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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谋业务集训，说实话，想向“政治
工作干部”发展的我本不想来，但因军
事素养实在太差，营长大手一挥道：“去
学学！省得考核时求爷告奶！”

就这样，我开始了为期两个月的
集训。而这两个月的辛勤付出，用营长
的话来说，抵得上你个人两年的“零敲
碎打”。

开训动员时，参谋长语重心长地对
我们讲：“在这里一切以成绩说话，没实
力的人，没资格睡觉！”

听完这番话，我两眼放光，热血沸
腾——这不就是我想要的青春吗？

可现实是一把“杀猪刀”，集训前的
摸底考核，看着试卷，我愣住了。

耳旁传来监考官轻飘飘的话语：“考
虑到大家还没正式进入情况，这次出的
都是些基础题，不要着急，正常发挥。”

正常发挥？真的，我一道不会……
“没实力的人，没资格睡觉！”再

次回想起这句话，我面色凝重起来。
有人曾把基层排长的辛劳比喻为

“凌晨两点的中尉”，而在这里，凌晨两
点是常态，大部分人每晚都自觉加班到
凌晨两点半，而像我这种“菜鸟”，只能
熬得更晚。

那段“从无到有”打基础的岁月，真

的很难熬。
而比起身体上的乏累，看不到前

人的背影更令我沮丧，因为你努力，别
人也不甘落后；你进步，别人也在不断
提高。

我拼命尝试缩短与众人实力的差
距，但仿佛一切都是徒劳无功。

而让我坚持下去的动力，除了那
不甘平凡的敏感自尊之外，还有两个
因素。

一个是新训时期带训干部讲过的
一句话：“想出成绩有时候就得学会熬！
熬得住出彩，熬不住出局。”

另一个则来自教导员的短信：“你
基础比别人差，前期会学得很吃力，不
要心急慢慢来，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血色浪漫》里钟跃民的老爹对他

说：“这世上有一样东西别人夺不走，那
就是本领。”

也许多年后回首来路时，我会感激
目前这段视为“狼狈”的过往。

也许在旁人眼里这点挫折根本微
不足道、不值一提，但对于一名“萌芽”
小排长而言，它已然成为我成长道路上
的基石。

一个月后，我的成绩有了很大提升
并稳定在中游。

当我逐步习惯了每天凌晨两三点
入睡，当我渐渐适应了每日题海袭来，
当我不断熟知了每项技能与方法后，内
心的压力才日益减小。
“没实力的人，没资格睡觉。”集训

如此，军旅人生又何尝不是呢？
我们总是在接触新鲜事物时踌躇

满志、热情高涨，渴望一展宏图，期待绽
放异彩。

但当真正熟悉并掌握规律后，当初
的激情消退、热忱淡化，便落入了机械
重复的“俗套”，因为一切尽在掌握，反
而失去了生命的追逐，将本应精彩纷呈
的人生活成了日常“打卡下班”。

这一难题如何破解，目前的我还
没有资格与阅历去妄加评论，唯有一
句话权当班门弄斧：热爱与信仰，超
乎生命，我们可以无所为，但不可无
所爱。

作为一名基层带兵人，我们会面对
各种各样的压力与挑战，被领导批评、
被下属议论、被现实压垮。

但我坚信我们总会在各种挑战过
后，把生活变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就算
累到极限依然坚持。

而这，也是我们生活的意义与追求
吧。

感激这段视为“狼狈”的过往
■新疆军区某师排长 张耀东

近日，新疆军区某师防空团为期两
天的群众性比武竞赛活动落下帷幕，这
个团高炮营二连一举夺得一个单项第
一、两个单项第二。由于连长在外集训，
带领连队官兵出战的，是连政治指导员
王雪振。
“投身热火朝天的练兵场，让我实

现了人生跨越。”王雪振说。
2012 年，王雪振以国防生综合评

定 第 一 的 优 异 成 绩 从 南 开 大 学 毕
业，完成 10 个月的任职培训后分到
这个防空团。“想着自己是个名牌大
学生，刚毕业就想到机关去。”回忆
起初到部队的经历，王雪振说，任
排长不到半个月，他果然接到了机
关借调的通知。

