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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 在“海上英雄艇”迎来53岁生日之际，第一代“海上英雄艇”4位老英雄来

到东部战区海军某导弹快艇大队新一代“海上英雄艇”上，听官兵们讲述英雄

艇的发展变化，参观高新技术武器装备，并勉励后辈：弘扬海上英雄精神，锻

造海上尖刀利刃！

陈 健、贾 磊摄影报道

敬 礼！

本版投稿方式： 邮箱：jbjccz@126.com 强军网网盘：jbjccz

“组织干事当指导员，只能干
好，不能干砸！”去年 9月，我从组织
科调整到火力连任指导员。履新前，
老科长语重心长嘱咐我：“要充分发
挥连队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尤其要
以自身模范带头作用去引领感召官
兵。”转眼间，一年过去了，我也经
历了一段不寻常的心路历程。

虽说连队是调整移防后新组建的
单位，我和连长也都是第一次走上主
官岗位，但是凭借着多年的机关工作
经验，我信心满满，暗下决心一定要
干出个名堂来。
“新连队就像一张白纸，而画笔

就在我们每个人的手中。”连队党支
部成立后的第一次支委会，我就和大
家迅速统一了思想——埋头苦干小半
年，带出一个“样板连”！

为了给战士们做好表率，我要
求无论是军事训练、执行任务，还
是搞教育、出公差，每名支委都必
须到场带头参加，所有集体活动均
由我和连长轮流带队……虽然每天
都累到筋疲力尽，支委们也曾在民
主生活会上提出过工作头绪多、精
力被分散的问题，但是一想到连队
将在我们手中开局启新，我总觉得
再苦再累都值得。

然而事与愿违，不久前连队一周
内 3次遭到通报给了我当头棒喝。一
次，一名支委由于前一晚熬夜加班导
致精神状态不佳，竟在第二天参加
400 米障碍训练时意外跌落，导致脚
踝骨折；祸不单行，在机关组织的政
治教育教案评比中，由于平时工作头
绪太多，我竟记错了截止时间，最终
未能按时上报教案；紧接着，连队一
名班长在执勤站哨时吸烟，被巡逻的
纠察抓了个现行……
“连队这一周闯了不少祸，给营

里工作抹了黑。可是你有没有思考过
问题根源？”教导员把我叫过去，他
的发问让我陷入了思考。

仔细回想起来，无论什么工作，
支部一班人都是亲自抓、带头干，该
讲的、该做的一个也没落下，难道是
我们做得还不够吗？

教导员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支
部成员工作中抓细抓小、模范带头固
然没错，然而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
的，你们纵有三头六臂也不能包打天
下。”看我听得入神，他继续讲道，
“连队是每一名官兵的连队，连队建设
需要每名同志参与其中，你们将权责
牢牢地攥在自己手中，不注重调动群
众的积极性，其他官兵便无法摆位进
去，只能当‘看客’。”

回到连队后，我召集支委和全体
骨干开起了“诸葛亮会”，议题只有一
项——“党支部应当如何抓建连队？”

“党支部不能揽了团支部、军人
委员会的权，支委会也不应代了行
政例会、军人大会的‘庖’”“要抓
紧主要工作，也应学会和其他骨干
配合起来‘弹钢琴’”……会上，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而我则默默地
在一旁记录。

随后，我根据连队官兵提出的意
见，对照 《中国共产党军队支部工
作条例》，重新明确党支部及各支委
权责，将原本属于军人委员会、团
支部和各级骨干的职权交还他们，
充分发挥群众组织作用。如今，连
队想干事、能干事的官兵越来越
多，我也觉得各项工作开展起来也
不再像以前那样吃力。在前不久进
行的建制连队共同课目比武中，我
们以 100%合格、73%优秀的成绩位列
全旅第一。

（李佳豪、孙启龙整理）

为啥一周出了3次错
■第77集团军某旅合成二营火力连指导员 张 臻

毛泽东同志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中写道，党委的同志必须学好“弹钢琴”，

“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

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

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

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

对于连队党支部而言，工作千头万

绪、琐碎繁复，如果支部一班人胡子眉

毛一把抓，不注重统筹协调、不注重调

动群众积极性，就容易出现顾此失彼、

疲于应付的被动局面。

党支部不妨也多一点“党委思

维”，在“统思想、谋大事、把方向”上

下点功夫，学会“弹钢琴”，学会“处理

主要工作和其它工作间的矛盾”，通

过集聚官兵智慧、群众力量来促进工

作落实。如此，连队建设方能有序推

进、协调发展。

支部需要有些“党委思维”
■第77集团军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卢甲林

近日，一部名为《军民同台话盛会》的
DV短片火了！这部讲述南部战区陆军某
边防旅官兵和驻地傣族同胞组成“军民演
唱组”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短片，在该旅
官兵和驻地群众中获赞无数，同时火起来
的还有该片作者、旅俱乐部主任岑周。

