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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兵人手记

“刚才向大家传达了旅交班会精神，
接下来我结合连队实际讲三个方面，分
别是‘三个向上的引力点、三个向下的堕
力源、三个突破的助力器’，希望大家能
够记下来，落实好……”

从机关到基层任职之初的那次连
务会，看着干部骨干惊诧的眼神，我不
禁心头窃喜，也不枉会前准备了一个小
时的发言稿，光一级标题就耗费了不少
脑细胞。

一周后的连务会上，我又讲了“三
个动力不足”的问题，并且批评了 3 个
班，自我感觉良好地回到房间。这时，
九班班长陈怀灵敲门进来，一脸沮丧和
失落。坐下来后，陈怀灵先是承认自己
班里训练动力不足，时常出现“一人练、
大家看”的情况，我认可地点着头，然后

鼓励他继续说下去。他把班里装备的
现状、人员的思想情况和盘托出。这时
我才发现，问题并不是我讲的那么简
单，也不是单纯靠“指出问题、下次注
意”就能整改成功的，不禁为自己之前
会上的洋洋洒洒感到惭愧。

回想起为了开好旅党委议战议训
会，党委常委每人挂靠一个营队，提前
一周深入一线，直奔现场听取意见，会
上的调研报告有数据、有分析、有问
题、有措施。作为一线带兵人，我却想
凭着自己在机关积累的文字功底，靠
着几句冠冕堂皇的“漂亮话”，就让问
题迎刃而解，着实太天真。

后来，针对连队装备老旧、专业复
杂、岗位调整的实际，白天我挨个专业
进行跟训调研，晚上向专业大拿、班长

骨干请教学习，随时拿起小本子记录问
题。先后邀请外单位专业能手和厂家
技术人员来连队进行装备整修和现场
教学，多次协调机关增配装备器材、与
班长骨干研究细化大纲规定的训练课
目和内容……通过近两个月的持续努
力，逐步解决了会上提出的“三个动力
不足”的问题。

从那以后，我们每周的连务会就是
盯着一个又一个具体问题，讲清推进到
哪一步、分析遇到的矛盾瓶颈、定好落实
时间表。渐渐地，会上发言的人越来越
多了，提出的对策越来越实了，大家的心
情也越来越好了。从说“漂亮话”到做
“漂亮事”，上下掀起了一股“求实之风”，
连队建设也蒸蒸日上。

（靖 周整理）

说“漂亮话”更要做“漂亮事”
■第71集团军某旅“钢铁电话连”连长 梁伟强

柳绿花红的日子，南部战区陆军
某边防旅机步四连迎来一批特殊的客
人：一群当年参战的老兵。

连队被中央军委授予“尖刀英雄
连”荣誉称号，这群老兵是功臣。怎么
“招待”好战功卓著的老前辈，指导员
赵祥犯了难：整建制移防至今，连队连
个像样的荣誉室都没有，这些年逾花
甲的老兵心中该有多失落！

然而，他的这份顾虑老兵们可没
体会到。听着官兵们如数家珍般讲述
当年打仗的故事，看到连队的“小老
虎”干啥都是嗷嗷叫，老兵们都露出了
赞许的笑容。一位老兵感叹：“虽然连
队移防了，但是官兵们士气不改。带
不走的荣誉室，你们都装在心里了。”

老兵的话勾起了赵祥回忆的思绪。
作为英模连队，四连曾经的荣誉室

不仅珍藏着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荣誉，还承载着“无所畏惧、无往不前、
无坚不摧”的连队精神。可以说，荣誉
室熔铸了官兵的信仰高地、精神家园。

去年部队移防，时间紧、任务重，
荣誉室根本无法搬走，连队党支部几

经讨论决定，只带走几件核心物品：
“尖刀英雄连”和“硬骨头六连式连队”
的锦旗、6块集体立功的奖牌，还有刻
有“尖刀英雄连”字样的牌子。

经过数百公里的奔波，连队在新
营区安了家。可面对全新的环境，官
兵们一个个却怎么也提不起劲头。移
防后的首次建制连考核，一向引以为
傲的五公里武装越野，全连成绩比过
去慢了一分多钟。
“没有荣誉室，感受不到‘尖刀英

雄连’的分量”“到了新营区，有一种
失了魂的感觉”……在谈心交心中，
赵祥发现，驻地变了、番号改了、荣誉
室没了，不少官兵找不到精神寄托，
丢了英模连队的骄傲，甚至产生了甘
于平庸的想法。

