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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

骄阳似火，汗透军衣。亲爱的泽
宇兄弟，此刻端坐在驻训地的帐篷
里，看着你的心路历程，我不由感慨
万千。

高学历高素质的你在经历徘徊
纠结后最终选择了追随初心，对此
我既很理解又很佩服。作为同龄人
中的佼佼者，一边放弃高薪白领的
轻松生活，一边选择从基层开始，换
作谁都可能比你更纠结。好在你有
一个全力支持的家庭，有一颗军营
建勋的初心，我想以后的你一定会
感谢现在的这个决定。

党的十八大后，军队的职能使命
愈发清晰，基层部队风清气正，只要有
本事就能有作为，应该说我们都赶上
了一个好时代。“每个人眼前都有一个
目标，这个目标，至少在他本人看来是
伟大的。”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
时的考虑》一书中这样写到。虽然前
路可能布满荆棘，但作为一个有目标
的年轻人，能为一份自己向往又于国
家民族有意义的事业尽心竭力，人生
才更有意义。

感受着你携笔从戎的激情，我又
一次回望自己的来路。刚到部队时
好多人会给我们这个群体贴上标签，
国防生似乎成了不了解部队、不熟悉
基层、不懂得战士的代名词。有这样
的区别看待，无非是因为对军营的熟
悉度不同、适应期长短不同。但适应
环境挑战困难创造价值等成功的必
备因素并不因你选择的职业而异，能
否在基层建功立业也并不取决于你
的来处，而决定于你自己本身。

官之初最让人印象深刻。第一次
组织训练，第一次带队出公差，第一次
带新兵……很多个“第一次”影响着从
学员到排长的转型是否顺利。

初任排长时，排里军龄最长的士
官比我大 10岁，怎样理顺管理关系、争
取骨干的全力配合自然成了新排长的
心头大事。那时的我虚有排长的头
衔，老士官都是专业骨干，我却对专业
技能一窍不通。恰逢上级组织基础训
练考评，我只得跟着新兵从头学起，学
原理、练速度，加上强化训练期间每天
10余公里的武装越野，两个月下来瘦
了五六公斤。汗水的付出终有回报，
我不仅圆满完成了考评，还在旅组织
的创破纪录比武中打破了某课目纪
录，回到排里受到了战士们的簇拥，所
有人都从心底认可了我……所以很多
国防生纠结到了部队会被另眼看待其
实是不存在的，舞台给每个人的机会
都是均等的，而优秀对所有人也是同
一个衡量标准。

第二次顺利完成新训任务后，我
被调入政治机关工作。从一个理科
生、工科生转型成为一名政工干事，比
起科班出身的战友差距很大。所幸有
领导悉心帮带，我又一次走上了转型
之路。“站在党委的角度思考问题，深
入战士中间抓好工作”，我也在努力当
好参谋助手的同时学习着抓建基层的
法宝。旅机关、军机关的工作经历打
磨着我的棱角、丰满着我的羽翼。

再次转岗，我成为旅队建制序列
第一连的政治指导员。看着一群激情
似火的战士在训练场奋力拼搏，我深

深地被感染了。
连队就像个大家庭，主官是单位

的老大哥，在战场上受到战士们无条
件的信任追随。记得一次我组织新老
兵恳谈会，一个小小的主题“班长，我
想对你说”竟掀起了感情的巨浪，10多
名战士在向班长的“表白”中落下了热
泪。这是同甘共苦凝聚的真挚情感，
让我深深感动。

这种战友情凝聚的力量在训练场
上迸发而出。建制连武装 5公里越野
年终考评时，全连官兵像下山猛虎一
样狂奔，呼唤胜利的呐喊冲破云霄。
下士吴鹏在考核前小腿不慎划伤，伤
口上扎紧的绷带束缚了腿部肌肉，严
重影响行进速度。吴鹏索性解开绷
带，拉起了身边落后的战友向前奔
去。伤口开裂，鲜血霎时染红了他的
鞋袜。其他战友深受感染，在连旗的
引领下为荣誉而拼，连队成绩竟比第
二名快出了半分多钟。沉浸在这个集
体无形的力量里，我们一起追梦、一起
呐喊，像在无垠的大海中乘风破浪、生
死与共。

