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在前面：本版 9月 18日“新闻AB面”栏目刊发了第 81集团军某旅探索试
行变“三个半小时”为“一个半小时”的做法，引起广泛关注。两个多月过去
了，试行情况如何？请看本报特约记者的追踪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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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望镜

Mark军营

三言两语

聚焦网络时代官兵关系②

随着微信等社交媒体高度普

及，形式多样的“微商”“微店”层出

不穷。据调查显示，支队60%以上官

兵亲友涉足“微商”经营活动。看到

自己的上级领导、身边战友在微信

朋友圈转发相关“微店”广告，不少

官兵碍于情面，给予照顾。同时，也

不乏个别官兵或者家属出于“有

意”而大量购买，成为一种变相微

腐败，影响了官兵关系纯洁。对此，

我们要高度警惕，谨防“朋友圈”变

了味儿。

谨防“朋友圈”变味儿
■武警云南总队文山支队政治委员 范中意

值班员讲评

值班员：第80集团军某旅政治教导员

逄 伟

讲评时间：10月18日

今天旅里组织军容风纪检查，各连
都比较重视，官兵头发、指甲等整治标
准较高，值得肯定。然而，这次检查却
暴露了我们营个别干部级别资历章佩戴
不规范的问题。其中，2人军龄略章不
符合实际，2人排列组合不规范。

对于检查指出的这个问题，我个人

觉得很及时也很有必要。《内务条令》
附录中对级别资历章组合规则有明确规
定，但我们不少干部平时对这方面不太
注重，经常出现佩戴不规范问题。

同志们，落实条令、培塑形象体

现在一言一行、一事一物、一举一动
上，决不能“大是”而“小非”。我们
要常给自己提个醒，严格按条令要
求，规范佩戴级别资历章。

（姜宠泽、耿新新整理）

严格按条令规范佩戴级别资历章

8月底，第 81集团军某旅中士蒋凌
涛的一次违规，引发旅队将延续多年的
“三个半小时”整合为“一个半小时”
的探索尝试。如今，这一探索尝试情况
如何？10 月上旬，记者再次走进该旅
进行调查。

以往早晨听广播，现在是多数营
连利用此黄金时段进行体能训练。晚
饭过后，记者来到该旅指挥通信连，
发现以往的读报时段，有的官兵在阅
览室看书，有的官兵在俱乐部参加兴
趣小组。

前不久刚在旅读书体会展评活动
中取得优异成绩的上士白龙，此时正
在利用手机“打卡”阅读。自从旅里
探索试行“一个半小时”，白龙在“三
山学习时代”微信学习辅助平台上收
藏了《苦难辉煌》一书，每天按计划
“打卡”阅读，读完还不忘将阅读体会
分享到连队官兵微信群里。

指挥通信连指导员王宗凯至今记
得，过去官兵集中读报时经常出现这样
的场景：战士宿舍里，班长手拿报纸领
读，有的战士则坐在板凳上心不在焉。
如今，把时间交由官兵自主支配，学习
效率明显提升。

晚上看新闻时间，大多数连队集
中组织官兵收看央视的《新闻联播》。
记者发现，观看完 《新闻联播》 后，
有的连队还会进行 10分钟左右的新闻
点评，由官兵谈体会话感受；有的则
由指导员对当天的《解放军报》进行
简单串讲，以补充头一天新闻联播中
未提及的重要内容。

刚进行完实弹射击考核的远程火箭
炮一连，则采取了短平快的手机读报形
式落实“一个半小时”。官兵三三两两
围坐在一起，通过“三山学习时代”微
信学习辅助平台认真收看《军报天天
读》栏目，并围绕热点新闻讨论交流，

分享彼此观点。
“三个半小时”落实时间及形式

调整后，在给官兵学习生活带来了
新气象的同时也提出了不小挑战。
采访中，不少基层带兵人向记者表达
了一些担忧：个别官兵自控力不强，
有的对自主支配时间利用不好，有的
在使用手机辅助平台学习时偷偷玩游
戏等等。

对此，该旅领导有着清醒认识：
探索创新的道路不可能平坦无垠，但
绝不能因噎废食。一方面，他们通过
教育引导，强化官兵学习自觉性；另
一方面，他们正联合地方科技公司开
发手机管理软件，以期实现有序用
网。

站在这个旅的训练场上，生龙活
虎的练兵景观令人感慨。记者有理由
相信，勇于创新探索，他们未来的强
军之路必将越走越宽阔。

追踪“一个半小时”
■张二平 姚舜午 本报特约记者 赵丹锋

本报讯 徐克强、王宏阳报道：
“真没想到，组织会不远千里来看望
我们……”国庆长假期间，第 80集团
军某旅第六批赴马里维和工兵大队大
队长张标的爱人肖永凤，从该旅慰问
小组手中接过慰问品，既感意外，又
十分激动。
“维和官兵在前方出生入死，我们

