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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锐 视 角

一张“电影卡”带来

联动效应

“苦行僧”不是军人的

代名词，前方连着后院，温

馨的“港湾”里孕育着潜在

的战斗力

“最近半年陪爱人孩子看过电影的
请举手？”
“陪爱人逛过街的请举手？”
2018年 7月，第 83集团军某合成旅

的一次机关干部座谈会上，主持人提问
后，旅政委练伟怎么也没想到，在场的机
关干部竟然没有一个人举手。
“苦行僧”不是军人的代名词，这个

话题深深触动了机关干部紧绷的那根神
经。

作训科参谋郭亮说，现在是小机关
大部队，训练考核、处理业务、检查指导，
一个都不能少。在他的记事本上最多时
列着 20多个待办事项，恨不得把自己掰
成几半用，哪有时间陪爱人孩子！

人力资源科干事高迪说，自己是宿
舍、办公室、饭堂三点一线，还要训练考
核，有时忙得中午都来不及回宿舍。虽
然和妻子相距仅 50公里，但很少见面，
结婚这么长时间了，还跟“异地恋”一样。

军需营房科助理员张露也说，他负
责工程建设和营房维修，一边是建设项
目需要推进，一边是营连的修修补补一
刻不能耽误，每天电话不断，哪头都得兼
顾。女朋友约了几次一块吃饭，至今都
未能如愿。

牢骚之中有期待。机关干部的现状
和苦衷，旅领导一一记在本上，更记在心
里。

随后，该旅领导研究决定，不提倡机
关干部加班加点，引导大家把正常工作
日利用好，向 8小时以内要效益。同时
他们还强调，既要干好本职工作，也要力
所能及兼顾家庭。

这个旅对官兵不仅有精神上的抚
慰，也注重实际问题解决。

去年“八一”期间，地方来部队慰问
前，考虑到部队工作节奏快，本想多带些
食品类的慰问品，经旅领导一提醒，把慰
问品改成了“文化套餐”。于是，机关干
部人手一张“电影卡”。

机关纪检科干事王兵建自结婚后，
从来没有陪妻子看过一次电影。那天，
王兵建带着妻子走进电影院，妻子拉着
他的手再也没有松开，如同初恋一样，还
一个劲地说：“太阳真是从西边出来了。”

前方连着后院，后院是军人的后盾，
陪家人看一场电影，再普通不过的一件
事，却让我们的军属感到如此奢侈。旅
政委练伟说：“这是极不正常的，我们带
部队、做工作，不能用一句‘多理解’，就
把所有该做能做的事忽略了。家庭连着
部队战斗力，如果后院经常冒烟起火，何
谈安心尽心？”

高兴的不光王兵建一家，从那以后，
旅机关干部的周末生活悄然变化。去年
国庆节期间，机关分管后勤的付助理员
带着妻子和孩子一起来到电影院，他拿
着“电影卡”选座、订票，一家人其乐融
融。

付助理员说，办“电影卡”的事儿不
大，但蕴含的意义不小。赢得家人的理
解和支持，自己干起工作的劲头更足

了。最近，他又给妻子制造点惊喜和浪
漫，用“电影卡”预约了两张周末的电影
片，陪妻子一起去看了场 3D电影，事后
他还特意在朋友圈秀了一把恩爱，惹得
其他部队的战友好生羡慕。

一份轮休“白名单”

放飞着心愿

拉满弓的弦一直紧绷

着就会失去弹性，适度松

缓一下，那根弦更有力量

周末最怕啥？机关干部最怕啥？最
怕的就是休息时间领导打电话。

多年前，一名机关干部回忆自己的
经历时说，自己习惯了手机随时开机，领
导打电话往往就两句话：“在哪儿？抓紧
来办公室！”

