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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夜晚，熄灯号刚响起，火箭军
某旅综合防护连中士回成天虽然一身
疲倦，仍拿着书本前往连队学习室加
班“充电”。然而，此刻，回成天内心对
于加班其实是拒绝的，他只想好好地
睡一觉。
“行”不由衷，这是为啥？走进学习

室，把目光瞥向坐在后排的指导员洪铭
彤，回成天低声叹了口气：自从前段时
间指导员把加班地点由连部改到学习
室后，引发了“鲶鱼效应”：加夜班的战
友越来越多，学习室里呈现一派热火朝
天的学习景象。然而，这里面很多人却
是在假加班，真正的目的只是为了给指
导员留下好印象。

实际上，对于战士们陪加班的情
况，洪铭彤早有察觉，之所以迟迟未

提及此事，是因为他想进一步摸清战
士们的真实想法，找一找问题的根
源。于是，洪铭彤每晚加班都坐在学
习室最后一排，悄悄地观察官兵的一
举一动：有的在认真啃读专业书籍，
有的在给女友写信，有的端着书本直
打盹……
“最近，我发现连队出现了新的‘负

担’，思来想去，责任在我。”这一天，一
堂政治教育课刚刚结束，洪铭彤竟开门
见山来了一场自我检讨：“刚来连队的
时候，我总‘窝’在办公室，没能和大家
很好地打成一片，为此教导员还专门批
评我，没有和战士们心连心。”
“等我来到学习室加班后，我却发

现陪我加班的战友越来越多。”洪铭彤
进一步分析道：“有几方面原因，其一，

是大家想向我表现‘很努力’；其二，当
大家都去加班而自己不去，难过心里那
道坎；其三，也是问题的根源，因为我担
任指导员后，在工作生活中总摆出一副
‘高冷’的面孔，才会出现大家揣摩我内
心想法、刻意在我面前表现等情况。”

随即，该连官兵围绕“密切官兵关
系”和“为谁学习工作”这两个话题展开
讨论。“工作干得好坏，大伙儿有目共
睹，讨好领导那一套早没了市场”“刻意
展示自己就成了作秀，可别把劲儿用错
了地方”……在官兵的热烈讨论中，道
理越辩越明。

当天晚上，洪铭彤将被褥搬进了班
排。晚点名时，他向官兵郑重承诺：作
为一名连队的“新兵”，要和大家时刻战
斗在一起……

学习室里，为啥那么多战士陪加班？
■王天林 本报特约记者 田 亮

记者探营

潜 望 镜

这几天，某连新任指导员有些心

烦意乱：晚上去淋浴帐篷洗澡时，他隐

约听见战士们在小声嘀咕连队工作，

可当他走过去想一探究竟时，嘀咕声

又消失了，转头问战士们，也问不出个

所以然来。

在基层，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战

士们对连队工作有了想法意见，宁愿私

下嘀咕两句、发发牢骚，也不愿把事情

摆在台面上讲。表面上看，这并不算大

事，可长此以往，任凭嘀咕声“漫天飞

舞”，极有可能涣散人心、混淆视听、影

响团结。

一句负能量的嘀咕，其破坏力有

时比一枚炮弹还大。我们必须清醒

认识到，有些战士面对这些嘀咕缺乏

应有的警醒，围观而不辩驳者有之，

不加分辨就散播者有之，沉浸其中大

肆抱怨者亦有之……显然，一旦被这

些嘀咕声带跑调，就会形成建设发展

的阻力；一旦嘀咕声大行其道，反调

就会干扰正调，扰乱连队运转的正常

秩序。

有想法，不妨公开吐槽。战士们对

连队建设有意见、对带兵人工作方法有

看法，完全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反映，这

既是自己的民主权利，也有利于问题的

解决。当然，对于战士客观反映上来的

问题，带兵人必须心平气和地接受，真

心实意地整改，真正做到从谏如流、谋

事为公、取信于兵，从而使连队建设迸

发活力、向上向好。

私下嘀咕不如公开吐槽
■饶逸君 徐 浩

闪耀演兵场

值班员讲评

盛夏，一场综合演练在川南腹地打
响。第 77集团军某旅“红三连”列兵朱
靖伟驾驶战车驰骋沙场，掩护步兵向
“敌军”发起冲击……

“朱靖伟。”“到！”“你是‘红三连’第
3741名士兵，红色编号 3741。”“是！”硝
烟散尽，一场入连仪式在写有“战斗模
范连”字样的旗帜下庄严举行。

由于连队前段时间任务繁重、人员
分散，这场属于朱靖伟等 28名新兵的入
连仪式，迟到了 3个多月。“不过无妨，只
要能拿到属于自己的‘红色编号’，等多
久都值！”宣誓结束，朱靖伟站在全连官
兵面前袒露心声。

