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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夏的辽沈大地气温逐渐升高，
在火热的气氛中，北部战区空军雷达
某旅政治工作实战化延伸培训拉开序
幕，53名基层政治主官和机关政治工
作干部蓄势待发。

一番简短动员后，练兵备战的
硝烟即刻弥漫开来，参训人员来到
室外，开展 3000 米跑、核生化装具
穿戴、蛇形跑等一连串军事体能技
能考核。该旅教导队政治指导员李
明翰告诉笔者：“以往培训都是组织
学 习 讨 论 ， 没 想 到 这 次 开 训 就 闻
‘硝烟味’。”

第一天只是“开胃小菜”，后续战
味愈发浓烈。郊外某山区，在陌生环
境下，干部们只带地形图和指北针深
入其中，开展野外拉练。一路上，大
家钻山沟、穿树林，最终在规定时间
找到全部坐标点位，顺利抵达终点。
战场救护演练时，他们冒着“炮火硝

烟”奔向“伤员”，止血、包扎、转
移，成功挽救战友“生命”。

多课目连贯考核，以战斗力标尺
检验政治工作干部的军事素养，使每
名同志感受到了指挥员、战斗员、党
代表“三重身份”的使命在肩和责任
之重。当综合成绩排名张榜公布的那
一刻，某雷达站政治指导员陈曦由衷
感叹：“政治工作干部只有懂军事、精
业务，立身为旗作表率，政治工作才
能彰显威信。”

打仗，既是身体意志的比拼，也
是组织指挥的较量，研练战时政治工
作方案预案是此次培训的另一项重要
内容。
“作战中，当你与分队长指挥思想

不统一，应该怎么办？”
面对考官的提问，某雷达站政治

指导员韩文耀从容不迫：“一是相互
配合协作，军事主官临机决断，政

治主官做好部属思想工作；二是发
挥组织功能，若时间允许，召开简
短的支委会，达成一致意见；三是
勇于承担责任，一旦造成战斗失利
或人员伤亡，要站出来承担责任，
及时总结教训。”

随后大家又坐在一起，探讨问
题，集智攻关。“临战前，父母打电话
劝孩子不要上前线，应该怎么办？”
“如何通过针对性教育消除官兵轻敌心
理？”“我方官兵被敌挟持应如何处
置？”……

大家竭尽所能，力争把战场上
可能出现的情况想全想细想实，总
结归纳方法对策。为期 6天的培训结
束， 1 本“战时政治工作 36 个怎么
办”资料汇编新鲜出炉。“平时多解
决 一 个 问 题 ， 战 时 就 会 多 一 分 胜
算。”某指挥保障队政治教导员崔云
昊如是说。

政治工作培训有了浓浓的“硝烟味”
■江 楠

7月1日，驻香港部队军营开放活动现场，正在观礼台上观看表演的一对香港父子拿出了一条标语，表达对

解放军的敬爱之情，围观的香港市民纷纷拿出手机记录下这一瞬间。

唐 嘉、李 达摄影报道
微议录

潜望镜

“张淞越来越像个兵了！”半年考
核结束时，政委的这句肯定，让我打
心 眼 里 高 兴 ： 下 队 一 年 ， 我 终 于
“炼”成了一个兵。

研究生毕业后，我肩扛上尉军衔
下队，在一众中尉排长中间显得有些
格格不入。工作中，队长和指导员考
虑到我是研究生，且年龄和他们相
仿，并没有对我提过多要求，这让一
向要强的我更加想证明自己。“我有学
历优势，一堂教育课还不信拿不下中
队官兵？”我在心里暗暗琢磨获得中队
上下认可的“招法”。

没过多久，机会很快就送上门
来。一天，宣传科钏干事到中队检
查教育教案，指出中队教案分析浅
显、质量不高的问题。我向指导员
主动请缨，申请担负教育授课的任
务 。 为 了 上 好 教 育 课 ， 我 精 编 教
案，甚至还翻出大学时的教材，但
第一次授课效果并不好，很多战士
昏昏欲睡。

课后，我反思是不是自己没讲清

楚，于是周末上午又给官兵们补了一
课。殊不知，官兵们非但不领情，还
有人向指导员反映我侵占他们的休息
时间。我一听顿时火冒三丈，当即就
撂挑子不干了。

一次吃完午饭回班里的路上，上
士班长杨武善意地提醒我：“你总想用
自己的学识征服战士，这只会适得其
反，先试着融入他们，从一起搞训练
开始。”杨班长的一席话让我如梦初
醒，回想自己下队那么久，要么是在
一旁“指导”训练，要么是找借口避
开，作为排长实属不该。

下午的 400 米障碍训练我第一个
带头就上，虽说在军校时也曾练过，
但长期疏于训练还是让我在上高板时
尝到了苦头，无论怎么用力，就是上
不去，最后还是两名战士把我推了上
去，这让我一时颜面扫地。接下来，
我不断练习上高板的动作，手酸得吃
晚饭时拿筷子都抖。这时，几名战士
走过来，把他们的餐后水果都给了
我，关切地说“排长辛苦了”。我第一

