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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长方阵

黢黑的皮肤、浓密的眉毛、标准的
“国”字脸、宽阔的肩膀……当谜底终
于揭晓，第 77集团军“金刚钻”旅官兵
怎么也没想到，大家眼中公认的“糙汉
子”何小军，正是网上化名为“迷彩天
使”的好心人。至此，一场“寻人”行动
终于落下了帷幕……

前不久，一条名为《爱心接力！请别
让这朵“花蕾”提前凋零》的求助信传遍
该旅官兵微信朋友圈。点开链接，一位
名叫“迷彩天使”的网友这样写道：“亲爱
的战友，这位可爱的小男孩名叫小欣雨，
就读于我旅援建的‘金刚钻红军小学’，
本应拥有一个美好童年的他却被病魔缠
身，需要立即进行手术。奈何我个人经
济能力有限，因此请您伸出援手和我一
起帮帮他。”文末附带的照片中一个瘦小
憔悴的小男孩见了让人心疼。

10元、50元、100元……就这样，在
“迷彩天使”的号召下，爱心的暖流从
一座座营房汇聚，仅仅用时 3天，该旅
官兵便为小欣雨筹得善款15万元。

小欣雨的命运一直牵动着该旅官

兵的心。几天后，当他手术成功的消
息传回营区，笼罩在大家心头的阴云
终于散去，与此同时，不少战友在局域
网上发帖追问，这名守护着小欣雨的
“迷彩天使”究竟是谁？

“他的微信号是新注册的，朋友圈
里没有任何信息”“这么了解小欣雨，
一定是曾经帮助过他的人”“我上次好
像 偶 然 听 谁 讲 起 过 小 欣 雨 的 情
况”……就这样，当一条条线索拼凑起
来，一个形象逐渐清晰，直指该旅纪检
监察科科长何小军。
“没错，我就是‘迷彩天使’。”在战

友们的反复追问下，何小军终于道出
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地处大山深处的“金刚钻红
军小学”，在校学生多为留守儿童，家
庭条件艰苦。在一次走访中，旅党委
得知情况后，立即研究决定开展对口
援建，而援建项目的具体负责人正是
何小军。
“我第一次见到小欣雨，就下定了

决心要帮助他。”何小军说，在后来的一
次巡诊中，当军医掀开小欣雨的衣物
时，不禁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只
见一块巨大的兽皮纹如同怪物般盘踞
在小欣雨身上，仿佛随时要吞噬掉这个

幼小瘦弱的身躯。经过诊断，小欣雨被
确诊患有恶性神经纤维瘤，若不及时手
术，随时可能发展为皮肤癌。
“然而高额的手术费用对于这个

贫困的家庭而言，是一笔天文数字。”
何小军回忆说，后来他曾多次去小欣
雨家中探望，得知除了卧病在床的曾
祖母外，小欣雨的外公外婆也因患有
老年痴呆无法自理，他的父亲很早前
就去世了，所以他的母亲只好放弃工
作照顾家人，除了低保补助外，小欣雨
一家再无经济来源。
“虽然我帮助小欣雨垫付了近万

元的医疗费，可依旧是杯水车薪。无
奈之下，我只好利用社交网络向战友
求援。”何小军笑着向记者坦言，“至于
使用化名的原因，咱解放军做好事不
是一贯不留名嘛……”
“迷彩天使”身份揭开，善举效应

依然持续。前不久，小欣雨再次收到
一笔 5000元捐款，而装钱的信封里除
了一张落款为“迷彩天使们”的小卡片
外，再无其他信息。

这次的“迷彩天使”究竟是谁，我
们没有再去求证。然而这座军营里的
每名官兵，又何尝不是身着迷彩的“爱
心天使”呢？

“迷彩天使”你是谁？
■雷兆强 本报特约记者 李佳豪

上图：8月31日，哈尔滨飞行学

院某旅利用三个飞行架次，以战鹰列

阵方式向保障一线的退伍老兵致敬。

老兵们整齐列队，向着一架架升起的

战机庄严敬礼，与保障多年的“老伙

计”作别。 李东庚摄

右图：近日，正在执行野外驻训任

务的火箭军某旅满服役期战士卸下军

衔，告别军营。

刘潇意摄

进行思想问卷调查，和飞行员谈
心交心，分析官兵当前思想情况……9
月初，一场紧张的飞行训练结束，官兵
们返回营区休息，海军航空大学某基
地某团政治工作处主任焦继勇却比训
练时还忙。
“做好训练中政治工作，更多的功

夫要下在训练之外。”忙碌之余，焦继
勇感慨地说。

以往，该基地对“政治工作聚焦练
兵备战”的认识存在偏差，把主要精力
用在了训练场，结果推行一段时间后，
却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开展的
活动多了，看似政治工作风风火火，却
影响了训练；开展活动少，政治工作缺
乏有力抓手，效果又不明显。

这个基地还发现，有些政治工作尽
管与训练紧密相关，但是如果放在训练
场上做，由于条件限制，并不能达到预期
效果。比如谈心交心，谈心对象看着其
他战友在进行飞行训练，自己难免会心
不在焉；像调解夫妻矛盾，最好夫妻双方
都在场，但总不能把军嫂叫到训练场。

