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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

记者探营

士兵格言

主题教育开展了一段时间，第 81
集团军某旅二连指导员陈龙觉察到，一
些官兵参加讨论时发言不积极，教育效
果在他们身上体现得不明显。而上等
兵吴俊煜就是其中之一。

在聊天中，吴俊煜倒也不遮不
掩。他告诉陈龙，自己来自南方经济
发达地区，当初选择来当兵，就是因为
家乡优厚的入伍政策来的。再有几个
月，他就将退伍返乡，领到一笔不菲的
退伍优抚金。从入伍之初，他就抱定
了混日子的想法，训练能躲就躲，尽管
有过人的射击天赋，但比武竞赛一次
也没参加过。

该旅政委任志远告诉记者，指导
员陈龙遇到的情况并非个例：一些
官兵觉得自己即将退伍或转业，教
育走走过场就行了，没有必要再动
真格；一些战士觉得自己素质平平，
当好普通一兵即可，担当强军重任
是干部骨干和训练尖子的事，与自
己关系不大。

到底什么样的教育方式才能打开
“吴俊煜们”的心扉，激发他们的动力
和潜能？该旅经过认真调研分析，找
到了症结所在：现有的上上课、写写体
会、喊喊口号的教育方式很难走进他
们内心世界，没有帮助“吴俊煜们”找
准自己的定位，找不到投身改革强军
的光荣感、神圣感、责任感。
“一定要让每名官兵找到书写历

史的感觉！”该旅结合主题教育要求，

对自去年调整改革以来即开展的“人
人进连史，个个当主人”活动作了进一
步规范和深化：为每个连队配发一本
崭新的连史簿；体现连史的严肃性，记
入连史的事迹必须经过民主评议、支
部研究等程序。

看着战友们因为在上级比武中取
得名次或为连队建设做出突出贡献被
写进连史，吴俊煜坐不住了。

前段时间，旅里组织“猛虎杯”大
比武，吴俊煜主动找到指导员陈龙，表
示自己想参加轻武器射击课目的比
武。“俗话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如
果整天混日子、连史上没啥记录，后面
的战友会怎么评价我、退伍后我还怎

么好意思回老连队？现在连队正处于
改革重塑关键时期，我要努力成为这
段历史的见证者书写者。”吴俊煜一番
话，让陈龙很是感动。
“猛虎杯”大比武结束后，记者再

次来到二连，正碰上文书陈磊在更新
连史簿。陈磊伏案一笔一划地在连史
簿上书写着，为防止书写错误、蹭到未
干的墨迹，他屏住呼吸、小心翼翼。“一
笔一划都必须慎重，我书写的可是连
队历史啊！”更新完毕后，陈磊感慨地
说。记者凑近一看，其中一条更新映
入眼帘：2018年 4月，上等兵吴俊煜奋
力拼搏，在旅“猛虎杯”比武中取得全
旅轻武器射击第二名……

普通一兵如何激发投身改革强军的光荣感、神圣感、责任感？请看第 81
集团军某旅“增强主题教育实效性针对性”系列报道之五——

让官兵找到书写历史的感觉
■本报记者 周 远 通讯员 邹 贝 赵丹锋

有一个道理浅显易懂：你尊重别

人，别人也会尊重你。第81集团军某

旅主题教育之所以有成效，就是因为

他们在教育中充分尊重战士。

尤其是“人人进连史、个个当主

人”活动，更是充分地体现了对官

兵的尊重。他们把官兵的优异表现

写进连史，这就相当于连队尊重了

战士的付出、尊重了战士的成绩、

尊重了战士的奉献，而且将永远铭

记。这一举措，冲散了战士们“匆

匆过客”的感觉，消除了战士们

“普通一兵在强军征程上无足轻重”

的误区，坚定了战士们矢志强军的

信心。

“人人进连史、个个当主人”活

动不是一堂教育课，但却收到了很好

的教育效果，这是因为官兵在活动中

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被尊重，自发地

在行动中加倍回报。

万变不离其宗。任何好的教育，

都离不开对被教育者发自内心的尊重。

好教育的前提是尊重
■周 远

记者感言

17岁那年，我和很多战友一样怀揣
着“迷彩梦”入伍来到部队。从小，参加
过解放战争的爷爷就教育我：入党是人
生最大的成长。入伍时，我带了份入党
申请书，那时我对入党没那么深的思
考，只觉得能戴上那枚金光闪闪的党徽
很神气。

新兵下连时，我拿着入党申请书兴
冲冲地来到连部。指导员知晓来意后，
问我“为什么想要入党？”这一下把我问
懵了，他严肃地说：“入党不是面子工程，
你对照党员标准看看自己够不够格。”

入党的资格是什么？我对照党章

上的要求认真比对，发现自己还有不小
差距。于是，我主动申请参加单位组织
的侦察兵集训，想通过精武强能来取得
“入党资格证”。苦练 3个月，我被评为
训练标兵，心想这应该够入党资格了
吧。于是我再一次向连队党支部递交
了入党申请书，却依旧“碰了壁”。

