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点评B面

新闻点评A面

新闻AB面

记者探营 基层暖新闻⑤

粉刷一新的墙面，气球装扮出的
“爱心”，红彤彤的“福”字……1 月下
旬，军嫂李曼在山路颠簸了一个多小
时，才来到丈夫朱飞龙野营驻训的营
区。尽管非常疲惫，但房门推开的瞬
间，一股暖流扑面而来。她没想到，探
亲来到野外驻训点，也能住上如此温
馨的家属房。

朱飞龙作为轮训人员来到这个驻
训点已快半年时间。这期间，李曼多
次提出来队探亲，但由于驻训点地处
偏远、条件艰苦，朱飞龙身为炊事班
长，平时带着 2名炊事员要保障全连
百余人，任务十分繁重，因此他一直
以“等一段时间再来”婉拒妻子。

拖着拖着，眼看就拖到了春节。旅
队多数驻训官兵已经返营，但朱飞龙所
在连队要继续在驻训点留守，本来与妻
子约好的春节团聚计划只能被迫取消。
“把嫂子接过来吧，野外条件虽然

艰苦，但我们可以立足自身尽量创造
条件。”指导员陈高林知道，李曼一直
没有打消探望朱飞龙的念头。于是，
他向全连提议，一起动手为来队家属
布置“鸳鸯房”，立刻得到了官兵们的
热烈响应。
“朱班长‘保障’我们好多年，这一

次，我们要好好地‘保障’他。”连队重
新分配了宿舍，腾出了一间 30 平方米
的平房，战士们自己动手扫地、刷墙、
修门窗……旅机关得知此事后，也非常
支持，送来了双人床、电视、取暖器等家
具家电。经过两天多的打扫装饰，“鸳
鸯房”初步有了“家”的样子。
“过年是喜庆团圆的日子，最重

要的是要有年味，有家的味道！”官
兵纷纷出主意，一定要让李曼在驻训

点体会到祥和喜庆的氛围。说干就
干，司务长阳超冒着雨雪，到附近的
街镇买来糖果瓜子等年货；四级军士
长韦伟很懂浪漫，托人买回一捧鲜
花；上等兵王唐精心剪了一对鸳鸯，
贴在窗户玻璃上；大学生士兵李丹阳
挥墨写起了春联；文书郑英豪专门收
集朱飞龙入伍以来训练和生活剪影，
制作了一本画册，摆在房间里……一
切收拾停当，这个新家终于迎来了女
主人。

这是自去年三月野营驻训以来，到
该驻训点探亲的首位军嫂。

屋檐下挂起了红灯笼，门楣上“温
馨之家”的标牌格外显眼，相聚在“鸳
鸯房”里，小两口其乐融融。来队期
间，恰巧赶上李曼的生日，为了不惊动

大家，朱飞龙与李曼本打算悄悄地过，
没想到指导员陈高林提前订购了生日
蛋糕。那天晚上，当战士们把生日蛋
糕捧进房间，李曼激动得捂住了脸，生
日歌响起的那一刻，热泪充满了她的
眼眶。

喧闹过后，人声散去，暖黄色的灯
光下，李曼静静地翻着画册，看着丈夫
这些年来刻苦训练与成长进步的一个
个瞬间，感动之余更是满满的自豪。她
暗下决心，一定为朱飞龙守好大后方，
照顾好家庭，让他在部队安心服役、保
家卫国。

数九寒天，山里的气温低至-10℃，
但房内温暖如春。在即将到来的春节，
这间 30平方米的“鸳鸯房”无疑是深山
里最亮丽、最浪漫、最暖心的风景。

驻训点上也有浪漫满屋
■童祖静 陈 朴 本报记者 陈 利

踩着泥泞，一路采访，刺骨寒风吹得

记者瑟瑟发抖，但跨入这间30平方米的

“鸳鸯房”，顿感一股暖流扑面而来。看

着军嫂李曼脸上洋溢的笑容就能断定，

这个临时的小家，让她倍感幸福。那一

刻，你会发现，让一名军人、军嫂或者一

个军人家庭感到满足，竟是如此简单。

由此想到，对基层官兵的关爱，

其实并不在于给予多少物质、创造多

么好的条件，而在于是否真正想他们

所想、急他们所急、应他们所需，时

时刻刻把他们记在心上。深山里的

“鸳鸯房”，看似只是关乎一人一事、

微不足道，但其背后无不蕴含着一种

家国叙事、一种家国深情。“家是最小

国，国是千万家。”这30平方米中的温

度，足以反映出百万将士的冷暖。

希望这样的温暖多些，再多些！

让这样的温暖多些，再多些！
■陈 利

采访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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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末 年 初 ， 火 箭 军 某 旅 下 发
《2018年度奖励表彰通报》，眼瞅着单
位榜上无名，发射三营营长焦聚峰彻
夜无眠，脑子里反复出现的一幕令他
懊悔不已。

