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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望镜

Mark军营

祝飞虎还能上榜？
翻开某基地新兵六团“最美带兵

人”名单，三连三班班长祝飞虎榜上有
名，记者怀疑自己看错了。

为啥？前几次在这个新兵团采访，
就多次听人说这个祝飞虎是个“黑脸包
公”，管兵带兵严得“有点过分”：新兵董
国周，上大学参加校龙舟赛夺得冠军，
入伍没几天，各项训练成绩就全班第
一，可祝飞虎一有空就拉着他跟自己
比，比不过还要罚跑圈、罚做俯卧撑；新
兵别荣胜，第一次做俯卧撑只做了 2
个，可祝飞虎给他定的“小目标”直接就
是 20 个，逼着小别训练时不得不使出
全身的劲儿，大冬天汗水顺着下巴往下
滴，常常能把地板湿一大块；班里其他
几个新兵，上了训练场每次不累得“求
饶”，祝飞虎决不“收兵”。

这样“残忍”的班长，还能当选“最美
带兵人”？记者走进三班，找到董国周一

探究竟，他高兴地说：“这个票是我发自
内心投给班长的，正是他的超级严厉，逼
着我从班级第一名跨入全团前十名。”

和董国周一样，别荣胜把票投给祝
飞虎，也是因为自己现在一口气能做 50
个标准的俯卧撑。得知祝班长上了“红
名单”，他在心得体会本上写下了一句话：
“如果早两年，我愿意与班长当同年兵！”

不都说“00后”娇骄二气很重，都喜
欢“暖男”吗？祝飞虎上榜，是个别现象
还是普遍情况？揣着疑问，记者找到新
兵团领导，团长孟庆超语气坚定：“在我
们新兵团，这个现象很普遍。”

有多普遍？一圈采访下来，记者发
现，这样的事儿还真不少。
“最美带兵人”排名第一的一连五

班班长段书尧发现，班里新兵赵纪博老
用左眼练瞄准，据枪还老晃悠，一打就
是“光头”。段班长直接“下狠手”，用创
可贴把小赵左眼贴上，练瞄准时还把一
元硬币放在枪管上，掉下来就“罚”50个
俯卧撑，但这样“冷酷无情”的班长，还
是得了班里的“全票”。赵纪博告诉记
者，他最想对段书尧说的一句话是：“我

想成为班长一样的人。”
二连四班班长陈鹏，发现身材较胖

的新兵邱峻岭第一次爬战术弄了个 46
秒，比女兵还慢半拍，所以一有空就给
小邱“加码”，前两天下大雪，陈鹏还陪
着小邱走上战术训练场，在雪地里爬了
几个来回，结果最近的测试考核，小邱
取得了25秒的优秀成绩。

三连八班女兵席蔷体能差，没有一
项能及格，班长李梦迪不仅老给她“开
小灶”，还在跑 3公里时故意把秒表调
慢，投弹时米数故意报少，有意放大小
席与班里新兵的差距，逼着席蔷“就是
哭着，也要吃完当天的‘加班饭’”。几
十天以后，席蔷所有课目全都过了关。
“新兵连不是幼儿园，新兵不是巨

婴。”聊起几个“最严班长”受热捧的故
事，团长孟庆超感慨地说：“对新兵最大
的爱，不是生活上多照顾，而是训练场上
多砥砺，让他们早日成为一个真正的
兵。这样，他们上了战场才能打胜仗。”

训练多流汗，战场少流血。“最严班
长”当选“最美带兵人”，不正是广大新
兵精武强能、砥砺自我的一种呼声吗？

“最严班长”当选“最美带兵人”
——某基地新兵六团战斗精神培育系列报道之三

■何耀彬 史大帅 本报特约记者 张能华

前段时间，有件事让计算班上等
兵乔磊在我心中的地位降了一档——

冬训在即，得知旅里要在拉练途
中设置部分比武课目，连务会上，
有人建议购置运动袜和运动鞋垫，
以减轻双脚承受的压力，尽可能地
提高成绩。

周末发放手机，我专门向全排叮
嘱了这个事，就和连长一起去勘察路
线了。等我回来时连队已经收假，当
我询问大家的准备情况时，只有乔磊
满脸追悔地说他忘掉了。

这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乔磊是
连里公认的好兵，各项任务都完成得
不错，谁知这次却……可从事后的各
项工作来看，他的标准还是一如既往
的高。一天，我忍不住询问，乔磊这
才向我“复盘”了他的心路历程。

原来，周末那天他脑子里想的第

一件事就是购置物资，可转念一想，
那也就是 5分钟的事儿，还是先玩两
把游戏再说。结果游戏一开始就停不
下来，很快到了中午。吃完午饭想着
赶紧处理这件事，结果好久不联系的
朋友发来一条微信。聊完天儿，他又
忍不住开始浏览订阅号，没一会儿就
握着手机睡着了……
“手机只是一个诱因。”听完他的

