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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第 73集团军某旅传出一
则爆炸性新闻：面对机关摊派的“按
纲建连形势分析会”示范任务，“尖刀
连”七连提出了不同意见。消息不胫
而走，让不少官兵颇感意外。

说实话，七连能重新“优秀”还多
亏了机关“雪中送炭”。去年部队调
整改革后，该连由特战连改编为步兵
连，大半骨干被抽走。一时间，“特战
尖刀”的招牌还能不能立起来，成了
连长江子期的“心头病”。

就在此时，机关把武装泅渡的教
学示范任务交到了七连手中。逮着
机会，江子期带着官兵起早贪黑训练
了一个月，用高标准的示范重新擦亮
了“尖刀”名片。

然而，让江子期没想到的是，打
那以后，机关各类“关照”接踵而至：
大项任务、示范观摩、研究试点……
虽然累得够呛，可一想到好不容易才
立起来的“尖刀”招牌，江子期只得重
新打起精神。

这不，前阵子七连刚承接了夜战
夜训试点任务，机关一名科长又接着
给江子期打来电话，让连队负责组织
贯彻落实新条令示范。江子期不禁
有些困惑：条令示范明明警勤连更专
业，为啥不安排给他们连？想归想，
江子期还是一口答应下来。

可接下来的突发情况，却给了
江子期当头一棒：连队精心准备的

新条令示范，由于排长小江的紧张
忘词而潦草收场；建制连武装 3公里
考核，几名素质过硬的士官居然掉
了链子；一名战士在执勤站哨期间
打瞌睡，被正在巡逻的纠察抓了个
现行……

对于连队官兵状态的“不在线”，
七连官兵的看法倒是很一致：连队承
接的任务接二连三且都在计划之外，
大家实在不堪重负。

此事引起了旅党委的高度重

视。党委会上，他们主动反思并专门
下发规定：机关所有需要交办给基层
完成的工作必须报旅党委批准后方
可开展；对已担负试点示范等任务的
营连单位，机关不得再额外压担子。

如今，没了机关的“特殊关照”，
七连在旅里露脸的机会少了，一些官
兵感叹：“挺可惜。”不过，江子期可不
这么认为，“真正的风光在战场！只
有心无旁骛地把手中本领练过硬，才
能成为真正的制胜尖刀！”

“特殊关照”：七连不能承受之“重”
■徐 鹏 本报特约记者 赖文湧

近读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所作的《种

树郭橐驼传》，颇有感触。文中所述，郭

橐驼所种之树，没有不活的，而且高大

茂盛，果实结得又早又多。问其原因，

他答道：我只不过顺应树木自然生长的

规律，充分发展它的本性罢了。

种树之道：树根要舒展，培土要

均匀，捣土要细密扎实。抓建基层也

是一样，那就是要尊重规律，少“贴

花”多“培土”。如果“旦视而暮抚，已

去而复顾”，今天一个试点，明天一个

示范，三天两头给基层压担子，工作

看似“花团锦簇”，基层建设却没有多

大起色，有的甚至问题不断，真是“爱

之越切，害之越重”。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

之远者，必浚其泉源。部队建设是一

项长期的工作，必须下真功夫、实功

夫、硬功夫。基层要像“过日子”那样

抓实经常性基础性工作，机关也绝不

能搞“揠苗助长”式的帮带照顾。只

有沉下心来踏踏实实精耕细作，单位

建设才能像燕子垒窝、芝麻开花，蒸

蒸日上。

少“贴花”多“培土”
■第73集团军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韩 鹭

记者探营

采访手记

本报讯 周盼、 罗 仕 福 报 道 ：
“流动图书车来了，又可以大饱眼福
啦！”10月 29 日下午，南部战区陆军
某旅作战支援营四级军士长陈华五早
早来到营部操场，翘首等待流动图书
车到来。

该旅政治工作部主任袁杰介绍，
随着智能手机走进官兵生活，部分
官兵将休息时间耗费在了网络冲浪
里。为帮助官兵提高文化素养，从
手机中“解放”出来，他们充分融
合军地资源，联合驻地图书馆推出
了直达军营的流动图书车。流动图
书车每次装载图书 1500 余册，可根

据官兵需求不断更新图书种类，在
周末或节假日到各营区开展巡回借
阅活动。此外，官兵还可以登录驻
地图书馆网上书目系统，查询所需
书籍下单预约，提高了流动图书车

投放书籍的精准度。
电子对抗连班长何进杰坦言，自

从流动图书车进军营以来，班排里的
上网“低头族”越来越少了，一起交
流学习心得的氛围更浓了。

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融合驻地资源提升官兵素质

流动图书车来了

本报讯 姜雪伟、李珊报道：10月
下旬，陆军某信息保障旅举行荣誉台
站挂牌仪式，在屡次演习中表现优异
的话务连一排排长朱雅婷成为荣誉台
站授牌后的首任台长。

在开展主题教育中，为更好地把
红色基因融入官兵血脉，该旅在征
求基层意见的基础上，决定为每个
连队评选一个荣誉台站，通过把荣
誉台站打造为擦亮连队底色的红色
名片，激励官兵人人争当红色基因
传人。

