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5 军营观察E-mail:jfjbjygc@163.com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０日 星期五责任编辑/王社兴

新闻样本

处 分 的 包 袱 有 多

大？谁在戴“有色眼镜”？

一张处分表的分量到底有多重？
时隔 5年多，回忆起“出事”那天的

情景，张锦鹏依旧很激动。对他而言，
这是烙在心里的一道疤。

为严明纪律，武警浙江总队嘉兴支
队领导要求从快从严处理。当天巡逻
任务结束后,中队党支部连夜召开会议，
决定给予张锦鹏警告处分一次。
“摊上这样的大事，所有的努力和

希望都给毁了。”得知消息，张锦鹏觉得
天塌下来了。他追悔莫及，流下了懊悔
的泪水。

他入党的事也受到影响，被暂时搁
置。入伍前，当过兵的父亲反复交代
他，争取在部队早日入党。早日入党的
希望也没有啦，该如何向父亲交代？

除了思想上的包袱，张锦鹏还背上
了工作上的包袱，干什么、怎么干都觉得
不自在。工作干好了，有人说他求功心
切；工作干不好，有人说他破罐子破摔。

受处分后，张锦鹏还感到生活中处
处有压力。课间休息、周末活动时，他
总觉得战友们在有意无意地回避自己；
队干部在队列前一强调手机问题，他就
觉得是在针对自己；最让他感到“心塞”
的是，每当他回到班里时，原本的欢声
笑语一下子戛然而止。他开始感到，自
己的世界“变暗”了。

比处分更让张锦鹏难受的是刚开
始时战友的“有色眼镜”。
“大家辛辛苦苦忙了一年，你怎么对

得起大家的付出？”因张锦鹏“扯后腿”，他
所在班失去了当年评先资格，同班战士小
李的直言不讳让张锦鹏低头无语。评先
那段时间，张锦鹏感到班里战友看他的眼
神都是“火辣辣的”。

张锦鹏忍气吞声，想等风波慢慢平
息下去。但不久后班里组织讨论，张锦
鹏的事又被提起。

快好的伤疤，又被揭开撒了一层盐，
张锦鹏痛不欲生。他变得更加敏感了。
如果哪一次执勤人员名单里没有自己的
名字，张锦鹏就会怀疑，是不是中队干
部、骨干对他不再信任了。
“今后的路该怎么走，还有机会将

功补过吗？”张锦鹏苦苦寻找答案。
“别想那么多，已经这样了。以后别

再犯什么事，老老实实呆几个月就退伍
吧。”几个同年入伍的老乡好言劝他，一个
背了处分的上等兵，在部队很难有机会翻
身，退伍回去后，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

老乡越劝，张锦鹏心里越难受。他
在部队还有太多梦想没有实现：立功、入
党、当班长……但这些，他在老乡面前提
都不敢提，担心老乡说他痴人说梦。

多少个夜晚，张锦鹏辗转反侧彻夜
难眠，脑子里反复想着“要是从未捡到
过那个手机该多好”。

带兵人不戴“有色眼

镜 ”，当 事 人 才 能 放 下

“包袱”

张锦鹏的反常表现，没有逃过排长

吴学超的眼睛。眼看张锦鹏变得沉默
寡言、经常愣神发呆，吴学超心里既心
疼又担忧，害怕他就此消沉下去，一蹶
不振。

吴学超把床铺换到张锦鹏边上，训
练、吃饭、睡觉，与他形影不离。在倾听
张锦鹏诉说了内心的委屈和迷茫后，吴
学超给他倒了一杯水问道：“这杯水重
吗？”
“不重！”
“那你能端多久？”
“半个小时没问题！”
“那端一天呢？一杯水并不重，但

你端得越久就会觉得越重，一直重到你
无法承受。其实，换种方式，感觉累了，
把它放下就好了。”吴学超说，人生的机
会很多，这一次没有把握好，可以调整
一下，继续迎接挑战，千万别让一杯水
压垮自己。

