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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有同志反映，自己总被所谓的
“朋友”请求添加微信好友，而后时不时
被对方拉入各种折扣群或被分享不健
康网址链接。据说，其中不少“好友”自
称是“你某个朋友的熟人”，还能准确叫
出你的名字，迷惑性很强。

微信作为时下流行的社交工具，
给我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让心
怀不轨者有机可乘，他们可能会通过
非法购买个人信息，伪装成“知你、懂
你”的人，适时推荐“服务”，图谋达到
不可告人的目的。

建议大家主动关闭一些不常用的
添加方式，仅保留二维码添加、名片推
送等添加方式，确保微信中的好友均
为熟悉之人。如果不清楚对方的身

份，我们一定要多问几个问题进行核
实，谨慎添加好友。

此外，除了要防止可疑人员添加
好友，我们自身也应该严以律己，不贪
“砍价”小便宜，经得起“网恋”“网贷”
“网赌”等诱惑，切莫因一时好奇通过
搜索附近的人等方式主动添加陌生
人，以至惹祸上身，给自己和单位造成
不良影响。

（刘志勇、徐明章整理）

添加“好友”需谨慎

8月，正在基层当兵锻炼的新排长

开启了他们逐梦军旅的新征程。值得

注意的是，少数新任排长对基层有些

排斥，有的一毕业就想着去机关，不

屑于上基层这一课、总想跳过基层这

一关。殊不知，正是这些一早为自己

设想的 “一步到位”，让他们无法真

正沉入基层，也失去了打好成长基础

的大好机会。

有句话说得好：“最快的捷径是

不走弯路。”对于新任排长来说，成

才的路有许多条，但无论是什么专

业、哪种岗位，要想有所作为，都

离不开基层岗位艰苦的磨砺。因为

基层一线是了解部队、增长本领的最

好课堂，是磨炼意志、汲取力量的火

热熔炉，是施展才华、干事创业的广

阔天地。只有深入到基层中去，深入

到官兵中去，才能读懂基层、读懂官

兵，增进同官兵的感情，提高带兵打

仗的本领，实现从学员向指挥员的转

变。中山大学博士生韦慧晓选择做

一名航母上的普通“水手”，成长为

我国海军首位女实习舰长，在万里

海疆书写无悔青春。从湖南大学入

伍的刘珪热血逐浪，淬火成长，从

一名排长成长为赫赫有名的特战精

英。“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李玉

峰在入伍那天就确立了争当训练标

兵 的 梦 想 ， 他 扎 根 基 层 ， 不 忘 初

心，思战谋战、研战练战，书写了

精彩的军旅人生……

基层是干部成长的沃土，从某种

程度上说，也是干部成长的“捷径”。

因为一个人只有经受基层的历练，才

能根深苗壮，才能不惧风雨，才能增

长才干，才能厚积薄发，在成长道路

上走得更稳更快更远。

基层才是干部成长的沃土
■吴绍健

琴棋书画样样在行，吹拉弹唱不
在话下……时下，部队有特长的战士
越来越多，各单位也积极为他们提供
展示才华的平台。这本是两全其美的
好事，但在实际工作生活中，“小达
人”们却为此平添了不少烦恼。

这是为何？原来，有的单位奉行
“能者多劳”，“特长兵”成了“特忙
兵”：文笔好的，材料全“包圆”；懂
电脑的，课件接二连三；会理发的，
剃刀一拿就是一天……加班加点成了

特长兵的常态；有的单位喜欢“拔苗
助长”，“特长兵”成了“短腿兵”：光
顾着发挥特长，个别“特长兵”正课
时间还忙着应付额外的任务，忙了特
长荒了主业，丢了西瓜捡了芝麻，训
练渐渐跟不上单位节奏，使战斗力打
了折扣。

当然，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情况：
“特长兵”成了“特殊兵”。个别特长兵
觉得自己有一技之长受到重用，渐渐产
生自满情绪，动不动摆架子、撂挑子、

甩脸色，给融洽的内部关系带来不和谐
音符。

如何对待和使用特长兵？郝小兵
觉得既要给他们增压，也要为他们减
负，派任务、压担子要充分考虑其承
受能力，切忌“鞭打快牛”，无节制地
让其加班。同时，要注重发挥他们的
“种子”和“酵母”作用，帮带培养出
更多的“小达人”，毕竟“一枝独秀不
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您说呢？