“红色编号”的魅力究竟在哪？连
队指导员刘威告诉记者：“只有拿到
‘红色编号’，才算真正成为‘红三连’
的兵。”

在该连荣誉室，一面“红色编号墙”
格外醒目——“华东一级人民英雄”刘
正昌，编号 18；“一等人民英雄”吴克斌，
编号 433；“华东一级人民英雄”魏尚友，
编号 1869……记者从刘威口中得知，只
有参过战、立过功，为连队作出巨大贡
献的官兵，他的编号才有资格被刻在这
面墙上。

说着，刘威从荣誉室展柜中取出一
本发黄、卷边的手册，透过手写的文字，
一段连史跃然纸上——

在一次作战中，刘正昌身负重伤，
昏倒在阵地上，差点被当成烈士掩埋。
被抢救苏醒后，他坚决不肯多休息一

天，咬牙投入新的战斗……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连队作为尖

刀连，次次战斗都是主攻，有的战士上
午刚来连队报到，下午就在战斗中牺牲
了。当时，为确保每名官兵都不会被遗
忘，连队党支部便会记下每个人的姓
名、事迹，并用红笔写下编号。”刘威介
绍说，“久而久之，这个传统就保留了下
来。连队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和先后 24次调整整编，可
这个编号却从未中断过。”

属于“益林战功班”第 55任班长代
尚东的“红色编号”是 3511。对于这串
数字，采访中，他说出了自己的解读：3
代表“红三连”，5代表五班，11则代表着
一往无前、永争第一！
“一个编号就是一个保家卫国的将

士，一串数字就是一份肩扛家国的职

责。”代尚东自豪地告诉记者，任班长两
年来，他带领全班连续斩获旅建制班排
考核第一名，班里的 3名战士在陆军组
织的比武竞赛中摘金夺银，班组荣立集
体三等功 1次……前不久，他的编号被
郑重地刻上连队“红色编号墙”。
“每名官兵都是一颗红色种子，只

要加以教育引导，就一定可以怀着理想
拔节生长。”采访结束之际，该旅领导
说，“红三连”授予官兵“红色编号”的做
法，为传承红色基因提供了载体。下一
步，他们还将在深化主题教育过程中，
不断创新方式方法，激励官兵赓续优良
传统、投身强军实践。

晚霞夕照，结束了一天的训练后，
“红三连”官兵高唱连歌踏上归途：“我
们是红色第三连，红军的战旗我们举，
红军的血脉身上淌……”

1、18、433、3741……在第 77集团军某旅“红三连”，有一串数字紧跟历史前进的脚步
跳动延续。7月中旬，记者走进这支红军连队，感悟—

“ 红色编号”背后的力量
■杨奇帅 本报特约记者 李佳豪

杨俊滨绘

值班员：南疆军区某装甲团坦克一

营营长 马志国

讲评时间：7月16日

今天，在演练回撤途中，团里要求：
所有坦克、步战车炮口要朝着后方，且车
组乘员要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对于
此，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事出何因。

以往，演习结束组织回撤，大家总是
抱着“打完仗”的心态，炮口都很自然地
指向回撤的方向，也没人觉得这样有什
么问题。前段时间，当我们回撤的时候，
“敌方”阵地突然出现两具反坦克火箭
筒，仓促间，虽然我们迅速调转炮口方向
完成“致命一击”，却也惊出一身冷汗。

未来战场瞬息万变，在平时训练中
多设置些“意想不到”本是好事。可我发
现，不少战友把炮口朝向后方看单了。

大家不妨想一想，真正打起仗来，敌人可
能从任何方向出现，从这种意义上来讲，
团里要求“回撤时炮口朝向后方”的根本
目的，不是单纯地为了应对某种情况，而
是让我们时刻绷紧打仗的弦，时刻保持
忧患意识。

拆掉步枪握把里的附件，进入步战
车后随意脱掉头盔……战友们，类似这
些不符合实战的细节，都是要摒弃的。
俗话说，细节决定成败，但对我们而言，
细节决定胜负，细节决定生死。和平时
期，如果我们做不到眼睛里时刻有敌人，
脑海里始终有敌情，真正走上战场的那
一天，敌人就会让我们付出血的代价。
毕竟，在军人备战打仗的词典里，“披坚
执锐，枕戈待旦”，应该是一种进行时，而
不是完成时。