真金不怕火炼，真金需要火炼！
基层的舞台最广阔，基层的舞台最多
彩。不管是主角还是配角，只要全心
全意投入进去，都会绽放自己的精彩，
这就是基层最真实的写照。带着梦想
走进军营，融入奔涌的强军洪流之中，
你定能在精神高度上给自己一个新的
定位，给人生厚度添上浓墨重彩的一
笔。亲爱的兄弟——

战车轰鸣，旌旗猎猎。我们在军
营等你！

亲爱的兄弟，

我们在军营等你
■第81集团军某合成旅宣传科干事 刘 盾

行将毕业，感慨万千。6年了，橄
榄绿的校园生活终于要结束了。可
“约定”背后的故事，说来话长。

20年前，一名转业军人乐此不疲
地教他儿子敬礼。那是父亲和幼年
的我，当时穿着连脚裤的我，对这个
世界还没什么认知，可那时我就知道
父亲眼神里流淌着对军装的渴望和
留恋，以及对我的殷切希望。

12年前，初中课堂。老师叫所有
人写下心目中的理想大学，全班一半
人写了清华，一半人写了北大。唯独
我，写了军校，在全班显得如同异类，
但我内心非常坚定。

8 年前，我刚上高二。为了考军
校，一年瘦了 20余公斤。操场上一圈
一圈孤独的奔跑见证我的破茧成
蝶。意识模糊时，我仿佛看到穿着军
装的自己在前方终点等我……

高考结束，我终于成了一名国防
生。毕业后保送本校读研，成为全国
首批直研国防生，可以说十分幸运。
6年来，多少充实而精彩的回忆，都在
这期间发生。

在我看来，当国防生的日子是痛
快的——一起训练一起玩乐，感受师
兄弟之间的战友情，这是普通大学生
不曾享有的特殊感情。集训、安保、
执勤、带训，多姿多彩的回忆一遍遍
增强着我们的身份认同。这种生活
体味，无法言说，或许只有每个毕业
季，响彻在楼里的集体答“到”声能够
表达；或许只有即将离别时的抱头痛

哭能够说清；或许只有久别重逢后的
拥抱开怀能够解释。

这真的是一份简单而纯粹的感
情。在自由开放、充满个性的大学校
园里，这种整齐划一的集体意识和荣
辱与共的存在感显得更加珍贵。这是
一个优秀的集体——从 1999年全国招
收第一届国防生开始，很多师兄在部
队里摸爬滚打，叫响了我们的招牌、打
下了一片天地！我也一直以此为荣，
期望有朝一日循着师兄们的足迹、建
立属于自己的功勋。

然而，坚定的路上也充斥着质疑
与劝说——“有名校研究生学历，不
要再去部队了”“你可以有更好的选
择 、更 舒 适 的 生 活 和 更 好 的 待
遇”……也不是没有彷徨过、犹豫
过，我不断在思索理想和现实到底
孰轻孰重，也担心自己会为情怀所
累，但是始终要面临心底的那份承
诺——越到毕业，越发现不忘初心
是多么重要。

今年 6月，我硕士毕业，就在这时，
一项有关国防生的新政策出台。一时
间，身边一些兄弟纷纷选择转身。我
也有过犹豫，犹豫的过程非常痛苦，部
队，去还是不去？

不去的理由有几十个——到了地
方可以拿到高薪，可以更好地照顾和陪
伴父母，现在转身比将来在部队转业能
更好地适应社会……从现实角度来
看，似乎无法说服自己坚持下去。

