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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战区陆军某

旅在海边举办沙

滩运动会，以此

丰富官兵海训文

化生活，激发官

兵团结拼搏、奋

勇 争 先 的 战

斗精神。瞧，官

兵 在 骑 马 撕 名

牌 比 赛 中 笑 得

多开心！

丁 磊摄

Mark军营

士兵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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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员讲评

编者感言

带兵人手记

时下，智能手机就像一个军营里
的“惯偷”，总在战友不经意间把时间
悄悄偷走。拿起手机废寝忘食，放下
手机恍然如梦，成了多少人生活的真
实写照。

这不，又到了周末休息时间，战友
们又拿出手机，打开游戏准备大战一
场。作为连队公认的“指尖王者”，我
自然不能落后于人，早已在网上组好
战局等待着战友们“入席”。
“你咋操作的啊？”几个回合下来，

“战情”愈发胶着，屡屡被战友拖后腿的
我，急得抓耳挠腮，恨不得像孙悟空一
样变出分身替他们操作。不出意料，战
局以我方失败告终，我气呼呼地关掉游
戏，一看表，发现上午的休息时间已然
过去大半，愤愤地想着：真是“赔了夫人
又折兵”，白白浪费了大好时光。
“不如学习一会吧。”于是，我转而

不亦乐乎地刷起了短视频、微阅读，企
图利用碎片化时间汲取“养分”。“哈哈
哈……”当看到一部趣味短片，我笑出
了声，把在游戏中受的窝囊气一股脑
抛到了九霄云外。

就当我沉浸在“学习”中难以自拔
时，父母一通电话打来，告诫我要向表
哥一样多看点书、多学点知识，早日成
长为部队骨干。“我只是学习方式不同
啊。”放下电话，我打开微信公众号浏
览推送文章，渴望找到一点学习的“味
道”，以此掩饰自己荒废时日时感到的
心虚。
“有位前辈跟我算过一笔账……”

突然，我的目光被“学习军团”上的文
章《早起一小时，你就赢了》所吸引。
我蓦然发现，我的休息时间都在周而
复始的“刷屏”中白白浪费，仔细想来，
这段时间自己竟是一事无成。再回过
头看看书架上的书籍，有的买来后连
包装都没有打开，真是讽刺味十足。
“这样可不行，我们必须行动起

来。”当即，我发动身边战友开始算起
了各自的时间账。“网上的虚拟对战，
远不如训练场上的酣畅淋漓来得痛
快”“碎片化阅读，看似求学若渴，实则
远不如认真读一本书来得充实”……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为了不再让
时间从指尖溜走，我和战友们决心作
出改变。

瞧，又到了休息时间，我放下手机
前往旅里的“搏击小课堂”，和几个战

友一起学习拳法；下士石云辉告别了
刷短视频的习惯，走进连队图书室，沉
浸在书海中展开系统阅读；中士徐鑫
鑫压缩耗时的微信语音通话，加入摄
影俱乐部，准备近期为战友们上一课，
传授视频制作技巧……渐渐地，营里

的“低头族”越来越少了，取而代之的
是一个个朝着小目标前进的身影。

私下里，我还和几名新战友相约：
要在工作训练中加倍努力，比一比谁
的收获更大、谁的成长更快。
（江樾铭、朱艺森整理 程 静绘）

警惕！别让时间从指尖溜走
■东部战区陆军某旅上士 何 飞

我国著名数学家陈景润曾拟制一

张工作时间表，将每天的24小时严格

划分，即使行走在路上，也坚持读读背

背，不肯浪费一丁点时间。

谈及时间，人们很自然地想到奥

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一个人的一生

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

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

为碌碌无为而羞耻”；也会在脑海里划

过朱自清的名篇《匆匆》，“洗手的时

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

日子从饭碗里过去……我掩着面叹

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

叹息里闪过了”。这些关于时间的箴

言，对已然是“手机控”的我们，不啻为

“当头一击”般的猛醒。

如今，随着基层减负的深入、部

队秩序的正规，官兵们自主支配的时

间较以往明显增多，但从实际情况

看，这些时间基本上都被智能手机占

据了——上网、聊天、手游、刷抖音……

大家都成了“低头族”和“沉默者”。

这其中，官兵们纵然可以愉悦身心、

放松一乐，但很多人事后都感到心里

没有着落，在虚度光阴、浪费青春。

不少官兵发出呼吁，告别手机依赖

症，放下手机、抬起头来，走到户外去

挥洒一起运动的大汗淋漓，钻进书里

去畅游知识的无底深海，靠近彼此去

感受互为战友的深情厚谊，让每一天

都过得有意义，让每分钟都过得有价

值。

告别手机依赖症
■邓东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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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威

