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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在线

Mark军营

“今天，我不是演员，只是真实故事
的‘搬运工’。”隆冬的科尔沁草原天寒
地冻，陆军某试验训练区礼堂内，一场
“草原夜校开讲了”活动如期开幕。

“那一次，我已经做好了回不来的
心理准备。有一种‘一脚踏在人间，一
脚踏在地狱’的感觉。”首先开讲的是
某测量室高级工程师李晓辉。几年前
的一场弹药威力效应试验中，由于装
药量大、测试距离近，危险系数大。作
为现场指挥员，李晓辉迎难而上。

一切准备就绪，李晓辉按下起爆按
钮，弹药却迟迟没有动静。弹药“拒
爆”！未爆弹被称为“死亡陷阱”，随时
可能爆炸。试验现场，所有人的心都提
到了嗓子眼。
“你们退后，让我来！”生死关头，李

晓辉再次站了出来。当他猫着腰独自
走向未爆弹药时，空气中处处透着紧张
与压抑，静寂的试验场只剩下李晓辉的
脚步声。几分钟后，李晓辉向后方举手
示意：问题找到了。

然而，“死神”似乎认为剧情不够跌

宕。当李晓辉再次按下起爆按钮时，仅
听到一声闷响，弹药再次“拒爆”！
“两次‘拒爆’的概率，就好比神枪

手连续两次脱靶。”李晓辉的讲述让听
众刚放下的心又悬了起来，“相比首次
‘拒爆’，这次情况更加复杂，危险程度
呈指数级上升。”
“死神”仿佛在微笑，但李晓辉没有

慌乱。“穿着防爆服，仿佛和周围的人分
隔成了两个世界。在防爆服内，只能听
到自己怦、怦、怦的心跳声和沉重的呼
吸声。走向弹药，有种壮士一去不复返
的感觉。”

庆幸的是，故障最终被排除，试验
获得成功！台下听众也从紧张的试验
场“回到”温暖的礼堂，感动如潮水涌上
心头，泪水打湿眼眶。

开讲继续进行。大家的思绪又从
礼堂飞到海拔 5000 多米的高原试验
场。“咦？那不是赵一兵吗？”恶劣的自
然环境，年轻人都难以承受，对于已经
46岁的赵一兵来说，堪比一场生命的挑
战。“宁可透支生命，决不拖欠使命”“缺
氧气不缺斗志，海拔高标准更高”，这是
他今天给出的答案。

长年在外试验，远离家人，没能完
成孩子的暑假愿望，没能陪一陪长期分

隔两地的妻子，这个扎根草原多年的
“外乡人”，早已把个人价值融进了试验
鉴定事业。

两个多小时的开讲，一个个熟悉的
身影从官兵们的眼前闪过。他们看到
高级工程师冷雪冰十年磨一剑，研究成
果解决世界性难题；他们看到工程师熊
远波在南苏丹冒着被袭击的危险，多次
完成长途武装护卫、难民营武器清查等
维和任务……

记者注意到，上台开讲的，既有来
自科研前沿的工程师，也有来自基层连
队的老班长。“一个个带着硝烟味的故
事触及官兵灵魂，激发官兵为战砺剑的
荣誉感和责任感。”试验区政委侯立波
深有感触地说。
（摘自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融媒体）

“今天，我不是演员”
■油维嘉 本报记者 钱晓虎

“过不了网络关就过不了时代
关。”回想 4年多的指导员任职经历，
我越来越感受到，作为一线带兵人，
过不了网络关就过不了带兵关。

作为基层党代表，指导员应该拥有
连队最大的“朋友圈”。连队战士自发
建起一个“英雄联盟”微信群，我每天都
要到群里溜一溜。表情包里看心情，关
注点里看兴趣，有时潜水摸思想，有时
出来点个赞，发现“杂音噪音”立马纠偏
引正，还经常推送一些深度好文，让连
队朋友圈始终充满正能量。渐渐地，我
成为连队的“大 V”。我的“朋友圈”也
成为官兵的知心圈、温暖圈、信任圈。

2017 年春节前，我带着几名战士
正在挂灯笼，下士小阮突然跑到我跟
前哭着说：“指导员，我哥出了车祸，
可能不行了。”我边安慰边给他请假，
可临近春节一票难求。我当即发动全
连官兵一起上网抢票，终于抢到一张
火车票，让小阮见上了哥哥最后一面。

青年官兵入网比入伍早，网龄比兵
龄长，大多是“鼠标手”“低头族”。作
为导弹操作号手，仰望天疆、追随弹道
的目光，不能让一个小小的屏幕给绑架
了。我从战士酷爱的“王者荣耀”入
题，抛出“虚拟的王者和现实的荣耀”
这个话题，组织大家讨论辨析，并把全