去的理由只有一个：理想。这就

是我的理想，我天生就是干这个的，
我这么多年一直为此努力。火热军
营，如果我终于来到她的门口却转
身而去，我内心有可能一辈子都不
会安宁。

若以小利计，何必披征衣！还是
要遵从自己内心！纵然现在转身有千
万种可能，但是都与我无关。我只想
好好带带兵，用我的想法去影响一些
战士、用我的能力和付出去做一份事
业，足矣。

决定做出后，豁然开朗，整个人神
清气爽。眼前的往事一幕幕回首：10
年前夕阳下孤独的 5公里；6年前激励
自己报考国防生的信念；父亲每次小
心翼翼拂拭我的军装，如同小心翼翼
地呵护他自己的梦想一样……

干！好好干！我在作出选择的当
天发了个朋友圈：有遗憾比会后悔更
可怕。

人这一辈子，哪怕走几次弯路，只
要是自己做的决定就不会后悔。军旅
生涯纵然充满艰辛和荆棘，但又怎样
呢！人生何处不风雨，等待了这么多
年，准备了这么多年，今天终于有机会
圆梦，当然要兑现当初的承诺。

军旅正道，从此我将奋勇前行。
特此立下誓言——

吾三尺微命只一书生，今日请缨
从戎，愿此年夙愿得，直入细柳尽余
生。

夏至已至，姹紫嫣红。新排长前
来报到！

选择军营的理由

只有一个—理想
■李泽宇

收到泽宇的文章后，我和他联系，希望他能把“不

去的理由有几十个”这一段再讲充分些，不要一笔带

过。结果深夜十二点他发来一条语音，他说：

“关于不去部队的理由，其实我没有欲望写下去，

因为我确实听了很多师兄跟我讲部队如何如何，但是

我觉得自己可能真的是打心眼儿里热爱部队，所以那

些事儿我也没有把它当回事儿，或者说我觉得强调那

些理由有点矫情。所以我就一笔带过了……”

这是怎样一颗向往部队的赤子之心呵！我想，我

们的部队不会辜负这样一位整颗心都向往着她的青

年，泽宇也一定能在理想与现实并存的部队实现他的

志向。在泽宇即将奔赴部队之际，我们特意请另一位

已在部队奋斗十年的优秀国防生干部，给他致信一封，

为他壮行！

栏目主持人：

“指导员，我感觉自己能力还有欠
缺，不适合再当班长了……”两个月前，
二班班长李鹏突然到连部递交辞职报
告，弄得我一头雾水。

作为指导员，我没事喜欢翻知兵档
案，对连队官兵的“底细”早已烂熟于
心。李鹏士官学校毕业后长期担任班
长，个人素质强，带兵方法多，还组织过
新兵班长集训，是大家公认的队列教头、
内务标兵、体能达人。档案上记录得明
明白白，岂是他说能力不够就不够？

标兵班长找借口辞职，莫非是对我
这个新上任的指导员有什么意见？带
着疑问，我开始重点关注李鹏。
“班长休息的时候经常拿着手机发

呆”“班长最近很少给家里打电话”……
掌握了足够的“情报”后，我主动找李鹏
聊天。当谈到军人处对象这个话题时，
他终于向我敞开了心扉：“指导员，我原
本定好了这个月休假回去结婚的，可现
在任务临近，装备上还有不少问题亟待
解决，我这个班长压力不小。女朋友还
总嫌我没时间陪她、不够关心她，可我
也没有三头六臂呀！”

我这才恍然大悟。李鹏作为连队
大龄青年，父母多次催促他回去解决个

人终身大事，这次好不容易要结婚了，
却因为任务压力大而走不了，这才让他
萌生了辞去班长职务的念头。

这些情况，在知兵档案里是没有
记 录 的 。 原 来 不 是 战 士 对 我 有 意
见，而是自己平时对大家的活思想
掌握得不够及时啊！当晚，我就打
电话向李鹏的女朋友介绍了他在单
位的表现，希望她理解支持李鹏的
工作，并邀请她来连队参观。同时
与连长商量之后，我们决定让李鹏
按计划休假回家结婚，完成个人终