该基地分析认为，要想让政治工作
聚焦练兵备战，就必须注重思想工作的
连续性，应该在训练之余，利用合适的
环境和条件，发现并解决掉大部分思想
问题，让官兵少带甚至不带思想问题上
训练场。真正需要在训练场上开展的，
只是一些必要的临机思想干预活动。
“我感觉有点儿不对劲。”一天晚

上飞行结束，记者再次找到焦继勇采
访，他刚看完“鹰击海天”微信群里的
留言，皱着眉头说。

原来，飞行大队长王鹏平时在群
里很活跃，经常分享文章、参与交流，
可这天他在群里一直沉默，甚至有人
“@”他，王鹏也没有回应。“今天工作
顺利吗？”“家里有什么事情吗？”……
随即，焦继勇从“键对键”到“面对面”，
终于摸清了王鹏当前的思想问题所
在：孩子突然发高烧了。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焦继勇立即
将此事向团首长进行了汇报，大家很
快形成一致意见：如果王鹏晚上不回
家，在营区也会因为担心孩子而休息

不好，还可能影响第二天训练，倒不如
让他请事假回去，等孩子病好后再返
回参加训练。就这样，王鹏当天晚上
就被批准回家照顾孩子。

望着王鹏回家的背影，焦继勇深有
感触地说，真正在训练场上怕苦怕累的
官兵非常少，训练场上的思想问题，大部
分是由训练场之外的现实问题引起的。

解铃还须系铃人。该基地在做好
训练中政治工作的同时，还注重拓展
延伸：从创建一个全覆盖的微信圈、设
立一个全天候的排忧热线、建立一支
全渗透的思想骨干工作队、搭好一个
全方位的政治工作平台四个方面入
手，全面掌握官兵实时思想情况，及时
为官兵排忧解难，力争把官兵的思想
问题解决在进训练场之前。

焦继勇欣喜地说，现在政治工作干部
不仅成了官兵们的贴心人，也再没有和军
事干部因为在训练场上争抢时间、人员、
资源发生不愉快。说话间，时针指向23:12，
王鹏发来一条短信：主任好，孩子烧已退，
我可以参加明天上午的训练……

做好训练中政治工作，更多的功夫要下在训练之外。请看海军航空
大学某基地“政治工作如何聚焦练兵备战”系列报道之二—

起飞前，将思想问题清零
■本报记者 周 远 通讯员 薛鹏飞

日前，火箭军某旅交班会上，发射
连王连长引以为豪的“巧嘴”动员，竟成
了改进“训风”的反面教材，被大家认定
为隐形浪费训练时间。
“只要巧嘴一张口，官兵就会跟

着走。”王连长爱说也能说，引经据
典信手拈来，滔滔不绝的发言总能
引起大家的兴趣，人称“巧嘴”连
长。平日里，不管工作多苦多累，
任务多急多重，只要他妙语连珠地
鼓 动 几 句 ， 官 兵 就 像 打 了 “ 兴 奋
剂”一样。

今年 6 月野外驻训以来，正值当
地高温湿热，一些皮肤敏感的官兵
患上了皮肤病，尽管卫生队每天伴
随保障，但王连长还是担心大家经
不住热浪的袭扰而降低训练热情，
便在训练部署和总结讲评时多说几

句鼓劲提气的话，好让官兵持续保
持昂扬的精神状态。

一天下午，在陌生地域组织训
练，天气炎热、蚊虫肆虐，王连长便
滔滔不绝讲起来：“打仗是军人的天
职，只有在越苦越难的环境中锤炼
自己，才能练就所向披靡的本领，想
当年……”他越说越投入，竟没有察
觉到训练督导人员已经到来，正用秒
表计算着时间。

1分钟、2分钟、3分钟……7分钟过
去了，王连长好像还没有收住的意思，
督导人员当即叫停了他的做法：“你是
在浪费训练时间。”“我在鼓舞士气，大
家士气高，训练效果会更好。”王连长据
理力争，“官司”一直打到该旅机关。了
解事情的原委后，旅领导并未当即表
态，而是在旅交班会上让大家一起来讨

论。
“我们每个训练课时按 50 分钟来

算，若是按照王连长的动员讲话时间，
每次训练时间就会‘缩水’7 分钟，如
此推算每个星期、每个月我们训练时
间会‘缩水’多少？所以训练动员或讲
评等应务求时效言简意赅。”交班会
上，王连长和训练督导人员陈述各自
理由后，旅领导组织大家一起算起账
来。

王连长思考过后当场表态，以后
训练时间要精打细算，刹住“跑冒滴
漏”。该旅还下发规定，要求各营连
每天训练动员和讲评必须简明扼要，
时间不超过 3 分钟，训练场地、器材
等准备也必须在每次操课前完成，确
保每一分每一秒都足额用在练兵备
战上。