2006年，还是上等兵的岑周到十连
收集新闻素材，荣誉室里的一沓信件吸
引了他的眼球。原来，连队官兵多年资
助驻地贫困学生，这些都是孩子们寄来
的感谢信。翻阅一封封信件，看着歪歪
斜斜的字迹，岑周的内心萌生出一个想
法：要用镜头记录下这一切！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骨感。播音员周
鑫面对镜头经常“短路”，半天说不出一个

字；岑周拍摄时手抖个不停，最多时一个片
段连拍了8次；后期制作，电脑时常死机，
没有经验的他们常常忘了保存文件……
不足 10分钟的短片，历时 12天才勉强完
成，处女作《386封感谢信》就此问世。

让人意外的是，作品虽然粗糙，却因
真实还原了官兵与边疆孩童的真情大爱，
在当地电视台播出后，受到广泛关注。

后来，中央电视台《超级战士》栏目
组来单位拍节目，岑周跟随一路全程取
经。架机、构图、拍摄、制作，岑周废寝忘
食，哪位老师一有空，就“粘”上去刨根问
底。

功夫不负有心人，岑周的技术日臻
成熟，多部作品相继问世：《初生牛犊》记

录了新兵的青涩，《走不出的青春岁月》
展现了老兵的不舍，还有《丛林猛虎》《第
401次巡逻》……

有一回，岑周随救援队赶赴灾区，逐
家逐户搜救受灾群众，到第 3天就因过
度疲劳倒下了。然而，为了多拍一个镜
头，他刚一苏醒就拔掉输液针头，拎起相
机往外冲。
“灾区诞生首个地震宝宝”“决不能

漏掉一个人”……一个个温暖人心的画
面在各大媒体刊发，那一刻，一向爱笑的
岑周眼角湿了。

一句话颁奖词：用镜头为兵代言，将

瞬间定格成永恒。这个兵“拍客”，棒棒哒！

边疆有个兵“拍客”
■赵 磊 刘文龙

8月下旬的一场演练中，战士小

李操作扫雷车，直接从模拟雷区碾

过。面对这种完全不符合实战要求的

“自杀式”操作，在一旁导调的王参谋

却只是口头警告，并未判定小李“阵

亡”。

王参谋是小李的新兵排长，也是

他的老连长。“反正是搞演练何必较

真，再说这次警告过小李，下次他能改

过来就行了。”基于这样的考虑，加上

多年的战友感情，王参谋为老部属“打

了掩护”。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有了小

李还有小刘。在之后的检查、考核中，

王参谋时常碰到老部属“求关照”的情

况，让他一下子陷入了两难。而小李

也在后来的演练中因麻痹大意导致全

连提前“阵亡”。

笔者了解到，上述情况在基层并

不鲜见。碍于情面“关照”少部分人，

看似无伤大局，实则损害了大部分人

的利益。在演训场上的姑息纵容，更

是直接危害战斗力，长此以往，这种

有失原则的“打掩护”，终将导致一个

单位、一支军队软弱涣散、纪律松弛。

当前，随着部队改革深入推进，各

种新情况层出不穷，各级更应当于细

节处纠治和平积弊，于细微处释放新

体制效能。若对上述种种“小问题”睁

一只眼闭一只眼，把攀交情、搞变通的

“沙子”揉进战斗力建设，那么，再好的

顶层设计也难以全面彻底地落地落

实。

为老部属“打掩护”害了谁
■江雨春

士兵之声

新闻观察哨

本报讯 赵欣、袁德坤报道：8月上
旬，第 73集团军某工化旅舟桥一连党支
部支委会上，各委员围绕如何快速开设
浮桥渡场展开热烈讨论，士官支委耿少
锋结合工作实际提出的 5条建议均被采
纳。据旅领导介绍，这是他们强化士官
支委能力，积极引导其发挥作用带来的
喜人变化。

就在上个月，耿少锋还曾向支部递
交了一份辞职申请。作为一名有着 15
年兵龄、11年党龄的老士官，耿少锋专
业素质突出、工作责任心强，怎么会突然
提出辞职呢？原来，前段时间连队组织

党员民主测评，耿少锋的综合排名比较
靠后。有的战士议论说：“士官支委平时
没发挥什么作用，打低分也正常。”得不
到大家认可，委屈之下耿少锋萌生“去
意”。

该旅进一步调查发现，不少士官支
委也像耿少锋一样，对自己的职能作用
存在模糊认识，有的议事讲不到点上，提
不出有价值的意见建议，很难得到群众
认可；还有的觉得自己毕竟是战士，担心
问题讲多了连队干部会有意见，战士会
认为自己打小报告。
“士官支委是支部连接官兵的桥梁和

纽带，地位作用不容小觑。”找准问题症
结，该旅从改善士官支委工作环境、提高
能力素质入手，一方面要求其他支委分工
负责，从训练管理、思想政治工作等多个
方面进行具体帮带；另一方面，端正士官
支委思想认识，鼓励他们积极为连队建设
出谋划策，激发敢想敢干的工作热情。