去年 4月，该旅依托野外驻训开
展“营营对抗、架架排序”比武竞
赛。按照规则，演练结束后，综合排
名靠前的发射架，将有资格角逐年度
“十大金牌发射架”。

如何让所属发射架尽可能多地入
围？三营指挥所里，一名参谋提出
一计：打破营作战编组，把操作本
领强、专业技术精的号手集中配强
到几个发射架，用“田忌赛马”的
办法出战。

此计一出，有人反对，认为“临
场换阵是大忌”，暂不论重组配强的
发射架能否发挥预期水平，且“组
强”必有“剩弱”，其余的发射架岂
不是主动“送命”？也有人赞同：既
然规则没有明确禁止发射架重新组
合，依据对手合理使用兵力，未尝不
是一种战法创新的体现。

几经商议，发射三营最终决定
“依计而行”，结果在那场比拼中，所
属数个发射架同时跻身全旅前列，为
争夺年度“十大金牌发射架”奠定了
数量上的优势。

然而，随着练兵备战工作的不断
推进，该营党委一班人渐渐发现，这
种“不走寻常路”的思维弊害颇多：

专业理论考核，他们押宝往年的“常
考题”“高分题”，不承想旅机关结合
作战流程、战场环境出了一套新试
卷；基本技能考核，他们参照往年的
良好率标准集中发力，不料旅里提出
以“优秀为先”……一年下来，该营
屡屡受挫，再无胜绩。
“练为考”何时才能根除？偏离

打仗的思想还有多少？练兵备战还有
哪些差距……旅年终总结暨新年度工
作筹划会上，发射三营“田忌赛马”
的事例被当作反面教材，引发全旅官
兵深思。

知耻后勇。新年开训，焦聚峰再
次带队走上演兵场。“这一次等待我
的，将是一次思想的蜕变。”他说。

“田忌赛马”优胜之后
■邓东睿

新闻事实

发射三营运用了古时“田忌赛

马”的制胜机理，即依照现有力量和

条件，合理利用规则，想尽一切办法

创造出“利我条件”而取得优胜。这

是突破思维窠臼、不按常理出牌的奇

招，值得点赞。

哥德尔定理告诉我们，任何形式

逻辑的公理系统，若长期不改变前

提，总是在一个限定范围内探索，由

于解决问题的手段有限，最终都可

能导致墨守成规而进入思维怪圈。

革命战争时期，胜战往往因时而变、

因地制宜、随势而制：抗日战争中的

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抗美援朝

战争的坑道战等，莫不如此。

兵法讲“出奇制胜”。发射三营

“田忌赛马”的做法，从战术运用层面

看，不失为一种创新。

利用规则合不合理？
■火箭军某导弹旅作训科参谋 梅 旭

“田忌赛马”中的“下等马先败于

敌上等马”，是“三局两胜”竞技规则的

权谋之策。放在现代战场，这种“以一

败换两胜”的做法根本不适用，哪个指

挥员会不顾官兵生死，将较弱的兵力

主动送到敌人的炮口上呢？

训练有训练的规则，战场有战场的

规则，考核有考核的规则，比武有比武

的规则，但无论什么规则，都必须是实

战规则。检验利用规则是否合理，最根

本的一条就看他们追求的是练为考的

锦标主义，还是练为战的实战主义。

亚历山大的“切绳解结”、哥伦布

的“破壳立蛋”，常常为人称道。但细

想来，绳子、鸡蛋的完整性都被破坏，

这种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背离了创

新的本义。对于练兵备战而言，若是

破坏战斗力建设属性的创新，又有多

少意义？

诚然，规则本身也要尽量完善、避

免漏洞。但如果一心想钻空子，即使

再完备的规则也无济于事。因为，最

关键的因素不是规则，而是人心，就看

到底想不想实战、想不想打仗。

莫忘规则背后的规则
■火箭军某导弹旅参谋长 高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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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就要到了……”一排军爸站在
营门口向远处望去，准备迎接孩子们的
到来。春节前夕，一场军营版“爸爸去哪
儿”在中部战区空军地导某团指挥营如
约举办。

