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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我正式履行排长职责，
决心要在新岗位上尽快打开局面，立
起威信。

这天早操过后，连队组织军容风
纪检查。第一次担任连值班员的我正
琢磨着等会怎么讲评，一声响亮的
“报告”打断了我的思路。

“报告，三排一人军容不合格，
毛衣下摆未扎进裤子！”顺着四班长
牛志远的目光看去，违反军容要求的
是自己排里的上等兵小王。刚到排里
时，小王就不怎么爱搭理我，没想到
我第一次值班就给我出情况。
“为什么不扎下摆？”我气不打一

处来，厉声质问道。
“刚才班长报告错了，毛衣下摆

可以不用扎进去！”小王理直气壮地
回答。

什么？！错了不承认，还敢当众
顶撞，你让我这排长面子往哪搁？我

盯着小王的眼睛，怎么看都有一种戏
谑的味道。联想到小王平常对我的态
度，我断定这小子是故意找茬儿，决
定杀杀这歪风。
“平常大家都是扎进去的，难道

全连几十号人都错了？就你一个人
是对的？”我当着全连官兵的面把小
王狠狠地批评了一顿。看着他慢慢
低下头，我心想这次“临场发挥”
的效果还不错，应该立起了排长的
“权威”。

本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没
想到早饭前指导员却带着小王找到
我。没等我开口，指导员递过来一本
《内务条令》。我带着疑惑接过来一
看，顿时傻了眼——“军服内着毛
衣、绒衣、绒背心、棉衣时，下摆不
得外露；着衬衣（内衣）时，下摆扎
于裤内。”
“不得外露，也就是说可以不用

扎进裤内！”看到这，我杵在原地好
一会儿，脸“腾”地一下红了起来。
想起早上不留情面的批评，我一时竟
不知道如何开口。

最后还是指导员帮我解了围，
“你刚到连队，工作上难免会有失
误，我相信小王也会理解。”看着指
导员鼓励的眼神，我当场给小王道了
歉。早饭后，指导员找到我说：“看
得出来，你也是想尽快立起威信，但
切记立威信不能靠批评人。”
“立威信不能靠批评人。”我琢磨

着指导员的话，若有所悟。当天晚点
名，我又当着全连官兵的面再次诚恳
地向小王道歉，并检讨了自己的错
误。点完名，小王主动找到我说：
“排长，我也做得不对，不应该当面
顶撞您，请您原谅。”我拍了拍小王
的肩说：“没事，是我有错在先。”

（齐永辉、王浩权整理）

立威信不能靠批评人
■东部战区陆军某旅排长 吴环举

本报讯 何东、李洪斌报道：“没有
什么比在大冬天吃个火锅更爽了！”去
年底，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某哨所官
兵围坐一桌，边涮火锅边称赞眼前这个
看似不起眼却十分受欢迎的便携式电气
小火锅。

前不久，该旅旅长赵凤昌在边防一
线调研时看到执勤哨点冬储菜量充足、
种类多样，便跟战士们开玩笑说：“今年
冬天不再怕没菜吃吧？”战士们也跟旅长
开起玩笑，“菜足够啦，不过要是能涮个
火锅就完美啦”。

官兵们的一句玩笑话，赵凤昌却牢
记在心。回到机关，他便将官兵的小心

愿搬上旅党委会。很快，该旅便为一线
哨点配发了便携式电气小火锅。为确保
安全，机关还专门就小火锅气瓶的使用、
存放等注意事项组织哨点官兵学习。带
哨班长孙正丰介绍，有了这个小火锅，官
兵们就能够吃上热乎乎的炖菜了。

据悉，除配发小火锅外，旅党委还相
继为一线哨点购买了电烤箱、豆浆机、电

饼铛等电器。在冬季来临前，他们还将哨
点燃煤锅炉更换为智能电控锅炉，不仅环
保安全，还能让室内全天保持恒温。
“一个小火锅，不仅暖了我们执勤官

兵的胃，更暖了我们的心。”哨长高光远
表示，旅党委把暖心事办到了官兵心坎
上，大家也一定会站好岗、执好勤，确保
边境安全稳定。

北部战区陆军某旅党委用情办好暖心事

哨点官兵吃上小火锅

去年 9月，小周再次踏入军营，成
为一名二次入伍新战士。因各方面表
现突出，入营不久他便被任命为新兵
班副班长，成为干部骨干的得力助
手。连队的器重让小周干劲十足，积
极为其他新战友传授经验。

然而前不久，小周却栽在了自己
的“眼色”上。

那天早操结束，班长杜星瀚组织
个别体能素质较弱的新兵加练，小周
则带着其他战友先回到排房整理内
务。眼看快到开饭时间，班长的被子
却还摊在床上。
“真是一点眼色都没有！”说罢，小

周便开始帮着班长整理内务。不一会
儿，一个标准的“豆腐块”就呈现在大
家眼前。帮班长整理完内务，小周还
不忘“教育”其他新兵：“想在部队干得
好，就得有眼色。”这让其他新兵顿时
觉得惭愧。在他看来，新兵要学会“察
言观色”。