（解 飞、窦 垚整理）

别把“炮口朝向后方”看单了

带兵人手记

互联网邮箱：jbjccz@126.com

强军网网盘：jbjccz

一直以来，我都以为“冷战”用在形
容感情上，是情侣之间的专有名词。然
而，这段时间，我发现一桩怪事：连里的
战士好像商量好似的，让我感觉他们在
疏远我。

来营里任职连主官这一年半以来，
我自认为还算兢兢业业：无论是当连长
还是干指导员，我始终把连队的使命和
荣誉高高举过头顶，凭借“一连干啥都要
成功”的劲头，我和战友们硬是把连队“吊
车尾”的帽子一举摘掉，闯进标兵连队、尖
刀连队行列。不少官兵对我打趣道：“跟
着你干，有一种群狼‘嗷嗷叫’的感觉。”

然而，自从上次我找连队满服役期
的战士聊天后，我发现大家对我的态度
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来我房间“串
门”、找我交心的人少了，有种“门可罗
雀”的味道；大家在工作生活中遇到困
难，找班长、排长、连长倾诉，却偏偏不找
我这个解决思想问题的指导员……
“为啥？”一个巨大的问号在我脑海

里盘旋。
私底下，百思不得其解的我找来上

次交谈过的几名战士进行“复盘”。经
过细致分析，我得到一个出人意料的答
案：战士突然疏远了我，竟然是因为我
不经意间透露出的一个想法，“年底，基
层主官任职满两年后，我想去旅机关或
者上级机关岗位锻炼一下。”
“原来指导员是来‘镀金’、刷经历

的，我们都被他忽悠了”“听说只要刷够
经历，指导员就有机会走向更高、更广阔
的舞台，我们这座‘小庙’他自然是看不
上的”……听到朝夕相处的战友们对我
竟有如此看法，我的心打了个冷颤。

夜里，伏案筹备“坚守信念初心、赓续
红色血脉”教育课的我，看着“初心”二字
不禁反思：自己脑海里有没有如战士们所
说的想法，是不是下意识也将自己当成了
“将走之人”……思来想去，我决定连夜给
战士们写一份思想汇报。
“战友们，我想对你们说说心里

话……我为我的错误想法向大家致
歉……在我眼里，一连从来不是‘中转
站’，而是我与大家一起流汗、并肩战斗的
家……”次日晚点名，当我站在队列前把

心中的真实想法一股脑倾倒出来，从大
家的眼神里，我找到了往日的那份信任。
“我一定要和大家一起把一连建设得

更加出色，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晚点名

结束，我和战友们相拥在一起，我强忍着
泪水告诉他们，我的名字，叫“一连指导
员”，是那个永远带着一连官兵扛红旗、争
第一的指导员。 （王 涵整理）

战士为何突然疏远了我
■第74集团军某旅一营一连指导员 张 云

曾有一名基层主官打电话向我坦

言，一开始从机关下到基层干主官，确

实是抱着补经历的心态。然而，在与官

兵相处的日子里，他渐渐爱上了基层，

爱上了在一线练兵打仗的感觉。于是，

在基层经历“补满”后，他做了一个出人

意料的决定：婉拒上级机关的用人邀

请，主动向组织递交一份“请战书”，恳

请留在基层建功立业。

在他的“请战书”里，提到了一个

指标的概念，从某个角度折射出当下

一些现状：少数人用“时间指标”来定

义岗位任职，上任伊始就把“时间后

墙”默默盘算好，恨不得那一天能够

“睡一觉就到来”。抱着这样的心态干

工作，哪会用长远的眼光考虑单位发

展、战斗力建设呢？

如果真要选定一个指标，那也该是

“战斗力指标”：多想“我要把单位带成

啥样”，多思“我为战斗力建设贡献几

何”……如此，在任职结束蓦然回首时，

才能够自豪地找到自己的“战斗印迹”，

而不是留下一串不作为、不担当的名

声，留下一个烂摊子给后来者。

到基层任职要心怀“战斗力指标”
■邓东睿

微议录

日前，武警工程大学大四学员王志彬的妈妈和妹妹，不远千里从老家赶到学

校参加他的毕业典礼，共享荣光。这不。毕业典礼一结束，王志彬就拉着家人回

忆自己四年军校生活的主要收获。看着儿子长大成熟，王志彬的妈妈高兴得合不

拢嘴，“希望你再接再厉，在部队取得新成绩。” 张 炜摄
共享荣光

7月 17日，正在野外驻训的

第76集团军某旅结合演训任务实

际，组织官兵开展刺杀训练，进一

步磨砺官兵敢打必胜的战斗精

神，提升部队凝聚力、战斗力。

瞧，训练中，该旅官兵个个杀气十

足、“虎气”充盈。

李忠元摄

Mark军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