如此超生理心理极限的情况下，
佘永林和其余 7名侦察兵连续潜伏 108
小时，用及时准确的侦察情报确保了作
战决心的实现。

有人说，朱日和不唱赞歌，但朱日和
心系打赢。官兵们说，蓝得越纯粹，红得

越鲜亮。他们认为，一支蓝军旅再强，也
只能是一支部队，将所有部队练强才是
蓝军存在的意义。他们提出的“遇强不
能弱，遇弱不过强”的对抗原则，让来参
加演习的部队都能得到全程对抗，而不
是耗费巨资机动数千公里，连蓝军真正
的打法都没看到就无获而返。

近年来，参演的红方部队越来越“狡
猾”了：一路纵队少了，战术行军多了；一
线平推少了，纵深突贯多了；一厢情愿少
了，分析判断多了。蓝军破袭红方指挥
所的成功率从原来的 100%降到了 20%，
炮兵火力毁伤指数也从 78%降到了
21%。

痴心求胜战 同心为打赢

一次次胜利的喜悦，从来没有让蓝
军旅官兵沾沾自喜。在他们心中，演习

场上打败红方不是目的，只有将未来对
手的好经验好做法转化为红蓝双方的实
战能力，才是“磨刀石”部队存在的全部
意义。

2016年的一次演习中，蓝军旅旅长
满广志在阵前指挥时，被红方远程炮火
覆盖，意外“阵亡”。但失去“头狼”的蓝
军并没有溃败，旅参谋长迅速实施不间
断接替指挥，蓝军最终依然取胜。
“群狼无首，为何能胜？”满广志向

记者揭秘：任务式指挥法！实战中，蓝
军指挥员将作战区域和任务划分后，
明确好“行动时限、目的和达到的效
果”，对于下级指挥员如何编组力量、
组织部队行动，不做过多干涉。各级
指挥员独立执行作战任务，自主展开
协同能力很强。因此，主将折损，蓝军
丝毫不受影响。
“如果你们旅将来上战场，会不会采

用这种方法？”面对记者的提问，旅长满
广志的回答斩钉截铁：“当然会。不管
‘红’的‘蓝’的，只要有利于打胜仗，都可
以为我所用！”

采众家之长，为打赢助力。组建以
来，蓝军旅参加数十场演习，每一场每一
个回合，都按照未来作战对手的思想和
战法组织作战行动，在深学活用中百炼
成钢、越战越强。

在演习中表现突出的反装甲猎杀
队是该旅蓝军研练中心的一大成果。
去年的一次演习中，红蓝双方很快进
入激烈厮杀阶段。此时，反装甲猎杀
队突入战场。队长刘博带领猎杀队精
准破袭通道，成功突破红方纵深，一
举击毁十余个重要目标，助力蓝军迅
速锁定胜局。
“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这是战争

法则中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而在蓝军

旅官兵眼中，“红”与“蓝”没有明确边界，
本质上都是人民军队。大家都有同样炽
热的打赢之心，都需要“睁眼看世界”、掌
握世界一流军队的先进经验。因而他们
更愿意用一句朴实的话表达这种关系：
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战友，比剑朱日和、
同心为胜战。

2016 年的一次演习中，某装甲旅
因为对抗成绩不理想，就地转入驻训
状态。蓝军旅主动靠上去，把自己研
究作战对手的成果、经验毫无保留地
送给他们，并再次充当“陪练”展开
对抗……
“我愿意让你踩着我的肩背，高举起

胜利的旗帜……”结束采访那天，铿锵的
《红色蓝军旅》旋律回荡在朱日和荒原，
让所有人为之动容。记者的脑海中突然
闪过蓝军旅官兵的一句座右铭——唯愿
千军竞发之时，皆念我“磨刀”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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