训练讲评，“巧嘴”连长缘何遭批
■贾 斌 本报特约记者 奉 雷

本报讯 赵洪伟、杜坤洋报道：
“没有我们副班长李耀辉的鼎力配
合，全班战友不会配合得这么默契，
我们班就不可能得先进！”8 月底，沈
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通信站二营召开
阶段总结大会，四连三班班长王超从
营领导手中接过“先进班”的锦旗后
动情地说。该站主任介绍，站里的持
续培养让数十名副班长真正成为连
队建设骨干。

以往，因探亲休假、临时大项任务
等原因造成连队班长“缺位”的情况较
多，而副班长认为自己“地位很尴尬、权
限很模糊”，于是工作仅仅局限于“抓内
务”。去年年底，三连两名班长休假回
家，班里工作交给了副班长。没几天，
该班就因制度落实不好而受到上级通
报批评。
“《内务条令（试行）》明确规定：副

班长隶属于班长，协助班长工作；在班
长临时离开工作岗位时，根据上级或
者班长的指定代行班长职责。为啥班
长不在位副班长就挑不起大梁？”该站
党委一班人在反思中感到：副班长与
班长一样是“兵头将尾”，其作用不可
忽视。

为此，他们结合学习共同条令给
全体副班长进行了一次职责教育，
引导大家不但要配合好班长工作，
更要“个个作为”。与此同时，他们
把一些素质好、责任心强的战士，配
备到副班长的队伍中来。在此基础
上，他们充分信任和放手副班长工
作：该由副班长完成的工作，班长尽
量不要插手；定期让副班长代理班

长工作，带领全班完成急难险重任
务，为其胜任本职工作、发挥应有作
用提供舞台。

种好“自留地”，管好“责任田”。该
站领导告诉笔者，年初以来，尽管全站
有 20 多名班长休假，但丝毫没有影响
连队日常工作和任务完成，该站出现了
副班长“日常管理显身手，学习训练站
排头”的新气象。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通信站数十名副班长成长为连队建设骨干

班长不在位“班副”挑大梁

正式戴上中尉军衔走上排长岗位
后，在相当长的日子里，我产生了一些动
摇，或者说是环境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我。

当时连队有 4个排长，每个排长都
有自己内心解不开的疙瘩：一排长机要
专业业务能力突出，却总在各级机关的
借调和清退之间反复着；士兵考学的二
排长已经 30岁了，由于那年带的新兵排
在整个新兵团倒数，被数落了整整半年；
三排长军事素质突出，装备操作全营都
没有比他更熟练的干部，却由于和领导
不合拍，硬着头皮干了 5年才刚刚调副
连。

当时觉得排长竟是那么的渺小，排
长的发言经常被忽略，排长的努力经常
被忽略，排长的需求经常被忽略……所
以，我也加入了排长吐槽的阵营。没错，

吐槽是会传染的，对自己命运的无力，对
自己选择放任自流的嫌弃，让我们只能
在吐槽中找回安慰。我在吐槽大军中，
总喜欢拿自己当年在院校取得的成绩来
说事，大家都说“你亏了”，我也每次都在
等大家说“你亏了”，就像祥林嫂一样，爱
上了被人可怜的感觉。

终于，情况变了，因为有一位团领导
对我说，他很欣赏我。那是因为一次演
讲比赛。此前我精心准备了半个月，指
导员是我的老学长，他很理解我当时的
心情，便鼓励我讲讲来到部队后的所见
所闻所感，相信会引起大家的共鸣。幸
运的是，我的演讲不光赢得了观众的好
评，更感染到了那位领导。他懂排长的
难处，更懂排长需要什么样的舞台，后来
他给我机会让我在全团面前上大课，还
教我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我一下子振

作了起来。
此后，黑板报评比、参谋业务集

训……排长能参加的各种活动我都积
极参加，就为了领导那句欣赏，更要为自
己正名。我第一次发现，排长能做的事
情有那么多，最起码你完全可以改变一
个排。身为支委，会前酝酿，书记会主动
给我解疑释惑，并仔细聆听我的意见，甚
至在涉及到个人评功评奖时，我的观点
竟会影响投票，那一刻我才真正看重自
己，看重排长这个岗位。随着心态渐渐
成熟起来，现在的我懂得了自己该做的
事情是什么，我再没吐过一次槽……

而今翻看同学群，考研、选调机关、
参加比武竞赛和维和的同学比比皆是，
天天吐槽的人越来越少，下部队两年多，
我们都开始在各自的天地里发挥自己的
作用。我知道，未来一定是我们的。

我不愿做一个只会吐槽的排长
■江雨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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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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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红花也得绿叶衬。”班级

是基层的末端，建设好坏离不开班长

的“主抓”，同时副班长的“配角”作用

也不可低估。

实际工作中，“班副”的工作班长

揽起来看似是一种关爱，实则好比“拐

棍”，拄久了离开它就不会走路了。“大

包大揽”过度，无异于一种伤害。副班

长相对于班长来说不只是帮衬作用，

还有其自己的职责和工作，这些工作

对一个班级“全盘工作”起着重要作

用。

因此，该“班副”干的工作班长

不要替代、不能包办，应该多放手、

多支持、多给权、多商量、多鼓劲。

如此，班长不唱“独角戏”，“班副”

不再挂闲职，班级建设定会红红火

火。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胡 昕

送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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