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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

潜望镜

微议录

前段时间，在基层蹲连住班时，一

名战友给我讲了一个切身感受：结束野

外驻训回到营区，竟然感觉镜子里的自

己有些陌生。

“你认识自己吗？”这是一个值得

所有管理者深思的问题。我们常讲，

“其身正，不令而行”，但在具体实践

中，如何保持“身正”其实是一门大学

问：机关指导基层工作时，有没有时刻

树牢“基层至上、士兵第一”的理念；一

线带兵人带兵训练时，有没有真正做

到“我先上”“跟我来”……值得警惕的

是，随着任务性质变化、工作担子加

重，即使一开始保持“身正”，后来也有

可能发生偏移。

多看看镜子里的自己。这面镜子，

既代表规章制度、条令法规，又折射上

级指示、基层之声。我们要多在照镜子

中反思工作指导方式是否有不妥之处，

查摆是否存在“口号喊得多，身先士卒

少”等行为。如此，才能真正在躬身自

省中找准自身不足、走好前进的路。

多看看镜子里的自己
■第74集团军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霍 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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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营营长 赵洪波

讲评时间：6月17日

这些天，营里有些新同志私底下
向我反映：新兵下连后，他们就像一
个陀螺一样忙得团团转，整日忙碌于
文件打印、板报制作等事务性工作，
几乎没有自我支配的闲暇时间。

新同志咋会这么忙？我仔细询问
后得知：他们大多数是大学生士兵，
相较于同批新战友有更多特长，是战
友们公认的小能人，也是干部骨干值

得信赖的得力助手。因此，有的带兵
人没有考虑到他们所能承受的重量，
一味将任务和担子压在他们肩头。超
负荷的工作量一度让他们喘不过气
来，更有甚者，不少人休息日都在加
班加点完成任务。

同志们，切不可让“能者多劳”

变成“能者过劳”。在给新同志安排
工作时，不仅要给他们提供锻炼的机
会、发挥的平台，更要科学合理分
配，切不可盲目交付任务，产生“快
马”不堪重负、“慢牛”不敢表现的
负效应。

（尹弘泽、李晓东整理）

谨防“能者多劳”变成“能者过劳”

6月上旬，新一轮月双争评比成绩
出来后，眼看着列兵噢尖才让的帅气训
练照又被贴上了龙虎榜的榜首位置，我
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数月前新兵下连时，中队特地举办
了一场迎新会。谁也没想到，在自我介
绍环节，出现一件尴尬事：藏族小伙噢尖
才让支吾半天也说不出一个字来，乍一
开口，一些奇怪的口音引得大家哄笑。

当时，我并没有太在意这件事。
然而不久后，我和一些连队骨干发现
了不对劲的地方：噢尖才让上教育课
总是开小差，干活也比别人慢半拍；
大家找他谈心交流时，他也只是笑着
说“没事”。

就在这个时候，我想起了上军校

时的一位藏族同学。夜里，我打电话
给他聊起了噢尖才让的情况。“我刚入
学时，也曾因同学们模仿自己说话结
结巴巴的样子感到生气，总感觉大家
在嘲笑自己。”这位同学告诉我，“当
时队干部认为这是件小事，没有注意
到我情绪的变化，这使我产生了不少
负面情绪……”

听到这里，我急忙与这位同学商
量对策，寻思着如何才能消除噢尖才
让内心留下的阴影，使他更好地融入
集体。再三考虑后，我请同学将他的
自身经历用藏文写成一封信，立马邮
寄给我。

那一天，在检查理论学习笔记本
时，我趁机将这封信夹进了噢尖才让
的本里，还配上我的一段勉励话语。
第二天，我在营房遇见噢尖才让时，
他竟然主动给我投来一个温暖的笑
容；下一周，当我再次查阅理论学习
本时，竟然收到了他的回信……从

此，噢尖才让的理论学习本成了我俩
交流的“秘密渠道”。
“噢尖才让变了！”大家惊讶地发

现，连队 5公里越野赛，冲在最前面
的是噢尖才让；主动报名参加“我与
祖国共成长”演讲比赛的人员中，有
噢尖才让自信满满的身影……当我俩
的秘密在连队传开后，战友们又主动
在宿舍楼中厅办了一张“笑脸墙”，用
照片拼成一个“家”字，把噢尖才让
的照片摆在“C位”。

