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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

5 月初，听说旅里要开展主题教
育，第 81集团军某旅装步二连上士冯
尧立刻兴奋起来：“露脸”的机会来了！

冯尧是旅里出了名的文艺骨干，
不仅会演奏小号等多种乐器，还擅长
唱歌、说相声。往年单位组织大项活
动，板报评比、歌咏比赛、演讲比赛等
配合活动轮番上演，各营连都会精心
遴选能写会画、能说会唱的官兵参
与。不仅是冯尧自己，就连二连指导
员陈龙也叮嘱他“提前准备准备，到时
候多为连队争光”。
“新时代革命军人好样子”讨论

辨析、“和平积弊”大排查、“猛虎杯”
军事大比武、“猛虎尖兵”典型事迹
报告会……主题教育第一专题“讲忠
诚，培育强军之魂”进行过半，一个个
配合活动相继展开。冯尧却发现自己
始终没有“露脸”的机会，急得心里直
痒痒，有时候连做梦都梦到自己站在
大礼堂的舞台上被众人瞩目。

和冯尧“英雄无用武之地”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连队几名训练标兵。他们
不仅在比武中拿了名次、领了奖章，还
相继登上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的讲
台。冯尧自编的歌没有唱响，反倒是
这些标兵们在讨论辨析环节提出的
“讲忠诚，就要摒弃和平积弊”“讲忠
诚，就要扎实练兵备战”等观点，成为
官兵热议话题。

主题教育中，“露脸”的不是文艺骨
干，而是军事训练标兵；大家关注的不再

是板报晚会，而是如何落地生效。提及这
些变化，该旅旅长朱锡武作了一番深刻剖
析：以前主题教育的配合活动中，文艺
活动是重要内容，尽管花样翻新，教育
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而这次主题教育
的配合活动主要围绕理论学习和军事
训练展开，搭起了教育转化的“桥梁”，
顺利到达了实践运用的“彼岸”。

随着主题教育的推进，冯尧渐渐
放弃了登台亮相的想法，想着自己默
默当个“吃瓜群众”算了。结果，他的
这一“愿望”也落了空。

该旅主题教育还有一项配合活
动 ——在官兵胸前挂上“军事素质
牌”。这个小小标识牌从左至右划分为
体能、专业、教学三块，每一块里可以是
空白、一个三角形、一颗五角星、两颗五

角星等不同标识，分别对应着不合格、
合格、良好、优秀四个等级。旅里根据
考核成绩决定每名官兵“军事素质牌”
的等级。

小小标识牌挂在胸前，素质高低
一目了然。很多老兵和干部由于军事
素质不过硬，“军事素质牌”里的星星
还没有新兵多，原本靠资历军衔形成
的优越感瞬间荡然无存。冯尧的“军
事素质牌”尽管一共有 3颗五角星，但
由于体重超标，体能部分为空白，这让
他感觉“压力山大”。

冯尧对记者说：“见到体能优秀、
比我兵龄短的战友，我都不好意思挺
起胸膛露出标识牌。我现在做梦都梦
到自己‘军事素质牌’空白的地方出现
两颗五角星！”

教育的效果如何，关键在于教育向实践如何转化。请看第 81集团军某旅

“增强主题教育实效性针对性”系列报道之二——

训练标兵在教育活动中当“明星”
■本报记者 周 远 通讯员 赵丹锋 李连军

一天下午体能训练时，我看到战士
唐尧气喘吁吁、脸色煞白，便连忙让他停
下来，并说道：“累了吧？休息会。”唐尧
抬头看看我，一边不停地擦汗，一边连忙
应道：“指导员，不累不累。”
“怎么会不累呢？你的脸色早已‘出

卖’了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发现瞒不
过去了，唐尧这才打开“话匣子”。原来，
他昨晚执勤没休息好，今天训练强度一
大，加上天气闷热，身体有点吃不消。
“指导员，我怕我说累您会不高兴，

批评我怕苦怕累，所以……”紧接着唐尧
告诉我，新兵训练时，班长问他苦不苦，
他随口说了一声“有点”。没想到班长劈
头盖脸地把他教育了一番：“这点苦都不
能吃，还来当什么兵！”这件事对他触动
很大，后来战友“友情提示”他，“干部骨
干问你苦不苦累不累和想不想家时，你
要是实话实说，就太傻太天真了。”

