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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眼

作为一名新排长，本以为到了连
队踢开头三脚会费一番功夫，没承想，
我不仅很快坐稳了位置，还成了排里
“众星拱月”的宠儿。然而，这并没有
让我感到欣喜，反倒是增添了不少苦
恼。

上周车炮场日，我衣服上不小心
蹭到了柴油，回来以后便把衣服丢在
水房，打算泡上一夜再洗。谁知，第二
天我的衣服竟不翼而飞。正当我疑惑
时，上等兵小李告诉我，他已经将我的
衣服顺带洗好，保准中午就能收回。
对此，小李显得很坦然，眼神里还透着
一丝得意。

被战士这样赤裸裸地“保障”，我的

心里很不是滋味。一直以来，战士们对
我可谓是“无微不至”：刚接到快递电
话，没过几分钟，快递就已经摆在了我
的床头；早上起床洗漱回来，个人内务
已经被收拾干净；战备拉动，我的运行
物资早已提前上车就位……

偶尔被战士“保障”一两次，可以看
成是战友之间互相帮助，但战士们经常
为我“代劳”，明显就是在“惯”着我。

一天中午，我把排里班长们集中到
一起，明确提出禁止让战士“保障”干
部。“排长，这种小事你就别放在心上
啦。”一开始，班长们还不以为意，直到
发现我的脸色愈发难看后，老班长谭文
强这才道破玄机：“人心都是肉长的，排

长们以后大多要当主官、进机关，现在
‘保障’好了，以后也能得到关照。覃
排，你就别拒绝大家的好意了。”

听到这些“开诚布公”的话，我不禁
反思：战士们尊重我、照顾我，到底有多
少是我自身的能力素质和人格魅力使
然呢？“无需保障排长，只管练兵打仗。”
晚上，我拉着战士们谈心交心，把庸俗
交往的利害关系一点点厘清，倡导大家
坚决抵制这种“保障”现象，把功夫更多
地花在干好本职工作上。

打那之后，战友们没了“保障”的负
担，排里的氛围也愈发团结纯粹，我不
禁暗暗给自己点个赞：继续努力！

（王 涵整理）

排长还用“保障”吗？
■第74集团军某旅炮兵营排长 覃金海

两则新闻，一则是公众号文章

转发“墙内开花墙外香”；一则是

运用新媒体技术解决教育现实问

题。看似关联不大，却牵引出一

个军营反复讨论的话题：信息网

络时代的思想政治工作，到底如

何创新开展？

“政治工作过不了网络关就过不

了时代关”，通过这张神奇的“网”，

官兵即使身处军营也可与时俱进领略

时代的风景。然而，当前各单位的

“过关法”却大相径庭：勇于尝试者

有之、遮遮掩掩者有之、避而不及者

有之……

当今社会，信息无处不及、无所

不在、无人不用，人人都在享受信息

带来的便利和好处。分析有些单位

“明知好事而不为”的原因，恐怕主

要还是怕出事、怕担责。

随着一系列容错纠错机制的出

台，为想干事、敢作为者营造出一个

“甩开膀子放心干”的良好环境。愿

各级而今迈步从“头”越，进一步解

放思想，更新观念，本着真正为基层

建设负责、为基层官兵着想的态度，

开拓创新，迎难而上。

而今迈步从“头”越
■邓东睿

前不久，火箭军某旅为因执行任
务延误婚期的官兵举办集体婚礼，并
第一时间借助军队官方微信公众号、
微博等多种渠道发布，引来大批网友
点赞祝福。

没承想，政工例会上，当该旅政治
工作干部围坐一堂交流时却发现：刚
发布的这些文章，在基层官兵之间鲜
有转发。按说，婚礼现场官兵们互动
频频、祝福连连，缘何他们不愿在微信
上分享喜悦呢？
“不是不愿转，而是‘不敢转’。”调

研中，旅宣传科科长姚佳锋了解到，在
基层官兵的微信朋友圈中，与“军”字
挂号的内容少之又少，更甭说转发这
样“图文并茂”的文章了，因为他们怕
被贴上“暴露军人身份”的标签。