在后方一定要做好保障工作。”第六批
赴马里维和官兵出征后，旅党委提出
“维和任务你尽心，家里事情你放心”
口号，对维和官兵家庭遇到的各种实

际困难，第一时间了解情况，第一时
间帮助解决。

国庆长假期间，旅党委拿出数万
元，对家庭主要成员遭受意外伤害或
患病导致家庭经济困难的维和官兵家
庭进行救济；采购慰问品，累计行程
2300 多公里，走访慰问维和官兵家
属、亲属。

一系列暖心举措，让正在马里前
线执行维和任务的官兵们备受鼓舞。
“请祖国放心，请旅队放心，请家人
放心，我们在马里一定出色完成维和

任务！”国庆长假最后一天，全体维
和官兵专门录制一份视频传回国内，
表达他们对组织关爱的感谢和献身使
命的决心。

没有后顾之忧，官兵干劲更足。截
至目前，该旅第六批赴马里维和工兵大
队已圆满完成板房搭建、观察工事建
设、掩体建设、铁丝
网架设等 4 类 30 余
项工程施工任务，出
色的表现得到联马
团高度评价。

第80集团军某旅倾力解决维和官兵家庭困难

跨越数千里送来组织温暖

本报讯 王琦报道：停车，打开
手机 APP，扫描二维码，连接充电
桩，进行移动支付……10 月上旬，8
个新能源汽车充电桩落户上海某预
备役高炮团营区，至此，困扰该团
官兵家属的新能源汽车充电问题得
到有效解决。

近 年 来 ， 该
团不少官兵家属
陆续购买了新能
源汽车，但车辆
充电问题一直困

扰着大家。为此，一些干部家属在营
区内私自安装充电桩，违规使用单位
公共电力资源。
“违规现象要及时制止，同时也要

妥善解决官兵家属的实际困难。”了解
情况后，团党委第一时间将拆除私自
安装的充电桩列入整改，同时也将解
决充电难问题列入办实事清单。经反
复考察筛选，他们与驻地一家公司签
约，由该公司在营区安装 8个充电桩，
并负责日常维护。该充电桩直接与城
市公用电路连接，谁充电谁付费，电

费由电力企业收取。
与此同时，该团还搭上驻地智慧

城市建设快车，在确保保密安全的前
提下，为每台新能源汽车车主安装专
门的手机 APP，让充电、支付更加方
便快捷。

该团党委还举一反三，集中精力解
决了电动自行车充电、营区内洗车等
10 余个具体问题，既叫停了不合规的
做法，又妥善解决了官兵的实际困难，
把一个个“硬标准”办成了一件件“暖
心事”。

上海某预备役高炮团妥善解决官兵家属违规用电问题

坚持“硬标准”办成“暖心事”

妻子的“微店”生意蒸蒸日上，
可武警云南总队文山支队某中队中
队长张成鹏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8月初，张
成鹏的爱人韩丽办好随军手续，来
到部队驻地和丈夫过起二人世界。
看着微信朋友圈各种微商、代购层
出不穷，暂时没有找到合适工作的
韩丽也开起了“微店”，专营各类洗
发水、护肤霜等生活日用品。

令人苦恼的是，“微店”开张近
一个月，竟很少有人“光顾”。愁眉不
展的韩丽开始不停鼓动身边亲朋好
友帮忙转发“微店”广告，推销产品。

拗不过妻子的再三要求，张成
鹏只好也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做起
广告：“这是我妻子开的‘微店’，各
位有需要的请多多关照！”不仅如
此，从那以后韩丽的“微店”推出新
产品，张成鹏都会在微信朋友圈转
发，恳请大家支持。

在亲朋好友的助力下，没过多
久韩丽的“微店”生意便大有起色，
产品销量噌噌往上涨。然而，张成鹏
却发现了一些蹊跷。

那天晚上，结束了一天训练的张
成鹏来到中队浴室洗澡，无意中看见
战士丰晨脸盆里的洗发水、沐浴露有
些面熟，心里不禁犯起嘀咕：“这跟妻
子卖的产品一模一样，难道是……”

洗完澡回到宿舍，张成鹏当即
找来丰晨询问情况。“是在嫂子那儿
购买的。当时看到您发的朋友圈，价
格也挺实惠，就想着支持一下嫂子
的生意。”丰晨的回答，印证了张成
鹏的猜测。

