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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

小咖秀

潜 望 镜

一个全旅“闻名”的后进连队，
为何能在不到两年的时间打了“翻
身仗”？

在第 81集团军某旅，提起装步三
连，大家都摇头：连续 7年未评优，连
续 3 年出事故，好兵想“逃离”，孬兵
“混日子”，甚至没有人想来这个连队
当主官。

两年前赵伯阳从机关参谋岗位
调整为该连连长，可没过一周，连队
便接连被通报，他因此被拉到旅军人
大会作检讨。

战友都劝他：“混够基层经历就
赶快回机关吧，这个连队不能久待。”
赵伯阳听着这话并不好受，他没有因
为这件事被打垮，而是始终坚信，没

有带不好的兵，只有不会带兵的主
官。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打一场“翻
身仗”！

从那以后，赵伯阳开始逐人谈
心、分析原因。他发现，连队处于
低谷，并非战士们不优秀，问题关
键在于作风自由散漫：长明灯、长
流水问题不绝，随意浪费；战士打
饭“恶意争抢”，影响团结；遇到任
务相互推诿……

作风养成要靠好的机制作长效抓
手。他将自己梳理出的细节养成、人
才培养、骨干轮训等 30多页措施方案
删改合并，提炼出 26 条直白明了的
“军规”：打饭时要排队，取菜量要适
当；每个战士要制订近期目标和长远
目标，贴在最显眼的位置……
“义务兵每个月要往家里打 300

块钱，下士要打 3000 块，中士以上要
攒工资买房。”刚开始实行这条规

定，大家都窃窃私语，很多人都极不
情愿，可没想到一年后，竟有半数以
上中士贷款买了房，义务兵也都学
会了节俭。

久而久之，官兵们理解了赵伯阳
的良苦用心。过去连队战士有留队
意愿的每年不足 20%，去年他还没开
始动员，就有 80%符合条件的战士申
请留队。连队列装十几种新装备，赵
伯阳白天顶着烈日练，夜间挑灯夜战
学。跟着连长的步伐，战士们也着了
魔一样训练。年底，连队终于被评为
“基层全面建设先进单位”。一个 12
年的老班长没忍住，流下了眼泪。

那一晚，吃完烧烤，赵伯阳带着
全连躺在草地上看星星。黑暗中，
大家一起小声背起了那 26 条“军
规”：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爱护
连队增强主人翁意识；要维护战友
之间的感情珍惜缘分……

不到两年，后进连队打了“翻身仗”
■隋 鹏 江雨春

5 月 8日，辽宁锦州火车站，一辆
绿皮车缓缓驶入站台。

不等车停稳，站在车门处的北部战
区陆军某旅连长祝永凯就把头抵到车窗
玻璃上，视线急切地扫过站台上每张面
孔。
“列车停靠时间短，没到站的乘客

请不要下车。”广播声落，车门开启，
祝永凯第一个下了车。作为集训队教
练员，祝永凯要乘 49个小时的火车赴
广西参加上级比武，途中正好经过老
家，他与家人相约，在列车停留的 5
分钟里短暂见上一面。
“爸爸！”祝永凯刚踏出车厢，就

听到了儿子宁宁的喊声。他循声望
去，母亲、妻子和儿子三人正满脸笑
容地看着自己。
“儿子，爸爸给你买礼物了，喜欢

吗？”祝永凯一个箭步过去，抱起宁宁
在空中转了好几圈，又给他背上一个
崭新的书包。一家四口围在一起有说
有笑，温馨的一幕感动了战友和其他
乘客，不少人拿起手机拍下这个感人
的场景。

5分钟的团聚很短，对祝永凯来说
却弥足珍贵。

2017 年，祝永凯所在单位移防到
新驻地，本是炮兵连连长的他接连改
任指导员和侦察连连长。面对转型建
设需要，祝永凯主动挑起担子带头攻
关。转隶不到 4 个月，他就在旅“尖
兵杯”比武中夺得分队军官组第一
名，年底被旅评选为“最美侦察兵”，
还被战区陆军表彰为“百名强军先锋

人物”。
这次比武，祝永凯担负军事地形

学课目的教学组训，白天带领官兵到
野外训练，晚上组织理论知识学习，
每天训练时间都在 13个小时以上，跟
妻儿的联系少了，但家人都表示理解
和支持，他知道，只有在比武中取得
好成绩，才能多多少少缓解心里对家
人的愧疚。

5分钟转瞬即逝，发车铃声响了。
此时，宁宁还在痴痴地望着祝永凯，嘴
里念叨着：“爸爸，咱们回家吃饭吧！”