结束训练回到排房的杜星瀚，发
现自己的内务已被整理得井井有条，
本想询问一番，却被开饭哨声打断。

当天下午，战术训练时突降大雨，
回到连队大家已是满身泥巴。因洗漱
间空间受限，连队安排新兵先行换洗
衣物。杜星瀚将换下来的脏衣服放在
洗漱间的脸盆里，便回了排房休息。
然而，等他洗完澡准备洗衣服时却发
现衣服“不翼而飞”。难道有人洗错
了？杜星瀚赶忙跑到晒衣场找，自己
的衣服果然已洗净晾好。
“是谁帮我洗的衣服？”杜星瀚回

到排房找来全班新兵询问。“班长，您
每天带我们训练这么辛苦，这点小事
就交给我们吧。”小周满脸得意地向杜
星瀚解释道。
“连队明令禁止新兵替干部骨干

干私活，你怎么还明知故犯？早上的

被子也是你叠的？”面对班长的连番质
问，小周感到万分委屈。他没想到自
己这么有眼色非但没有得到表扬，反
而受到批评。
“你体谅班长辛苦没有错，但好心

用错了地方。”见小周不解，杜星瀚把
他叫到一边，耐心地解释说，不管是新
兵还是骨干，大家的军人身份是一样
的，没有谁比谁特殊。你这样做，会引
导其他新兵走歪路。

不久后的一次新兵工作座谈会
上，杜星瀚将这一现象抛了出来。没
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其他单位干部
骨干纷纷谈到二次入伍新战士存在的
类似现象：有的“教育”其他新战友，排
房里的大椅子是班长的“专属”；有的
“提醒”其他新战友，去超市买零食要
记得给骨干带一份；有的“告诫”其他
新战友，吃饭时要等班长先动筷，班长

吃完必须立刻放下筷子。
“二次入伍新战士对新训工作起

到很好辅助作用，但同时他们身上也
沾染不少旧体制下的陋习。”意识到这
一问题的危害后，旅领导专门组织全
体新兵开展了一次集中教育，请老兵
连队的训练典型走上讲台，用他们的
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在部队要靠素质立
身、靠实绩进步。同时构建立体监督
网络，综合运用兵情意见箱、监督热线
等方式，鼓励新兵自纠自查，自报类似
现象。

打那以后，小周也渐渐明白，讲礼
貌、重细节没错，但把心思和精力花在
揣摩帮干部骨干干私活上要不得，踏
实干好本职才是最吃香的通行证。如
今，小周依旧很有“眼色”，只不过现在
的“眼色”全部用在了帮助战友提高训
练成绩上。

都是“眼色”惹的祸
■甘兆楠 赵 欣 史亚翔

75.96%？
初冬时节，鲁南山区，霜叶飘红，杀

声震天。踏着弯弯的小道，记者来到某
基地新兵六团采访。团长孟庆超拿出
的一份问卷调查统计表上显示，在面对
“为何来当兵”这一提问时，75.96%的新
兵选择“当兵打仗，天经地义，随时准备
参战”。
“不都说，‘00后’当兵入伍是为了

到部队谋出路吗？”这个数字是统计出
来的，还是虚构出来的？来到火热的训
练场，见到从河北保定入伍的新兵付嘉
欣。啪，小伙子给记者敬了一个标准的
军礼，“报告首长，这个数字是真的！”

凭啥是真的？付嘉欣神情坚毅地
告诉记者，他姥爷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
争，身上多处负伤，复员时胸前挂满军
功章。姥爷一回家就成了村里的名人，
几十年受人尊重，去世时十里八村的乡
亲全都赶过来为他送行。
“为何姥爷一辈子受人尊重？因为

姥爷当兵打仗，保家卫国！所以，我大一
刚上完，就报名参军入伍了。”付嘉欣说。

当兵打仗，就像农民种地、孩子上
学、工人做工一样，都是天经地义的事
儿。翻阅孟庆超提供的新兵基本情况
调查统计表，记者看到，全团 600 余名

新兵在选择“当兵的想法”时，只有不到
10%的人选择了“千万别打仗，生命比
任何东西重要”。

当兵能打仗，才是合格兵。聊起当
兵打仗高居榜首的事儿，孟庆超喜形于
色，一口气讲了3个故事。

大学生新兵张瑞，刚从学校到部队
就急切地问什么时候能摸枪。爬起战
术来，手磨破了皮、渗出了血也不肯下
训练场；

女兵蒋双华举着轮胎做深蹲起立，
一口气就是 90个。3公里跑了 13分 19

秒，活生生一个“花木兰”；
新兵吴凡练习手榴弹投掷，胳膊甩

肿了，拿不起筷子。两个月过去，成绩
也从入营时的不及格涨到现在50多米。
“当当兵打仗成为一名士兵内心深处

的价值追求，也就为他成为一名能打仗的
兵点亮了军旅灯塔。”孟庆超如是说。

日落西山，霞光满天。离开这个新
兵团，回望训练场，写有“随时准备打
仗”字样的宣传栏正熠熠生辉。记者坚
信当战争真的来临，他们一定会“随时
准备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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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兵打仗：荣登“天经地义之事”榜首
■本报特约记者 张能华 通讯员 何耀斌

