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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士石志军终于甩掉了“老大难”
的帽子，乐得喜笑颜开。就在一个月
前，石志军可是忧心忡忡。

仲夏时节，在接到备战旅里尖子排
比武的通知时，排里从上到下士气高
涨，作为刚刚工作不到一年的新排长，
我在心里暗暗较劲：一定要大干一场。

“先别高兴太早，有几个‘老大难’
可要拖后腿啦！”刚回到排房，下士小张
扯了扯我的衣袖。这话就像一盆冷水，
浇得我半天没缓过神来。排里的几个
老士官，到了比武考核总“掉链子”，这
可让我犯了愁。

第二天一大早，全排 5公里武装越
野摸底考核刚开始，几名“老大难”就像
“拖油瓶”一样落在了后面。晚饭后，我
把几个“老大难”召集起来谈心，讲了半
天却没有人吭声，场面一度尴尬！

老士官为什么会被看成“老大

难”？经过调查摸底，我了解到，一方面
是部分兵龄相对较长的老士官自身素
质不过硬，当兵时间长了就对体能放松
了要求；另一方面则是有些官兵戴着
“有色眼镜”去看待他们，过度放大他们
的缺点，却忽视了他们管理能力突出、
实战经验丰富等优点。

怎么办？“对待这些‘老大难’关键
要走心。”指导员的一句话给了我很大
启发。晚点名时，我把全排人员按照
专业训练成绩和体能训练成绩分别进
行排名，让年轻士官与“老大难”一对

一结成“帮扶对子”，并现场组织他们
进行“结对谈心”，明确训练目标。

体能训练间隙，上士石志军主动找
我汇报思想：“和年轻战友一起进行体
能训练实在‘压力山大’，有些跟不上节
奏。”年龄差异大导致训练水平参差不
齐是客观原因，但思想没有端正才是症
结所在。
“我来带着你们练！”自那以后，每

次体能“加餐”我都全程参加，他们练多
少，我也跟着练多少，大家的训练积极
性空前高涨，训练场上比学赶帮超的氛
围逐渐浓厚。一个月不到，上士石志军
就在 5公里武装越野和投弹两个课目上
进入了前列。

老士官遇到新情况 ，“老大难”有
了新转变。通过这件事，我更加坚信一
线带兵人只要率先垂范、立身为旗，肯
用心、善用情，始终捧着真心去带兵，
实实在在地关心和爱护战士，再难带
的兵也能带好。 （程小冬整理）

“老大难”再现新活力
■中部战区陆军某旅排长 石长城

“5分钟后全员着夏常服前往礼堂
观影！”6月下旬，随着值班员一声令
下，战略支援部队某部女兵们一阵忙
乱。脚下这双跟高不过三厘米的制式
高跟鞋，成了她们的“心结”。

刚走没几步，重心不稳的列兵小
吴就开始倒小步子。由于几个人的步
伐不一致，加之高跟鞋声音又清脆响
亮，整个队伍脚步声“噼里啪啦”乱
成一团。
“都下连这么长时间了，走个队列

还这么乱，像什么样子！”一向好脾气
的营长终于忍不住发了火。
“班长，穿上高跟鞋我觉得重心

直往后倒，本来我们身高就不及男
兵，现在更跟不上他们的大步子，就
不能让他们调整调整嘛！”小吴事后
向班长发问。

“条令条例上并没有规定说女军人
穿上高跟鞋后可以调小步幅，平时作战
靴、作训鞋穿多了，换上高跟鞋难免不
适应，但这不能成为我们队列不整齐的
借口。论业务、论体能，我们女兵哪项
不如男兵，不能因为这双高跟鞋被看低
了！”班长的话，激起了女兵们不服输
的劲头。

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女兵们从
开始的站立不稳到后来抬脚便是整齐
有力的“踢踏”声，解开了高跟鞋带
来的“心结”，她们步履更加铿锵，
士气更加昂扬。

当全营再次换上夏常服参加活动
时，皮鞋落地沉稳厚重，高跟鞋清脆整
齐。营长扫了一眼站得笔挺的女兵，终
于露出了满意笑容：“这才是咱们营女
兵该有的样子！”