文、图/梁 晨、郑梦柯

特长兵的烦恼有谁懂？

前不久，武警云南总队临沧支队组织魔鬼周极限训练，超强度的训练导致特

战队员戴宗伟（右）膝盖旧伤复发，特战小队排长李厚廷（左）在训练间隙帮助他处

理伤情。 孔建辉、陈俊成摄影报道
战友，坚持住！

前不久，南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连
长何健恩参加陆军“边海卫士-2019”比
武竞赛，夺得参谋军官综合第一名。消息
传来，整个单位沸腾了，要知道就在上个
月，何健恩还只是一名替补队员。

替补队员力压“种子选手”夺冠，何
健恩的事迹被战友们传为佳话。比赛结
果“爆冷”的背后，是何健恩不断自我“赋
能”累积的“质变”。

2015年，船艇专业出身的何健恩怎
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居然成了一名武装侦
察排排长。跑步“吊车尾”，射击成绩垫底，
攀登索降一窍不通……在无情的现实面
前，何健恩握紧拳头，豪情陡生，“没有学

不会的专业，我一定要当侦察尖兵！”
每天提前 30分钟起床跑 5公里，武

装越野多背一杆枪，练习据枪一端便是
1个小时……一切从零开始，何健恩疯
狂给自己加压，终于跟上连队的工作训
练节奏。

考验接踵而来：参加南部战区陆军
边海防侦察骨干集训，何健恩伤了膝
盖，他强忍疼痛，坚持完成所有训练课
目；参加两栖侦察专业学习，正赶上雨
季，他每天顶着大雨自我强化训练，一
身汗水一身泥……不到半年时间，何健
恩就在军事训练考核中取得全优成绩，
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逆袭。

今年初，何健恩被选中作为预备队
员参加边海防专业集训。战友们劝他，
“只是替补而已，别那么拼……”何健恩
却不这么想，“甭管替补不替补，主动给
自己‘赋能’，打赢就多一分可能。”

就这样，何健恩一边不断突破自己
的体能极限，一边向机关参谋学习指挥
技能，不断拔节成长的他，最终拿到了比
武的入场券，并一举夺魁。

一句话颁奖辞：从专业不对口到军

事技能全优，从替补队员到赛场夺冠，何

健恩用实际行动证明：为自己“赋能”，就

是为打赢助力。

自我“赋能”成尖兵
■柯青坡

编制体制调整后，新组建单位和

新型作战力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对

这些新成员，大家普遍关注度高、期

望值大，希望他们快出成绩、能打胜

仗。殊不知，战斗力的生成与提高自

有其特点规律，如揠苗助长，则有害

无益。

这些年来，在人民军队的阵列

里，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一线战位的

主角：女导弹号手、女特战队员、女

飞行员、女舰员、女参谋……我们也

由此听说她们很多矢志强军、苦练本

领的感人故事。不可否认，女军人头

顶上自带荣誉光环，但对她们的培养

使用，要多一些旨在提高打仗能力的

真心关爱，少一点单纯为了出名挂号

的“政绩期待”，一视同仁、老老实

实将其打造成战斗力链条上的过硬一

环。要知道，女军人首先必须是军

人。军人，生来为战胜。

能打胜仗，先要去掉头顶上的“虚光”
■新疆军区某旅政治委员 刘礼万

前几天，与新疆军区某旅官兵在赶往驻训地
的车厢里聊天，接连聊出好几条活蹦乱跳的新闻
线索。聊到兴奋处，一名战友一拍大腿，接着叹
了口气，说：唉，可惜了，我们旅新成立的女子
导弹排刚刚参加了战术考核，遗憾的是没能“首
战成功”……不然，这应该是一条好新闻！

听他讲完失利的原因，我也一拍大腿：这
就是一条好新闻啊！考核中，咱们女子导弹排
没有“能人相助”、未被“网开一面”，全凭自
己的实际本领战斗着、努力着，这不更具现实
意义吗？