如何在重塑中承继荣誉和传统？
移防不能移志，弘扬连队精神就

是对红色基因最好的传承。赵祥决定
好好利用从荣誉室带来的老物件，挖
掘连队特有的精神内核。

把带来的奖牌挂在营房外墙中央
显眼位置，每次连队集合，官兵们都要
面向这些承载着“尖刀英雄连”荣誉的
牌匾列队，仿佛“先辈们在看着大家”；
把“尖刀英雄连”和“硬骨头六连式连
队”两面锦旗，挂在连队教室最前面正

中央，让官兵每次学习和接受教育，都
能注视曾经的辉煌和荣誉！

不仅如此，今年主题教育中，一场
“背连史、说连史、唱连歌”活动，在连
队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官兵人人参与
补充完善连史，感悟那些蕴含光荣传
统和优良作风的历史故事；只要集合
站队，连队总要唱一遍连歌、喊一遍连
训。日复一日的坚持，让一双双清澈
的眼神焕发出新的光芒。

移防后，连队优秀骨干、上士班
长成佳杰也曾一度失落和消沉。在
主题教育中，他一遍又一遍品读连
史，逐渐领悟“‘尖刀英雄连’的兵走
到哪儿都要当尖刀”，也拾取了砥砺
胜战本领的决心和信心。

今年，连队备战旅队首届“尖子
兵、尖子班、尖子连”比武竞赛，成佳
杰主动请缨参加。为了把射击动作
练到极致，他顶着烈日在水泥地上练
习，手肘被水泥地磨出血泡仍坚持训
练。最终，成佳杰一举斩获轻机枪射
击和教学法两项个人大奖，所带班级
也被评为“尖子班”。

直到今天，由于条件限制，“尖刀
英雄连”的荣誉室尚未建成，但连队的
荣誉和历史早已装进官兵们的心里，
成为砥砺官兵矢志强军的不竭动力。

把带不走的荣誉室装在心中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宋邦稳 钟宇晗

沉甸甸的“红色家谱”、光辉的荣
誉锦旗、泛黄的老照片……前不久，第
76集团军某旅旅史长廊升级改造工程
顺利竣工。徜徉其中，品味一件件展
品背后的故事，官兵们深受教育。
“形式多样、交互性强的教育形

式，更能深入人心、触及灵魂。”该旅
领导告诉笔者，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旅队整合旅光辉历程、功勋荣誉和优
良传统，采用橱窗展板、音频视频、雕
塑雕刻等形式在长廊展示旅史资料，
综合运用网络视频、多媒体课件等科
技手段，进一步完善旅史长廊建设。
通过设置“展览区”“观影区”“互动教
学区”，把先辈们的奋斗历程动态展
示出来，把珍藏实物背后的故事讲出

来，真正让光荣旅史成为激发官兵强
军实践的精神力量。
“在渡江战役中，他用没有瞄准镜

的山炮击沉一艘敌军舰，创造了炮兵
作战史上的奇迹。”在互动教学区，某
营教导员李旭东正结合视频资料为官
兵讲述荣誉集体“长江英雄班”光辉的
战斗故事。“长江英雄班”现任班长曾
飞云深受触动地说：“不把本领练到极
致，都对不起老前辈！”