讲评时间：7月9日

近段时间，不少新同志向我倾诉，过
多的任务让他们感到疲于应付，思想压
力越来越大。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经过深
入了解，我发现最近执行公差勤务的大
多数是新同志。无论是请领训练器材、
整治战备库室，还是打扫环境卫生、节假
日帮厨，都鲜有老同志的身影。

私底下，一些骨干告诉我，希望通过

这种方式，给新同志“压担子”，让他们尽
快成长起来。但我感觉，凡事过犹不及，
任何事情都不能一厢情愿、不考虑新同
志的感受；再者，长此以往，很可能会纵
容老同志当“甩手掌柜”，最终导致官兵
关系、兵兵关系受到影响，影响整个连队
的团结。
“放低身架，才能赢得身价。”同志

们，要想培育出强大的战斗力，必须全
连官兵拧成一条绳、共使一股劲。为
此，老同志一定要为新同志作出榜样，
在实践中传帮带；新同志也要虚心求
教、努力工作，尽快成长为连队的骨干
力量。如此，连队才能蒸蒸日上、越来
越有战斗力。

（付孟哲整理）

如此“压担子”不可取
“排长，我不行，真不行！”前不久，

在一次肺活量测试中，列兵李鑫平憋
红脸愣是没“吹”出一个理想成绩。没
承想，当我鼓励他再来一次时，李鑫平
竟然对我丢下这样一句话。
“总是喊不行，你啥时候能说句

‘排长，我能行’？”这段时间，我发现李
鑫平变了：刚刚下连的那会儿，他表现
非常好，干啥都有一股永不服输、积极
进取的劲头，各项训练成绩都名列前
茅。可最近，他总是闷闷不乐，整天喊
着“我不行”。

这是为啥？我把李鑫平拉到宿
舍，经过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他终于
对我说出了缘由：“排长，上次我右大

臂拉伤，跑到卫生队拿药，由于伤势不
重，医生竟然怀疑我是偷懒不想训练，
既然我那么努力上进还受到误解，我
就感觉没必要那么拼了。”

听李鑫平这么一说，我回忆起了
一些细节：上次从卫生队看病归来，
他第一时间给我反馈了相关情况，当
时我觉得那只是医生的玩笑话，并没
有在意，还把医生的话告诉了其他战
友。没想到，在连队渐渐传开的“玩
笑话”，竟成了让李鑫平自暴自弃的
根源。

得知缘由，我赶紧向李鑫平表达
了歉意，请求他的原谅。在此后召开
的连军人大会上，我也就此事郑重地

向全连官兵作出说明。从那以后，我
发现无论是在训练场，还是在学习室，
都能找到李鑫平孜孜不倦的身影。身
边的战友们纷纷慨叹：熟悉的李鑫平
又回来了！

见到此景，我心中悬着的一块石
头终于落了地，对于带兵也有了一些
新的领悟：作为带兵人，一定要尊重士
兵、相信士兵、依靠士兵，坚持以情带
兵、依法带兵，营造一个彼此信任、团
结友爱的大家庭。

毕竟，当那一天真的来临，大家
都要一起上战场面对枪林弹雨，不
是吗？

（朱伊丹、李金龙整理）

战士为啥总喊“排长，我不行”
■西藏军区青藏兵站部某大站排长 余学峰

营连日志

“排长，你的明信片到啦！”不久前
的一天，第 82 集团军某旅防空营门
口，一位战士边喊边把手中的明信片交
给排长魏于栋，“排长，又是你女朋友
寄来的呀，真幸福啊……”

魏于栋去年刚毕业，拿到明信片
后，他先是表现出很高兴的样子，但转
身就“变了脸”。正在此时，魏于栋抬
眼看见教导员王东向他走过来，他赶紧
转身躲进了旁边的营房……

魏于栋是大学生士兵提干，本来年
纪就不小了，军校毕业后，个人问题仍
没有解决，自然成了营队出了名的大龄
单身汉。眼看快三十岁了，连个对象都
没有，魏于栋自己倒是不着急，可领导
急啊，因为解决单身干部的婚恋问题，
是涉及官兵切身利益的大事！