高跟鞋的“心结”
■郭繁颖 段建伟

营连日志

教育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特

有的政治优势，在整个政治工作中占

有重要的地位。对基层带兵人来说，

及时紧跟官兵思想的教育能够发现解

决诸多问题。

然而，有些单位片面地认为只要

教育搞了、强调到了就不会出问题，

也不应该出问题。固然，官兵出现思

想有偏差、心理有负担、训练不积极、

风气不纯正、安全不托底等问题时，

需要通过加强和搞好教育来解决，但

绝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教育可以“包

治百病”。

教育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教育也

是万万不能的。出了问题不能停留在

教育上，还应从背后查原因、找症结。

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讲道理，也要靠

法理；不仅善用教育转化，也要依靠制

度约束。只有综合发挥教育、行政管

理以及条令条例、规章制度的作用，才

能有效推动单位建设整体发展。

不能把责任都推在教育上
■第75集团军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陈银波

“昨天刚刚搞过加强战备值班执勤
的教育，今天咋又出了问题……”6月
下旬，第 75集团军某旅防空营指挥保
障连指导员王玉明看着一纸通报，脸上
挂着“哑巴吃黄连”的无奈，气也不打
一处来。

原来，此前一天晚上，王玉明专
门组织全连官兵就友邻单位暴露的岗
哨执勤警惕性不强、人员管理松懈等
问题进行了教育强调，课后还安排了
讨论，不仅要求每个人对照问题进行
自我反思，还根据实际写出对照检查
材料。

本以为打了“预防针”就能够在
关键时刻起到作用，但问题还是发生
了。当天夜里，教育结束后不到 4个
小时，担负夜间第二班岗哨的小叶就
因为犯困、警惕性不高，被机关检查
通报。
“刚搞过的教育咋就起不到效果，

肯定是没有认真听，该记的没记住。”
在查处问题、总结教训时，连队先后
查找了教育针对性不强、官兵教育笔
记不全等多个问题，并拉单列条进行
逐一整改。
“为什么要把主要问题推到教育的

头上？”当连队向营党委上报问题整改
事项时，营里提出了这个问题。营领导
在调查了解后发现：“小叶之所以站岗
时打瞌睡，是因为当天训练强度太大，

个人身体状态没调整好所致。”
“连队值班执勤中暴露出的问题，

主要还是战备制度执行不到位、连队安
排不合理等造成的，不能一味地把板子
打到教育头上。”营里及时帮助连队党
支部查找出问题的根源，端正了大家的
认识。

在随后的整改中，他们组织全连
官兵进行讨论反思，从堵塞制度漏

洞、科学安排岗哨、加大惩处力度等
环节着手，举一反三避免同类事情的
发生。

与此同时，连队还把此事作为鲜活
素材，通过教育巩固整改成效。他们以
案说法、寓教于心，引发官兵共鸣。为
了增强警示教育作用，对站岗执勤中违
反纪律的战士，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作
出相应处罚。

教育刚搞过，咋又出问题？
■张政庭 骆 瑶 吴 阔

当下有的教育之所以在官兵思想

上难留下烙印，不能够入人心、触灵

魂，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教育联系实际

不紧，接地气不够，仅靠课堂上泛泛

而谈的理论灌输，很难讲到官兵心坎

里，教育也逐渐形式化。

当前，青年官兵思想活跃，接受

新鲜事物能力强，如果是为了完成

教育任务而去搞教育，效果自然不

会理想。在搞教育过程中，教育者

必 须 紧 紧 围 绕 部 队 改 革 、 正 风 肃

纪、练兵备战等官兵高度关注的热

点问题、中心工作来展开，把教育

与社会现实问题、部队建设实际和

官兵现实思想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综

合施策，激活教育主体、盘活教育

资源、用活教育手段。

此外，教育的功夫既要下在课堂

上，更要下在课堂外。一方面，要在课

堂上瞄准官兵的“活思想”，加强教育

的针对性、实效性；另一方面，也要在

课堂外把具体工作做实做细、不留死

角，不要混淆教育与实际工作的边际，

才能使两者相得益彰、相互促进。

教育取得实效需要综合施策
■第75集团军某旅政治委员 张 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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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训归来还能‘撸个串’，常班长
真是给力！”6月下旬，中士刘金航夜训
归来，迫不及待地钻进野战食堂，吃“夜
宵”之余还不忘夸夸我这个炊事班长，
然而就在一个月前的经济民主会上，他
提出的意见可是最多的。
“眼看着伙食费涨了，这伙食却没