徜徉旅史长廊 品味信仰力量
■靳钰龙 张石水

前段时间，某连上等兵小张情绪低

落，训练成绩明显下滑。连队干部骨干

反复对其做思想工作，效果却不明显。

几天后，恰逢上级组织心理服务下基层

活动，看到心理测评结果，连队干部骨

干才恍然大悟，原来，小张并不是简单

的思想问题，而是患上了轻度抑郁。

找准症结后，心理咨询师对小张进

行了针对性的专业治疗，连队也开展了

配合活动。很快，小张心里的积郁消散

了，工作训练也恢复往日风采。

笔者了解到，随着部队战备训练难

度强度不断提高，官兵心理压力逐渐增

大，易患心理疾病的问题日益凸显。然

而，少数带兵人对心理工作还不够了解

和重视，不会甄别思想问题和心理问

题，没有掌握做心理工作的规律和方

法，用一般性的思想工作代替专业性针

对性较强的心理工作，不仅无法实现预

期效果，甚至还会导致“病情”加重。

常言道，开锁对芯，劈柴照纹。官兵

的思想问题和心理问题差别很大，这就要

求带兵人熟练掌握甄别方法，弄清是严重

问题还是一般问题、是思想问题还是心理

问题，有的放矢地开展一人一事工作。针

对心理问题苗头，应该定期组织心理测

试、心理疏导，开展各种调适性的心理游

戏，必要时联系心理医生进行诊疗。

同时，心理工作与思想工作本质上

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带兵人应该

既做好思想引导、帮难解困，又做好心

理辅导、情感疏导，帮助官兵卸去思想

包袱、驱散心理阴霾，把不良情绪的负

能量转化为积极进取的正能量，以健康

阳光的精神状态投入到火热的练兵备

战中去，让奋斗的青春更加精彩。

思想工作≠心理工作
■王 涵 王 鑫

都说为基层减负，如今咱也着实
体验了一把。

野外驻训在即，眼瞅着物资准备
工作矛盾困难接二连三地出现，全连
上下都是一样的心情——焦灼。“个
别器材数质量不达标”“部分训练装
备满足不了整体训练需求”……正对
着各班排报上来的问题清单一筹莫
展时，文书小吉火急火燎地打报告进
来了，“指导员，下午指导组到咱们连
调研……”
“啥？调研？忙成一团了，机关咋

还火上浇油呢？”没等小吉把话说完，
我的火气噌地一下就上来了，“几点？
哪些人？提啥要求了？”
“没，没提啥要求，就说 5点到，简

单有个场地就行。”见我火冒三丈，小
吉支支吾吾，干脆直接把记录的小纸
条递给了我。没多会儿，我的军用手
机收到一条机关参谋的短信：下午到
咱们连简单调研，了解一下情况，一切
从简。
“既然机关要求一切从简，咱们就

不用布置会场了。”虽然其他支委都觉
得这么做显得不够重视，无奈时间有
限，还是同意了我的建议。
“连队也是忙得紧，咱们长话短

说，直接报一下外训准备中需要机关
解决的困难和问题，讲干货即可。”没

等我说句客套话，带队的李参谋开门
见山，准备开始记录，弄得我和在座的
支委一时没反应过来。

指导组将4类11项难题一一记录在
案。临行前，李参谋貌似看出了我的吃
惊和疑问，低声说道：“今年是基层减负
年，咱团领导挂帅，刀口向内，进一步整
改纠治机关陋习陈规，尤其是检查指导
组，更要树立‘精简、高效、为兵’的导向。”

目送他们离开，我看了一眼表，从
进门到出门，仅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而且冠冕堂皇的话一句都没讲。这时
我突然想起不久前干部大会上，团领
导批评某个指导组“形式主义折腾
人”——两个月调研了七八家单位，一
份报告罗列几十个问题，到现在还有
一半以上没有解决。

时隔一周，我们连提出的 8项困难
在机关相关股室的协助下一一得到解
决，还有 3项生活类困难也得到了机关
承诺：到驻训点后集中解决。
（张 立、本报记者 颜士强整理）

“指导组这回只待了一小时”
■新疆军区某团指导员 马 庚

聚焦基层减负⑩潜望镜

如何把减负决策落实落细，对于

基层部队来说，机关是关键。及时转

变工作观念、提升办事能力、增强服务

效率，把“基层的小事”当作“机关的大

事”来办，才能凝聚起大智慧、激发出

大能量。

然而时下，还有少数基层部队机

关，看似“通知少了、开会少了”，服务基

层的做法多了，但真正能把基层反映的

小事、琐事当回事，调研后能上心解决

的很少，总以“这不是啥大问题，自己克

服一下”“你们想想办法，尽量自己协调

解决”等冠冕堂皇的客套话回绝。到头

来，劳师动众调研了一大圈，费了半天

口舌，记在他们本子上的大都是一般性

难题，单个连队特殊性问题寥寥无几，

严重挫伤了基层官兵的心气。

基层营连共性问题有之，个性问

题也比较普遍，可往往是那些看似不

起眼的个性问题，直接影响到一个单

位的建设发展。因此，机关在服务帮

建基层过程中，首先要明白，基层反映

的问题一般都是自身难以解决的，并

非故意上交矛盾或自建能力不强。端

正了这个认识前提，就要把统筹解决

共性问题与针对解决个性问题结合起

来，不能厚此薄彼，做到一齐抓，两手

硬，问题不见底不归零不罢休。只有

这样，官兵的心气才会高涨，才能干好

提升战斗力的大事。

解决问题不能厚此薄彼
■新疆军区某团政治处主任 张宏康

士兵之声

海军陆战队某旅作战支援营列兵向芷情（前排左二）从小就有一个军旅梦，硕士研究生在读的她入伍后，工作中积极向

上，训练场上生龙活虎，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铁娘子”。为了不让额头前的刘海在训练中干扰自己,她干脆理了个清爽的圆

寸。“咱这是巾帼不让须眉！”训练归来，她和战友有说有笑，成为训练场上另一道靓丽的风景。

唐瑞杰摄影报道

记者探营

新闻前哨

迎面走来“铁娘子”

葛国通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