机动通信一营一连无线电站曾
出色完成汶川抗震救灾、舟曲泥石
流灾害救援等数十次重大任务的通

信保障工作。前不久，该无线电站
参加某联合军演任务，站长李永振
带领战友们连续三天三夜奋战在演
训场一线，多次成功抗击“敌”强
电磁干扰。凯旋后，旅党委第一时
间为他们颁奖祝贺，并当即授予荣

誉台站。
据悉，开展荣誉台站评选活动以

来，全旅官兵投身练兵备战的积极
性主动性明显增强，在最近一次的
专业考核中，全旅官兵优秀率大幅
提升。

陆军某信息保障旅传承红色基因融入训练岗位

荣誉台站挂牌了

新闻观察哨

“秦班长，这次可不够给力呀，你‘断
定’要考的课目都‘打水漂’了。”建制连
考核结束当晚，文书小白的一句玩笑话
让我好不容易平静的情绪再起波澜……

事情要从这次月考说起。月初时，
李连长告诉我们：“这次考核，是上级对
连队正规化管理水平的一次综合检验，
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红一连’的一员，
我们一定要考出好成绩。”

自那以后，我们连就开启了查缺补
漏的“打怪模式”：室内教学，不光要讲得
好，课件也要精美；武装越野，从 5公里
延长到 10公里；器械项目，从单项训练
变为连贯训练；夜间课目，从熟悉场地转
战陌生地域……
“主要还是课目太多，又没有指定要

考哪几项”“可不是，咱们现在属于‘遍地
撒网’”“这也练、那也训，都快赶上特种兵
了”……一次训练间隙，战友们正在苦恼
的时候，我忽然想出一个“法子”，一拍大
腿高兴地喊道：“有啦，考核有先后，而实
施方案只有一个，各单位的考核课目肯定
差不多，咱可以问问考过的兄弟连队呀！”

于是，我这个兵龄最长的“干将”出
马，开始打探起考核范围，并最终总结出
规律：单杠应该考一练习，专业技能考核
的范围不超过这3个……

看着这些“胜利果实”，班里的战友
别提多高兴了。然而，当我自信满满地
把这份“总结”告诉连长时，连长的话却
让我红了脸：“秦班长，咱训练的目的是

什么？为的是提高实战本领！先不说你
这‘总结’准不准，这种考前‘押题’的行
为，就是自我欺骗，如果真上了战场，那
还不一败涂地？”

走出连部的门，我的心里五味杂陈，
一方面觉得连长说得很有道理，一方面
又感觉自己挺委屈。转眼到了考核当
天，看到最后的抽考课目和自己的“预
言”大相径庭，我不禁出了一身冷汗：幸
亏连长没有听我的，否则不仅展示不出
形象，考核也得“砸锅”。

