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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

“对不起，打扰你们了。”“别着急
走，有啥事？”蹲连期间，记者在指导员
钱学鹏宿舍采访时，常被这样的对话
打断。

官兵敲门进来后，看到屋里有其他
人，习惯性地说声抱歉就想走，但钱学
鹏每次都会叫住问问情况。如果是工
作上的事情，急事当场解决，不急的缓
一缓再说；如果是来谈心，就马上请进
屋来，中断采访两个人单独聊。
“每一名战士来找连队干部谈心

前，心里都有小疙瘩解不开，而且关于
‘来还是不来’，大部分都经过了反复的
思想斗争。一次来没谈成，他可能就不
会再向你敞开心扉了。特别是现在一
些年轻战士想法比较多，可不能掉以轻
心。”谈心，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钱学
鹏却认为这是连队干部需要经常思考
的课题，说现在的基层干部不关心战
士，这肯定有点冤枉人，但能做到“耐
烦”的并不多。

四级军士长赖丰林入伍十几年，感
觉现在有的年轻干部越来越没有耐
心。之前，旅里几名新毕业排长来连队
体验生活，表现出“对战士不打不骂也
不爱”的状态：教育训练正常参加，业余
时间沉浸于私人空间，和战士谈心总像
赶时间似的……

钱学鹏坦诚地说，他当指导员之
初，也和这些新排长差不多。

一天晚上熄灯后，下士李帅在门口
喊“报告”，钱学鹏当时正焦头烂额地忙
着整理材料，有点不耐烦地说让他晚点
再来。接下来几天，钱学鹏明显感觉李
帅表现不积极，上教育课还走神。钱学

鹏刚想批评他，突然想起来李帅前几天
找自己肯定有事。一打听，原来李帅的
父亲出了车祸。

了解情况后，钱学鹏立即向营里进
行了汇报，批准李帅休假回家，还通过
旅保卫科向当地政府发函。虽然后来
事情处理得比较圆满，但现在回想起
来，钱学鹏仍深感内疚：“战士遇到这样
的事情，想帮忙又帮不上，想诉说又没
有人听，内心得有多煎熬啊！”

熄灯后是基层干部难得的个人时
间，但也是最佳谈心时间。从那以后，
钱学鹏认识到，战士主动来谈心，无论
当时是在干什么，哪怕是在和家人视频
聊天，都应该立即停下来，认真听战士
讲、耐心和战士说。

春节前夕，上等兵段振峰在熄灯后
敲开了钱学鹏的宿舍门。原来，段振峰
跟家里打电话时得知爷爷病重住院，想
请事假回去陪陪爷爷。可连长告诉他
不符合规定，他想不通。钱学鹏跟他耐
心谈了两个多小时，段振峰暂时打消了
请假回家的念头。过了两天，段振峰看
见连队士官休假离队，思想产生波动，
又来找指导员谈心。钱学鹏再次耐心
地安慰他，将心比心地给他讲道理，段
振峰终于想明白自己为啥不能请假回
家了。

钱学鹏告诉记者，好的谈心一定
要有耐心，舍得花时间精力，一次不行
就两次。三两句就谈好、战士变得像
打了鸡血一样，那是电影中的镜头，现
实中不会出现。
“有一些调研报告，说网络时代的

青年官兵‘有事情喜欢和网友讲’，是

这样吗？”面对记者的提问，钱学鹏谈
了他的观点：“我觉得，这只是个别现
象，也是一种无奈选择。身边就有贴
心人可以面对面交流、帮助解决难题，
谁愿意向不认识的网友毫无意义地诉
说衷肠？”

谈心时基层战士诉说的，可能是鸡毛蒜皮的烦心事，也可能
是错综复杂的棘手事，基层干部如何应对？第 83集团军某特战旅
特种侦察连指导员钱学鹏认为—

“耐烦”二字值千金
■本报记者 周 远

一些调研报告里说，现在的兵没

有以前好带了，沉溺于网络、喜欢喝碳

酸饮料、以自我为中心等，好像是“垮

掉的一代”。之前也有人喜欢说“80

后”“90后”是垮掉的一代，结果呢？江

山代有人才出，一代更比一代强。

有问题别往兵身上推。调研分

析的这些问题在青年官兵身上确实

存在，但这绝对不能成为我们消极作

为、带不好兵的借口，否则就是懒汉

思维、鸵鸟心态。

住班期间，我感受到身边的年轻

战士有很多可爱的优点。不管承认与

否，这一代年轻人早晚要接过强军兴

军的接力棒。我们应该像指导员钱学

鹏那样直面他们、包容他们、帮助他

们，通过提升自身能力素质解决问

题。“耐烦”，不仅仅是一种态度。

有问题别往兵身上推

“黄排长，你的‘笑脸’数飙升啊，老
实说，有啥‘独门妙招’？”晚饭过后，看着
大伙挤在“笑脸评议墙”前议论纷纷，我
硬着头皮凑了回热闹。看到自己那栏的
“笑脸”数提升了一大截，悬着的心终于
放下了。