到了机关，王雪振才知道工作并没
有那么简单——

一次下部队检查，同行的人讲评都
能说到点子上，自己却连开展教育的程
序步骤都不清楚；

半年后的一次考核，因为缺少基层
训练和带兵经历，军事理论考核时王雪
振一个问题也答不上来，作战计算和战

术标图也因为疏于训练、不了解部队情
况而“挂科”……

名牌大学生亮了“底牌”。
王雪振感到，缺少扎根基层的经

历，在部队不光训练考核过不了关，
就连工作都没法有效开展。痛定思
痛，他主动提出重返战位，回到基层
工作。

为学懂弄通防空兵指挥专业，王雪
振立下了打赢“翻身仗”的军令状，还量
身制订强化训练方案。

面对短板弱项，王雪振主动拜连队
官兵为师，定下了“三个月掌握，半年内
优良”的目标。从炮手操作到班排协同、
再到连综合指挥作业，最终，他比原计
划提前两个月实现所有专业训练成绩
优良以上的目标。

勤学带兵本领，苦练打仗技能。
2017年，王雪振被调整到这个师防空团
高炮营二连担任政治指导员。从担任一
线指挥员第一天起，他就将工作着眼点
放在了提升战斗力上。

高炮营二连是一个有着光荣历史
的英雄连队，曾被原乌鲁木齐军区授予

“军事训练标兵连”荣誉称号。为传承好
连队特有红色基因、激励官兵担当强军
重任，王雪振利用休假时间发起寻访连
队功勋老兵活动，辗转四川、甘肃、河南
等地，寻访并记录了数十名连队老兵的
精武事迹，还邀请老连长雷豫回连队，
就“新时期如何精武强能”与官兵交流
互动。
“既要念过往，更要睁眼看世界。”

王雪振发起了连队党支部与南开大学
哲学院党支部共建共育、筹办组建“南
开书屋”等特色活动，在“烽火台”与
“象牙塔”的对望中引导官兵要有长远
目标。

去年上半年，在连队党支部带动
下，二连先后啃下了战备拉动、“百连万
人”新条令考核比武等硬骨头，连党支
部也被表彰为“先进基层党支部”。

扎根基层，破茧成蝶。王雪振这
个名牌大学生亮出了精武强能的王
牌。去年底，王雪振因带出全团叫得
响、过得硬的连队而荣立二等功。“扎
根基层才能成大器，练兵备战的方向
就是成长成才的方向。”王雪振说。

王雪振：从名牌大学生到优秀指导员
■李清华 黄宗兴

对于基层来说，“上面千条线，下
面一根针”可谓是常态，基层主官“官
小”却“事多”，所有会议主官必须参
加、凡是活动主官必须带队、任何工作
主官必须到场……凡此种种，在基层
屡见不鲜，似乎只有主官到了，工作才
算引起重视，落实才算到位。这些“必
须”让主官们疲于应付、分身乏术、无
所适从。

主官是基层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是其基本职
责，但如果不论事情大小、不分轻重缓
急，遇事都要求主官参加，他们便很难
集中精力抓建设，落实工作的质量就
会大打折扣。对于基层而言，并非所
有工作都要主官事必躬亲，主官在位
与否并不是工作开展好坏的必要条
件，如果事事依靠主官，不仅官兵容易

产生依赖思想，同时也不利于其他副
职干部的成长。

郝小兵认为，各级领导机关只有在
日常工作中改进方法、改变作风，破除
“事事找主官”的习惯做法，让基层主官
多一些精力去抓主责主业，少一些不必
要的“事必躬亲”，才能使各项工作精
准落实到位。
（文/叶津华、何思聪 图/沙凌云）

基层主官：有一种忙叫“分身乏术”

来到连队这三个月，我到底经历了
什么？

作为一名新排长，在这段时间我是
最敏感、最富有感知力的，工作的一招
一式，生活的点点滴滴，领导的告诫，战
友的交流，我可能都会很在意，并且去
思考总结。

从过程上看，我经历了适应、熟悉、
融入，慢慢地开始接任务，进而独当一面；

从思维上看，我认同了身份的转
变，从一名学员到一名排长，慢慢拥有
了带兵人思维；

从心理上看，一些战士给了我成就
感，还有一些事让我陷入深思。

那天中午，我对床的“第四年”烦躁
不安地对我说：“排长，你出来一下，我
憋坏了。”

