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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推荐

基层暖新闻 潜望镜

短评

前不久，我和排长郑宗耀“杠”上
了，而且这事儿还闹得挺大。

起因是连里要赴某训练基地进行
野外驻训，临行前需要拍摄一组军事训
练照片，作为野营展板的背景图。在拍
摄炮兵相关课目组图时，为了提升照片
的视觉冲击力，郑排长特意找到基础训
练综合考评全优的班组成员担任“模
特”。
“3、2、1，开始！”郑排长架好相机，

一声令下，我迅速指挥全班展开炮架、
装订诸元、瞄准目标……突然，他打断
了行动中的我们：“照片需要拍得感染
力再强一些，重来！”

我琢磨着可能是我们的动作不够
标准，便开始了第 2轮操练。这次我动
员全班使出“洪荒之力”，大家的动作干
净利落、规范到位，没想到又被喊
“停”。“瞄准手摇炮时能不能把身体挺
高一点，眼睛不要靠瞄准镜太近；弹药
手送弹时停顿一下，这样拍出来的画面
效果好。”郑排长指着相机里的照片对
我说。

听了这话，我急了，随即给郑排长
上起了“专业课”：瞄准手，需把眼睛贴
着瞄准镜，这样才能更精准的捕捉目
标；弹药手，送弹要快速准确一次发力，
不然就送不到位……

还没等我说完，郑排长也急了：“我
还需要你教吗？我要的是画面效果，你
就不能配合一下吗？”
“这咋配合呀？既然是做展板，就

应该按照实战标准来拍，不能弄虚作
假。”我的倔劲儿也上来了，一句话“怼”

了回去。最后，我们不欢而散，照片也
没拍成。

谁知道，这事竟然传到了教导员的
耳朵里。听说，那天指导员去营里开完
会后，还被教导员单独留了下来。“完
了，这下摊上事了。”我开始忐忑起来。

令人没想到的是，指导员回到连队
居然没有“熊”我，反而对我竖起了大拇
指：“汤川昀，领导夸你坚持战斗力标
准，这个‘模特’当得好，接下来还要让
你们当‘主演’，不过这次不拍照片了，
改拍一部与主题教育相关的微电影，供
大家观看学习。”

指导员的话，让我们班深受鼓励和
鞭策。在日后的训练中我们更加刻苦，
对自己的要求也更加严格，不仅高标准
配合完成了微电影的拍摄，还在前不久
营里组织的炮班比武中夺得了第一的
好成绩。

（姜帅、屈凯明整理）

领导夸我这个“模特”当得好
■第82集团军某旅炮兵营中士 汤川昀

这段时间，新疆军区某师警卫调
整连指导员武森可谓是“心事重重”。

原来，警调连平时负责派出纠
察，遇到各类违反军容风纪的现象都
要登记通报。但总会有个别被纠战友
所在连队的主官打电话给武森，说上

一番“好话”，要求“通融通融”。
这可让刚当上指导员的武森犯了

难！
回忆起这段往事，武森感觉很

“挠头”：都“通融”了吧，一周下来
通报内容没几条，会被机关追责纠察

督导不力；不“通融”吧，“指标”倒
是完成了，但是大家低头不见抬头
见，战友间的关系变得很“尴尬”！

要“人情”还是要“指标”？无奈
之下，武森只得时不时把手机调成
“飞行模式”，来躲避那些让自己头疼
的电话。

电话“消停”了，“指标”完成
了，可没曾想竟然错过了一次偶然的
机会。

那天，上级原本计划将某项任务
交给警调连，因为通知要求紧急，却
始终打不通武森的电话，恰好连长又
在休假。无奈之下，这个任务只得火
速安排给另一支主动请缨的连队。

事后，得知情况的武森后悔得直
拍桌子，赶紧打开电话。可电话一
开，各种“招呼”又纷纷而至……

正值师军务科副科长在警调连蹲
点调研，武森便将心中的烦恼一股脑
“抛”了出来，“‘指标’没达到就是
不作为，这样为了‘凑业绩’去纠
察，实在是让人身心俱疲。”几天后，
这个困扰武森已久的“心结”终于解
开了。
“这里面明确了督导检查的时间、