然而，祝永凯只能不舍地放下宁宁，转
身与家人道别，重新上车。

列车缓缓开动，祝永凯坐在窗边，
强忍泪水用力朝家人挥着手……

火车和站台，不断上演离别与重
逢，更见证了军人铁血与柔情的两面。
南下的火车继续疾驰着，祝永凯与战友
们告别一个又一个站台，向着比武场上
的荣光奔去……

上图：祝永凯在站台与家人相聚，

时间5分钟。

李东方摄

49小时远赴戎机，5分钟为爱停留
■王 鑫 曹 庭

前不久，椒江中队指导员休假，支
队党委决定让我暂时代理。谁料，刚
到中队我就碰了一鼻子灰。

一排长把我拉进中队的微信群，
本来聊得火热，可我一冒泡就成了“话
题终结者”；周末，我走进娱乐室，大家
就开始悄悄“撤退”……战士的疏远让
我有点失落，渐渐地我就起了“跑龙
套”“打酱油”的心思，工作也变得有些
懈怠。

然而，周六发生的一件事让我
警醒了起来。晚饭后，我照例到各
个房间看一下秩序，经过理发室
时，阵阵哽咽声传入我的耳中：“指
导员，我爸脑瘤复发，已经卧床不
起了……”原来是上等兵龙晓军正

在给休假的指导员打电话。
官兵有困难，却舍近求远找休假

在家的指导员，这是我的失职。站
在门外我深感惭愧，决定边为龙晓
军解决困难边自查自改。从开导龙
晓军到联系其家人了解情况，从协
调困难补助到为他争取回家探亲的
机会……我做的这些让龙晓军很是
感动，渐渐放下了对我的不信任，敞
开了心扉。

在一次谈心中，龙晓军悄悄向我
透露了大家的吐槽：“刚到中队就到处
检查，究竟是蹲点检查还是代职指导
员”“教育日授课‘老三样’，听得我们
眼皮子‘直打架’”……总之，刚开始官
兵普遍认为我只是个临时工，有困难

还得找“自己人”。
听到这些，我更加坚定了重新进

入角色、用实际行动打开局面的决
心。打那以后，我和战士们吃在一
张桌、住在一个班、训练一起冲、游
戏同“开黑”，每天熄灯后撰写代职
日记反思不足，每周还请官兵们给
我打个分。

我的改变大家都看在眼里，一
段时间以后，战士们已经完全接纳
了我，有主动向我汇报思想的，有约
我玩游戏的，也有喊我跑步的……
经过此事，我深刻意识到：融入士兵
才能走进兵心，代职不能怠职，绝不
能身在兵中而心不在焉。

（金先利、陶宜成整理）

你用了多少心，战士心里明镜似的
■武警台州支队执勤一大队教导员 叶晓敏

这几天，机关某部门专门成立了

工作组，对一个后进连队进行指导

帮建。他们采取问题导向促抓建的

思路，在连队查找问题，并制订整

改措施。但连队的问题被一一列出

后，却发现有的不痛不痒，有求全

责备之嫌；有的被直接推给连队，

让立足自身解决；还有的被带回机

关后，就再无音信。

以“问题清单”促建抓建无疑是

帮助后进连队进步的一剂“良方”，但

如果查找问题定位不准，解决问题敷

衍塞责，那问题只会停留在书面，最

终成为“烂尾工程”。这样的帮建方

式，表面上看机关很努力，想了办

法、出了实招，但实质还是在走过

场，基层不欢迎，也促进不了后进连

队建设。

要着眼解决问题寻对策，而不是

搞“问题秀”这种形式主义。机关帮

带基层，不仅要摸准存在的问题，更

要深刻分析其原因和症结，拿出管用

举措。而后，建立工作台账，明确时

间表、路线图和责任人，做好督导和

“回头看”，确保问题解决好、不反

弹，而不是把问题列出后，就当起

“甩手掌柜”。

抓好帮建非一日之功，更不是做

表 面 文 章 ， 真 心 呼 吁 机 关 转 变 作

风，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指导，

注重看挂钩帮建的单位经常性工作

落实得怎么样、薄弱环节有没有改

变、老大难问题有没有解决、自建

能力有没有提高，而不是以蹲点天

数、撰写报告和所提建议的多少论

成效。

帮建基层切莫搞“问题秀”
■周振腾 姜雪伟

双直角弯、S形限制路、水沟、车辙
桥……第 83集团军某旅装甲驾驶训练
场，装步二连驾驶员梁威驾驶战车，迅速
通过所有障碍，动作近乎完美。
“好！不愧是连队的‘样板车手’。”

跳下战车，关闭舱门，众人拍手称赞，梁
威却皱起了眉头。通过“双直角”时，由
于车速太快差点撞杆，他觉得不得劲，执
意要求再跑一遍。
“算了吧，这要是考核你已经是满分

了。”战友说道。梁威却二话不说，爬上
战车启动车辆，直到自己满意这才乐呵
呵地下了车。连队的人都感觉他有点
“强迫症”。“他不是有强迫症，他是标准
高。”连长孙国义对梁威很是了解。