我当时很忐忑，这是什么情况，和
别人闹矛盾了？失恋了？短短一个走廊
的距离，我脑子里有七八种猜测。

到了天台，他告诉我说是感情的问
题，越说越激动，我可以感觉到他内心
的煎熬与无奈——无法回家，无法当面
讲清楚，甚至无法发泄……

最后他哭了，我就坐在那里，听他
说气话、狠话，甚至内心最柔软的话，慢
慢地，他的情绪稳定了。我觉得很有成
就感，被信任的感觉是其他任何物质都
给不了的。

而让我陷入深思的则是有些义务兵
给老兵干活，包括铺床、打饭、洗衣。通过
交流谈心，大家对此习以为常，认为这是
“传统”，都是这么一代代传下来的。

对此，我多次查找军史中关于内
部关系的详细描述，终于在上世纪的
一本讲“三助”运动的书里找到这样的
记载：

某单位开展“三助”运动，人员参与
热情非常高，战士为了多学习老兵的技
能，经常“缠着”老兵问问题，有时问到
半夜。这时候，问问题的这个战士不好
意思，就主动照顾老兵生活，以便于有
更多时间向他请教。

从中不难发现，这本是“你情我愿”
的事情，而如今慢慢演变成“不得不干”
的事情。义务兵如果不干，会被认为没
有眼色，如果哪个老兵没有享受到这种
“待遇”，就会被认为没有地位。

本来，如果排房里有人加班或者出
公差回来晚了，我帮忙把他的床铺好，
方便他回来睡觉，而且不打扰到其他
人，我相信这个人回来看到床铺，心里
也是暖暖的。

为什么过去那些暖兵心的优良传
统在今天会“降温”？原因在于，有些传
承只注重形式，而没有抓住内核。

比方说，一提到病号饭就自然想到
鸡蛋面。殊不知这还是上世纪的传统，
因为在当时，鸡蛋面属于比较好的伙
食，经常用来给生病的同志补充营养，
体现了组织的关心。

如今我们是不是应该从营养学角
度，结合病号个人差异，精准订制病号
饭，真正体现我们对病号的关心，让他
们觉得温暖。

总之，传承不能僵化。有些东西
看似是对优良传统的传承，其实缺乏
与时俱进，丢掉了内核。

想明白了这一点后，我决心从自
己做起，从自己改起，即使我暂时无
力改变他人，也愿做一颗种子，静心
生根发芽，静待开花结果。

传承好传统也应与时俱进
■海军某部排长 陈 岩

在基层部队，主官确实很忙，但
与之相对的，就是部分副职得到的锻
炼不够，出现了“主官忙得团团转，
副职站在旁边看”的现象。

诚然，主官带头干更有利于调动
官兵的积极性，但副职也需要锻炼提
高、积累经验。具体来说，一方面要
破除“事事找主官”的做法，对副职
多帮带；另一方面，主官对副职要放

心、放权，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单位，我和作战长张彤配合

得就比较好。工作中，他不仅视情
让我参加各种会议，还鼓励我在会上
多发言；训练中，既教方法，又带着我
一起实践。如此一来，我的能力有了
较大提高，作战长自己的时间也得到
了解放，能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练兵备
战打仗中。

去年下半年，我和作战长以及
主炮班长一起研究主炮的性能参数
和常见排障方法，带领官兵反复操
练，渐渐摸清了主炮的“脾气”。在
今年 1月的实弹射击中，作战长放手
让我指挥主炮射击，我不负众望，
炮响靶碎，一举夺得编队第一名的
好成绩。

(刘中涛、本报记者刘亚迅整理)

多给副职压担子
■东部战区海军某登陆舰支队沂蒙山舰副作战长 杨 扬

为激发官兵忠实履行职责使命的责任感和荣誉感，2月28日，武警宁

夏总队石嘴山支队隆重举行中级士官晋升授衔仪式，邀请士官家属到场参

加，共同见证这一荣耀时刻。新晋四级警士长董明昊（右）的妻子郑翠翠为

丈夫佩戴好警衔，夫妻二人激动和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罗辉波摄影报道

“老婆帮我戴警衔”
Mark军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