旅最年轻的一级号手杨涛请到台前“现
身说法”。从那以后，战标代替了鼠
标，战位代替了排位，人人争做练兵场
上的“王者”，在某新型导弹操作考核
中我连夺得全旅第一名。

网上得来终觉浅，解决官兵的现
实问题，最终还要靠网下功夫。营部
炊事班战士于富路，入伍前端过盘
子、发过小广告、当过健身教练，入
伍后三天两头作检讨。改革整编分流
到我们连后，就一心等着退伍走人。
我心想，就是走也要让他堂堂正正地
走。见他体能很棒，我就让他当体能

训练小教头，在全连带起一股健身
热。旅里组织军体运动会，他代表连
队出战“半马”比赛，趾甲盖都跑掉
了仍咬牙坚持，最终获得季军。2018
年 8 月底，他向连队党支部递交了入
党申请书，并留队转了士官。

这 4年，我和连队骨干帮战士们
处理过婚恋矛盾、涉法涉诉问题 11
起，先后为 8名考学战士作辅导，也
为老班长布置过婚房、当过伴郎。通
过这些风雨同舟的情感积淀，战士们
切身感受到了组织可靠、连队可亲、
干部可信。

军营“大V”的最铁“朋友圈”
■火箭军某旅政治指导员 容科新

好长一段时间闷闷不乐的新战士
小熊，这几天脸上有了笑容，我悬着的
心也终于放了下来。这件事虽然已经
过去，但我吸取了深刻教训：“经验”带
兵须慎重，因人而异是关键。

新训展开后，小熊训练刻苦、进步明
显，很快便登上“龙虎榜”，很多骨干都觉
得小熊是个好苗子。新兵营组织家信展
评活动，绝大多数新兵积极参与，唯独小
熊推三阻四。小熊为何不愿参加？经验
告诉我这里面肯定有“情况”。

当天晚饭后，我和小熊边走边聊。
一番深入交谈后，小熊才把实情告诉
我。原来，小熊年幼时父亲因车祸去
世，母亲改嫁，他从小跟着爷爷奶奶生
活。因担心自己的家庭情况被其他战
友知晓，所以才不愿意参加家信展评活
动。得知真相的我，一边安抚小熊，一
边给他加油鼓劲。

凭着以往的经验，我满脑子都是
单亲家庭战士“该有”的特点——性格
孤僻、脾气倔强、自卑，容易出问题。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我把小熊列为头

号重点关注对象，训练、工作、生活中
处处给予特殊照顾——战术训练时，
特意安排他和副班长结成对子；日常
工作中，尽量不给小熊安排公差勤务；
就连吃饭、睡觉都让他挪到了离我最
近的地方。

没过多久，发现我的特殊安排后，
小熊不但不领情，反而表现出不满情
绪。原本训练刻苦、工作积极的他，变
得无精打采，训练成绩也明显下滑。
“虽然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但我

并不娇气，你这种特殊安排反倒让其他
战友戴着有色眼镜看我。”原来自从我
给予小熊特殊照顾后，不少骨干专程过
来陪小熊聊天，还有个别新战友私下猜
测他是“关系户”。

了解到小熊的烦恼后，我自责用老
经验带兵伤了小熊的心。认真反思过
后，我向小熊真诚地道歉，并立即停止
对小熊的特殊照顾。小熊也敞开心扉
主动和我讲述他的成长经历，决定要更
加刻苦训练，用实力证明自己。

（王 晶、申延帅整理）

“经验”带兵须慎重
■西部战区陆军某旅新兵四营二连班长 聂 超

值班员：武警许昌支队鄢陵中队

指导员 李鹏飞

讲评时间：1月10日

近段时间，连队组织了 4次 5公里
武装越野测试，两次是脱了棉衣跑，
两次是穿着棉衣跑。不同着装，成绩
有着天壤之别，穿着棉衣跑比脱了棉
衣跑不合格的人数明显增多。有的同
志认为穿棉衣跑不动，是因为棉衣太
厚重。但我觉得，根本原因是大家实
战意识弱化。

以往我们冬季组织长跑训练，都
是先脱棉衣再跑，一是减轻负担，二
是防止感冒。现在看来，我们的身体
负担虽然减轻了，但战斗“负担”却
增重了。身体没有感冒，思想却“感
冒”了。大家试想一下，如果战争在
寒冬打响，我们要脱掉棉衣再冲锋吗？

同志们，脱衣不能脱掉“军人速
度”，加衣也不能加上“思想包袱”。我
们只有把自身本领练过硬，像打仗一样
训练，才能真正脱掉心里的“棉衣”，
跑向明天的战场。

（董孜伟、李卫星整理）

提 升 战 力
缺“衣”不可

因为爱好摄影，去年我有幸到旅宣
传科代培，学习摄影报道。本以为到机
关学习自己喜欢的工作，是件令人愉悦
的事，可不承想这却成了我烦恼的开
始。

一天，我正忙着整理照片，突然连
队指导员打来电话：“薛伟，明天旅机关
到咱们连队检查政治工作，宣传科对口
检查哪些方面、需要准备什么资料，帮
忙打听打听。”放下电话，我立刻找科里
负责检查的王干事打听情况。没想到，
王干事以检查事项不能提前泄露为由
拒绝了我。
“王干事，我就看看明天重点检查