于是，便有了这则差点儿错过的新闻——

女兵，导弹，考核，首次……当这些
字眼排列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想到什
么？一定是“过关”，且必须是“过关”！
“剧本”一般都是这么写的，现实中

也基本如此。
然 而 ，有 一 群 女 兵 爆 出 了“ 冷

门”——“八一”前夕，新疆军区某旅四
营组织战术连贯考核，备受瞩目的女子
导弹排首次参加，却未能通过。

排长宋阳至今记得那天的情景：
当营长通报“10 分钟后‘敌’侦察卫星
通过我方上空”的情况后，各分队迅速
开始疏散隐蔽。结果，其他车组都在
规定时间内陆续完成伪装，唯独女子
导弹排超时了。在接下来的“通过炮
火封锁区”环节，面对“车辆轮胎受损，
班长阵亡”的特情，又是女子导弹排颇
显忙乱，迟迟不能作出正确处置。一
连串课目考下来，女子导弹排最终被
判“不合格”。
“原以为她们能一战成名，没想到

却是首战失利……”女子导弹排战术考
核成绩垫底的消息不胫而走，在这个旅
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作为该旅唯一一支由清一色女兵
组成的作战分队，女子导弹排自成立之
初就被寄予厚望，全排官兵的一举一动
都备受关注，其中不乏一些议论：“她们
可是旅里的新招牌啊，各种荣誉会主动
找上门来，就等着‘功成名就’吧。”“不
信你看，她们以后无论执行什么任务，
肯定‘一路阳光’，在一些领导那里，女
兵是不能输的。”“这些年，关于女兵，我
们听得见的都是成功，明眼人都知道是
怎么回事……”

但与其他一些单位的“通常做法”
不同的是，这个旅党委并未给予女子导
弹排多少“特殊关爱”——导弹吊装操
作，身边不配男帮手，女兵们全凭一己
之力结合吊臂与吊索；战斗体能训练，
导弹排女兵必须与男兵身背一样的负

重，跑相同的距离；野外驻训，男兵们钻
地窝子，她们也不能例外住帐篷……但
女兵们很争气，处处拿出“巾帼不让须
眉”的劲头，前段时间参加群众性练兵
比武，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这次战术考核，全旅上下同样对女
子导弹排充满期待，四营甚至在“龙虎
榜”上为她们预留了位置。可谁也没想
到，让女兵们再度成为“新闻人物”的原
因，却是考核中“折戟”。

考核总结会上，女子导弹排的女兵
们个个像霜打了的茄子，接连几天提不
起精神。此前，她们专门为旅里的“八
一”晚会精心准备了舞蹈《靶场花木
兰》，然而重压之下，有 3名女兵强烈要
求退出演出阵容。

对于这一切，排长宋阳只能默默承
受。她心里清楚，就在几个月前，导弹
排的女兵还在各自原单位担任卫生员、
话务员、机要员等，技战术底子本来就
薄，虽然经过刻苦训练，可毕竟时间短、
经验少，第一次参加战术连贯考核不过
关，其实也算正常。不正常的，反倒是

那些过高的“期待”。
宋阳没想到的是，她的想法也正

是各级领导所想。营里专门开了干
部碰头会，他们一致认为，对女子导
弹排这支新生力量应该正确对待，不
能考好了就一个劲表扬，把“谁说女
子不如男”挂在嘴边上，考砸了就到
处说“女导弹兵就是花瓶、摆设”。

很快，当着全营官兵的面，教导员
对女兵排的成长进步和取得的成绩给
予肯定，教育引导大家理性看待这次考
核失利，帮助女兵早日迎头赶上。
“考核风波”告一段落，整个过

程，旅领导看在眼里，却不动声色。
政委刘礼万告诉记者，与其投入大量
人力物力、出台特殊政策，确保女兵
“首战告捷”、火速成功，不如把她们
单 独 扔 进 战 火 硝 烟 中 慢 慢 砥 砺 成
长。因为，她们真正需要的，是在战
场上打败敌人的本事，而非平时推捧
出来的虚名。

你看，女子导弹排的精武故事才刚
刚开始……

女子导弹排首次参加战术考核，失利！
■孙佳辉 本报特约记者 黄宗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