提升了能力，打消了顾虑。笔者了
解到，近期野外驻训期间，包括耿少锋在
内的该旅 29名士官支委表现活跃，积极
为所在支部贡献“金点子”，其中 60余条
建议被采纳吸收，党支部民主氛围更加
浓厚，一线战斗堡垒作用进一步加强。

第73集团军某工化旅注重引导士官支委发挥作用

提升了能力 打消了顾虑

值班员：武警山东总队临沂支队某

中队中队长 张 扬

讲评时间：8月20日

今天上午，我们组织了处突着装
1500米跑阶段性考核，从测试的成绩来

看总体不错，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
题。比如，在考核过程中有两名同志作
战靴的鞋带松了，牵扯了精力、影响了
成绩。

前期，我们对如何系好一字形蝴
蝶结进行了规范。但据我观察，将鞋

带系好后塞入靴内这一点同志们坚持
得还不够好。有的同志可能觉得塞不
塞进去无关紧要，塞进去还很麻烦。
其实不然，鞋带露在外面一是容易松
开，很可能被自己踩到，导致扭伤摔
伤；二是如果在野外行动，鞋带易被荆
棘、杂草等缠住，影响战术动作。别小
看这么一个细节，在作战中处理不好
就极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鞋带虽小，连着战场。希望大家在
以后的战备执勤训练中要严格按照要
求，将鞋带扎紧塞入靴内！

（潘 明、陈 波整理）

小小鞋带不可忽视

微议录

小咖秀

值班员讲评

处暑之夜，记者来到第 81 集团军
某特战旅，恰巧赶上该旅正在开展特战
小队综合演练。零点时分，一支 12 人
组成的特战小队乘坐猛士突击车，在小
队长惹子日拉带领下悄然开进至某陌
生地域。

一路上，队员们面色凝重。半晌，
惹子日拉打破沉默，悄声对记者说，他
们即将开始的是 15 小时昼夜连贯演
练，作战背景是深入敌后实施破袭行
动，队员们要连续完成夜间渗透、战斗
射击等课目。

紧张的气氛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细
节：队员们随身携带的背囊比以往轻便
不少，仅仅携带枪支和基本单元补给。
不禁疑惑：高强度连续作业十几个小
时，这些补给怎能够用？演练即将开
始，惹子日拉匆匆回应：这次行动，后装
保障都在保障模块内，先期侦察阶段会
给小队准备特种侦察器材和弹药，演练
全程会对特战分队实施定点补给。

凌晨 2点，神出鬼没的特战小队成
功渗透到指定区域。惹子日拉拿出北
斗手持机搜索定位坐标，很快，在一片
灌木丛中，神奇地“变”出了一瓶瓶矿泉
水。战斗射击环节，一辆猛士车疾驰而
至，为特战队员补足了弹药。
“作战任务变了，后装保障模式势

必发生变化。”夜间渗透行动结束后，该
旅领导告诉记者，过去旅队还是摩步旅
时，主要以连为单位遂行训战任务，保
障人数多、任务重，通常由各连自行携
带给养。改为特战旅后，作战单元变为
小队，常常需要深入敌后、隐蔽行动，像
以往一样携带大量补给已经不切实
际。刚才小队执行渗透任务，他们采用
的就是“蚂蚁搬家”式的伴随保障，全程
定点定位提供补给。
“特种部队深入敌后行动，这种保

障可行吗？”听了记者的疑惑，该旅领导
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特种作战不完全等
同于阵地作战，前方后方的界限并非泾
渭分明，敌后地区也可能会有中立地区
和预先建立的联络点，完全可以预置储
备装备物资，或由特战小队自行搜寻补
给，或通过直升机等进行空投补给，这
些方法在外军特战演练和军事比武中

已有应用。
紧张的演练已经持续 12 个小时，

小队进入指定地域后，一场破袭夺控
战迅即展开。突然，导调组临机下达
任务：特战小队 1 名队员受伤，任务
改变为护送伤员退出战场。后方保
障群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派出卫勤人
员对伤员进行简单包扎，特战小队迅
速撤离。
“‘模块化’保障突出精细化，各单

位分工明确、衔接紧凑，为小队作战提
供最大限度的保障。”该旅保障部部长
张宝介绍，今年驻训以来，他们多次前
往院校取经求教，结合以往精准保障
的经验，探索出“模块化”保障新模式，
其一就是区分不同任务，将食品、弹药
等按标准分别集中存放在储物箱内，
根据小队指定的时间、坐标，及时将物
资送达。

部队打胜仗，保障要跟上。惹子日
拉率领的特战小队经过连续不间断行
军，待完成崖壁攀岩、穿越水障等任务
后已筋疲力尽。刚到达某集结地域，保
障车几乎同时到达，送来葡萄糖、自热
食品等补给。队员们补给停当，又“满
血复活”，精神抖擞地重新出发……

第81集团军某特战旅15小时昼夜连贯演练出现新变化—

特战保障像“蚂蚁搬家”
■本报记者 武元晋 特约记者 赵丹锋 通讯员 狄伯文

潜望镜

记者探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