那次谈话后，张锦鹏感觉整个人轻
松了许多。

带兵人不戴“有色眼镜”，当事人才
能卸下“包袱”。就在排长吴学超把铺
盖搬到班里的同时，班长覃新源也立即
组织召开班务会，要求全班不得再议论
这件事，并引导班里的战士换位思考，
理解张锦鹏的遭遇，一起帮助他度过这
段艰难的时光。

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有效减轻了
张锦鹏的心理负担。班里的战友也开
始转变对张锦鹏的看法，自觉拉近与他
的距离。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张锦鹏
心中有了答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
弥补曾犯下的过错。”

2015年 5月，张锦鹏再次申请参加
总队预备特战队员集训。一个老乡劝
他说，还有几个月就面临退伍，你这样
一个受过处分的人，能不能留队还是未
知数，为什么还要自讨苦吃？面对老乡
的不解，张锦鹏认为，只要好好干，同样

能当个好兵。
“可怕的不是跌倒，而是跌倒后从

此躺着不起。”该支队政委金驰宇告诉
记者，支队要求带兵人首先不戴“有色
眼镜”，对犯错的官兵不抛弃不放弃，在
给予关怀关爱的同时，采取各种措施重
塑其信心与斗志，帮助他们重新点燃军
旅道路上的梦想。

轻装前进，需要一个

怎样的“跑道”和“规则”

再次参加集训队，张锦鹏铆足了
劲。集训的 3个月里，他只想做一件事
情，证明自己还是个好兵。
“每个周末，肯定会接到那小子的

电话。”因为训练中有些课目弄不太明
白，张锦鹏就时常打电话向排长吴学超
请教，有时一聊就是半个小时。

正是因为有着吴学超的包容和关
爱，“折翼”的张锦鹏再次逐梦起飞。集
训结束时，张锦鹏如愿拿到“全优”成
绩，被集训队表彰为“优秀学员”。

归队后，张锦鹏依旧忐忑不安。尽
管有着集训队的优异表现，但对能否选
取为士官，他心里没底。

当时想留队的战士较多，中队支委
会在研究留队事项时，有支委成员提
出：“受过处分的人留队了，其他人怎么
想？”
“违纪人员受警告、严重警告处分

满 6个月……确已改正错误的，不再因
受处分而影响其晋职（级）、晋衔（级）。
有特殊贡献的，可以不受上述时限的限
制。”中队党支部查阅条令条例，与同批
兵反复比较衡量，最终将选取张锦鹏为
士官的决定上报上级党委。

接受采访时，张锦鹏很感激当年中
队党支部的客观公正。“没有中队这个
好平台，自己不可能消除顾虑，一门心
思干好工作。”如今，张锦鹏不仅立功入
党当班长，还培养出了一大批训练骨
干。谈到如何带兵，张锦鹏话语间透着
自信：“当年排长怎么带我，我现在也怎
么去带他们。”
“成长中受挫的官兵远不只张锦鹏

一个，要让受挫者轻装前行，需要打造
良好的‘跑道’和‘规则’”。该支队支队
长李湖滨谈到，毕竟，对每个人而言，成
长的过程难免犯错，关键是如何让“落
单的大雁”重振奋飞的翅膀。
“想证明你是一个好兵吗？想让别

人认同你吗？请用实际行动来证明，用
成长的事实来验证。”这是该支队党委
一班人经常向官兵们讲的一句话。他
们不怕官兵犯错，就怕大家犯错后自暴
自弃、偃旗息鼓。

容错纠错、鼓励包容、成长帮带……
该支队党委发挥好奖与罚的合力，制定
出适合受挫官兵成长的“规则”，让他们
感受到组织的温暖。

官兵茁壮成长，带动支队建设水涨
船高。该支队先后两次被武警部队表
彰为“基层建设标兵支队”。

每名官兵都是战斗

力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机动二中队班长彭胜，是当年与张
锦鹏一块儿受到处分的“难兄难弟”。
如今，他已经担任特战排班长，去年还
因表现突出被总队表彰为“优秀共产党
员”。