界限、方式等，纠察不再一味地找问

题，而是要以帮助纠改为主，通报为
辅。”交班会上，武森翻看着机关下发
各连的《排解基层苦累难，提升官兵
尊享感》小册子说道。新措施带来新

变化，督导检查方式一变，官兵们再
也不用被一些无谓的烦心事牵扯精
力！武森也感慨道：我终于能放心开
机了！

武指导员的电话为何总是打不通？
■杨希圆 潘文璐

到今天已经一个月了，在 5000

多米高的地方感觉时光过得既快又

慢，梳理总结下，权当留点纪念：

一是口袋里始终备着速效救心

丸，以防出动时那四五百米的距离跑

出什么意外；

二是除了睡觉，无论何时都得穿

着毛衣毛裤抑或是棉衣棉裤，早晚都

要穿大衣。室外活动时，要用棉帽和

面罩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这里的风

真的能把你吹得透心凉；

三是上厕所的时候好多同志都

养成了扶墙的习惯，好笑吗？也许

只有到过这里的同志才觉得这真能

省好多力气；

四是今天是一个月里第一次洗

澡，洗了一半大家都要把门打开透透

气，确实喘得厉害，洗完感觉比跑个

五公里还要累；

五是对于吃饭，真的已经当成了

一项工作，再好的饭菜也毫无胃口，

最想念的还是妈妈做的擀面条和揪

片子；

六是羡慕别人睡得很香，也许是

年龄或者性格的原因，上来以后睡眠

质量一直很差，最近每天只能睡四五

个小时，但心情自我调节得还可以；

七是记忆力下降得厉害，前面背

得很熟的东西转眼间就感觉和陌生的

一样；

八是各项工作进展得还算顺利，

总有一些事让人很感动，虽有过牢

骚、有过埋怨、有过怒火。真的，很感

谢兄弟们为我分担了许多许多。

就像歌词里写的那样：人海茫

茫，你不会认识我，我在高高的山上

戴月披星……

我们做的事也许没有多少人知

道，但是为了祖国就值。

真心希望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安好。

下图：依靠吸氧艰难入睡的驻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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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旅里的实战化训练如
火如荼展开。这天，组织战备拉动演
练，连长李撷突然找到我说：“根据任
务需要，你配属发射四营，但该营指
控车返厂维修，你需携带便携式指挥
通信装备前往保障。”
“明白。”我嘴上答应，心里却犯

起了嘀咕：自换型以来，便携式指挥
通信装备通常作为备份“退居二线”，
除平时组织操作训练外，很少在任务
现场“一展身手”。如今，要用老装备
应对瞬息万变、错综复杂的新战场，
说实话，我心里也没底。又一想，作
为一名配属人员，我本就不是这次演
练的主角，加上考核组都是旅里的
“自己人”，应该不会为难我。

夜幕降临，警报突然响起，全旅
闻讯而动。我和上等兵粟涛迅速全副
武装，带上装备飞奔发射四营。此
时，发射四营官兵正在夜色中麻利地
装载物资、调整车辆，我们赶紧把携
带物资规整好，守在一旁等待命令。
不一会，发射四营二连连长徐琳焱气
喘吁吁地找到我：“田班长，快到会议
室参加作战会。”

没听错吧，我要去开作战会？

可以往都是营领导给我口头安排任
务 啊 。 怀 着 忐 忑 的 心 情 走 进 会 议
室，坐到“通信保障”席位上，我
顿感责任重大。会上，我认真聆听
了关于这次任务的背景、实施步骤
和分工情况。散会时，营长赵阳还
特别叮嘱我说：“田班长，这次通信
保障就看你的了。”“是！”我抖擞精
神回应道。

不久，梯队抵达目的地。不容迟
疑，我们立即下车展开设备，搭建临
时通信台站。演练现场，马达轰鸣，
车辆交错，经验告诉我不能使用网
线，要改用结实耐用的被复线连接设
备。果然不出所料，刚铺设没多远，
只见一辆装备车呼啸而过。一名考官
立即前住查看，发现被碾压的被复线
完好无损，默许地点了点头。

从放线接线到连接设备，我们二
人默契配合，很快准备就绪。就在启
动电源时，一台设备突然频闪“红
灯”。我果断采取线路测试、重启设备
等方式排查故障。然而，一波未平一
波又起，身后粟涛朝我大喊：“班长，
网络转换器开始告警。”我一边加紧排
查故障，一边在心里埋怨老装备无能