次感受到中队官兵的关心，这也让我
慢慢相信在战士面前出丑不丢人。

此后的训练，我不再当一个“局
外人”，而是和官兵们一起“扎根”训
练场。第一次练习爬绳，由于手臂力
量较弱，我竟一趟也没有完成。官兵
便想方设法地帮我，有给我加油鼓劲
的，有边爬边给我讲解动作要领的。
通过一下午的努力，我终于完成了一
趟，虽然手掌磨破了皮，心里却很高
兴。

慢慢地，战士们越来越认同我这
个老大哥，生活中的称呼由“张排”
渐渐变成了“淞哥”，周末时也会叫上
我打一把“吃鸡”。6月初备战半年考
核，夜训结束时，我还在给自己“加
餐”，官兵看到了都说排长不休息，我
们也不休息，这让我为之动容。最
后，半年考核的好成绩也证明，自己
的努力是值得的。

如今，在中队官兵眼里，我不再
是“望而生畏”的硕士，而是人见人
爱的战士。

下队一年，我终于“炼”成了一个兵
■武警云南总队执勤支队二中队排长 张 淞

同男兵们轮流值班，一起参加劳动
训练，共同开展文化活动……看到身边
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我们几名女兵打心
底感到：没了刻意的“距离”，真好！

新年前夕，我和几名女兵被分到了
新疆军区某红军团，没想到的是，这一
“新闻”很快炸开了锅。原来，团里这些
年从未有过女兵编制，我们是第一个女
兵班。

临近春节，我们全力以赴筹备晚会

节目。排练间隙，不少参演的男兵和我
们热火朝天地讨论舞台表演细节，大家
想方设法提高节目质量。然而没过几
天，我就明显注意到，一些男兵开始和我
们保持距离，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怪事”
接二连三发生。

比如，周末外出上街，我们被刻意和
男兵分开；在服务社买东西结账，没有男
兵会排在我们后面；就连体能训练，我们
每次也和连队其他班分开组织……

直到一天，我无意听到几名男兵对
话，才摸清事情缘由。原来，排练期间，
有人担心男兵女兵走得太近会出现问
题，一些连队便教育男兵要和我们保持
距离。
“首长，我发现团里对女兵管理

有 问 题 ，我 们 虽 是 女 兵 ，但 也 是 军
人，为啥要把我们和男兵隔开呢？”
那天训练结束，团政委正好经过我们
班，我鼓起勇气向他吐槽了这段时间
的遭遇。

没过几天，政委借全团官兵集会之
机专门进行明确，军人之间都是同志关
系，各单位要正确处理男女兵内部关系
问题，不必刻意“疏离”女兵，要积极营造
和谐、团结、纯洁的内部氛围。

果然，自从政委强调后，情况很快得
到了改善。这不，上个周末连队组织跳
绳比赛，我们女兵班组成“铿锵玫瑰”战
队，力压其他男兵班，一举拿下冠军，大
家别提多高兴了！

（廖国全、韩明剑整理）

没了刻意的“距离”，真好！
■新疆军区某团列兵 邓惠钰

如今，龙驰洋撕掉“退伍倒计
时”的日历时，竟然有些不舍。

在新疆军区某团榴炮二连的标兵
榜上，这名数着日子算退伍的“网瘾
少年”一改颓势，已经蝉联“学习之
星”7周了。

龙驰洋入伍前因游戏打得好，而
备受周围人“追捧”。“想做些更有意
义的事”是他报名参军的初衷。可即
便到了管理严格的基层连队，龙驰洋
还是忍不住不按规定偷偷使用手机打
网游。

有一次站完夜岗，龙驰洋又偷偷
玩手机，却被王排长逮个正着。以往
手机被收，通常会有一段时间的“面
壁思过”期，在其他人正常使用手机
的时候，他只能眼巴巴看着。可让龙
驰洋没想到的是，那个周末全团官兵
都没有发放手机。

原来，指导员陈达君在事情发生
后，在营党委会上提出，“每到周
末，看到同志们抱着手机，偌大个连
队‘静悄悄’，心底不由得有一种无
力感。”
“沉迷网络世界的主要原因，是在

现实世界中没有找到自己的人生价
值。”该团领导介绍说，网络时代为官
兵提供了极大便利，但也存在一定的
弊端，短时见效的愉悦感容易让官兵
迷失自我，忽略个人长期的成长进步。
“其实我也想在周末看看书，弹弹

吉他。可是看到周围人都在玩手机，
我也不想被孤立成‘爱学习的好孩
子’。”一份调查问卷的建议，让该团
机关有了工作思路，“如果有一天，人
人都放下手机，去感受一下没有手机
时的获得感，会不会让官兵主动放下
手机呢？”

为此，该团试行将每月第二周周

日和第四周周日定为“无手机日”，由
连队主官带头放下手机，引导官兵激
发学习兴趣，培养个人爱好，让官兵
在现实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
“别又成了折腾人的活动……”起