说起这个话题，旅发射五营上士
龚浩有一段郁闷经历。一次，他在某
公众号看到一篇赞颂军人独特“风花
雪月”的文章，随即配上精彩点评转
发到自己的朋友圈，一时间，亲戚好
友、身边战友点赞如潮。

没过多久，指导员刘利龙却找到
龚浩提醒：转发朋友圈要小心谨慎，
切莫招来“无妄之灾”。于是，龚浩

默默地将这条点赞评论数过百的朋友
圈热文删去。

龚浩的郁闷经历，恰恰是基层现
状的缩影。旅部队管理科科长资文茂
说，基层营连为防微杜渐，大多采取
“一刀切、一锅煮”的手段，禁止官兵转
发一切有关部队内容的文章，以免成
为被通报的典型案例、反面教材。

对此，刚刚从副连长岗位调整
到机关的部队管理科参谋李哲深有
感触。在此次集体婚礼现场，身材
挺拔的他打着红伞，携手妻子踏上
幸福红毯，这一瞬间也被定格在相
片之中、发在公众号里。本寻思着
采用“屏蔽领导、对战友不可见”
模式来转发朋友圈的他，最终还是
放弃，而是默默地将文章私信发给
妻子和家人。

公众号文章，到底能不能转发？
翻开 《内务条令》，资文茂告诉记
者，条令明确规定军人严禁在网上谈
论、发布、传播、泄露涉密和敏感信
息，但主流媒体公众号里的文章都已
经各级层层审批，且在网络上早已广
泛传播，怎会存在“暴露军人身份”
一说？

既然法无禁止即可为，那么转发
公众号文章到底有无不妥？为此，该
旅对照新条令对《旅手机管理规定》
作出修改，明确规定但凡部队权威公
众号刊载的文章，官兵觉得对自身有

所启迪的，皆可转发。此外，他们还
针对当下网络舆论形势，组织知网、
学网、用网教育，引导官兵树立正确
的网络价值观、保密观。

“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尴尬渐渐
远去，一篇篇充盈着正能量的公众号
文章在基层官兵的朋友圈中转发、评
论、点赞……

公众号文章，官兵缘何鲜有转发？
■本报实习记者 邓东睿

本报讯 王鑫报道：从“云端”
下载授课视频观看、心得体会上传
“云端”参加展评……北部战区陆军某
旅某执勤点负责人马超怎么也没有想
到，仅有 3人的小散远单位，竟能与
千里之外的营区实现异地同步互动学
习。这是该旅创新搭建互联网“云课
堂”开展大讨论活动的一个镜头。

该旅领导介绍，由于部队动态分
散、战备任务繁重等因素，旅里开展教
育效果常常大打折扣。为此，他们充分
发挥网络新媒体“海量、快捷、互动、
跨界”等特点，创新学习方式、改进学
习模式，提升教育质效。

建立学习教育网络“云课堂”，将主

流权威媒体推送的学习资料收纳其中；
开发“习文乐见”学习小程序、搭建“鹰
眼学习社”微信群，通过日学一段、周议
一题、月品一课等形式，广泛开展网络
答题、专题 PK 等活动，促进学习成果
转化……此外，他们还通过后台对内容
的点击量、流量进行统计分析，精准掌
握分析官兵的兴趣点、薄弱点，确保教
育更加有的放矢。

今年主题教育开展后，该旅邀请 3
位专家通过“云课堂”为官兵深入解读
红色传承、讲述强军故事。战友们兴奋
地告诉笔者，学习进入“云端”，开阔了
眼界又解渴，走下“云端”，优质学习资
源助力他们成长成才。

北部战区陆军某旅运用新媒体破解教育难题

“云课堂”助力学习换挡提速

新闻前哨

本报讯 郑红兴、肖晨晨报道：5台
彩色打印机全部安装完毕，投入使用效果
良好；采购的15台新型对讲机配发连队，
指挥通联更加顺畅；新建家属公寓配套设
施一应俱全，实现拎包入住……近日，新
疆军区某边防团着眼提升服务基层工作
质效，开展暖心惠兵工程，受到官兵点赞。
“配发的对讲机，型号功能与基层需