接下来的好几个晚上，我都辗转
难眠：自己离一名合格党员到底还有
多少差距？在指导员的辅导下，我开
始认真学习党章、党史和军史，越学习
越感觉到自己的差距。后来，我每天
对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管是

训练场上还是日常工作中，都冲在最
前面。

慢慢的，我明白了，入党不是一种
奖励，而是一种信仰。只有从思想和行
动上都入党才是真正的入党。后来，经
过组织考察，我顺利地加入了党组织，
光荣地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回头想一想，从入伍起，我前后写
的每一份入党申请书都历历在目。指
导员说，每交一次入党申请书，我都有
进步。直到现在，我才理解爷爷经常教
育我的那句“入党是人生最大的成长”
的真正含义。

入党是人生最大的成长
■第73集团军某旅侦察营四级军士长 李 宝

本报讯 狄伯文、李艺超报道：“‘猎
鹰’‘猎豹’对建筑物实施搜索……”初夏
时节，中部战区陆军某特战旅强军网上
映了一部抓捕行动“大片”，不仅场景紧
贴实战，关键环节还有回放和讲解。该
旅作训科科长孙晓介绍，这是他们运用
军事职业教育系列微课讲解训练理论的
做法之一。

去年，该旅改革转型，对官兵学习能

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理论学习和实操训
练之间脱节的矛盾，成了该旅按新大纲
试训的“拦路虎”。
“面对新大纲训练课目多、标准要求

高的实际，军事理论讲解要更加精炼、更
贴实战。”该旅领导介绍，他们从集团军军
事职业教育试点工作中获得启发，围绕特
种作战旅新课目、新装备，以情景示范为
主要形式，录制了某型侦察车、某型无人
侦察机系统等新装备操作讲解示范，以及
抓捕行动、破袭行动等系列精品微课。

笔者在特战二营看到，这些微课时
长均在 15分钟左右，删减掉训练中非核

心内容的讲解，依托实战背景，将新装备
新战法所涉及的核心要素直观体现出
来。该营中士李壮告诉笔者，一堂关于
抓捕行动的微课中，机动渗透、战斗实
施、作战效果一目了然，上了训练场就可
以直接应用。

该旅新组建的某营，前期一直苦于
骨干和教材稀缺，守着昂贵的装备却不
敢碰、不敢练。微课下发后，营长吴跃龙
立刻组织骨干反复研习，掌握了多种无
人机的分解结合、基本操作。运用这一
“活教材”，他们很快就开始上机操作，训
练逐步有了起色。

中部战区陆军某特战旅创新思路打造军事系列微课

一堂军事理论课只要十五分钟
新闻观察哨

上个月，北京卫戍区某警卫团组织
安全保密检查，某连下士小王违规使用
未备案的手机卡，被全团通报批评。连
队指导员刘畅对此懊悔不已：“如果一开
始就坚持依法执纪，小王就不会在同一
个问题上连栽两个跟头了！”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由于警卫部队
性质特殊，为确保秩序正规，防止发生失
泄密等问题，该团依据相关规定，制订了
《智能手机使用管理规定》，限定 1人 1机
1卡，经实名备案审批后方可使用，同时
对使用时间、场合也进行了明确。但有
一次刘指导员查铺时，却发现小王躲在
被窝里使用未备案的手机上网。
“如果公开处理，不仅小王要被通

报，而且连队荣誉也会受到影响。”一番
思考之后，刘畅决定没收小王的手机，
并私下警告批评了他，让他以此为戒。

没承想，刘畅的良苦用心却“打了水
漂”——小王暗自揣度“既然能‘私了’，

那就不算‘事儿’”。他把手机上交连队，
却偷偷藏下那张没有备案登记的手机
卡，结果第二天就被团检查组逮个正着。

最终，刘畅因执纪不力搞变通向营
党委作出深刻检查，当季干部考评为不
称职；小王则依据相关规定，受到连队党
支部严肃处理。
“这样带兵，不仅有悖于依法从

严治军要求，还会给安全管理工作埋
下‘地雷’。”交班会上，团长高秀波说

道：“问题之所以发生，归根结底还是
官兵依法遵法的理念没有真正树立
起来。”

为此，该团组织官兵通过多种形式
深入学习新条令，着力增强官兵法治思
维，增强贯彻落实新条令的自觉意识；邀
请专家举办网络安全知识讲座，组织官
兵到国家安全机关参观见学，让官兵认
识到遵守智能手机使用管理相关规定的
重要性。
“如果问题没有暴露，我也许还会犯

