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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车，每次月考不能只满足于及格
呀，再不加强训练你就要垫底了……”
上个月的基础体能月考中，我再次拉
了连队后腿，连长的一番话让我羞愧
难当。

作为一名战士，我也想当精武尖
兵，为连队添彩。可我同时也是一名
文印员，很多时间都在文印室，真是有
心无力呀。

去年“脖子以下”调整改革落地
后，按照新编制，我们机关公勤人员被
划分到新组建的警卫勤务连，原本以
为只是隶属关系发生了改变，没承想
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一次教育日，机关王参谋打电话
到连队找到了我：“车班长，在文印室
吗？有份材料需要打印一下，今天下

午来了好几次都没开门。”我向指导
员说明情况后，便直奔机关大楼的文
印室。
“哪个单位的？为什么不参加教

育？”刚出机关楼没多远，一个声音就
从背后传来，我回头一看，是检查基层
教育情况的胡干事……后来，情况通
报下来，因为我让连队抹了黑。

打那以后，每逢教育或者训练时
间，我就往文印室门上贴个“说明”：参
加连队活动，预计??结束，请稍后再
来。

刚开始，情况确实好了很多，但
遇到重要任务或者大型活动时，就
“不好使”了。一次连队组织夜训，恰
巧保障部李助理急需打印一份材料，
但就是联系不到我。无奈，他只得拨

通连长的电话要人，虽然连长爽快地
答应了，但我能隐约感觉到他对训练
被中途打断的不满。

这还不算完。自从我“按时”参
加连队活动后，一些营连文书频频被
挡在门外，他们也开始对我有意见
了，私下议论我不安心本职，没有搞
好服务，甚至还有人说我在利用“特
权”为难他们！

回头想想，现在我是体能练不好、
业务也干不精，那感觉真是“哑巴吃黄
连——有苦说不出”。上周五晚，我
实在郁闷，就把自己的苦恼写成了一
封信，投进首长意见箱，期待领导为
我们考虑一下，出台个两全其美的好
办法。

（何孝林、王 亮整理）

一名机关公勤兵的苦恼
■第82集团军某旅警卫勤务连上士 车明德

改革深入推进的过程，就是矛盾问题不断
出现和解决的过程，尤需各级党委和机关敢于
担当主动作为。

随着“脖子以下”改革进一步落地，机关公
勤人员按新编制重新划分归建，部分人员既要

参加连队训练，又要担负机关公勤工作，一时
间工训矛盾比较突出。本期报道，让我们来听
听第 82集团军某旅警卫勤务连上士车明德的
“吐槽”及旅机关开门纳谏主动作为出台新举
措的好做法。

本报讯 何孝林、冀翔宇报道：
“连长，今天机关有重要会议，申请离
队 2小时，进行摄像保障工作。”5月 15
日，第 82 集团军某旅俱乐部主任、警
卫勤务连上士向军拿着《勤务人员派
遣通知单》敲开了连长马齐的门。填
表、登记……完成备案后，向军感慨
地说：“有了制度规定，工作起来心里
踏实多了。”
“脖子以下”调整改革落地后，部

分机关公勤人员既要参加连队工作，
又要担负财务结算、文件打印和勤务
用车等任务，一时间工训矛盾比较突
出，尤其是当机关和基层工作遇到冲
突的时候，连队和科室人员都很“别
扭”。

一 次 机 关 、基 层 双 向 讲 评 会

上 ，大 家 纷 纷 吐 露 心 声 ：“ 好 几 次
刚 把 队 伍 带 进 训 练 场 ，机 关 就 打
电 话‘ 借 人 ’，作 为 主 官 组 训 难 ”
“有时遇到紧急情况需要保障，可
人 却 迟 迟 来 不 了 ，机 关 干 部 用 人
难 ”。 旅 领 导 则 拿 出 首 长 信 箱 的
一封士兵来信——《一名机关公勤
兵的苦恼》，让大家听听战士的真
实想法。
“调整改革中难免会遇到矛盾问

题，只有把原因症结析透，把对策举措
研实，才能稳中求进、稳中快进。”旅党
委会上政委羊海江如此表态。该旅随
即通过召开专题会议、组织谈心交流和
借鉴外单位经验等方式，开始研究解决
方法、科学制订措施。

一周后，部队管理科出台《公勤

人员管理规定》，5 章 20 条措施涵盖
工 作 、管 理 、教 育 、训 练 等 各 个 方
面 。 翻 看 规 定 ，笔 者 发 现 该 旅 对
“机关兵”实施连队和机关科室“双
重管理”“双向沟通”机制，随时掌
握思想状况、制度落实、现实工作
表现等情况；对八小时以外需借用
人员的情况，必须有相关科室出具
的通知单，才能向连队请假、备案；
对训练时间和内容做了合理调配，
连续半年考核不达标的个人调离
工作岗位……规定一经下发，几方
同时点赞。

