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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下旬，武警河南总队周口支
队政委周森到勤务保障大队警勤中
队推门听课，正赶上该中队开展
“微课堂”活动。站在讲台上的是大
学生士兵崔硕，他用自身经历讲述
对于“一带一路”的理解。幽默风
趣的语言、精彩到位的分析，让周
森暗自赞叹。
“ 一 个 义 务 兵 能 把 ‘ 一 带 一

路’的历史背景、现实意义讲得头
头是道，有些方面的理解甚至比不
少中队指导员都到位。当时我就在
想，如果我们再不加强学习，可能
真就带不好兵了。”课后，周森专
门与崔硕进行了一次长谈。原来，
崔硕是个新媒体控，手机上安装了
很多新闻 APP，关注了人民日报、
解放军报等军内外权威微信公众
号，只要一拿到手机就习惯性地浏
览一下新闻，是中队有名的“小百
科”。

然而就在去年底，周政委在下
部队检查调研时看到的还是另一番
景象：不少官兵手机里的微信、QQ
聊天记录都是空的，朋友圈未发布
一条信息，公众号一个没有关注，
APP 也是手机原装的，有的甚至连
相册都是空白。仔细询问才得知，
为了确保不出泄密问题，一些单位
在上级检查前对官兵手机进行反复
清查，有的官兵烦不胜烦，便干脆
“清空手机”。

这让周森陷入了深思。在互联
网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一味
地堵符合这个时代特点吗？调研座
谈会上大家谈到，互联网给部队安
全保密工作带来的压力的确很大，
但是不能因此让基层官兵与网络隔
绝、疏远，当下要抓紧做的是完善
相关制度规定，引导官兵科学运用
新媒体。

经过广泛调研后，该支队积极
充实线上、线下政治教员队伍，在
发挥好“四会”政治教员作用的同
时，注重壮大线上网络教员骨干力
量；以支队原有网络评论员为基
础，在每个基层单位培养一至两名
网络小教员，定期推送高质量、接
地气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微课

堂”作品，使新媒体成为对官兵进
行思想熏陶、政策宣讲的好课堂好
平台。

前段时间，网上刮起一股恶意
侮辱英雄先烈的歪风，支队少数官
兵特别是年轻官兵一度被这些言论
所迷惑。
“有的战士还能给你说出一些解

读内容，但是这些东西来源不明，
真假难辨。”某大队淮阳中队指导员
郜志梁感慨道，“说实话，看到一些
官兵受到网络不良思潮的误导，心
里非常着急，但由于自己理论水平
和历史知识所限未能给予全面有力
的反驳。正好看到支队微信群里的
几篇推文，有理有据，让我在对官
兵进行针对性教育时增加了不少底
气。”据介绍，针对网络上那些质
疑、抹黑英雄的内容，支队在加强
网络舆情引导专业力量建设的同
时，积极搜集官方媒体正面解读，
将文章及时转发至基层主官微信
群，批判假恶丑，弘扬正能量，及
时廓清思想迷雾，让尊崇英雄成为
官兵的自觉追求。

今年是勤务保障大队警勤中队上
士孔鹏入伍后的第九个年头，一个月
前他在军营度过了第九个春节。春节
过后，看着一些休假的官兵纷纷归
队，孔鹏也涌上一股想家的心绪。作
为家里的独生子，他觉得对父母亏欠
很多，越想心里越不平静。前两天过
周末，孔鹏看到战友们都在围观分享
几篇军队微信公众号的文章，他也好
奇地点了进去。
“假期，在军人的字典里很模

糊；春节，对广大官兵而言，就是
坚守岗位……”短短几句话瞬间戳
中了孔鹏的内心，触摸到了他心中
最柔软的地方，把他的心烧得热腾
腾、暖乎乎的。他说，这些文章用
情怀打动人，让我明白了军人坚守
岗位的意义……

谈起新媒体放开后给部队带来的
喜人景象，周政委这样告诉笔者：
“大力推广军营新媒体，让官兵身边
多了个活生生的‘政治教员’，也为
我们下步创新政治教育模式带来了新
思考、提出了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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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杰，嫁给我吧！”
三月的海滨，波涛滚滚，清风习

习。一名年轻的中尉身着礼服，单膝
跪地，手捧玫瑰花和戒指，在战友们
的见证下，对着面前的女友大声喊出
了他的爱情宣言。

这名中尉是南海舰队某作战支援
舰支队随舰执行护航任务的军医朱超
仁，而申杰是该支队青海湖舰女士官。

3月 20日上午，该支队所属青海
湖舰执行完为期 232 天的护航任务，
安全顺利返航归建，满怀期待的战
友、亲人早已在码头迎接。当舰艇系
上最后一根缆绳，吊车将舷梯稳稳地
搭上码头时，战士们紧绷的神经终于
得以放松，深藏的情感瞬间释放，码
头上便出现了上面这温情一幕。