现在，不少机关干部都有类似的经
历。作训科参谋刘栋让很多同学羡慕：
在机关任职，妻子和孩子都在身边，看上
去事业和家庭两不误，但只有刘栋自己
知道心里的酸楚。

来机关之前，刘栋原本以为机关的
工作会轻松些，每天都能按时上下班，周
末还能陪陪家人。可是到了机关后，他
感觉自己回家的次数更少了，每天工作
就跟打仗似的，很少按时回家。遇到工
作忙不过来的时候，周末必须加班赶进
度。孩子会经常问：“爸爸是不是出差
了？”加班多了，有时妻子也会质疑：“你
是不是不愿意回家？”刘栋哭笑不得。

在办公室，刘栋拿出一份密密麻麻
的工作安排表给记者看：“白天开会、接
电话等事务性工作多，没有太多的时间
处理业务，久而久之，机关加班加点成为
一种常态。有时难得休一个周末，也是
魂不守舍、‘机’不离手，时刻准备被领导
‘召回’。”

该旅领导了解到情况后，下决心改
变这一现状，充分保障官兵的休息权和
休假权。于是，一份干部轮休“白名单”
印发旅常委成员人手一份。

这份“白名单”，谁在位、谁休息，在
什么位置、在干什么，标注得一清二楚。

旅领导身体力行提高工作效率，到
了周末没有特殊情况不去办公室加班，
在满足工作任务需求的情况下，安排人
员轮流休息。

前不久的一个周末，原宣传科科长
李明颐送孩子上辅导班，在营区大门正
好碰到政委。政委原本有事要找宣传科
的人，知道李明颐那天正轮休，就没再
提工作上的事儿，而是找值班人员办
理。

旅机关结合阶段性任务特点，按照
战备要求，在保持人员在位率的基础上，
合理调配值班人员，不随意召回轮休人
员，让大家周末能够安心休息，陪伴家
人。

一张轮休“白名单”放飞着心愿。部
队管理科邵参谋说，如今轮到自己休息
时，能够彻底放松，身心像清洗过一样，
返岗后更有精神。

物理学的原理告诉我们，拉满弓的
弦一直紧绷着就会失去弹性，适度松缓
一下，那根弦更有力量。一份轮休“白名
单”，不仅折射出部队科学正规的运转秩
序，更赢得了军人家属的理解和支持。

一场别致的集体婚

礼走心萦怀

倾注的是真情，拉近

的是距离，活跃的是气氛，

传递的是爱意

“你的眼里只有任务、工作，我们啥
时候举办婚礼，亲朋好友都等不及啦！”

去年 8月，因任务多，一再推迟婚期
的排长胡志超，遭到未婚妻多次埋怨。
虽然胡志超多次解释，但未婚妻始终不
理解、不接受。

随即而来的一场集体婚礼，让胡志
超的未婚妻感动得落泪：“等了这么久，
值得！”

金秋的一天，伴随着悠扬的婚礼进
行曲，该旅 20对新人走向婚姻殿堂。婚
礼现场，红地毯、气球、鲜花一样都不少，
喜庆的音乐、庄重的舞台、巨幅的背景
墙，“军味”十足，喜庆的气氛如同过大年
一样。

这次旅里专门为像胡志超一样推迟
婚期的新人，举办了“爱在军营、助力强
军”集体婚礼。婚车上，看着新娘燕姣高
兴地挥舞着双手，胡志超用手机记录下
这一生难忘的时刻：“我要用一生守护我
心爱的姑娘！”

那天，在驻地警车的带领下，载着
20对新人的婚车经过城市中央，街道两
旁的群众驻足观看，见证着这场集体婚
礼。许昌市中心医院护士李婷用抖音随
机拍摄的一段视频，点赞量迅速攀升。

营区里的官兵敲起锣、打起鼓，在道
路两旁列队欢迎，这阵势让全旅官兵兴
奋不已。

这场“拉风”的婚礼背后也有着反复
思量。在筹划婚礼之前，关于婚车出不
出营区大家争论不一。旅长、政委一碰
头：“拉出去，同地方交警部门协调好就
行了。军人的婚礼也不能窝窝囊囊，该
有的都要有，军人有军人的方式，军人有
军人的风采。”