为了掌握更详实的情况，第二天
张成鹏以检查内务为由，带着中队全
体副班长把宿舍楼转了个遍。结果令

他大吃一惊——几乎所有洗漱盒里
摆放的洗发水、沐浴露都是妻子“微
店”经营的那个品牌。不仅如此，不少
战士内务柜里竟还“囤积”了许多未
拆封的化妆品套装。“这些都是在你
们嫂子‘微店’里买的？”张成鹏眉头
紧锁地问各班副班长，大家支支吾吾
半天说不出话，只得点了点头。

张成鹏进一步了解得知，不少
到妻子“微店”购买化妆品的战士并
非刚需。有的是出于骨干“命令”不
得已而为之；有的是看到身边战友
购买出于压力而为之。更有甚者，个
别战士动员起亲朋好友一起购买。

看着那些没拆封的化妆品，张
成鹏心情复杂。回到家，他询问妻子
相关情况。韩丽说，最近是有不少人
主动加她微信购买化妆品，邮寄地
址也是部队附近，但确实不知道是
中队官兵在购买。
“没想到自己的一条‘朋友圈’

竟然引来中队官兵购物热，让战士
变成了自己的客户，‘战友关系’掺
进了‘买卖关系’。”明白了事情的
原委，张成鹏懊悔不已。他赶紧拿
出手机，删除了“朋友圈”里所有的
“微店”信息。

当天下午，张成鹏组织全中队召
开了军人大会。会上，张成鹏首先就
自己在微信朋友圈转发妻子“微店”
广告作了检讨反思；其次，他决定按
原价收回中队官兵在妻子店里购买
的所有化妆品，同时规定不允许中队
任何人员再到妻子的“微店”购买任
何产品。在张成鹏的提议下，中队官
兵还围绕“提倡合理消费，抵制‘人情
消费’”为主题展开讨论，达成共识。

有了这次经历，张成鹏把自己微
信朋友圈里的好友进行了合理分组，
转发“朋友圈”也变得更加慎重。而中
队的战士们则纷纷放下心中的“包
袱”，全身心投入到火热的训练中。

一条“朋友圈”引来购物热
■陈海龙 易美宽 马艺训

新闻观察哨

臂力我最强

“李晋，23分 40 秒！”10月中旬，
连队照常在营门前的黑板上公布了这
个月的体能考核结果。看着 5公里武
装越野成绩，我长长地舒了口气——
这“账”终于还上了。

上个月初，连队组织 5公里武装
越野考核，我拼尽全力，但最终成绩
还是不理想——25 分 16 秒。虽说合
格，但离连队给我们士官定的标准还
差 16秒。连长把脸拉得老长，气势汹
汹地问我：“咋回事？就你没达标！”
“不会吧？！”我心里顿时“咯

噔”一下。按惯例，每次考核结束后
连队都会在营门前的黑板上公布成
绩。“身为班长，我这成绩要是写在
黑板上，那得多丢人啊！以后还咋带
兵啊？”于是，我硬着头皮找到连
长，“连长，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水
平，今天只是因为身体不舒服，没发
挥好，能否通融一下……”没等我把

话说完，只见连长剑眉一挑，嘴里蹦
出俩字：“胡扯！”

想到公布成绩时的尴尬，我呆呆
地站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过了一
会儿，连长又折了回来对我说：“给你
减 16 秒也可以！”我不敢相信自己的
耳朵，高兴得差点跳了起来。“不过有
个条件。”没等我开口，连长诡异地冲
我笑了笑，“给你个‘限时贷’，下次
考核你还我 60秒。”“这不是变本加厉
吗？”这意味着一个月内我要将 5公里
武装越野的成绩提升到 24 分 16 秒以
内。但为了不在全连官兵面前丢脸，
我一咬牙就点头答应了。

当天下午，连队公布了成绩，而
我的成绩也由 25 分 16 秒改为 25 分。
然而，我心里并没有想象中的喜悦，
反而有种当了“小偷”的感觉，脸上
火辣辣的。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连
长的 60 秒“限时贷”还上。自那以

后，我开始不断给自己加压，不但利
用休息时间给自己“开小灶”，还虚心
向战友请教。

上周，连队又组织 5公里武装越
野考核。终于到了“还账”的时候，
我既兴奋又紧张。临考前，连长走过
来拍了拍我的肩膀：“别忘了还我 60
秒！”哨声响起，我一路争分夺秒。当
我奋力冲过终点那一刻，连长一边大
声喊出“23 分 40 秒”，一边向我高高
竖起大拇指。

连长的“限时贷”终于还清了，
看着成绩单，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梁 晨、郑梦柯整理）

我如期还了连长的“限时贷”
■新疆军区某团下士 李 晋

10月上旬，第77集团军某新兵团通过多种训练辅助手段提高新战士训练

积极性。训练间隙，新兵高财原、郭帅帅两人进行力量绳PK。

王利群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