无用，不觉热汗直淌。
“通信通了没？”“还需要多久？”

时间分秒流逝，周围一个个急促的声
音向我传来，恍惚感到所有人的眼睛
都盯在我身上。
“倒收发，快！”紧急关头，对讲

机里传来机房的指令。我如梦初醒，
用颤抖的双手将两根电缆线颠倒重
连，绿灯瞬间亮起，等待多时的值班
参谋立即向旅基本指挥所报告作战情
况。我如释重负，瘫坐在地，内心追
悔莫及：许久没用过老装备，对一些
棘手问题感到“手生”，如果真到了战
场上，后果不堪设想。

演练结束，撤收装备，列队讲
评。担任主考官的副参谋长王超告
诉众人，这次演练既检验了发射四
营的战备状态和操作能力，同时也
检验了运用应急备份通信手段指挥
作战的能力，只有做好立足现有装
备打胜仗的准备，才能履行好职责
使命。

说完，大家的目光再次聚到我身
上。那一刻，我暗下决心，以后每一场
演练，都要把自己当成一名“主角”。

（程凯飞整理）

这次演练，没想到我是“主角”
■火箭军某旅通信营二连一排四班上士 田江国

写在前面
3 天前，新疆军区某师高炮团参谋长陈建虎的一篇月总结吸引了

我们的注意。此时，他和战友们正在残酷恶劣的高原驻训环境里进行
着一场超越自身极限的挑战。简单的文字、零星的记录，平淡至极，却
无不透着中国军人的执着与坚守，把我们与他们的距离一瞬间拉得很
近。让人不由想起那句话：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
前行。

——遇际坤

纠 察 既 是 条 令 条 例 的 “ 维 护

者”，也是部队作风纪律的“明信

片 ”， 被 称 为 军 营 行 走 的 “ 警 戒

线”，担负着维护军容风纪、军队形

象等重要任务，是正规部队秩序的

重要手段。

一直以来，基层官兵对纠察有一

种“难以言说”的情感，简单的几条

通报对基层连队却是一种“沉重”的

负担。为了减轻压力、消除影响，个

别“政绩观”偏移的基层干部骨干被

迫走“旁门左道”、搞“经验对策”，

给单位建设和基层风气都带来了不好

的影响。纠察同志为了“出成绩”，也

是千方百计围追堵截，在对战斗力建

设没啥影响的细枝末节上过多纠缠计

较，给基层陡增了无形的压力和烦恼。

但话要两头说，一方面，部队管

理部门要少一些纠察通报、多一些提

醒帮助，少一些批评指责、多一些指

导帮带；始终牢记并端正督导检查的

初衷和目的。另一方面，基层官兵

“打铁还需自身硬”，自觉锤炼日常养

成，遵守条令条例，展现良好风貌，

不用扬鞭自奋蹄，把更多的时间精力

用在提升自身作风形象和能力素质上。

让纠察少一些“左右为难”
■新疆军区某师直工科科长 沈 江

张天煜绘

6 月的沈阳，夜里还会带有一丝
凉意。而浑河边上的北部战区总医院
干部一科病房内，却始终温暖。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104

岁的邹衍老首长看着为他忙来忙去
的医护人员颇为感动，用微颤的声
音反复道谢，等大家跟他作别时，又
略显吃力地伸出右手，向身旁的医
护人员竖起了大拇指。邹衍老首长
是开国将军，虽已年过百岁，但身子
骨还算硬朗。前几日因身体不适到
该医院干部病房一科住院治疗，在
医护人员细致入微的照料下，老人
的病情逐渐好转。

这是年初以来第 7 位为“干一
科”医护人员点赞的功勋老兵。笔者
了解到，邹衍、穆大法等 7 位功勋老
兵都是从战争年代冒着枪林弹雨走
过来的，为新中国成立立下过汗马功
劳，如今他们已入耄耋或期颐之年，
保障功臣的晚年健康，“干一科”的
“白衣天使”们倍感光荣，像这样的故
事在“干一科”还有很多。

据介绍，“干一科”紧跟老年病诊
治前沿攻城拔寨，探索出适合干部保
健的老年慢病管理模式，在血压、血
脂、血糖控制率等方面处于国内先进
水平。

为了“功勋老兵”

的晚年健康
■陈永林 白天任

士兵日记 6月10日 星期一 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