前不久，该旅进行基础体能月考，
取得优异成绩的人力资源科士官许斌
高兴地说：“工作训练两不误，让我干
劲更足心气更顺了！”

第82集团军某旅制订《公勤人员管理规定》

用制度“第一时间”破解工训矛盾

初夏时节，南国三亚椰风阵阵。海
军陆战队“蛟龙突击队”训练场上，一场
涵盖 400米障碍、单兵战术、极限体能等
内容的小比武拉开帷幕。

眼看 00 后新战士黄良志就要超过
四级军士长张春光，谁料张春光咬紧牙
关突然加速，第一个冲过了终点。走下
训练场，呼吸还没平稳，他就在一片欢呼
声中被战友们高高抛起。
“班长，最后一刻你还拼命跑，不累

吗？”黄良志问。“这点累都受不了，还怎
么打仗？”张春光的回答说得黄良志一
愣。说实话，这名新战士自入伍以来还
真没想过上战场。
“最过瘾的事，就是琢磨打仗。”这是张

春光的口头禅。
一次特种兵比武，尽管腰伤还未恢

复，张春光却主动请缨担任海上狙击小
组的划舟员。

凌晨 4点，海面波涛汹涌，橡皮舟反
复颠簸，原本勉强可见的目标点不时消
失在起伏的海浪里。张春光和战友紧紧
地将身子伏在舟艇两侧，偶尔找到了方
向，很快又被冲离路线。时间一久，他和
另一名划舟员精疲力竭，双手不自觉地
开始发抖。

突然，一道电光“火蛇”从密布的乌
云中喷射而出，直逼小舟。

千钧一发之际，张春光猛力划动，
橡皮舟如弹头飞转逃过一劫。谁料，

几道闪电接踵而至，浪头一个比一个
高，小舟像挂在海浪上的叶子般摇摇
欲坠。“兄弟们，拼了！”张春光战意更
浓，和战友竭力操纵着小舟，朝着目标
划去。500 米，300 米，100 米……每一
秒都是煎熬，每前进一点都是那么鼓
舞人心！最终，他和战友协力取得高
精狙课目第二名、重狙课目第三名的
好成绩。

入伍 10余年，张春光参加重大演习
10余次，先后 3次荣立三等功，还曾荣获
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

一句话颁奖辞：勇者无畏、强者无

敌，真正的“蛟龙”向战而生。

“最过瘾的事，就是琢磨打仗”
■翟思宇 曹可轩

5月上旬，机关组织新修订共同条令

学习辅导讲座时，参谋长鲁斌专门强调：

没有特别紧急情况，要把自由活动时间

真正还给战士。听到这儿，我会心一笑。

记得上次自由活动时间，我和战友

正在篮球场打球，连队文书跑过来喊道：

“点名了！”我们扔下篮球就往回跑，赶到

连队时，其他战友早已穿戴整齐列队完

毕。点名时，连长虽然没有直接批评我

们，但言语中还是透露出不满。再看看

连队战友们等待我们时的眼神，我心里

很不是滋味，自那以后，自由活动时间我

再也没有上过篮球场。

其实，我们也知道连队在自由活动

时间不定时点名查人，是为了更好掌控

部队，加强人员管理。但是，理解是相互

的，连队干部应该给我们战士足够的信

任。

每到自由时间总是束手束脚的我，

有一次按捺不住在强军网“首长信箱”

一吐心中郁闷，这才有了文章开头出现

的那一幕。自那以后，自由活动时间，

篮球场上又能见到我快乐的身影，俱乐

部里K歌的战友也多了起来，大家再也

不用因为连队不定时点名查人而“提心

吊胆”啦！

（朱伊丹整理）

自由活动
不再点名查人
█青藏兵站部某部中士 袁 乐

士兵之声

邮箱：jbjccz@126.com

强军网网盘：jbjc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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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焦梦梦、宗世航报道：5
月中旬，火箭军某导弹旅组织战备演
练，警报响起，某连 20 余台特装车辆
鱼贯而出，直抵任务地域。“多亏了旅
里的‘常年长训’制度，使特装车辆真
正 具 备 了 全 时 全 域 的 战 场 机 动 能
力。”演练结束后，该连连长袁礼奎总
结道。

据该旅领导介绍，去年调整改革

后，旅队工作任务发生了许多变化，特
别是特装车辆操作复杂、驾驶难度较
大，以往都是老驾驶员的“专利”，如今
面对车多人少的窘境，每逢演习演练或
执行任务时，只能提前从其他单位协调
驾驶员临时配属。

为尽快补齐“短板”，党委议训会
上，党委一班人决定摒弃以往“一年一
训”培训模式，探索推开特装车辆驾驶

员“常年长训”机制，依托现有成熟驾驶
员组建教练员队伍，区分理论知识学
习、驾驶技能训练、维修技能培训、考核
总结验收等阶段，将短周期、多轮次的
常态化训练贯穿全年，从而加速新任驾
驶员能力生成。