初并不是每一名官兵都能正确看待这
条新规，有的战士甚至将这种想法挂
在了单位强军网上。

针对此事，该团领导利用一次集
会时机，将话语权交给连队官兵，让
大家针对“无手机日”活动展开讨
论。龙驰洋作为“始作俑者”被指导
员推荐首个上台。

说来也怪，走上台的龙驰洋将他
的“王者事迹”讲了出来，虽然赢得
了掌声和笑声，但他却兴奋不起来。
就在这场集会上，这位游戏里面的
“王者”听到了更多“王者”的故事。

龙驰洋发现，这些战友有过与他
一样的经历，也曾在虚拟世界中一
次次向“顶端”发起冲击。但不同
的是，他们在现实里也同样取得了
“高段位”，有的立功受奖，有的当
上骨干成为连队里的中坚力量，而
唯独他自己，只有那些虚无缥缈的
“战绩”伴其左右。

“看着别人的荣誉证书，我才意
识到自己的尴尬。”那一刻，龙驰洋
下定决心，也要像其他战友一样，
在现实中争取属于自己的荣光。

随后，他当着全连官兵的面儿说
道：“以前玩手机经常玩到没电，却不
知这其实也是在耗费人生的‘电量’。
现在我想争取在部队多干几年，给自
己重新充充电。”龙驰洋知耻后勇，这
才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当“无手机日”走进连队
■唐 帅 窦 垚 周鹏搏

近年来，基层部队对手机管理

使用的探索可谓各显其能。有的层

层签订责任书，提高审批权限；有的

研发手机管理使用软件，从技术手

段规范手机使用时间、地点……这

些措施固然有效，但总挡不住层出

不穷的“机外机”“备用机”。如何

避免智能手机管理“一禁了之、一抓

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引导官兵

用好手机，是对基层带兵人的严峻

考验。

新疆军区某团的“无手机日”活

动，直面问题根源化解矛盾，畅通

民主渠道释放活力，创新管理方法

解决问题，为我们搞好手机管理使

用，打开了一个新视窗、提供了一

个新维度。要知道，对于手机管理

“堵与禁”绝非良策，唯有找到“用

和治”的平衡点，才能使官兵化被

动为主动，营造出有利于个人成长

进步的良好环境，实现手机管理与

成长成才的双赢。

抓手机管理使用需“升维”
■中部战区陆军某旅副政委 管延华

一线直播间

“这个方案太注重流程，真打起仗来
不实用，我觉得应该……”

班务会上，田班长刚分配完课目演
示工作，新兵李扬又开了口，听他娓娓道
来，老田不自觉地跟着大家点了点头。
那一刻他觉得自己的“老套路”已经被推
翻了，面子上有些挂不住。
“我考虑考虑再决定。”尴尬地结

束了班务会，老田心里乱糟糟的。“现
在的新兵真难带，我们那个年代，班长
说啥是啥，感觉班长的脑袋里装着学
不完的道理。”不只田班长，很多带了
十几年兵的老班长都有类似的感慨。

就拿这次课目演示来说，老田当班
长十几年，几乎每次都由他负责，可如
今，坚持了十几年的东西好像突然行不
通了，心里不免难过。装着满腹苦水，他
走进指导员的帐篷。
“现在的新兵大都眼界广、思辨能

力强，而这些正是我们大多数人所欠
缺的，要为他们创造表达自我的平台，
虚心向他们学习。作为班长，目光要
放长远，新兵要向你们学习的还多着
呢。”指导员的话，算是给他吃了一颗

定心丸。
次日下午，原本千篇一律的演示突

然有了新鲜感，大家惊奇地发现，这次的
讲解员竟不是田班长，而是一个新兵，而
且演示过程中，几个习以为常的处置方
法也做出了改变。
“考虑到假想敌的新特点，我方

不再采取正面强突，而是利用阵地

进 一 步 压 迫 敌 人 后 退 ……”演 示 结
束，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最终他
们的创新思维获得了营长的肯定，
新兵李扬也第一次在全营面前受到
表扬。“老田，你的兵可以呀！”包围
在赞许中，一种久违的成就感油然
而生，这一次，田班长真觉得自己很
有“面子”。

老班长的面子往哪儿搁？
■曹 壮 陈俣林

“长江后浪推前浪”，对于新老兵而

言，关键在于一个“推”字。这个“推”不

是推倒后取而代之，应是助推而后共同

成长。新兵思维活跃，观点新、点子多，

这使其认知较之老同志有了一定的“代

际”优势，对于长期生活工作在相对封闭

环境下的官兵而言，这些“新鲜因子”的

注入有助于推动基层思维更新、紧跟时

代发展。因此对新兵们的意见建议，要

抱以提倡和鼓励的态度。

长江后浪推前浪，后浪也会成前

浪，共同形成了改革强军的滚滚大

潮。无论是新兵、老兵，还是干部、战

士，都要勇做潮头的挺立者、中流的奋

楫人，群策群力、团结一心，到达胜利

的彼岸。

长江后浪“推”前浪
■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政委 刘华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