说起来，朱超仁和申杰的护航之旅
也是他俩的爱情之旅。去年十一月的
一天，申杰刚刚值完夜班回到舱室，感

到浑身发热，四肢乏力，意识到自己可
能发烧了，便在战友的陪同下来到医务
室。“值夜班还不多添几件衣服！给你
开的药按时吃，每天至少喝三大杯热
水！”略带命令性质的口吻让申杰注意
到了这名年轻的军医，这是她和朱超仁
的第一次接触。一周后，申杰收到了一
块十分“印象派”的生日蛋糕，她心里知
道是谁送的。“你怎么知道那天是我的
生日啊？”后来申杰每每问朱超仁，朱超
仁都笑而不语。

随着两人关系的“升温”，一场“求
婚策划”也在朱超仁脑海中慢慢形成。
这一天，申杰没有抵挡住朱超仁的真挚
表白，被当场“俘获”。一个深情的拥
抱，让200多天漂泊的疲惫烟消云散。

好事成双。就在此刻，码头上另
一场深情的求婚仪式也正在触动着官
兵们的泪点。“我想念抱起你的感觉，
虽然有些沉，但沉甸甸的却满是幸

福。”青海湖舰补给分队分队长王锐将
自己与恋人的点点滴滴一笔一划制作
成画册，细腻的笔触尽显铁血柔情，
前来军港码头迎接王锐凯旋的女友代
伟不禁泪流两行。

两年前，通过朋友介绍，王锐结
识了代伟。去年，本打算向女友正式
求婚的王锐，突然接到命令去执行护
航任务。该怎么跟她说？她会不会不
理解我？王锐忧心忡忡。就在王锐心
怀忐忑向代伟说明情况后的一周，他
收到一份快递：一封信和一个 MP3。
“锐哥，我知道你出海不能用手机打电
话，所以我用MP3录了 100段想对你
说的话，你要是想我了，就听听。你
返航那天，我在码头等着你！”温情的
话语让王锐泪眼蒙眬。

你送我一段衷肠，我还你一支恋
曲。在求婚现场，一首悠扬的《因为
爱情》萨克斯曲飘扬到了军港的每一

个角落，王锐奏响乐器，深情款款；
代伟手捧鲜花，感动不已。两百多个
日夜的思念，一切尽在不言中。
“他们冲破了万里重洋的阻隔，经

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虽然有过孤独与
辛酸，但最终用彼此的支持、包容、
理解、等待守护了珍贵的爱情，继续
用真情携手共谱秀发与钢枪的幸福赞
歌。”该舰领导介绍说，“大部分官兵
都多次参加护航任务，一年甚至几年
都不能与家人见面，但他们却将柔情
深藏心底，用青春和汗水在深海大洋
谱写忠诚壮丽的篇章。”

左图：军港码头，代伟在王锐动情

的萨克斯曲中幸福如花。

右图：蓝天白云下，朱超仁和申杰

在战友们的祝福声里深情相拥。

胡世天摄

军港码头，刚刚远航归队的南海舰队某作战支援舰支队青海湖舰上传来动人故事—

护航归来 爱情绽放
■胡世天 万永康

本报讯 瞿颖、记者武元晋报道：3月
中旬，正在燕山脚下某训练场紧张进行
的话务兵比武竞赛，出了件“新鲜事”：
决赛中两名参赛选手经多轮角逐仍难
分高下，最终 5号选手因在抢答时缺少
微笑被扣分，无缘“每月之星”。
“话务员工作时无需与官兵面对

面，为何非要挂着微笑？”面对几近苛
刻的条件，战友们纷纷为她鸣不平。

面对质疑，该部话务连副连长景欣
如是解答：“话务员是连接机关和部队
的信息纽带，虽说无需与官兵面对面，
但从语气到语调的细节无不传递着服
务基层、服务官兵的态度。因此，作为
话务员，既要精准接通电话，更要亲切
热情，要让基层官兵‘听’得到微笑。”

陆军机关组建之初，该部从某军
级机关转隶过来，当时仅有 4 人能独

立值班。陆军参谋部信息保障局调
动该站优势资源，优化调整值勤岗
位，科学制订训练内容，采取加班训、
外送学、聘请教、软件补等举措，带领
1号台实现由保障军级机关到保障军
种机关的任务转变，从固定台站保障
拓展到战场伴随保障的能力转变。

上线、应答、接转，一气呵成、准确
无误……工作中，该部官兵坚持“立足
三尺机台、练就打赢本领”的理念，努力
提高业务素质，苦练耳、口、脑、手“四
功”。转隶两年来，他们先后参与保障
全军战略战役集训、建军 90周年阅兵、
陆军跨区机动演习等重大活动，无差错
转接电话 30余万次，被评为陆军信息
通信战备值勤“红旗台站”，陆军信息保
障战备值勤“保畅通、保质量、保稳定”
活动先进单位。

陆军某部一号台立足三尺机台练本领

热情微笑“听得见”

本报讯 陆文山报道：两会胜利闭
幕后，新疆军区某团立即派出5支由50名
战士理论骨干组成的“士兵宣讲队”，走进
连队和训练场宣讲两会精神，解读新词热
点，极大地激发了官兵的训练热情。