据悉，自“常年长训”培养模式推开以
来，该旅已累计培养特装车辆驾驶员数十
名，做到了“人车有定位、编齐有备份”。

调整改革后，如何解决车多人少的窘境？火箭军某导弹旅——

探索特装驾驶员培养“快车道”

本报讯 雷兆强、特约记者李佳豪
报道：全旅驾驶员中，86%通过了泥泞
涉水、炮火损毁等复杂路段驾驶考
核，78%拿到了高一级职业鉴定证书，
55%掌握了车辆一般性故障诊断与排
除……5 月上旬，现场组织的第 77 集
团军某旅运输投送科科长杨增拿到
驾驶员复补训成绩单时，脸上露出了
欣慰的笑容。

从西北移防西南，作战环境不同，
训练方式该如何调整？从驾驶员到战

斗员，训练重心应怎么摆位？调整改革
后，一系列考验接踵而至，直接影响到
该旅驾驶员训练水平。一次实兵实弹
演习中，有 3辆装备车因驾驶员技术不
过关，未能按照计划抵达预定地域，直
接影响到整个演习进程。
“平时优秀不等于战时过硬。”车

队负责人杨增介绍，自开训以来，他
们对照新大纲要求细化训练内容，明
确训练标准。同时常态化将车队拉
到山路、陡坡等复杂陌生地域，设置

紧急出动、遭敌空袭、警戒防卫等战
术情况，并将反恐维稳、抢险救灾等
应急课目纳入必训内容，倒逼驾驶员
锤炼实战本领。

前不久，该旅车队接到命令，立即驶
往陌生地域。“遇‘敌’袭扰，准备战斗！”
途中收到指令后，驾驶员李成快速察看
地形，将车辆停在有利位置，依托车体对
“敌”实施还击。险情处置完毕后，李成
深有感触地说：“驾驶员同样是战斗员，
‘战场驾照’人人都得拿到手！”

从驾驶员到战斗员，训练重心应如何摆位？第77集团军某旅——

驾驶员人人需考“战场驾照”

我是东部战区陆军某旅一名基层连队
干部的妻子。今年五一，我带着孩子，拎着
大包小包，从千里之外的四川老家来到爱人
单位探亲。

辗转多种交通工具，晚上8点多，我和孩
子终于来到部队大门口。把我们娘俩领进
家属房后，爱人说他出去准备点吃的，一句
话说得我心里暖洋洋的。

没过几分钟，爱人提着个袋子回来了。
然而我怎么也没想到，千里迢迢来趟部队，
“接风宴”竟会是两桶泡面。

见我面露不悦，爱人也有些不好意思，
连忙解释：“错过了饭点，私自外出就餐属
于违纪行为，叫外卖也不合规定，在食堂安
排夜宵更不允许，将就下呗。”

知道爱人也不容易，我就没再说什么。
当天晚上，在和其他军嫂聊天得知，家属来队
错过饭点加夜宵并不算违规。

这话听得我一激灵，我立即到网上查
询，还真有相关政策。多想下次来队时能够
吃上一口热乎饭，暖暖我们的胃，也暖暖我
们的心…… （赵 欣、陈 军整理）

来队第一天，我的晚饭是泡面
■东部战区陆军某旅军嫂 张海峰

随着作风建设的不断深入，各部队

纷纷树起正风肃纪的“高压线”。然而与

此同时，不少单位在落实官兵的正当福

利待遇方面也存在着过分死板、“一刀

切”的现象。

军嫂张海峰的“吐槽”，值得我们反

思。党的十九大提出，“让军人成为全社

会尊崇的职业”。作为军人的坚强后盾，

军嫂的支持和付出是部队战斗力建设的

重要支撑。如果她们没有获得感，军人

的尊崇又从何谈起？

其实，关于来队家属招待问题，2015

年出台的《关于规范完善军队人员有关福

利待遇的若干规定》指出，营级以下分队官

兵家属临时来队探亲，所在单位可以在部

队内部安排一次加菜，所需经费从分队掌

管经费中列支，不得挤占士兵伙食费。

安排一顿夜宵并不难，关键在于心

中有没有群众；同样，军嫂在乎的也并不

是这一顿饭，而是自己是否真正被关

心。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各单位能够严

格落实相关规定，保障官兵家属享受正

当的福利待遇，让家属们切实感受到部

队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编辑部寻呼

Mark军营

5月中旬，第72集团军某旅三

营将训练尖子的父母请到连队，

激发官兵为营队争荣誉的热情。

战士李炳森取下自己的武器，高

兴地向母亲介绍：“妈，你摸摸，这

是我用的枪！”

阮智钦、石云辉 摄影报道

请父母
到咱训练场

聚

焦

潜望镜 一号线

梁 晨绘

小咖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