下更大错误，到那时就追悔莫及了……”
在安全责任大讨论活动中，小王主动上台
现身说法，得到了战友们的理解和宽容。

违规违纪岂能“私了”
■田英贺 戴麟权

“军无法不立，法无威不严。”近

年来，我军各项建设取得显著成就，

一条重要原因就是依法治军、从严

治军。

然而，当前少数带兵人在管理部

队时，有时不顾法规制度，而是考虑个

人感觉和感情比较多，看似是“关心爱

护”官兵，实则在无形中淡化了官兵的

纪律意识和法纪观念。长此以往，不

仅部队政治生态会遭到破坏，也会挫

伤官兵工作积极性，削弱部队凝聚力、

战斗力。

法规制度是管理部队的根本遵

循。新形势下，我们必须坚决贯彻落实

新条令，坚持按规章制度办事情，决不

能另立规矩，确保各项法规制度执行有

力、落实到位，才能使部队朝着能打仗、

打胜仗的目标不断前进。

依法执纪才能治军有力
■北京卫戍区某警卫团政委 朱威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试行）》

第二百七十八条：军人使用移动电话，实

行实名制管理。旅（团）级以上单位应当

对使用人员的姓名、部职别、电话号码和

移动电话品牌型号，以及微信号、QQ号

等进行登记备案。

《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试

行）》第一百四十五条：违反规定使用

移动电话、国际互联网，私自留存涉密

载体，擅自携带涉密载体外出，情节较

轻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处分；情节

较重的，给予记过、记大过处分；情节

严重的，给予降职（级）、降衔（级）、撤

职处分。

点 评

清早起床，我用眼角余光发现枕边有
一个红色的物什。揉眼定睛一看，眼前赫
然摆着一个大红包。翻到背面，“金成收”
三个字映入眼帘，我轻轻用手捏了捏——
呵，分量似乎还不小！
“什么情况？”来不及疑惑，我就意识到

有点不对劲：谁会包这么大的红包给我一
个上等兵？
“谁的红包？怎么塞我枕头下面

了？”我刚从惊讶中缓过神来，下铺的上
等兵张友明就扯着嗓子喊了起来。我暗
叫一声“冒失鬼”，不料寝室里的其他战
友也七嘴八舌的喊了起来，“我这里也有
一个”“我这儿也有，背后还写了我的名
字”……

这“红包”到底搞的是什么名堂？班
里 6名战士都收到了同样款式的红包，
大家面面相觑，一时都没了主意。

为搞清原委，我率先拆开自己的红
包，发现里面是一张折了两折的A4纸，展
开一看，落款是班长李先朋。“哦，对了，班
长今天要休假的。他说要赶最早一班动
车，这‘红包’肯定是他凌晨塞的。”

想到这茬儿，我松了一口气，再仔细
看内容，原来是勉励我的话：“金成，你小
子脑袋灵光学东西快，经常得到领导表
扬。但如果非要给你打个分，别人眼里你
是 100分，在班长眼里就只有 80分，因为
班长知道你的潜力并不止于此，还有 20
分的上升空间。记住骄兵必败，唯有踏实

勤奋，才能获得更高的成就。还有，在我
休假的日子里，记得照顾好兄弟们……”

读完，我感觉信纸捏在手里沉甸
甸的。班长一直是我的榜样，他是团
里的“全能号手”，能熟练操作发射车
和指控车上的所有岗位，上士时就被
评为首席士官。像他这样的大拿，就
算指着鼻子训我，我也是万分服气，没
想到班长却用这样委婉的方式指出我
的不足，既照顾了我的面子，也省去了
面对面的尴尬。
“班长给我的是道歉信。”上等兵施

泽宇惊呼。原来，施泽宇的体能一直有
短板，班长多次带他“加餐”都起色不
大。其实施泽宇也有苦衷，他在新兵时
腰部受过伤，来到班里后却把受伤这事
“藏在肚子里”，一直在咬牙坚持。也不

知道班长是怎么知晓这茬儿的，道歉之
余还说要给他带治腰伤的“土偏方”。

6个“红包”6封信，内容都是量身定
制。上等兵闫新宇立志当骨干，班长就
在信里给他规划了成长路线；张友明不
准备留转士官，班长在信里说了一些去
地方发展的建议……

读完这些信，大伙你看看我，我看看
你，心里各有各的滋味。突然上等兵范
周瑞打破冷场：“班长这么关心我们，我
们也要让他休个放心假，等他回来，咱也
给他包个‘红包’，就把我们这段时间的
表现写进去！”
“那就把咱连的流动红旗都争过

来！”我把这个提议一抛出，大伙都会心
地笑了。

（苏治宏、本报记者刘亚迅整理）

班长的“红包”
■东海舰队某团上等兵 李金成

贯彻落实新条令 塑造军队好样子

“感谢亲人子弟兵，没有他们的帮助真不知道我九旬老母亲会怎样!”5月

16日，武警杭州支队警勤中队哨兵许辉在执勤中发现营门外马路上一位老

人突然中暑瘫倒在地，中队官兵接到报告后立即赶到事发现场，将老人背到

附近荫凉处，军医刘杉对老人进行了紧急救治后，老人逐渐恢复了意识。官

兵们这一举动赢得了老人家属和市民的真心点赞。

周 祥、滕 洋摄影报道

骄阳下的救助

李柄锐绘

新条令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