婚礼当天，部队专门联系摄影师组
织新人拍摄婚纱照。还把双方父母、朋
友、亲戚请到婚礼现场，和全旅官兵一同
见证 20对新人的难忘时刻。在婚礼现
场，新人和双方的亲友都感动得流下了
热泪。
“这种规模和方式的集体婚礼，在我

近 20 年的军旅生涯中还是第一次看
到。”现场组织婚礼的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丁东带着车队穿街过巷，把新人们送上
红地毯，他激动地说，“看着官兵们风风

光光把新人们接进部队，既庄重又简朴，
真的好羡慕。”

20 对新人的家长代表在答谢词中
说：感谢组织和各级领导的关心厚爱，把
孩子们的大喜事操办得这么漂亮。孩子
们爱部队，我们爱军人，我们将一如既往
支持部队练好兵、打胜仗。作为军人的
亲属，我们永远是人民军队的坚强后盾。

一场“拉风”的集体婚礼，既活跃了
军营的气氛，又拉近了社会对军人、对军
营的那份情感。

一场军味十足的“嘉

年华”燃亮全城

军人让社会尊崇，自己

首先要热起来，该露脸亮相

的时候还就得大大方方

这个旅作为全军首批公布的开放部
队，从公布之日起，旅领导就开始琢磨，
该如何做好这篇文章，并指示相关部门
尽快拿出方案。

旅政委练伟说：“习主席一再强调让
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而尊崇和
热爱是从了解开始的，过去军营一直处
于封闭状态，甚至连我们的军人家属都
不了解，何谈理解。利用好军营开放日，
有利于让更多的人走进军营、了解部队，
从而赢得尊崇和支持。”

机会来了，该旅外训返营后，经过短
暂休整，一场规模宏大的军营“嘉年华”
如期展开。

训练展示区、装备展示区、战位展示
区、枪械观赏区、旅陈列馆展示区、烹饪
区、烧烤区……一看展区的名称就很吸
引人。那天，人山人海，受邀请的、自愿
报名的，来自党政部门、社会团体、官兵
亲属近3000人零距离感受军营生活。

那一天，官兵的家属来了。四级军

士长胡高岭带着妻子孩子、岳父岳母一
起来到了部队，他牵着老人的手在各个
展区转了一圈，一家人都很好奇。尤其
作为妻子，握握军人的枪，躺躺部队的
床，看看丈夫的战位，那一刻，过去对丈
夫的不理解全部变成了感动。妻子眼里
噙着泪花说：“你们真的不容易，我今后
全力支持你！”女儿胡嘉琪说：“长大了我
也要当兵！”

那一天，地方群众来了。步战车冲
上山坡威风凛凛，狙击手枪响靶落，官兵
表演的近身格斗血性十足，让在场不少
市民啧啧称赞；在武器展示区，有的拿着
步枪瞄准，有的拿着火箭筒体验，讲解武
器性能的教练班长被围得里三层外三
层。

那一天，学校的师生们来了。学生
们在装甲车里爬上爬下，大家争相坐炮
塔，合影留念；修葺一新的“杨根思连”荣
誉室人头攒动。逼真的雕塑、厚重的历
史、原始史料展陈，他们就地展开爱国主
义教育……

下士程磊的妈妈从老家专程赶到部
队，平时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程磊也滔
滔不绝地介绍起来。看到孩子的照片贴
在光荣榜上，母子俩高兴地合影留念。

在食品烹饪区，炊事员冯光磊忙个
不停。看着大家对出锅的食品、烧烤赞
不绝口，他心里乐滋滋的，并不觉得累。

心气理顺了，官兵热情高，干什么都
来劲。现在，大家都说冯光磊把饭菜做
得更有味道了。

旅政委练伟说：“一支有活力的部队
才会有执行力和战斗力，努力营造宽松
活泼的良好氛围，是一线带兵人必须动
脑筋做好的大事。”