据介绍，为深入学习贯彻两会精
神，该团从各营连挑选 50名理论素养
较高的战士先学一步、深学一层，组
成“士兵宣讲队”，用兵言兵语为基层
官兵解读两会、答疑解惑。此外，他

们还在团政工网上开设网络讲坛，邀
请士兵理论骨干担任评论员、小教
员，解读“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等
热点话题，让官兵深受启发和教育。

该团政治处主任任剑介绍说：“兵
言兵语可以把大道理讲实讲活，加深
官兵对两会精神的理解，两会闭幕
后，随着学习的深入，部队上下同步
掀起了刻苦训练、争先创优的练兵备
战热潮。”

新疆军区某团掀起学习两会精神热潮

兵言兵语“讲两会”

今年两会期间，习主席在出席解
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
调，坚持用改革的思路和办法解决练
兵备战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抓
实战化军事训练。学习习主席重要讲
话，联想到自己春节前休假归队时的
所闻所感，我愈发感慨。

那次，我休完护理假回到连队，刚
走上训练场就被眼前的场景整得一
愣：全连官兵遵循实战化要求着战斗
着装，所有人却在钢盔下面套了一顶
毛线帽！大家“大帽套小帽”的模样看
起来十分“磕碜”，若不是连长提醒我
这是机关的要求，真想现场给全连搞
一次军容风纪教育。

那天上午单位驻地气温骤降，随
队训练不到一个小时，我就觉得东北的
冷空气透过不保暖的钢盔刺得头皮发
炸，脑袋像罩在一块冰坨里……不得
已，我利用训练间隙跑回宿舍套上一顶
毛线帽，过了好一会儿才暖和过来。

就在我回到训练场不久，又发现
了一处“怪象”：并不是所有人的水壶
和防毒面具都按照“左生活、右战斗”
的原则挂在身体两侧，有的把防毒面
具挂在左侧，有的则是连同水壶一起
挂在身前……这与部队“整齐划一”的
传统绝不相符！

机关的训练监察员就在一边，个
别战士敢如此穿戴战斗携行具必然事
出有因。我又仔细观察了一会儿，渐
渐看出了“门道”：防毒面具挂在左侧
的战士都是连队里的“左撇子”，在穿
戴防毒面具时动作明显比以往更流

畅；把防毒面具和水壶挂在身前的都
是火炮驾驶员，他们曾私下抱怨过，
这俩“家伙”挂在腰两侧进出驾驶室
非常碍事……

没了“不切实际”的“花架子”，换
来“贴近实际”的“真功夫”。训练场上
看到的这两个“怪象”让我不由得为
机关和全体官兵点赞。赞的不只是毛
线帽带来的温暖或者自由搭配装具
带来的便捷，更多是“务实”二字
已经印在机关和官兵的脑海里，“务
实之风”正逐渐吹进训练场里的方
方面面。

如今，官兵训练时的一举一动都
在实战的标准下“过筛子”，符合标准
的继续发扬，不符合标准的坚决摒弃。
这也再一次提醒我们基层指挥员：仗
怎么打，兵就要怎么练，在训练场上就
要向战场看齐。

休假归队后，我有一种“陌生感”
■第79集团军某旅七连指导员 李小龙

如果您是我们基层传真版的热心

读者的话，您一定记得，在2017年1

月3日我们的创版“致读者”和今年1

月2日的新年致读者中，陆军第79集

团军某旅上尉杨世侃两次在我们版面

的序言中亲切登场。

这篇文章，是杨世侃向我们推荐

的他所在连队指导员的一篇小感悟。

杨世侃在邮件中说，从新闻的角度看

可能是“四不像”，如果我们觉得这个

线索可以的话，他再请旅里的新闻干

事把这篇“四不像”改成合适的文

体，或消息，或通讯，等等。

我们认真读了李小龙指导员这篇

感悟，正如杨世侃所言，这篇文章确

实“四不像”，但这篇文章也确实精

彩！并且其精彩之处，除了本身的内

容和蕴含的思想之外，还有部分正在

于其“四不像”的文体。

这篇“四不像”引起了我们的热

烈讨论。可以说，从创版伊始我们追

求的，就是来自基层原汁原味的故

事，原汁原味的表述。因为我们知

道，从新闻的文体出发去选取、裁剪

基层的人和事，有时候难免“削足适

履”，在向符合文体要求靠近的过程

中难免损失掉很多新鲜生动活泼的味

道。

新时代新气象，我们本期将李小

龙指导员这篇“四不像”在头条位置

刊发，一来是因为这篇感悟虽小，折

射的却是全军部队正在发生的大变

革；二来也是想表明我们这样一种态

度，欢迎更多的“四不像”，只要您

言之有物，只要您有真知灼见！

当然，作为新闻纸，符合各种新

闻文体要求的文章仍是我们的主力

军，这个“四不像”园地就当做我们

改文风的一面镜子、一块试验田吧。

欢迎更多的“四不像”
■张 良

新闻眼

兵眼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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