前不久，刚休假归队的下士小孔找我
请假，说左小腿疼。当时我脑袋一热，觉
得小孔刚回来不适应，想耍滑头逃避训
练，便甩过去一句：“跑不了那就练练上
肢！”没想到，在接下来的体能考核中，因
为小孔没及格，整个排的成绩垫了底。当
晚，我就这件事，专门点名批评了包括小
孔在内的几名近期训练成绩下降的人员。

“排长越来越没人情味了”“就是，啥
事不分青红皂白一顿批”……夜里查哨，
没等我摸到哨位，执勤战士的窃窃私语
就传到耳朵里。“成绩搞不好，还好意思
发牢骚？”没忍住怒火，我又把主哨小孔
训了几句。

一个周末，指导员尹俊骁找到我，说
连队将进行民主评议，由我具体组织。
看到公示结果，我傻眼了：“笑脸”“无表
情脸”“哭脸”三种表情包代替群众满意
度，我得的“哭脸”竟占了近一半。

那晚，看到我情绪低落，上士李成龙
把我拉到了俱乐部，“排长，小孔那天请
假说腿疼是真的，他在老家干农活磕到

了腿，本想给你说，结果被你批了回去。
你也别因为他们几个发牢骚生气，有时
大伙心里也有‘苦’，你不妨多听听。”
“得让战士敢说心里话！”听了老班

长的劝告，我惭愧不已。排务会上，我首
先进行自我批评，红着脸说完一堆问题
不足，并向大家承诺以后大事小事商量
着干，大难小难一起解决。

这俩月，主动找我唠家常、聊方法、
谈建设的人多了，私下里发牢骚、背后议
论的人少了，排里工作稳步上升。看到
墙上战友们给出的笑脸，我不禁露出了
久违的笑容……

（王妍洁整理）

得让战士敢说心里话
■火箭军某部警卫连排长 黄泽林

带兵人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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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谢权鑫、葛韩越报道：“27
分 40秒！”春节刚过，第 72集团军某合成
旅侦察营 8公里武装越野考核在大雪中
进行，侦察一连指导员邓世鑫一马当先
冲过终点，卫冕“头狼”称号。当周的表
彰大会上，分别斩获“头狼”“猛狼”“战
狼”称号的 3名官兵相继登台领奖，由营
主官为他们佩戴“战狼帽”。
“战场上的侦察兵既要像独狼一样

勇敢，也要学会像狼群一样团结协作。”
该营教导员王继敏介绍说，他们提炼出
“专注、忠诚、纪律、协作、奉献、勇猛、智
慧、温情”的野狼精神，将营连红色基因
结合狼性文化融入官兵血脉，培育官兵
敢打敢拼的战斗血性。营每周根据比武
成绩评选“三狼”，设立“战狼榜”，组织获
选官兵上台畅谈体会。蝉联“三狼”的官
兵，优先列入评功评奖对象。

比武赛场，邓世鑫在脚部严重受伤
的情况下，坚持带队完成比赛，个人连续
3个月蝉联“头狼”，营党委去年年底为
其申报二等功；“战狼”保持者宋仁杰在
上级组织的侦察兵尖子比武中，夺得个
人全能第一，去年荣立三等功……受此
激励，年初开训以来，全营训练氛围浓
厚，多个专业训练成绩屡屡创破纪录，训
练水平明显提升。

第72集团军某合成旅侦察营

“三狼”评选激发血性

营连日记

零 距 离 基层暖新闻⑥记者探营

随着爆竹声归于平静，家乡的年
味逐渐淡去，可回忆起自己的春节回
家路，第 77集团军某旅中士王成志仍
感到格外温暖。

2月 2日，还有两天便是除夕。这
天清晨，第 77集团军某旅中士王成志
满心欢喜地等在连队门口。不久后他
即将迎来自己入伍 7年间在家过的第
一个春节。闻此，记者决定客串一回
带车干部，送这名老兵前往机场。
“航班太早了，只好麻烦您跑一

趟！”刚上车，王成志赶忙向驾驶员高
建勋道谢。

原来，由于该旅驻地远离市区，出
行不便，因此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旅队
都会统一派大巴车接送官兵。而这
天，因为王成志和另外几名官兵乘坐
的航班较早，机关又专门为他们增派
了一辆轿车。
“家在哪里？”“山东临沂。”“这趟