说起自己的“马鞍形”经历，彭胜

感触很深：“刚挨处分的那些日子，白
天打不起精神，晚上睡不着觉。”帮助
彭胜走出心理阴霾的，还是中队党支
部的关怀和信任。受处分后仅两个
月，支队就推荐他参加军事比武。时
隔 10 个月，他又被推荐参加总队特战
队员比武，获得“个人全能”第 4 名的
成绩。
“处罚不是目的，关键是把曾经犯

错的官兵带上正轨。”谈起如何看待受
过处分的官兵，支队长李湖滨动情地
说。

2017年年底，在一次安保任务结束
后，作训股参谋吴春雷、军需助理员杨
志毅双双立功。表彰会上，当金灿灿的
奖章佩戴到他们胸前时，泪水在他俩的
眼眶里打转。

知情人都知道，数年前，他俩曾因
工作上的过失受过处分。多年来，在组
织悉心关爱下，他们每一步都迈得很努
力，对待工作从不含糊，用行动赢得战
友们普遍好评。
“人的一生难免有错。如果组织不

靠上去做工作，他们就可能会觉得自己
身上有污点，容易自我放弃。”该支队党
委一班人有着共同感受：对“掉链子”的
官兵帮一把，最终个人和单位都会受
益。

该支队有名基层干部晋升副营职
时，有人认为他有过“瑕疵”，建议“缓一
缓”。支队党委却认为，这名同志虽然
受过处分，但工作成绩突出，民主测评
结果也不错，同意他晋升能树立正确的
用人导向。

晋升副营职后不久，该同志带队参
加总队举行的军事比武，取得团体总分
第二的佳绩。事实证明，每名官兵都是
战斗力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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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受处分到立功:一名战士“跨栏”的劲头从哪里来
■本报记者 代 烽 通讯员 顾朝清 邵建国 吴先德

去年底，在武警浙江总队嘉兴支
队立功表彰大会上，张锦鹏再一次成
为主角。披红戴花，手捧三等功奖章，
这名特战排的中士班长昂首挺胸、笑
容灿烂。

3年 4次荣立三等功，耀眼的奖章一
次次见证他的“高光时刻”。然而，这个
如今被战友视为榜样的班长，也有过一
段“抬不起头”的往事。

一张警告处分表，至今静静地躺在
张锦鹏的档案袋里。处分原因一栏，清
晰写着“执行巡逻任务期间违规使用手
机”。

事情得从头说起。
“到部队好好干，不能给家里人丢

脸！”2013年 9月，张锦鹏怀揣父母嘱托，
参军入伍来到嘉兴支队。

来到部队后，张锦鹏在各方面积极
表现，梦想成为一名特战队员。因担心

可能会因体能素质弱而选不上，每次训
练他都自我加压，直至筋疲力尽。

功夫不负有心人。新训结束后，
张锦鹏作为“好兵苗子”被分到机动一
中队特战排，成为一名预备特战队
员。不久，他被选派到总队参加预备
特战队员集训。半年后，他以优异成
绩毕业。

学成归来，他立即向中队党支部递

交了入党申请书。时任排长吴学超非
常看好张锦鹏，他说：“有上进心，又踏
实肯干，相信这小伙儿能闯出一片天。”

意外不期而至。在两个月后的一
次常态巡逻中，张锦鹏捡到一部手机。
他一时手痒，利用上交之前的空当刷起
了朋友圈。不巧，这一幕被巡查的支队
领导撞个正着。

处理结果：警告处分。留队、入党、

立功等梦想，似乎与张锦鹏“渐行渐
远”。有时候一个人坐在角落，他就“恨
不得扇上自己两耳光”，懊悔、自责、愧
疚……种种负面情绪在心底发酵，堆积
成一个巨大的心理包袱。
“跌倒了就再站起来，路永远在自