“新官”上任，新排长们大多想着如何尽快立起威信。对

此，一位老基层说，与其琢磨着如何立威信，还不如多想想怎么

树形象。“为人谦虚、做事踏实、素质过硬”，新排长们若能在官

兵心中树起这样的形象，还怕没有威信？ （杜 康）

下连任职第二周，我两手叉着腰
站在排房里看着忙作一团的战士们，
感到有些茫然。

连队昨晚刚从演习场回来，所有
人都在忙着收拾内务、规整物资，唯
有我——一个刚上任不久的新排长，
尴尬地站在一旁，什么忙也帮不上。
“你们几个背囊怎么摆的？谁教

的？重整！”七班长的呵斥声传来，
让我愈发坐立不安。这位大我六岁的
老班长，能力强素质强、管理大胆泼
辣，听说过去还担任过我们排的代理
排长。到排里后，我也曾试着和他聊
天，却总感觉聊不开、谈不来，尤其
是他那不咸不淡的态度让我心中直打
鼓。

我开始依葫芦画瓢，照着战士们
的样子收拾内务，将叠好的大衣摆进
衣柜，却被七班长劈手拦下：“这样
不行，不能这么叠。”我抱着大衣一
时愣在原地，他却没了下文。幸亏一
旁的上等兵眼疾手快，从我手上抢过
大衣，说他来帮我叠，这才使我摆脱
了窘境。

尽管知道七班长这么做也是为了
工作，但我心中还是难免犯嘀咕：是
不是太不给面子，太不尊重人了？这
样叫我这个排长以后怎么开展工作？

就在焦灼烦闷之时，我想起了
毕业前教导员反复叮嘱的话——到
了连队，和老士官班长沟通交流，
一定要先放下架子。我顿时明白了

问题所在：撇不开面子，放不下身
段，怎能指望老班长和你贴心交
流？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放低姿态
主动靠前与七班长沟通，有疑问多请
教，遇事先商量，并支持他继续发挥
核心骨干作用。慢慢地，七班长也逐
渐转变了对我的态度。见我背记花名
册，他说：“排长，光背这个用处不
大。来来来，我给你详细介绍一下排
里人员情况！”说着，他也不怕麻
烦，把排里的战士逐个叫来给我详细
介绍一遍，着实让我感动。

当晚，我躺在床上，久久难眠。
我默默地告诫自己：只有放下架子才
能赢得尊重。

放下架子才能赢得尊重
■第71集团军某旅排长 徐文瀚

Mark军营

编后

领花肩章相映红，誓言铮铮迈征程。去年底，东部战区海军某训练基地举行2018

年度新兵授衔暨入伍宣誓仪式，新兵们迎来军旅生涯中令人难忘的“成年礼”。新兵

李瑶戴上崭新的列兵军衔，流下激动的泪水。

杨 帆、孙 浩摄影报道
“成人礼!”

“想在部队干得好，就得有眼色。”

秉持着这样的理念，二次入伍新战士

小周每天花不少心思精力“察言观

色”。小周眼中的“眼色”，换个词讲叫

做“会来事”。

有一段时间，受不良风气影响，

个别军人把“会来事”当真本事，习

惯于“察言观色”，善于投领导所好，

导致心思精力关注校场少、关心市

场多，进招待所多、进指挥所少。毫

无疑问，随着作风建设不断深入，此

类现象越来越少，此类军人也越来

越没有生存空间。但是，“从善如

登，从恶如崩”，我们丝毫不能掉以

轻心。

军人生来为打仗。穿上军装，就

要树牢“靠素质立身、靠实干进步”的

思想，就要把心思和精力用在练兵备

战打仗上，用实干实绩获得认可、赢得

尊重。

少点“会来事”
■第72集团军某旅副政委 刘 陶

看到某基地新兵六团的这份问卷

调查结果，内心感动欣慰之余，也生出

一些担忧来。因为常听一些战士反映，

入伍后感到部队跟原来想象的不一样，

与打仗无关的事有很多，瞎忙活、乱折

腾的时候也不少，久而久之，他们初入

军营的青春激情慢慢消磨，入伍之前的

满腔热血逐渐降温。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但初心易得，

始终难守。既然大多数新兵为报国而来、

为打仗而来，何不想方设法为他们搭建安

放初心的港湾、挥洒激情的舞台，让他们

一直保持这种初心和激情呢？对于他们，

千万不能因为要磨平所谓的“棱角”而磨

掉年轻的锐气，要去掉所谓的“个性”而

压抑创造的活力，更不能因为空转虚耗

而消减了当兵打仗的壮志雄心。

在这个意义上，保护好新兵的打仗

初心和激情，就是一种战斗力。

（梁蓬飞）

保护好新兵的打仗初心和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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