讲述，我得知他并不是思想态度有问
题，而是因为“拖延症”。为此，我
开始留心观察，发现身边不少人在不
同方面存在“拖延症”：大学生士兵
蒋飞飞处理公差勤务时拖拖拉拉，是
因为他觉得此类工作挑战性不足、获
得感太少；下士张建担任值班员时总
是最后一个报告，因为他第一个报告
时总因算错人数被批评；再拿我为
例，因为以后想干军事主官，面对政

工方面的工作时，就想着能推则推。
“现象相似，成因各异。在对症

下药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他们之间
的共性都是自我逃避。面对这种情
况，一味批评，反倒可能加重自我
否定……”

我把这个发现汇报给了指导员王
昌琛，他很重视，立即准备了一堂
以“战胜‘拖延症’，关键靠自愈”
为主题的教育课，从“病根何在”
“形成机理”“怎么解决”三个方面
进行分析，同时组织大家“结对
子”，互相监督整改。这不，乔磊也
当起了自己的“医生”，他给手机设
了个闹钟，每到周末游戏打到忘形
时，闹钟就会准时提醒“游戏时间
结束”。他还报名参加了篮球队，借
助外力医治“拖延症”。

（陈 陟整理）

当好兵患上“拖延症”
■第80集团军某旅六营指挥保障连一排排长 吴明泽

元旦假期，一条工资到账的信息，
让休假在家的第 82集团军某旅连长高
怀腾乐开了花。原来，是单位给他发了
奖励工资。

众所周知，作为对官兵年度工作
的一种肯定，在年终考评中被评为称
职的可按规定发放奖励工资。而今年
的奖励工资，对高怀腾来说却是个意
外的惊喜。

去年 3月，连队组织实弹射击训练
时，由于一名战士验枪不认真，导致出
现安全隐患。作为现场负责人，高怀腾
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接下来的工作该怎么干？会不

会再怎么努力，终归还是零？”高怀腾
心里五味杂陈，那句“老话”时常在他

脑海出现：“年初出事，白干一年；年底
出事，一年白干。”沉下心来思考了好
几天后，他作出决定：绝不能被一个过
错束缚，必须用更多更好的工作业绩
来证明自己。

接下来的时间里，高怀腾把这个处
分牢记在心，时刻提醒自己工作要更努
力更认真。

9月，旅军事体育运动会上，他与连
队官兵齐心协力拿下建制连最高分；11
月，某基地实兵对抗演练，他指挥连队最
先夺占预定地域；12月，他带领连队过
五关斩六将，拿下“旅军事训练一级连”
荣誉。

时间一晃而过，看着一份份摆在面
前的成绩单，高怀腾内心深处却始终悬

着一块石头。
“这份奖励工资，让我彻底放心

了。”在高怀腾眼里，这份奖励不仅仅
是金钱那么简单，其中更蕴含着组织
的认可。
“不能因为干部有过错就全盘否

定，而根据《军官、文职干部和士官奖
励工资制度实施办法》的规定，当年
受行政记过或党（团）内严重警告以
上处分的干部和士官不享受奖励工
资，因此，给高怀腾发放奖励工资符
合机关规定。”该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邵玉向笔者介绍，他们建立健全容错
机制，坚持科学全面评价干部，为敢
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以此激发广
大官兵的工作动力。

年初挨处分，缘何年终奖照发
■李博涛 侯军强

去年 12 月中旬，北部战区陆军某
旅年终评比工作大幕落下，各类“旅
字号”表彰尘埃落定。然而，被各营
视为分量最重的“全面建设先进营”
却迟迟不见归属，直到表彰通令正式
下发，各营才发现竟然没有任何一个
营当选。

对于这个结果，各营议论纷纷——
作为去年的“全面建设先进营”，二

营今年也丝毫没敢懈怠：代表全旅参加
上级组织的联演联训和比武竞赛，成绩
优异……

除二营以外，年终军事训练考核排

名第一的四营、出色完成上级某试点工
作的一营，他们都认为自己有实力竞争
这个荣誉。

所有人都在猜测，到底是今年本就没
有这个表彰项目，还是确实“无营可选”？

机关的答复让本来就不平静的基
层再次炸开了锅：这次评比不搞“首位
胜出”，谁真正达到“全面建设先进营”
的标准就选谁。

原来，今年评比之前，旅机关研究
制订了“全面建设先进营”达标细则，
规定：“全面建设先进营”既要总评优
秀，单项排名也要靠前。

结果，机关拿这把“尺子”挨个“卡”，
竟没有一个营能达标。
“偌大一个旅，连个‘先进营’都选不

出来，说出去会不会被人笑话”“评选标准
是不是太苛刻了”……评选结果一出来，
机关中也出现不同声音。
“对于‘全面建设先进营’来说，单

项优秀不算优秀，全面过硬才是合格。”
为此，该旅召开常委会统一思想，一班
人达成一致：宁可哪个营都不选，也不
能降低标准搞“劣中选优”。最终，机关
坚持按照“硬杠杠”进行评选，“全面建
设先进营”空缺。

年终评比，全旅没有“先进营”
■赵 杰 王 鑫

荣誉室搭起“时光展”