四级军士长陈志杰心中既期盼又忐
忑，对于许久未见的孩子，他十分想念，
却又不知如何开口说第一句话。孩子出
生，他执行任务走不开，孩子生病，他又
在千里之外，如今已亏欠了太多陪伴。
“妮儿，想爸不？”情急之下，陈志杰

蹦出一句家乡话，张开双臂将女儿揽入
怀中。

次日训练场上，穿着迷彩服的军娃
们列成一队站在爸爸身边。“两腿要这样
并拢，脚尖分开……”跟着班长介绍的动
作要领，刚满6岁的军娃陈菀桐像模像样
地站在陈志杰身边，颇有几分英气。
“果然是虎父无犬女啊！”作为全营

的队列标兵，陈志杰曾参加过国庆 60周
年大阅兵，此刻站在女儿身边，像一棵挺

拔的白杨树为她遮阳。
午饭后，陈志杰带着女儿来到训练

场，指着最耀眼的一台装备骄傲地说：
“你看，这是爸爸的车。”“那爸爸可以开
车带我和妈妈出去玩吗？”陈志杰并未
作答，眼神中再次流露出惭愧与遗憾。
上次女儿生日，恰逢战备拉动，作为连
队主战装备的驾驶员，他只好推迟休
假，说好的团聚再次成空。
“爸爸去哪儿了？”在陈志杰的记忆

里，这是女儿最常问妻子、最常问他的一
句话，或许也是众多军娃经常挂在嘴边
的一句话吧。

回过神来，陈志杰赶忙扯开话题，
“走，爸爸有礼物要送给你。”礼物被精
心包好放在后留包里，是今年驻训期
间，陈志杰特意为女儿挑选的一件蒙古
袍。穿上漂亮的蒙古袍，女儿再也舍不
得脱下。

晚上观看演习纪录片时，军娃的表
现彻底暖了军爸的心。大屏幕上，利剑

划过长空，在茫茫戈壁滩，一群身着迷彩
的军爸正在战斗。“这是我爸爸！”望着视频
中脸色黝黑的贺克斌，军娃贺晨洋喊道。
“爸爸，那边是不是很辛苦？”“老爸，那边是
不是打不通电话啊？”……孩子们充满好
奇和关心的疑问，句句打动着军爸的心。

当晚，在亲子日记中，陈菀桐这样写
道：“今天我第一次来到‘爸爸家’，有好
多叔叔都和爸爸穿的一样。爸爸送我的
礼物我非常喜欢，还有许多小朋友，我们
玩得很开心。今天的爸爸特别帅，长大
后我也要和爸爸一样……”

军营版“爸爸去哪儿”温馨上演
■张玉新

值班员讲评

值班员：第74集团军某防空旅警卫

勤务连指导员 邱塨伟

讲评时间：1月29日

最近我发现文书特别忙，除了完成
自己的任务，还要帮助其他同志干本来
属于他们的工作。就这样，有些同志仍
不满意，说文书每天就是坐在电脑前，训
练参加得少，帮他们多干点活也没问题。

我只想问一句：如果你在文书的岗
位还要干额外的工作，你能高效处理好

分内之事吗？文书不光要完成连队日常
的登记统计和信息收发，还要担负军械
员的职责，时常加班，身上的担子很重，
希望大家能换位思考，将各自的工作自
觉完成好。

同志们，职责有分工，岗位无贵贱，
切不可小瞧别人的工作，更不应将分内
之事推给他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战位，只有各司其职才能推动连队建设
发展稳步前进。 （陈晓鹏整理）

文书到底在忙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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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在线

武器装备是军人的“第二生命”，如果说维护保养擦靓了它的
“颜值”，那么操作使用则强健了它的“肌肉”。新型武器装备列装，
对官兵而言本是一件幸福的事，但在一些部队却不敢用、不愿用，像
被“颜值控”养在了深闺，害怕风吹日晒雨淋，造成危不施训、险不用
“装”，重管轻训、训管脱节。

如此这般，武器装备不仅不能发挥应有作用，也给官兵带来沉
重负担，说到底是对战斗力建设、对备战打仗不负责任。你们身边，
是否也有类似这样“幸福的烦恼”呢？

文：蒋昌荣 图：曾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