通过这次经历，我深刻地感受
到，战士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一个
合格的带兵人，要善于在微表情中传
递大温暖、在小动作中给予大能量、
在短留言中体会大情怀，真正让战士
们有一种“受了委屈想找你倾诉、取
得成绩想要你鼓励”的感觉。如此，
才能在春风化雨润无声中走进兵中、
走进兵心。

（孟铭浩整理）

战士的事，小事要当大事办
■武警银川支队某中队指导员 王 佩

值班员讲评

营连日志

带兵人手记

6 月上旬，第 73 集团军某旅炮兵
营排长张毅宇遇上一件闹心事：他因
查铺查哨登记本填写过于简单，在机
关下发的周管理通报中，被点名批评。
“我也想查出点问题，无奈真的没

有问题啊……”仔细阅读通报内容后，
张毅宇有一肚子苦水想要倾吐。那天晚
上，他在认真检查完人员在位、哨兵履
职等情况时，并未发现异常情况，随即
便在查铺查哨登记本上简单填写了一些
例行情况。万万没想到，“没有发现问
题”反倒成了问题。

“张排长，对待上级检查的登记
本，你这样也太不懂‘套路’了。”得
知情况，一名连队老排长拿来一份
“范文”向张毅宇传经送宝：“不光要
记录情况，还得区分好的方面、不足
之处”“像抄笔记一样，列个三大点四
小点”……

得到老排长指点后，张毅宇顿时
感觉摸到了迎检“窍门”。这天，又轮
到张毅宇查铺查哨，在搜肠刮肚仍旧
没能“鸡蛋里挑骨头”后，他索性翻
开本上以前的一篇“范文”照抄一遍。
“ 查 铺 查 哨 登 记 本 ‘ 复 制 粘

贴’……”令张毅宇没想到的是，他
的取巧行为并没能逃过机关检查人员
的眼睛。

在同一块石头上绊倒两次，张毅

宇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查铺查
哨，难道不能没有问题吗？”旅强军网
论坛上，委屈至极的张毅宇把他的经
历连同感受一股脑儿写了出来。
“有时候被逼无奈，只得写写‘战

士的鞋没摆正’等鸡毛蒜皮的小事”
“过于强调查铺查哨必须找出问题，也
是一种形式主义”……帖子持续发酵
后，下面的一条条留言引起该旅党委高
度重视，一方面，他们在旅交班会上作
出明确规定：今后各级查铺查哨时，严
格按照条令条例相关要求检查到位即
可，有问题时认真填写讲评，没有问题
不必“无事生非”；另一方面，他们以
此为契机，深入查摆旅队其他工作中存
在的过度留痕现象，逐一制定对策措
施，确保为基层减负落到实处。

查铺查哨，登记不再“无事生非”
■本报实习记者 徐 鹏 通讯员 谢 思

5月下旬，第 74集团军某旅宣传科
科长丁猛来到侦察营“推门听课”。站
在该营两间相邻的课室门前，他有点犯
愁该去听哪位指导员的授课。

思来想去，丁猛决定站在门外观望
一会再做决定，没承想，这一听就是大
半个小时，两间课室内大相径庭的课堂
氛围，令他百思不得其解。

左侧课室内，杨指导员以“从身边
人身边事看担当”为牵引，将一堂教育
课讲得深入浅出，战士们踊跃回答，气
氛热烈；而在右侧课室，同样的教育主
题，李指导员以单位历史上出现过的英
雄人物为题材，结合连队官兵团结拼搏
奋斗经历，也是不遑多让。然而不知为
何，战士们却并不买账，整个课堂死气
沉沉。
“一墙之隔的两堂同题教育课上，

缘何出现两种景象？”丁科长纳闷不已：
两位指导员在上半年的旅“四会”优秀
政治教员比武中都取得了不错的名次，
授课质量水平都很高，按理说，不该出
现冰火两重天的情况。

难道是李指导员所在连队最近任
务繁重，官兵精神状态不佳？会不会是
这种手段丰富的教育方式让官兵来不
及互动？丁科长结合所见所闻，与侦察
营两位主官私下沟通交流，但都没能找
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没想到，即将离开侦察营时，丁科
长却在营区楼道拐角处从两名战士的
吐槽话语中探得些许端倪：“指导员自
己一到训练就往后躲，却总在课上教育
我们要敢于冲锋、勇于亮剑，这不是闹
笑话吗”“是啊，即使 PPT做得再精美、
课讲得再动听，不愿和大家在泥水里摸
爬滚打，又有什么意义呢”……