啥太大变化”“每个人每天多了好几块
钱，不加牛排也得多个鸡腿吧”……今
年初，新的基本伙食费标准实施后，战
友们的各种“期待”扑面而来，看着大家
一条条发自肺腑的“高期望值”意见，我
这个在灶台边上转了十几年的炊事班
长开始焦虑了。
“每人每天涨了 4块钱，钱不多，得

用在刀刃上，既要让大家感到伙食水
平的提高，还要时刻关注预算不能吃
超……”一个个改善伙食的方案在我的
脑海里不停翻转。

不如推个家乡菜，一来花样多变化
快，二来有营养受青睐……说干就干，
很快东北的锅包肉、四川的麻婆豆腐、

江西的粉蒸肉就一一上了餐桌。
正当战友们不出食堂就能吃遍天

南海北、感受舌尖上的美味时，营长杨
欣涛找了过来，“最近夜训强度逐渐增
大，大多数战士夜训结束都会来桶泡
面，不如咱们炊事班辛苦下，适当给战
士们加顿餐。”

可伙食费就那么多，还要加一顿
餐……虽然有顾虑，但我还是拍着胸脯
向营长保证“坚决完成任务”。

现实让我再次陷入了“焦虑”，连着
几天晚上，来吃饭的人都寥寥无几。一
次，眼看着下士聂海潮走到了饭堂门
口，结果看了一眼饭菜便准备掉头回
去，我上前一把抓住他想要问个究竟。
“常班长，晚上加餐不是炒米饭

就是汤面，还不如一碗‘老坛酸菜’提
精神，做饭菜不用心说到底就是在浪
费伙食费。”聂海潮一番话噎得我无
法置辩。

忠言逆耳利于行。经过精心的伙
食预算和科学调剂，肉夹馍、牛肉粉丝

汤、过桥米线、羊杂汤等特色小吃随后
出现在夜训后的餐桌上，晚上的野战食
堂也慢慢开始热闹起来。

这也苦了一些体型不合格的战
友，夜宵虽然好吃，但减肥也迫在眉
睫。随后，我从网上找来运动食谱，专
门增加了以水果、蔬菜为主的“减肥夜
宵”，还精心制作“食物热量表”分发至
各班，让大家在关注“卡路里”中科学
饮食。

伙食评测表上，看着大家对炊事班
满意度的逐渐提高，我这颗焦虑的心也
逐渐平静下来。只要大家能够吃出健
康、吃出战斗力，我们炊事班再辛苦也
值得。

（张 旭、耿明园整理）

伙食费涨了，我却焦虑了
■第81集团军某旅勤务保障营炊事班班长 常 猛

带兵人手记

连日来，武警四川总队阿坝支队官兵在突发山洪泥石流灾害的金川县曾达乡连续开展救援

工作。7月2日中午，金川中队救援官兵坐在路边吃上了一顿热腾腾的饭菜，担心班里战士吃不

饱，班长孔垂能（右）主动把自己碗里的菜夹给上等兵（左）熊松林，鼓励道：“兄弟，多吃点。”

吴星文、李小龙摄影报道

兄弟

多吃点！

周济蕊绘

这些天，报销的事可把外出集训

归队的胡班长愁坏了。头天去，王助

理要求按照规定补充消费凭证。好不

容易办好了，第二天到机关赶上刘助

理接手，却被告知银行卡开支记录还

得重新开。

为何同一桩业务，到不同人手里

就有不同的标准和要求？其实，财务

报销、档案调动、家属随军、油料开单

等具体事务，不少战友也遇到过类似

的问题。

笔者认为，要求不同，事情难办，

并不是某个机关干部故意刁难，而是

业务办理流程不规范，缺少统一的标

准，以至于“一个人一个调”，凭经验和

感觉行事。

当前，从上到下都在致力于建设服

务型机关，让基层办事“只跑一趟”。机

关干部在强化责任心，提高办事能力的

同时，不妨在公开操作流程、规范业务

秩序、明确完结时限上多下功夫，不断

提升业务办理的透明度和效率。这样

一来，基层对机关的满意度才会水涨船

高，建设服务型机关才能落到实处。

服务官兵不能“各说各话”
■方子诚 姜虎饶

基层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