身大事。
一个多月后，李鹏回来了。他不好

意思地找到我说：“指导员，感谢您为我
做了那么多，这次我是来汇报思想的。
连队还没把我撤职吧？我想拿回我的
辞职报告……”

看着标兵班长又活跃在训练场上，
我感触颇深：作为带兵人，懂兵知兵决
不能停留在知兵档案中，而是靠平时多
“察言观色”，真正做到知兵情、暖兵心，
才能及时化解矛盾问题。

（陈开江整理）

标兵班长缘何辞职
■火箭军某试训区无线电连指导员 姜 欢

通过薄薄一页纸，便可掌握官兵基

本情况——作为经常性思想工作的一

种辅助手段，知兵档案一直受到带兵人

喜爱。尤其是对新到任的干部来说，查

阅知兵档案几乎成了开展工作前的“必

修课”。

然而，从一些连队的登记情况来看，

知兵档案还存在信息记录不完整、情况

更新不及时等问题。这时候如果带兵人

一味地依赖知兵档案，不但不能知兵，反

而可能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

真正的知兵档案在心里。当下，

官兵思想更加多元，部分官兵宁可选

择在网上吐槽，也不愿与身边人吐露

心声。要想真正做到懂兵知兵，还要

像文中的指导员那样，尽早走到战士

中间去，以真心换真心，才能真正掌握

兵情。

真正的知兵档案在心中
■火箭军某试训区政治工作部主任 拓明军

微议录

本报讯 李恒剑、罗秋武报道：“办
理个人业务直接在营区找人力资源科
服务联系人就能一步到位，都不用去机
关啦！”6月下旬，第 73集团军某旅上士
梁杰华，没出营区就办好了分居费申领

手续，满脸欢喜。
据了解，改革调整后该旅驻地发

生了变化，各营区与旅机关距离普遍
增加了不少。为方便基层官兵办理
业务，人力资源科创新优化业务办理

程序：工作下沉一线，指定营区服务
联系人担任“中转站”，设置“人力资
源服务袋”，定期汇总官兵需办理的
业务资料并呈送机关，确保业务办理
“一步到位”，官兵无需再基层机关来
回跑；梳理官兵军人证件办理、个人
事假审批、各类证明开具、档案材料
归档等业务，制订业务办理权责清
单，在各片区公示。

该旅政委江秀礼介绍说，在人力
资源科“一步到位”服务机制试点结
束后，他们还会在旅党委统一部署下
将此机制推广至机关其他部门，真正
通过制度倒逼机关改进服务基层的
作风。

第73集团军某旅多措并举解决官兵办事难

基层官兵业务办理“一步到位”

新闻观察哨

带兵人手记

值班员：第71集团军某工化旅道路

一连指导员 葛兵兵

讲评时间：6月27日

今天，机关对连队进行了安全保
密检查，从反馈的情况看总体不错，这
里对大家提出表扬。但在连队自查

中，我发现有些同志登记备案的微信
号、QQ号并不是平时常用的账号，并
且微信朋友圈里几乎没有发布状态、
QQ头像基本全是灰色。

经我了解得知，这是一些同志为
了应付检查专门申请的账号，号称
“迎检账号”，与检查人员玩起了“猫

鼠游戏”。
有同志跟我解释：这样做一是担心

隐私泄露，二是担心安全保密出问题给
连队抹黑。大家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
这种弄虚作假的行为不可取。新条令
明确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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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军人，我们都知道保密就是保
战斗力。手机是网络移动载体，必须处
于监管的阳光下。希望今后大家提高自
律意识，对表新条令，严格遵守保密规定，
不能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歪脑筋”。

（孙 磊、王 凯整理）

设置“迎检账号”要不得

值班员讲评

战斗英雄来到身边，主题教育有声有色。6月15日，第77集团军

某旅邀请曾被授予“钢铁战士”荣誉称号的该旅老兵肖家喜为官兵讲

述战斗故事，现场气氛颇为感人。

周 锐、胡永辉摄影报道

战斗英雄来到身边

排长方阵·关注国防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