事后我找来几名新兵，问他们是否
想家，得到的果然是清一色的回答：不
想。我笑了笑说：“想家有啥，我也想。
等你们想家时找我聊，咱们一块想。”听
我这样一说，战士们都乐了。一名战士
还说出了压在心底的话：“指导员，过几
天我父母想来连队看看我。”

经过这件事，我意识到有些骨干把
战士敢说苦累与怕苦怕累等同了起来，
把思家想亲与不安心本职挂起了钩，让
战士“吃苦不言苦”，一味追求“豪言壮
语”式的表态，结果导致战士不敢说出真

实想法。于是，我在全连专门搞了一次
教育，给大家的思想“松了松绑”，“累就
说累、苦就说苦，咱当兵的人为了保家卫
国吃苦受累，多光荣啊！”“想家，人之常
情，我每每想起父母的期盼浑身就充满
了劲儿……”兄长式的话语，让大家一次
又一次鼓掌。

教育虽然搞完了，我的思考却并未
结束：让战士说心里话，可能并不难，关
键是说出来后我们怎么办。他说苦累，
你会不会坐下来关心他为他减减压？他
说想家，你能不能靠上去送上像父母一
样的温暖？

（周 辉、柳银辉整理）

当战士说累和想家的时候
■北京卫戍区某警卫团十三连指导员 刘宪州

本报讯 王勇、特约通讯员刘振宁
报道：“有了名师做辅导，考学信心倍
增！”5月上旬，听完驻地名师的考前辅
导授课，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勤务连上
等兵于兴皓更添学习劲头。

该中心直属队驻地分散偏远，加
之岗位类型多，编配人员少，保障任务
重，考生学习时间和条件有限。为了
备考，不少考生只能利用点滴时间抽
空复习，虽然花费了大量精力但效果
却不明显。
“考学对于战士而言意味着命运的

转折，在不影响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我们
要尽一切可能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学习条
件。”中心领导邓业刚在调研中了解到相

关情况后，立即作出承诺。
为做好学员苗子的服务保障工

作，中心机关党委专门开会研究，制订
相关措施：开设独立学习室，为考生创
造良好的学习条件；组织单位考学提
干的干部传授备考经验，帮助考生保
持良好心态；拿出专项经费为考生统

一购买辅导材料，聘请驻地教师来队
授课辅导。

全方位的学习和生活保障，让学员
苗子倍感温暖、倍添动力。今年有好几
名战士报名考学的通信站指导员王婧杰
说：“机关的悉心保障，让这些学员苗子
工作更尽心，备考更刻苦。”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

开通考学“绿色通道”

本报讯 刘佳奇、马巾普报道：“真
没想到医生竟然来到山沟沟，上门为我
们做体检，给力！”5月上旬，第 81集团军
某旅四营排长刘万源在参加完今年干部
体检后感慨道。

旅领导介绍，该旅营区分散，部分单
位驻地偏远，来城区体系医院体检极不
方便。为此，他们提前筹划部署，协调体
系医院分批来队为官兵进行体检，让官
兵足不出营就能享受专业的医疗服务。

某连指导员韩知强在做 B 超检查
时，发现肝胆部位有一个模糊血流信
号。为确认是否有病变，体检中心带队
医生专门请医院消化科室主任医师远程

会诊，最终排除了顾虑。“没想到在营区
里就能挂上‘专家号’！”韩知强得知结果
后兴奋不已。

笔者了解到，医护人员为每名干部
体检完毕后，还会建立相关健康档案，为
下一步实施健康管理、健康教育等工作

提供依据，确保基本项目不漏项、特殊项
目个性施检。

组织关心到位，官兵士气更高。连
日来，该旅官兵充分发扬“一不怕苦、二
不怕死”的战斗精神，掀起新一轮训练
热潮。

第81集团军某旅

基层体检“上门服务”

值班员：武警浙江总队宁波支队镇海

中队指导员 毕承启

讲评时间：5月11日

今天中队组织了擒敌实战对抗训
练，大家总体表现不错。但我也发现不
少战士在训练前热身时漫不经心，有点
像是在做样子。

新大纲把准备活动列入军事体育训
练的内容体系之中，充分表明了其重要
作用。但不少同志却没能及时转变观
念，仍然用动一动的标准、玩一玩的心态
对待准备活动。这样的热身既不能充分
活动开身体，更无法激发训练热情，甚至
还会为训练伤的发生埋下隐患。