原来，在最近一次战术基础课目周
考中，天空中下起了绵绵细雨，该连战
士们抓住“战机”，在泥泞的训练场上刻
苦训练。令大家都没想到的是，轮到李
指导员上阵时，他却以身体抱恙为由，
远远地在一旁观望。在前段时间的一
次徒步拉练中，李指导员的腿被灌木划
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后，也是选择了上
收容车。
“这个指导员怕苦怕累。”这一桩桩

小事，该连战士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对李指导员逐渐形成了如此印象。而
杨指导员则不一样，他不仅课讲得好，
训练比军事干部还要刻苦拼命，遇到险
难课目总是一马当先。

“如果教育者自身军政素质和奉献
意识不被认可，即使把道理讲得再透、
故事说得再好，也难以令人信服，毕竟
‘身教胜于言教’。”丁科长语重心长的
一席话，让李指导员羞愧不已，晚点名
时，他主动向全连官兵作出检讨，下定
决心要当一个勇猛顽强的“排头兵”。

详细了解事情始末后，该旅领导
陷入了更深思考：一名指导员在官兵
面前没有作出表率尚且得不到信服，
一名机关干部在指导基层工作时，如
果总是保持高高在上的姿态，不以身

作则、不身先士卒，能赢得基层官兵信
任吗？为此，该旅在全体干部中掀起
一场以“如何把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
统一起来”为主题的讨论，引导广大干
部以过硬作风、良好形象感召官兵，做
好表率。

6月下旬，该旅官兵展开野外驻训，
李指导员不再“躲躲闪闪”“拈轻怕重”，
而是带领战士们一起钻进闷热的战车苦
练实战技能。列兵小谭深有感触地说，
指导员以实际行动叫响“跟我上”，这就
是最好的教育课。

两堂同题教育课，缘何景象不一样？
■林锦云 王 涵

“平时训练中出的每一个花招，都会
造成未来战场上血的代价！”连长半月前
在夜雨中对我说的这句话，我这一辈子
都不敢忘。

前段时间，连队开展战斗体能大练
兵，通过长距离负重越野奔袭以及行军
拉练，不断磨砺官兵意志，提升真打实备
能力。

一天，为了提高训练成绩，我在负重
物资上动了“歪脑筋”：将背囊里被子的
被芯悄悄抽出来，只留下孤零零的被套，
乍看上去，很难发现端倪。

果不其然，在迎着晚霞的负重越野
奔袭中，我的训练成绩一下提升不少，一
举迈入连队前列。训练结束，站在山头，

当我正窃喜“被套”瞒天过海通过检查
时，连长一句话，让我的心情瞬间跌落谷
底：今晚训练“加餐”，大家就地宿营……
“没有被芯，咋度过漫漫寒夜？”一时

间，我心生一计：与两个要好的战友并席
而睡，三人共用两床军被蒙混过关。

夜幕降临，寒雨来临，卧躺在战友军
被里的我，听着帐篷外的滴答雨声，心里
惴惴不安，生怕连长来查铺。

屋漏偏逢连夜雨，真是怕啥来啥。
没过多久，帐篷的门帘被拉开，连长立马
发现了不对劲，“你们三个人怎么只有两
床被子？”
“连长，我没带被子……”闻听我的

取巧经历后，连长眉头紧皱，严厉地训斥

了我一顿，便离帐篷而去。谁承想，不多
时连长去而复返，将他自己的被子丢在
我面前：“赶紧盖上！保重好身体，以后
给我老老实实按照标准训练！”

这一夜，我想了很多很多……回
到营区后，我主动向连长请求在全连
战友面前作检查。从那以后，我再也
没有萌生过在训练中投机取巧的想
法，而是思考如何通过实打实的苦练
提高成绩。
“我们能打仗吗？！我们能打胜战

吗？！”如今，对于这句口号标语，我更加
明白了，要把这个“？”拉直成“！”，究竟靠
什么。

（窦 垚、柳 栋整理）

这一夜，三人挤在两床军被里
■新疆军区某机步团下士 罗 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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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下旬，北

部战区陆军某边

防旅组织“文艺

轻骑队”，冒着酷

暑登哨位、进驻

训场，为千里边

防线的官兵献上

精 心 编 排 的 节

目。图为2名守

卫界碑的执勤哨

兵欣赏文艺轻骑

队 的“ 特 别 演

出”。

蒋德红摄

七一到来之际，武警四川总队医院在宜宾长宁地震灾区救援现场组织党员干部重温入党誓词，教育大家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以抗震救灾的实际行动庆祝党的生日。 李华时摄

马路通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