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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初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带车
送连队驾驶学兵去外训场。车刚开进
训练场，坐在后车厢的战士们便纷纷
往下跳。
“你们不要命了？车还没停稳就

往下跳。”我从副驾驶位置跳下来，大
声训斥道。“太难受啦，再不跳都要窒
息了。”第一个跳下车的战士小高边咳
嗽边向我倒苦水，“排长，行车扬起的
灰尘太重，我们只能用帽子捂住鼻口，
这一路基本没怎么换气，难受！”
“有那么严重吗？一点灰尘算

个啥？”我提高嗓门反驳。面对我的
质疑，小高摆摆手，有点不屑地说：
“排长，你坐在驾驶室里当然感觉不
到，敢不敢跟我们一样也坐后车厢
试试……”

可能是受小高那句话的刺激，也
可能是我确实想一探究竟，训练结束
返程时，我主动登上后车厢，坐在战士
们中间。车刚起步不久，只见滚滚扬
尘如汹涌黄龙般在车厢内弥漫开来，
战士们纷纷取下帽子掩住口鼻，我也
赶紧捂住嘴巴……短短 20分钟车程竟

让人感觉如此漫长。
有了这次亲身体验，回到连队，蓬

头垢面的我刚跳下车就立即向小高等
人表示了歉意，并当场承诺：“有苦一
起吃，以后我都跟你们一起坐后车
厢。”看着战友们肯定的眼神，我在心
里为自己这个决定点赞。

自那以后，每次出车往返训练场，
我都跟战士们一样，坐在后车厢“同吃
苦”。然而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几
天，我就被连长叫过去狠狠地批评了
一顿——“当排长不是第一天了，还不
清楚干部带车规定么，这点安全责任
意识都没有……”

原来，机关值班人员通过营大门
监控看到我所乘坐的车辆没有带车干
部，便通报了下来。原本只是想与战
友们“同吃苦”，却被扣上没有安全责
任意识的“大帽子”。“我自己放弃舒
适，与战友们一同‘吃苦’还有错了？”
面对连长严厉的批评和机关“无情”的
通报，我有点被冤枉的感觉。回到排
里，我闷闷不乐，心里很不是滋味。

得知这一情况后，老班长柳刚主

动找到我，语重心长地说：“排长，你坐
后车厢与战士们‘同吃苦’体现出你对
战友的深厚感情，但在驾驶室里带车
却关系着全车战友的人身安全，孰轻
孰重你应该能理解。岗位即战位，对
自身职责的坚守又何尝不是一种对战
友更大的爱护呢？”

琢磨着老班长的话，我慢慢地理
解了连长的批评。当晚点名后，我
找到连长主动承认了错误，并且结
合对带兵人职责的思考剖析了自身
思想认识上存在的偏差。连长教育
我说：“出现那样的情况，作为带兵
人，首先应该做的是想办法解决问
题，而不是离开本职岗位。”交流完，
连长还主动询问我具体情况，并一
起商讨解决办法。

随后，连队第一时间为车辆装上
了后挡布，而我向营部卫生所要来一
次性口罩分发给大家。随着乘车环境
的改善，那段原本煎熬难耐的“囧途”
舒服了不少，而我也坐回了驾驶室带
车干部位置。

（江本晖整理）

我与战士“同吃苦”，有错？
■第76集团军某旅四营七连排长 谌 睿

调整姿势、跳起握杠、收腹举腿、卷
身过杠……仲夏时节，第 73集团军某旅
训练尖子比武激战正酣，单杠卷身上课
目上演精彩对决。
“61，62，63……”随着个数不断上

升，原本信心满满的选手们陆陆续续下
了杠。炮兵营下士申刘鑫用余光瞄了一
眼还在杠上的其他三名选手，他暗暗给
自己打气：“加油，一定行的！”

1 米 66 的身高，配上 59 公斤的体
重，结实但不笨重，申刘鑫从来都是那个
毫不起眼却默默积攒着能量的小个子。

一次器械训练，班长给大家做示
范。只见他跃身上杠，从一练习到八练
习，动作一气呵成。那一刻，申刘鑫被
彻底迷住了，那“飞跃”的感觉让他心神
向往。

“班长，怎么才能做到您那样？”申刘
鑫眨着崇拜的眼神问道。“当你俯卧撑一
次性可以做 1000 个的时候就行了。”班
长随口说道。

原本是班长的一句戏言，却成为
申刘鑫不断超越自我的动力，推杠铃、
举哑铃、提石墩……8 个月后，申刘鑫
练就了一身健硕的肌肉，实现了一次
性做 1000 个俯卧撑的目标。此时，当
他再次上杠，发现也能自如地控制自
己的身体。尝到甜头后，申刘鑫一发
不可收拾，不断刷新着纪录，成为名副
其实的“单杠小王子”。
“110，111，112……”时间一分一秒