哪些方面，我好把握拍摄重点，不会泄
露出去的……”在我的死缠烂打下，王
干事终于妥协了，我也拿到检查明细，
帮助连队顺利通过了次日的检查。
“薛伟，连队的学习教育笔记本用

完了，能不能从宣传科协调几本？”没过
几天，我又接到指导员的电话。
“指导员，请领笔记本需要打报告

的。”
“就 5本，这事就交给你了。”听着

指导员挂断电话的嘟嘟声，我只好硬着
头皮找到科里负责分发物资的宋班
长。“笔记本都是有数的，发了多少还剩
多少都一清二楚，没有报告没法发。”
“班长，就 5本，通融下吧，下次给连队
发的时候我把这数量加进报告里总行
吧……”“行了行了，借你 5本，下次记
得补报告。”顺利取到笔记本的我却怎
么也开心不起来。

其实，利用在机关学习的便利，力
所能及地帮助连队协调一些事倒没
啥。可若是违反规定的事，着实令人头
痛。有时我很想拒绝指导员的要求，但
一想毕竟自己是连队的人，拒绝的话怎
么也说不出口。久而久之，我开始害怕
接听指导员的电话。

不久后的一天上午，我刚保障完会
场拍摄，指导员的电话再次“困扰”了
我：“薛伟，昨天宣传科检查发现连队哨
兵对近期安全通报情况不了解，你和科
里干事说说，争取别在周末交班会上通
报。”挂了电话，我便放下手头工作找到
当天负责检查的邵干事，想像以往那样
把事情“摆平”。
“薛伟，你找我没有用啊，检查结果

昨天就报给科长了。”
“那您能不能给科长重新报一份？”
“胡闹！不可能！”
“指导员，这事我协调不了。”吃了

“闭门羹”的我特别委屈，当场就给指导
员打电话。正说着，见科长走进办公
室，我赶紧挂了电话。“薛伟，下午陪我
下趟部队。”科长说完便转身出了办公
室。坏了，刚才的事可能被科长听到
了。

下午，科长带着我转了两个营区
后，来到我所在连队。科长让指导员把
昨天的哨兵叫了过来，再次询问昨天检
查内容，哨兵对答如流。指导员解释
说，昨天发现问题后，哨兵及时进行了
补课整改。

“改过来了就好。放心吧，不会通
报你们的。”科长笑着对指导员说，“协
调”不是解决问题的长远之计，违规违
纪的事更不能做，单位建设还得实打
实。薛伟在科里表现得非常不错，你也
要多支持体谅他啊。指导员红着脸说：
“请科长放心，以后我会注意的。”

那天晚上，我再次接到指导员的电
话。指导员诚恳地向我道了歉，并安慰
我说：“安心在机关学习，连队是你坚实
的后盾。”那一刻，我心里暖暖的。

（邹 贝、苗晓冰整理）

“指导员，这事我协调不了”
■第81集团军某旅上士 薛 伟

代培是一种培养专业人才骨干的

重要方式，有到上级机关或者兄弟单位

代培，也有到业务单位或者地方厂家代

培，等等。

按理说，代培人员的主要职责是集

中精力认真学习，以便更好更快掌握所

学内容，学成归来后为单位建设更好服

务。然而现实中，不少代培人员却有很

大一部分精力在忙活一些与学习毫不

相关的事：在上级机关代培的，成为帮

助单位协调机关解决各类问题困难的

“前哨”；在外地代培的，成为帮助单位

人员代购当地特产的“兼职”。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忙活其他事多

了，学习的精力就少了。为此，请带兵

人给在外代培人员多点关心关爱，少提

与学习无关的要求，还他们一个良好学

习环境。

让代培人员安心学习
■第81集团军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孙 磊

微议录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

水来。”当好新时代的带兵人，带好

新时代的兵，必须紧跟时代的脚步，

摸准时代的脉搏。“穿上军装就是战

斗员”，生性腼腆的容科新，“嘴皮

子”功夫并不拿手，但爱兵至真至

纯，带兵虎劲十足，不仅是网络上的

连队“大V”，也是连队官兵情感上的

“大V”。

（杨永刚）

旁听感言

值班员讲评 带兵人手记 唱 响 新 时 代 战 友 之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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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月初，新疆军区某高炮团一营二连组织授枪仪式。新战士戴国浩，从连

长手中接过钢枪。

张忠筹摄
授 枪

周 凯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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