参加过80年代全军文艺汇演的铜管号、抗击非典时期鼓舞人心的快板、初建乐队时的吉他……走进第

81集团军某旅“一等文艺功臣连”荣誉室，由连队官兵共同搭建的“时光展”，在赫赫战功的映照下格外瞩

目。瞧，官兵好像穿越回到了过去！ 王大力、马巾普摄影报道

值班员：第76集团军某旅教导员

吴瑞卿

讲评时间：1月3日

前不久我们营受领上级下达的任
务，工作部署下去以后，我发现营队
忙碌的都是一些“能者”。能者多劳现
象的出现是因为能者办事效率高，让
人放心。虽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但
并非能者就应该多做事，而是指能者
要有更强的责任意识。

第一，能者多劳不一定利于能者发
展。能者整天疲于奔命，缺乏时间积淀
思考，难免原地踏步。如果激励措施不
到位，还容易在官兵中产生“干多干少

一个样”的消极情绪；第二，能者多劳
不利于其他战友成长。其他战友总在大
项任务前“袖手旁观”，自然失去了宝
贵的锻炼机会。更有甚者，容易因此产
生“我不如人”的自卑心理，给成长带
来消极影响；第三，能者多劳不利于营
队建设。能者多劳现象会造成人员积极

性、创造性失衡，还会造成人才青黄不
接，让营队发展失去后续动力。

今后开展各项任务，各连队要合理
分配工作，既发挥能者的传帮带作用，
也要给所有战友崭露头角的机会，形成
人人锻炼、人人提高的良好态势。

（赵炫竹、罗晓龙整理）

能者多劳不能成为常态

“拖延症”是近几年流行起来的新词。追根溯源，与人天

生就有的惰性不无关系。但军人这一职业要求我们绝不能有

惰性，解决少数战士存在的“拖延症”，我认为要内外两手抓。

一手要寻找内因。很多时候，不是官兵想拖延，而是

不由自主地跟着习惯走了。我们要耐心引导他们养成良好

习惯，更要帮助他们摆脱自责情绪，打破自我否定的死循

环，建立直面“拖延症”的自信心。

一手则要求带兵人解决诱发“拖延症”的外因。比方

说进一步注重科学带兵，按制度办事，合理分配任务，理

性传导压力，不让官兵因压力过大、事务过多、分配不

均、自由度过低而变“疲”了，进而在完成任务中产生

“虱子多了不怕咬”的软抵抗。

战胜“拖延症”内外两手抓
■第80集团军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孙卓立

“李班长，你是第 7年的老同志
了，怎么也犯‘拖延症’呢？”第 80
集团军某旅作训科参谋马龙生气地
说，他的话引起了五营指挥保障连有
线二班班长李学尧的反省，可最后的
结果却让他始料未及。

事情要从近日的“四长”集训说
起。作为集训的负责人之一，马龙在
一天晚上查寝时，发现俱乐部里灯还
亮着。“都两点多了，谁还在加班
呢？”推开门才发现，是李学尧在准
备“四会”教学课程，这是集训结束
时每个人都要展示的。

看着李学尧眼睛里的血丝，马龙
很受感动，叮嘱他早点休息，可回
寝室的路上却越想越觉得不对：按
规定，每周都有半天时间专门进行
备课示教，李学尧应该早就有一堂
打磨好的精品课才对，还用得着这
样点灯熬油？他到底是精益求精还

是临时抱佛脚……
想到这里，马龙一个回马枪杀回

俱乐部，发现李学尧面前的稿纸上只
有一个提纲，于是，他忍不住发起火
来，批评一个班长怎能有“拖延症”。
不料李学尧却竹筒倒豆子般向他叫起
了屈：我其实是被逼成了“拖延症”！

原来，过去每周六上午专门用于
备课示教，但今年不同以往，该旅担
负跨区基地化训练任务，在外驻训 5
个多月，许多临时任务压茬推进，备
课示教时间大都被挤占。李学尧原本
很想打磨出一堂精品课，可每次刚有
些思路，就被各种事务打断，以至于
拖了又拖。

这种“被拖延症”还有多少？
马龙把这个情况发到旅强军网上
后，引起旅党委一班人重视，他们
迅速展开调查。有些排长反映连队
干部少，什么任务都得自己干，一

个任务刚完成另一个接踵而至，还
不如把一个任务拖久点儿，自己也
好借机喘口气儿；部分指导员表示
年终岁尾事情多，又赶上“四会”
优秀政治教员比武，每个人的课都
要连队官兵、副教导员、教导员、
机关一层层提意见，有时候真想干
脆一稿撑到最后再交，也不用花时
间再改……

汇总分析官兵的意见后，该旅仔
细区分当前任务，分别进行删减、简
化、延长时限等处理，为官兵开辟
“自留地”，留足“自主权”，受到官
兵欢迎。
“李班长，祝贺你！”在刚刚结束

的“四长”集训中，机关合理规划各
项训练课目，让李学尧有了充足的时
间进行备课。课目验收时，他精心打
磨的课程《线路的故障与排除》赢得
满堂彩。

“我其实是被逼成了‘拖延症’”
■陈 陟 吴 乐

三言两语

值班员讲评

邮箱：jbjccz@126.com

强军网网盘：jbjccz

记者探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