作为驾驶员，油门的掌握很重要。
为了找到“脚感”，梁威经常脱下鞋袜体
会力度，总结出了“定位、快踩、微调”的
踩油门六字诀。一次，梁威参加上级组

织的车组集训，集训队打算安排他当班
长，让他带着大家练，可梁威却执意要从
最基本的学起练起，当普通一兵。功夫
不负有心人，通过刻苦训练，最终他以全
优成绩结业，成为集训队中唯一能胜任
车组所有关键岗位的全能学员。一次，
战士郝哲鸿维修装备时，因多紧了 1圈
锁叉螺丝被梁威狠狠地批评了一顿。“1
圈 2圈根本不会影响装备使用，何必较
真。”小郝感觉很委屈。但是梁威却不依
不饶：“新装备技术含量高，非常精密，多
拧这一圈可能会造成装备损坏！”

在梁威的带领下，紧急出动、拉动演
练，他们班都冲在前，处处当“样板”，时
时做表率，每次出动都是零故障。

一句话颁奖辞：细节决定成败，精武

没有止境。只有把每个细节练到极致，

才能真正成为演训场上的“样板”。

“样板车手”真有样儿
■曹志国 曹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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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长方阵

带兵人手记

士兵之声

5月6日，第77集团军某旅比

武誓师大会上，92岁的陈泽凤婆

婆把亲手缝制的210双鞋垫送给

出征官兵。陈婆婆在驻地周边生

活了30年，见证了这支部队从无

到有，发展壮大。密密麻麻的针

脚寄托着她浓浓的拥军情。

丁 涛、刘 兵摄影报道

一针一线
总关情

“大家好，我叫陈致远，毕业于武警
特警学院，1996 年出生，现被任命为一
排排长。完毕！”在简短的自我介绍后，
正式开始了我的“排长生涯”。

没过几天，一次查哨，听见外面路过
的下哨哨兵说道：“新来的排长是 95后
的啊，还没我大呢。”“是啊，95 后的排
长，能懂啥？”我当时听到，心里咯噔一
下。他们如果都对我这个看法，我的工
作可不好开展啊。

我也没有追究谁在背后议论，估计
大家也都或多或少有点这个想法。我和
往日一样，紧贴队伍，战士练啥我练啥，
尽快熟悉中队基本情况。

一天上午，指导员迎面走来，“陈排，
下午给大家上堂教育课，好好给大家讲
讲。”我知道机会来了。

下午 3点，学习室坐满了人，一个个
耷拉着脑袋，还略有嘈杂，我大步走上讲
台，拍了拍手说道：“接下来的时间，请大
家集中精力，跟着我的节奏一起完成这
堂教育课。”接着，我把战士分成 6个小

组，以一个名为“红黑大作战”的游戏为
引子。当大家发现这场教育课与平日有
别的时候，不禁抬起了头，伸长了脖子。

小组通过出牌获得分数，出牌前的讨
论环节，十分激烈，大家都在积极地思考
如何赢得比赛。我先让第一组开始游戏，
比分情况是“你追我赶”，不少人皱起了眉
头，也有人的双眼逐渐明亮了起来。一班
长郝亚鹏在组内讨论的时候说道：“刚才
双方都把对方当成敌人了，如果有一方主
动示好，寻求合作，那得分岂不是都很
高？”他的这番话，让不少战友点了点头，
讨论的过程少了点“火药味”，多了分沉着
与冷静，脸上还带着点自信的笑容。

后两组的比分可谓是“比翼双飞”，
“不要把对方想成你的敌人，你们还可以
是伙伴，希望各位在日后学会沟通与合
作，达到共赢，下课！”我的话音一落，响
起的是战友们的掌声。

光教育有方法还不行，勤务上也得
下功夫啊。在一次执勤方案讲解中，大
队长刘操面露严肃，把大家集合到作战

勤务值班室，让所有干部轮流对可能发
生的狱情进行讲解，还好各位早有准备，
按“计划”行事就可以了。
“陈排长，你就不要对‘暴狱’进行讲

解了。假设监墙维修，犯人伪装成工人
潜逃，你该如何处置？”面对大队长的“变
卦”，值班室里一下安静了不少，齐刷刷
的目光都落在了我的身上。我迅速捋清
了思绪，说出了处置方案。

我从追击、设卡说到联合搜捕，在一
番讲解后，大队长点了点头，终于露出了
悦色：“好，说得不错，现在我们以此为基
本案展开讨论。”这句话一出，大家都松
了一口气，毕竟考场如战场啊。一场勤
务考核顺利通过，在大家的眼神里，我好
像顿时高大了很多。

就在那天下午查哨的时候，我听
见外面路过的下哨哨兵说道：“你别说
啊，陈排长还真有两把‘刷子’，不光教
育课上得与众不同，对勤务也有自己
的见解。”“是啊，看来 95 后的排长，懂
得也不少！”

“95后的排长，能懂啥”
■武警某部排长 陈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