于是，在魏于栋刚刚分到连队那会
儿，王东便瞄准了目标，热心地给他

“牵红线”。一开始魏于栋没觉得不自
在，可后来让他尴尬的是，王东一抽空
就向他询问情况，“小魏，上次介绍的
那个谈得怎么样啊，有没有进展啊”
“小魏，听说你谈对象的事情又黄了
啊，怎么回事呀”……王东频繁的“关
心”，让魏于栋感觉到很别扭，慢慢
地，他开始躲着这位热心的领导。

为了顺利摆脱“尴尬”，魏于栋便
想了一招“脱单计”：他托朋友假装成
自己的女友，每个月定期给自己寄来一
两张明信片。这招果然奏效，他的“好
事”很快传开了，王东也不再给他介绍
新的相亲对象。那一阵子，魏于栋享受
了一段难得的“清静”时光。

可惜这样的日子太过短暂，前几
天，王东又开始询问魏于栋有没有结婚
的打算，这可让魏于栋慌了神，感觉要
“露馅”。

纸包不住火，魏于栋决定向王东
坦白。
“没想到我随口一问会给你造成这

么大压力，说出来就好，放心吧，以

后别再用‘脱单计’躲着我了。”王东
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反思：自己的出
发点是好的，就是路子没走对，得另
寻他路。

他进而调查发现，使用类似“脱单
计”的基层官兵并不少，有的以工作
忙、驻地偏为由躲避领导的“热心介
绍”；有的甚至对外公布“名花有主”，
实则“孑然一身”；有的抱着无所谓的
心态，对个人问题并不上心……

这事引起了旅党委的重视。他们
决定由人力资源科牵头，积极协调地
方团委、妇联等部门，定期在驻地组
织军地联谊会，为大龄单身干部婚恋
牵线搭桥；及时了解官兵动态，对那
些因执行任务推迟婚期的官兵，提前
统筹安排休假。

有了领导机关的“线上”安排，王
东也不用在“线下”操心了。他在近期
的工作中发现，以前自己关注的“重点
人员”不再躲着自己，随着“后顾之
忧”一个个得到解决，官兵工作劲头更
足了。

单身排长的“脱单计”
■侯军强 刘梦婷

“我愿成为最

鲜艳的一抹迷彩

绿 ，永 远 陪 伴 着

你！”7月14日，陆

军第 72集团军某

旅三营班长成伟

执行数月驻训任

务归来，相恋 6年

的女友赵飞专程

从千里之外赶到

营区和成伟举办

订婚仪式。成伟

的战友们在仪式

现场鼓掌欢呼，羡

慕之情溢于言表。

石云辉摄

军 恋

支队下通知，即将举行“砺尖兵”
比武竞赛。作为一名新任排长，我毫
不犹豫地报了名。

记得刚到中队时，每当面临比武竞
赛，战士们就会喊：排长，来一个！由于
初来乍到，我本着小心谨慎的态度总是
推托，可越是推托，声音越是刺耳。

不久后，支队组织 400 米障碍比
武，晚饭时又有战士让我“来一个”，我
自认军事素质还不错，当场就报了
名。然而，一趟跑完后，我的成绩居然
垫了底。我知耻后勇，为提高成绩，每
天饭后总要去跑两趟。

驻地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障

碍上总铺着一层厚厚的沙子，没练几
次，我的手就光荣“挂彩”了，每当与障
碍接触，就会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可
为了维护自己在战士中的形象，我还是
“轻伤不下火线”，咬牙坚持到了最后。

比武那天，全中队官兵都站在场
边为我加油。在热身时，只要稍一用
劲，我的手掌就疼痛难忍，但为集体争
荣誉的念头让我忘记了疼痛，随着一
声令下便冲了出去，到达终点，仅用了
1分 54 秒，中队荣获总评第三。看着
障碍上的斑斑血迹、听着战士们的阵
阵欢呼，我如释重负，手掌上疼痛的感
觉也没那么强烈了……

回到中队之后，战士们看我的目
光发生了变化，平时训练也不再喊“排
长，来一个”了，我这个初来乍到的新
排长第一次有了存在感、成就感。其
实，战士们的想法都很简单，他们都希
望排长是一个素质全面过硬的“领头
羊”。如果每次面临挑战，排长都“往
后站”，那怎么可能把兵带好？

经历了这件事，我越发告诫自己，
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要以身作则、率
先垂范，用自身的行动去赢得兵心。
这不，为了备战即将开始的比武，我又
要去加练了。

（孙 卓、赵凯杰整理）

战士缘何总让排长“来一个”
■武警兵团总队执勤第六支队某中队排长 祁文雪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