正是有了这种活力和士气，这个旅
的官兵，训练场上嗷嗷叫，有了任务争着
上。他们整建制 3次北上朱日和，先后 6
次参加规模较大的实兵对抗演习和战备
拉动，组织4支分队赴国外维和，2次组队
参加国际军事竞赛，分别获得团体第二、
三名和单项第一、二、三名的优异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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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有比常人更重的责任和担当，军人也有和常人一样的情感和心灵。从第 83集团军某合成
旅的“暖心事”看一线带兵人的张弛之道——

既要“拉满弓” 还要“会松弦”
■胡雄欣 本报特约记者 康 克 记 者 胡春华

“战士的生活就是这样，有苦有乐有

声有色……”每当唱起这首歌，意气风发、

生龙活虎的部队生活画面便会浮现在眼

前。带部队，就是把部队的士气带出来，

让官兵的精神头鼓起来。有活力的部队

才会有执行力和战斗力。相反，气氛沉

闷，情绪压抑，何谈生机与活力？

抗战时期的延安，该紧张的时候紧

张，该活泼的时候活泼。开会时唱歌、

休息时唱歌，互相鼓舞着唱、互相竞赛

着唱，自信和愉悦洋溢在脸上。毛泽东

亲手为抗日军政大学题写的校训“团

结、紧张、严肃、活泼”，正是那时的真实

写照。延安由此成为成千上万的热血

儿女和知识青年向往的圣地。一边是

八百里加急的战事，一边是忙而有序、

宽松活泼的内部氛围，可以说，毛主席

题写的那8个字，既体现了红军工作态

度上的严谨认真，又反映出那个时期业

余生活的生动和睦，是一张一弛、张弛

有度的完美统一。

在一线战场，贺龙率领八路军120

师在华北作战，战事频繁，战斗之余，娱

乐活动从不间断。有些缺乏经验的战

士在大战面前有些紧张，贺龙却内紧外

松，他来到师部篮球队，鼓励小伙子们

打一场篮球赛。激烈的战斗仍在进行，

现场都能听到前线的炮弹爆炸声，篮球

队员们从未在这样的境况下打过球，贺

龙却笑眯眯地让大家安心打球，还不时

给队员们指点战术动作，呐喊助威。

军营生活紧张，但不是机械的；军

营生活严肃，但不是刻板的。无论是战

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活泼始终是部队

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如今，“两眼一睁

忙到熄灯”“5+2”“白+黑”，成为一部

分官兵的生活常态。基层官兵普遍感

慨：紧张有余、活泼不足，压力山大。

毋庸讳言，军人有着比常人更重的

责任和担当，但也有着和常人一样的细

腻感情和需要呵护的心灵，需要被尊

重、被关心、被在乎。要知道，人一旦处

于紧绷的状态，便会丧失活力，疲于应

付，进而失去创造力，影响部队战斗

力。“你让我在休息时间工作，我就会在

工作时间应付”，不仅没有效率，还会影

响官兵的情绪。

练兵备战与营造宽松活泼的军营氛

围并不矛盾，越是任务艰巨，越要做好释

压减负的工作。尤其是一线带兵人，要

设身处地为基层官兵着想，理解他们的

苦衷，以及他们的所思、所想、所盼。既

要压实责任“担子”、又要为愉悦官兵身

心送“方子”，不能把任务和活动安排得

满满当当，更不能把加班加点视为军人

的理所当然，而忽视其合理需求。既要

讲牺牲奉献，更注重解决官兵实际问题，

响应官兵合理诉求，工作上多鼓励，情感

上多沟通，需求上多保障，使官兵切实感

受到最直接、最真诚的温暖。

莫把死板当正规，莫把要求当教

条。带部队重在带士气，应把准官兵脉

搏，点燃心中之火，活跃部队气氛，形成

生机活力。尤其是当前改革转型时期，

推进各项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更需要各

级带兵人多动脑筋、多想办法，思路更宽

一点，办法更活一点，招数更多一点，各

个方面各个环节综合发力，从而把官兵

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充分调动起来、释放

出来，形成强军兴军的巨大力量。

紧张而又活泼的部队才有战斗力
■练 伟

第453期

第83集团军某合成

旅在“杨根思广场”组织

现地教学，重温英雄故

事、深化传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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