同志们，今后的训练中，我们要认
真对待准备活动，达到既热身又“热心”
的目的。

（胡 港整理）

训练前热身
也要“热心”

本报讯 曾鹏、程小冬报道：前
方道路封锁，迅速迂回；“敌机”袭
扰，快速隐蔽……5月中旬，中部战
区陆军某舟桥旅作战支援营组织战
备拉练，该营警卫勤务连班长王胜
君面对各种突发情况沉着应对。

然而就在几个月前的野营拉练
中，王胜君却是另外一番状态。当
时，营里临时决定以班为单位组织拉
练，由于识图判图技能掌握不熟，王
胜君带着全班走了不少冤枉路。营里
还有不少班长和王胜君一样，带着部
队在山沟里打转转。
“以前战备拉练，都是以营为单元

组织。负责带路的尖兵班也总是由少
数几个班轮流担任，其他班得到锻炼
的机会很少。”拉练结束后，营里专门
就此组织检讨反思。有班长坦言，虽

然营里平时也组织过按图行进训练，
但结合战术背景实践的机会并不多，
导致大家出现能力短板。

针对类似情况，营里作出决定：
今后战备拉练以建制班排作为基本单
元组织，让班长成为“分队”最高指
挥员。拉练中，班长们除了需要在预
定时限到达规定地点外，还要在途中
独立完成相应的“作战”任务。

战备拉练组织方式的改变，既
给班长们带来了压力，也增添了动
力。在上周战备拉练中，王胜君所
带的班突出重围，先后斩获了“按
图行进”“确定站立点”等 3 个比武
课目的第一名。王胜君感慨地说：
“以前按照连长的指令走就行，现
在没了‘靠山’，只能逼着自己全
面提高素质！”

中部战区陆军某舟桥旅作战支援营

班长成为“分队”最高指挥员

都说第一次探亲休假总是幸福难
忘，而我的第一次休假却是百感交集。

归队前一周，母亲的哮喘病突然加
重，并连夜住进了医院。从父亲口中得
知，母亲患病许久，为了不影响我工作
训练，才刻意向我隐瞒了病情。

次日早上，手里握着巨额的住院缴
费清单，看着病榻上的母亲，我悄悄走
出病房，拨通了指导员的手机。电话接

通那刻，我压抑已久的眼泪奔涌而出，
忍不住把心中的苦水全都倒给了指导
员。电话那头，指导员安慰我好好陪家
人，不要着急。

归队的时间一天天临近，为了省
钱，我选择购买火车硬座票归队。站在
病床前，看了看挂着点滴还在熟睡的母
亲，我提起行李悄悄走出病房。

就在这时，手机突然响了，是指导

员打来的。我接起电话，还没等指导员
开口，就主动向指导员保证会按时归
队。电话那头，一阵沉默过后传来了指
导员的声音：“小谭，连队已经将你的情
况向上级汇报并申请了相关救助，还帮
你申请续了 10 天事假。你别想太多，
好好陪陪家人……”

挂掉电话，我不禁潸然泪下。
（梁 晨推荐）

临近归队，指导员提前为我续了假
■新疆军区某团二连中士 谭志桐

5月中旬，为配合主题教育，第80集团军某旅勤务保障营修理一连组织了一

场“荣誉大会”。上等兵左成淼（前排中间）代表新同志，接过连队勇攀高峰荣誉

火炬，立志秉承“追求胜利无止境”的连魂，向前辈看齐、为荣誉奋斗。

程 舰、张 丽摄影报道

士兵日记

毛主席曾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

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这对我

们当前正在开展的主题教育活动不无

启示。

主题教育中的配合活动，主要是

起到深化学习效果、促进学用转化的

作用。然而，一些单位筹划开展主题

教育配合活动，往往追求表面轰轰烈

烈热热闹闹，结果导致学归学、做归

做，学做“两张皮”，教育“最后一公里”

仍旧没有被打通。

学是基础，关键在用。第81集团

军某旅在开展主题教育活动中，将思

想引导与实践引领紧密结合，克服形

式主义，找准落实载体，配合活动实在

管用，实现了主题教育与练兵备战同

频共振，打通了“学”与“用”的关键节

点，做法值得借鉴。

学而不用等于无用
■周 远

记者感言

带兵人手记

营连日志 值班员讲评

5月14日 星期一 晴

接过荣誉

记者探营

曾宇明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