一阵嘹亮的熄灯号打断了我的思
绪，我走进学习室准备加班学习——白
天考核时考官对我的教学法提出了建
议，这不还得抓紧完善。

（何孝林、戎修仁整理）

我探取的“情报”没用上
■第82集团军某旅“红一连”上士 秦庆雷

Mark军营

前几天，连长把我叫到连部，让我

通知班里的下士小梁，做好外出学习新

装备专业知识的准备。

小梁是我的“得意弟子”，一下连就

分到我们通风空调班。作为班长，为了

炼好这块钢，我可没少操心，整天带他

进坑道、钻风洞、修风机。这小子上进

心挺强，脑瓜子也灵活，年初以来竟有

几次专业比武考核成绩超过了我。不用

说，连队正是看上了小梁专业上是个十

足的“潜力股”，才决定派他去学习。照

理说，“得意弟子”去“镀金”应该高

兴，但一想到自己再次与送学培训机会

“擦肩而过”，我这心里不免也有些失意。

以往私下里和其他班长骨干聊天，

他们也多少有同感，送学培训挑选更有

培养价值的“新生代”，忽略我们这样的

“老资格”似乎已成了不少单位的“惯

例”。诚然，单位领导有自己的考虑：当

前训练任务繁重、比武考核不断，班长

骨干大都素质全面、能力过硬，关键时

刻能“顶得上”；连队日常事务管理，老

兵经验丰富，能让他们少操心；把更多

学习机会留给年轻战士，能进一步激发

他们学习专业的热情……

莫因“顺手”不舍“撒手”。一个单

位习惯了“重使用，轻培养”的路子，

虽然短期内能让工作“不冒泡”“多出

彩”，但是骨干能力不足、发展受限问题

就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暴露出来，长此

以往既不利于班长骨干的成长进步，更

不利于单位的建设发展。班长骨干的知

识储备、能力素质同样有“保质期”，别

因为“撒不开手”，就耽误了他们及时

“充电”的机会。抓骨干培养既要重视当

下，又要瞄准未来，多为人才培养做足

功课，制订科学合理的人才队伍建设方

案，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郭 阳整理）

莫因“顺手”不舍“撒手”
■火箭军某旅技术营四级军士长 许理想

时值深秋，寒意袭人。当记者来
到西部战区陆军某合成旅野外驻训
地时，苍莽戈壁突降大雨，训练场上
却仍是热火朝天，官兵们摸爬滚打，
斗志高昂。
“强有力的野战文化工作功不可

没。”旅宣传科科长高安勇卖起了关子：
“尤其在今年这种情况下，格外不易。”

怎么回事？原来在今年驻训前，
这个旅落实“去生活化”要求，严格按
照实战化标准制订物资携带规范，像
乒乓球桌、羽毛球网、乐器等都不能
带，原本装了大半个车厢的政治工作
物资器材只剩下几个野战文化器材
箱。高安勇不禁犯了愁：“家伙什”都
没带，文化工作咋开展？
“驻训不是郊游，坛坛罐罐一大

堆，怎么打仗？”旅政委苏程的态度却
十分坚定，只有真正瞄向战时要求，才
能为文化工作添上野味战味。

抬眼环顾，依山散布的驻训场不
亮旗帜、不贴标语，以往轰轰烈烈、风
格显著的野战文化元素仿佛销声匿
迹，土黄色的伪装网与地形地貌融为
一体。
“原来那些文化景观好看归好看，

但容易暴露目标，而且不便转移。”高安
勇告诉记者，“从实战出发，是如今野外

驻训条件下开展野战文化工作遵循的
第一原则。”

记者在现场看到，以往特征显著、
功能齐全的文化大帐篷不见了，各类
便携式的文化装备化整为零分散到班
排帐篷中；书籍不再统一陈列，而是在
各帐篷的书报袋中流转，官兵读书更
加便捷；电影不再集中播放，营连野战
影音器材箱就地一架，看新闻、看电
影、看教育片都不在话下……

大场面的文艺演出少了，但营连
的“文化特色队”却活跃起来。由侦察
营官兵组成的武术队，将擒拿格斗、刺
杀操等课目进行加工改编，空闲时间

在各营巡回演出，深受官兵喜爱。
文化育人有声有色，传统教育春

风化雨。在训练间隙，各连队组织
开展“每天讲一个战斗故事，每周讲
一个英模人物”活动，官兵在收集、
讲述和聆听的过程中，重温光辉连
史，赓续红色血脉，不断加深认同感
和责任感。
“文化工作抓有形的少了，抓无形

的多了，作风更加务实，成效更加明
显。”一路走来，虽然响亮的口号、鲜明
的标语少了，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
战斗精神早已融入官兵内心，转化为
练兵备战、精武强能的实际行动。

驻训“去生活化”，物资携带精简，西部战区陆军某合成旅瞄准实战，
推动政治工作于无形中显威力—

“家伙什”都没带，野战文化工作咋开展？
■本报特约记者 孙利波 通讯员 李 森 陈善锋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采访中，该

旅一名宣传干事坦言，这是他在驻训之

初最深的感受。仿佛离开那些坛坛罐

罐，开展野战文化工作就会束手无策。

的确，野战文化工作要服务实战，

就应该在形式上寻求创新突破。但细

细思量，有多少形式样式只能用于平

时，而无法适应战时。

军队文化工作最重要的“米”，不

是用来“搭架子”的那些坛坛罐罐，而

是官兵信仰的培塑和精神的养成。回

顾我军历史，在上甘岭的坑道里，在老

山的猫耳洞中，简洁有力的文化工作

都在战地前线发挥了巨大作用。做好

实战化训练中的文化工作，我们更应

该抛开“架子”，直入“里子”，让“简约

而不简单”的野战文化真正融入战场、

彰显威力。

别让“架子”遮了“里子”
■孙利波

士兵之声

潜望镜

杨俊滨绘

因工作原因，武警安徽总队某支队副中队长仇金剑（左一）与蚌埠支队参谋朱竞泽夫妻长

期分居两地。前不久，在执行筹备安徽省第十四届运动会任务中，二人在会场重逢。任务间

隙，夫妻俩通过手机视频一道向远方的父母问好。 叶 峰、孙 进摄影报道喜相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