地过去，比武仍在继续。申刘鑫喘了口
气，发现杠上只剩下他和侦察营中士郭
艺龙还在坚持。

郭艺龙是旅里有名的体能尖子，去
年体能比武中，他在单杠卷身上课目中
以 170 个的成绩夺得桂冠。本次比武，
郭艺龙仍是大家眼中的夺冠热门人选。

“170，171，172……”现场观众的喝
彩声此起彼伏，俩人同时打破旅队纪录，
而新的纪录将会花落谁家，比武进入了
白热化阶段。

正当申刘鑫在单杠上翻飞时，一阵
剧烈的疼痛直钻他心里。由于手掌和单
杠反复摩擦，他手心的老茧连同皮肉一
同被掀起。申刘鑫知道，到了比拼意志
的时候，他顾不上流血的双手，咬着牙继
续坚持……

最终，郭艺龙把个人最好成绩定格
在 187 个。而申刘鑫知道，较量远没有
结束，剩下的对手就是自己。
“190，191，192……”围观的战友越

来越多，申刘鑫尝试再次卷身向上，可他
紧握的双手早已血肉模糊，双臂和腰部
已经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最终，精疲
力竭的他以 197个创下了旅队单杠卷身
上课目新的纪录。

站上领奖台，申刘鑫脸上写满坚毅，
目光锁定下一次较量。

较 量！
■王梦圆 谢文剑

自上级发出减负通知以来，郝小
兵欣喜地收到不少反映减负举措和
成果的稿件。但其中有一个明显的
倾向——减负只盯着“五多”。毋庸置
疑，减负首先要减“五多”，但决不止
“五多”。

还有各种“累”与“难”。君不见一
张表格反复填、上报材料催着要、应知
应会背不完、一到周末通知来；君不见

刷卡简单报销难、门好进脸好看事难
办、项目立项审批层层慢、遇到矛盾互
相扯皮踢皮球……官兵们说，这些“累”
与“难”往往打着程序正规的旗号大行
其道，殊不知牺牲的是工作效率，消磨
的是基层心气，拖慢的是战斗力建设步
伐，危害极大。

减少“五多”，效果看似立竿见影，
但也容易反弹回潮。减负效果怎么样，

基层官兵最有发言权；官僚主义和形式
主义纠治得如何，基层官兵的眼睛是雪
亮的。郝小兵认为，减负既要对有形的
“五多”问题发力，更要对隐形的、深层
次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开刀，因为后
者才是现象的本质、问题的根源、顽疾
的症结，切莫舍本逐末，一叶障目不见
泰山。
文/徐弘源、王路加 图/王帅、朱艺森

减负，不能只盯着“五多”