回家，路上得花不少钱吧？”“也没多
少，千把块钱。”一上车，记者便迫不及
待地打开了话匣子。
“近 4000 公里的回家路，只要千

把块钱？”看出记者的疑惑，王成志展
示出他的订票信息：驻地飞往临沂，票
价850元，订票时间 2018年 12月 5日。
“提前 2个月订特价机票，就不怕

临时有变？”
“不怕！”王成志告诉记者，如今官

兵休假，基本上都按照自己上报的休

假计划执行。特别是春节，考虑到春
运期间一票难求，机关特别将休假审
批由提前 1个月放宽到 2个月，避免出
现“人在囧途”的情况。

不过也有例外——同行的上士王
海刚由于家中突发变故，昨天晚上才
临时请假。
“先乘飞机从驻地到兰州，然后再

坐高铁回石家庄！”王海刚告诉记者，
虽然事出突然，但是机关已经为他开
好证明，等到了车站，他只需要持证明
上车补票即可。

王海刚解释说，为解决官兵春运
期间购票难问题，春节前夕，该旅机关

主动同驻地军代部门协调沟通，统一
为官兵代购车票或开具补票证明，确
保每名官兵都能如期踏上归途。

一路欢声笑语，不知不觉间，车已
到达机场。

步入候机大厅，王成志和王海刚
径直走到一处标有“军人依法优先”的
值机柜台。三两分钟办完登机手续，
两名高原军人向记者挥手告别，转身
踏上回家的归途。

一年一度春来到，灯火阑珊家团
圆。当晚 23 点 40 分，王成志发来信
息：“千里归途一日还，我已平安到家，
准备过年！”

春节前夕，记者追寻第77集团军某旅中士王成志休假探亲的脚步，

感受一名高原军人的温暖回家路——

千里归途一日还
■本报特约记者 李佳豪 通讯员 王 鹏 王 坤

春节回家，是每个人心中的期

盼。采访中，不少官兵都半开玩笑

地说：“春节休假已经够幸福了！哪

怕一路上经历‘九九八十一难’，都

无所谓。”

每逢佳节倍思“兵”。主动在官

兵关注的小事上用真心、动真情，恰

恰是各级党委机关工作作风转变的

最好体现。我们相信，随着各项暖兵

惠兵举措进一步落地，当我们可爱的

官兵走下长年气候恶劣的风雪边关，

走下四季风沙弥漫的大漠戈壁，行走

在回家路上时，他们一定会走得更温

暖、更踏实。

每逢佳节倍思“兵”
■李佳豪

采访手记

站在陈述答辩席上，面对一群考官陈
述观点成果，回答各种提问……这是火箭
军导弹旅团长比武中“作战决心陈述及特
情处置质询答辩”课目的比拼现场。

新年开训，聚焦如何抓好导弹部队
实战化军事训练、提高练兵备战质量和
水平等主题，一场场紧张的答辩在某军
事院校学术研讨室里上演。

台上站着的，是数十名导弹旅团
长。在之前的比武中，无论是在指挥技
能还是军事共同课目等方面，他们都经
历了数次大考。台下坐着的一名名考
官，是来自院校、部队的专家教授。他
们长期活跃在实战化演训一线，精通战
术战法战略研究。

答辩现场直播屏幕的另一头，还有来
自军委、火箭军机关和各基地的十余名将
军、百余名部队和院校的领导。答辩的题

目，是每位旅团长独立制定的作战筹划和
标绘的作战决心图，还有随机抽取的2道
战术特情题和1道技术特情题。

答辩一开始，斗室里瞬起风雷，小小
的研讨室俨然成了硝烟四起的发射场。
“三情研判”“兵力编成部署”“主要

作战行动”……在 4号研讨教室里，一
名名常规导弹旅团长精神抖擞地站上
前台，陈述自己的“排兵布阵”。

8分钟的陈述，这些导弹旅团部队
的指挥员，从跨区机动、火力打击到战
时政治工作、卫勤保障等，都一一进行
陈述展示。
“你制定的火力突击行动，主要的

风险点是什么？”“当遭到强敌精确打击
怎么办？”……等旅团长陈述完毕，考官
们一个接一个发问，让答辩进入了白热
化阶段。

旅团长回答完毕后，考官们从想定
背景条件、信息获取、情况判断、处置原
则等 9个方面，进行严格评判，不记名
打分并现场公布。

而到了特情处置方案陈述阶段，研
讨室里的火药味愈来愈浓。战斗发射
过程中遭遇暴雪天气、中雨天气对发射
部队有哪些影响、某阵地出现重要设备
故障……每个旅团长面对3个与实际作
战联系紧密的特情，需在20分钟之内作
出科学判断，并制定详细的处置方案。
“以前参加过不少比武，但这次让

我感触最深，考了综合素质也考了应急
应变能力，让我找到了能力短板，更增
强了忧患意识。”走出答辩现场，“常规
导弹第一旅”旅长刘西洋感慨地说。

比武场上答辩结束了，但场下的思
考还在继续……

斗室里的“导弹攻防战”
■新华社记者 张选杰 李兵峰

融媒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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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班心语

春节前夕，第76集团军某旅上士刘政权（右一）因担负值班任务无法回家，妻

子郭雅芳（左一）带着儿子不远千里来到高原与他一同过年，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温

馨画面让军营的年味更加浓厚。图为刘政权和妻儿一起去驻地市区购买年货。

张城玮、张宏斌摄影报道

“福”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