己脚下。”时任中队指导员张汤杰不想
看到曾经的好兵就此消沉，“犯错就要
承担责任，但只要以后好好干，那些都

会成为过去时。”除指导员外，吴学超也
在尽力帮助这个“摔了跟头”的战士重
新站起来。一段时间后，张锦鹏发现，
自己这个犯了错的兵，依旧“被世界温
柔以待”。

受处分的压力扛过去了，便是逆风
翻盘的动力，张锦鹏在训练上更加刻
苦。他时常感叹，对“栽过跟头”的人，
组织上不抛弃不放弃，自己没有理由不

好好干。
2016年 12月，在总队举行的比武竞

赛中，张锦鹏取得“个人突击”第三名的
佳绩，荣立三等功。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张锦鹏的档案
袋中，接二连三塞进了优秀共产党员、
三等功、极限勇士等一连串荣誉，这些
成了他在部队“好好干”的最好注脚。
“那些打不倒你的，终将让你强

大！”如今，在张锦鹏的微信里，还能看
到多年前的动态。的确，人生难免遇到
挫折，只要跨过去，用非凡的成就弥补
缺憾，那就是成长。

显然，再一次走上领奖台的张锦鹏
做到了。

这名背了处分的战士立功了
■本报记者 代 烽 通讯员 顾朝清 邵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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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无法不立，法无严不威。党的十

八大以来，人民军队在习主席指引下，法

治建设按下了“快进键”。通过依法治

军、从严治军，我军官兵的法治信仰和法

治思维不断强化，强军之基愈加牢固。

随着法纪执行越来越严，不少官兵

也因种种原因受到纪律的惩处。如何看

待被处分过的官兵？如何帮助“犯错”官

兵奋起直追？这是摆在各级党组织和带

兵人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一旦受过惩处，

自信心往往会因受挫而变得脆弱，对环

境也十分敏感。或反感别人“揭伤疤”

“提旧账”，或由于自卑而出现萎靡不振、

情绪低落甚至是“就势躺倒”“破罐子破

摔”的现象。

党章明确规定：“坚持惩前毖后、治

病救人，执纪必严、违纪必究，抓早抓小、

防微杜渐，按照错误性质和情节轻重，给

以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党的纪律处

分条例中，对“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也作

了清晰阐述：“处理违犯党纪的党组织和

党员，应当实行惩戒与教育相结合，做到

宽严相济。”在条令条例中也有规定，有

过失的同志在相应处理期满后，如果表

现突出，其成长进步可不受影响。这些

都说明，党纪军规是有温度的，治病的目

的在于救人。在适度惩戒之后，让更多

同志重回正轨才是根本。

官兵受惩处后，往往会被扣上“后进

分子”的帽子，遭遇“有色眼镜”。在这种

情况下，领导的关心关爱，哪怕是一句鼓

励、一个眼神也会产生神奇的力量。

官兵一旦走出挫折阴影，干出了突

出成绩，各级组织应果断实施表彰奖

励。如此，不仅能让落单的“大雁”重归

“雁群”，更能形成一种争先的导向和氛

围。

我们相信，只要处理好罚与奖的关

系，一只只“落单的大雁”就能够重燃激

情的火焰、重振奋飞的翅膀，在强军的征

途上越飞越高。

发
挥
好
奖
与
罚
的
合
力

■
张
喜
文

记者调查

锐视点

图①：武警浙江总队嘉兴支队中士张锦鹏与战友们一起进行扛圆木训练。图②：“处分”的压力扛过去了，便是逆风翻盘的动力。张锦鹏的日常训练更加刻
苦了。图③：曾经“折翼”的张锦鹏再次逐梦起飞。 杨宇翔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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