经过数天奋战，我一举斩获陆军

“特战奇兵-2019”比武竞赛综合全能

尖兵课目的第一名。一朝成功的背

后，却是我历经十年的艰苦磨砺。

十年前，我怀着满腔热血参军入

伍，并通过层层选拔来到特种部队。

“我要成为尖刀部队的‘刀尖’”，我给

自己定下目标。可首次参加旅里组织的

考核比武，我连有效名次都没能取得。

“万事开头难”，我这样安慰自

己，并给自己制订了更加严格的训练

计划。经过两年多的刻苦训练，我逐

渐在旅里崭露头角。入伍第三年，我

报名参加上级组织的比武竞赛，这是

我第一次走出旅队。然而，这次比武

我在预赛阶段就惨遭淘汰。

比武的失利让我清醒地认识到，

不能做井底之蛙，“尖兵”之路还很长

很长。很快，我便调整状态，更加努

力地投入到训练中。

那年，得知要举行全军特种部队大

比武，我特别兴奋，感觉机会来了。报

名申请、参加集训、通过预赛……一切

都在向胜利的方向发展，直到正式比

武前几天，评比细则突然有所调整，

我所擅长的两个课目被取消。综合考

虑后，教练员将我调整为替补队员，

直到最后也没能上场。

去年，陆军首次组织“特战奇

兵”比武竞赛，看到身边战友纷纷报

名“请战”，我决定奋力一搏。结果事

与愿违，第一战我只取得了单课目第

三名，再一次惨遭淘汰。

也许是多次失败，磨砺出了我特

有的韧劲，因为我始终坚信，每次受

挫都在为成功积蓄力量。这不，经过

多年的愈挫愈勇，自己正一天天变得

更加强大：训练成绩稳步提升，心态

日趋沉稳，性格愈发坚韧……在大家

眼中，我已经成长为名副其实的特战

尖兵。

今年“特战奇兵”比武竞赛再次展

开，连长希望我参赛，“这次的综合全

能尖兵课目涉及内容多、难度大，你是

最佳参赛人选。”在连长的鼓励下，我

再次报名。这一次，我沉着应战，一路

过关斩将，最终勇夺第一名。

（马 振、王钰凯整理）

每次受挫都在为成功积蓄力量
■西部战区陆军某旅上士 李 靖

6月初，连队组织教育时播放了一
部纪录片。观看结束后，指导员要求
每人写一篇观后感，我提笔便在教育
笔记本上洋洋洒洒写了几页纸。

指导员看完大家的观后感，从中
挑出几份说：“有几名同志写得很不
错，比如陈伟旭，情感真挚、感悟深刻，
还能与当前练兵备战实际联系在一
起，在这里提出表扬。同时，老规矩，
请板报小组制作一块展板展出。”

回到宿舍，班长便夸我：“不错呀，
下连没多久就受到表扬，赶紧再写一
遍交上去。”“再写一遍？我不是已经
写好了吗？”我不解地问。“干工作要有
标准，这是要展出的，写在教育笔记本
上哪行？要誊写到稿纸上去，写完再
请排长帮你把把关。”班长嘱咐道。
“恍然大悟”的我连忙找出稿纸，

一笔一画认真地誊抄起来。忙活了近
一个小时，我信心满满地请排长过
目。排长看过后揶揄道：“你班长搞训
练是把好手，但在这种工作上的标准

还‘差点火候’，去做成打印版交给板
报小组长。”
“真是一山更比一山高呀。”我心

里一边想着，一边连忙到网络室打
字。电子版完成，我揉了揉干涩的眼
睛，跑去找文书帮忙打印，却被告知网
络室的电脑不能连接办公网，只能用
值班室的办公电脑才能打印。我扭头
一看，办公电脑前已经排起了队，原来
与我一同受到表扬的几名战友都在等
候打印……

在漫长的等待与忙碌后，我终于把
打印版的观后感交给了板报小组长，他
看过后却连连摇头：“字体不对、字号不
对、页边距不对……让文书按照标准公
文格式统一调整。对了，再配上连队的
‘制式’封面，有连徽的那种……”

看着碎纸机把格式不统一的观后感
一一碎掉，我感到无比的疲惫与烦闷。

次日，一面版式规范、制作精美的
观后感展板出现在连队门前。然而连
队官兵大多只是在经过时瞥一眼，掀

开封面看内容的寥寥无几。我站在展
板前，想起昨晚的一番折腾，不禁连连
叹气。

在连队一次恳谈会上，我无意中
把这一感受讲了出来，没想到引起大
家共鸣，板报小组长首先发言：“观后
感、承诺书、心得体会……每次搞活动
都要制作展板，标准低了还会被批评，
累！”文书接过话：“只要是写点什么都
要打印版，还要标准格式……”“谁会
顶着太阳站在那里看展板呢？”一排长
的“补刀”引得大伙频频点头……

听完大家的发言，连长、指导员分
别进行了自我检讨。随即，连队对类
似痕迹主义做法进行查摆清除，并对
无益于战斗力生成的种种“高标准”给
予“降格”处理。大家普遍感到没了这
些负担，练兵备战的热情更高了。

近日，连队又一次组织观看纪录
片，放映完毕后我当场发言分享心得，
同样赢得阵阵掌声。

（周 强整理）

一篇观后感的展出历程
■第82集团军某旅炮兵营列兵 陈伟旭

Mark军营

士兵格言

微笑传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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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基层减负累累累

“虽然看不见服务对象，但要让服务对象‘听得见’我们的微笑。”6月中旬，被

评为“服务之星”的海军陆战队某旅话务班上等兵何沛芬，向刚下连不久的新战友

教授微笑传音的技巧。

陈 强、李晓东摄影报道

又到一年毕业季。毕业前夕，各位师长

前辈大多会不厌其烦地告诫即将赴部队任

职的准排长们，“要跟排里战士‘打成一片’，

落实好‘五同’”。在这里，我们也给准排长们

提个醒：官僚主义要不得，官兵“五同”很重

要，但革命分工有不同，自身职责要记牢。

三言两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