求不符”“安装好的电视机，配套的入网
设施却迟迟未动工”……上个月，该团官
兵在强军网士兵论坛上的吐槽引起了团
领导的关注。他们调查发现，在服务基
层工作中，部分机关干部存在“拍脑袋”
决策、解决问题“浅尝辄止”的现象，出现

了不少“烂尾工程”。
“绝不能把‘暖心事’办成‘闹心

事’！”为此，该团开展“评议机关”活动，
组织官兵对机关各项工作满意度打分；
实时公示工作进度，责令办事拖拉迟缓
的个人作出检查；定期组织“回头看”，对
相关工作追踪问效、追责问责……通过
此举，立起为基层服务的刚性制度，确保
解决问题落到实处。

作风更扎实，办事更暖心。前不久，
该团组建“三巡服务队”，定期到边防连
队开展巡修、巡诊、巡教服务活动，官兵
们说：机关真把实事儿办到了咱的心坎
上。

新疆军区某边防团服务基层注重实效

暖心惠兵工程，可别“烂尾”

本报讯 陈史涌、崔获阳报道：近
日，首辆“金融移动服务车”驶进第 76集
团军某旅营区。副连长陈卫军因公出差
在即，正为办理公务卡的事儿发愁。没
想到，机关协调银行把金融服务车开到
了连队门口，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改革调整后，该旅营区分散，部分基
层单位驻地远离机关、市区，不少官兵反
映，公务卡办理、个人证件补办等必须要
到机关或市区才能完成的业务成了“老
大难”。基层官兵外出一趟，大部分时间
都耗费在了路上，办理业务有时还要排
队等候，浪费人力、物力不说，无形中还
增加了安全隐患。

“点位分散到哪里，我们机关服务就
要跟进到哪里。”针对基层反映的问题，
旅机关一方面成立综合服务小组，每周
跟随日常检查到各个营区解决官兵难事
急事；另一方面，积极协调地方业务机构
增设服务点位或者上门为兵服务，让官
兵足不出户便能办理业务。

下士张向银行卡挂失后，因未及时
向司务长上报新银行卡账号，工资都打
到了挂失的银行卡上，急得他团团转。
“像您这种情况只需要提供个人身份证
就能激活原卡取出钱。”在银行业务员的
帮助下，仅仅用了 5分钟，张向就在服务
车上如数取出了工资。

第76集团军某旅紧贴实际服务官兵

金融移动服务车，欢迎驶入

值班员讲评

值班员：西部战区陆军某旅合成四营

教导员 许耕源

讲评时间：3月15日

今天，营里组织了紧急战备拉动，各
连官兵迅速到位、战备物资齐全，总体表
现较好。但在进行给养物资装载时，我发
现一些连队的面粉袋、米袋均有不同程度
的洒漏现象。通过对给养库进行查看，我
才得知这些连队为了在迎检时让面粉袋、
米袋码得好看些，竟像叠被子一样用手去
捏、用内务板去夹。样子虽美观整齐了，

却造成了袋子不同程度的磨损。
一些连队为了在检查评比中顺利过

关，总会反反复复打扫卫生，仔仔细细
“完善”材料，甚至还将各种“迎检道具”
修葺一新……凡此种种，都是以“迎客”
心态对待“迎检”，既背离了检查评比的
初衷，更与战备要求背道而驰。

同志们，迎检不是迎客。各连一定
要时刻牢记备战打仗的要求，不搞花花
哨哨、临时抱佛脚，而是通过真实务实的
迎检促进短板的弥补、素质的提高。

（张石水、王云峤整理）

别让“迎检妙招”成了战备漏洞

孪生兄弟王子杰（前排左二）、王子超（前排左三）是武警天津总队

特战大队的两名下士。当兵3年多，两兄弟一路比拼。训练场上，两

人你追我赶，比比谁的武艺更强；训练之余，两人妙笔生辉，看看谁笔

下的军人更传神。

刘春辉、秦 伟摄影报道

兄弟争锋

陈 平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