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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营

Mark军营

11月1日，第72

集团军某旅阳光服务

大厅刚一开门，前来

办事的官兵络绎不

绝。战士钱途和何欢

因上半年训练成绩突

出荣获旅嘉奖，荣誉

证书却因部队野外驻

训未能盖章。这一

天，他俩来到阳光服

务大厅，不到 30秒

钟，便办好了相关事

宜，机关“马上就办，

办就办好”的承诺果

然名不虚传。

史亚翔摄

士兵日记

小咖秀

互联网邮箱：jbjccz@126.com

强军网网盘：jbjccz

事情虽已过去不少时日，但至今想
来，我的心里仍感到暖暖的。

今年 8月，我所在单位开展“岗台
上的雕像”评比活动，我光荣入选，母亲
刘秀芹和姐姐贾慧琳作为特邀嘉宾参
加了颁奖仪式。

当妈妈为我戴上大红花时，我看到
她眼中噙满了激动的泪水。她对我的连
长说：“本来还担心孩子给部队添麻烦，
但看到他在部队表现得如此出色，还让
我亲手为他颁奖，这真是一个大惊喜。”

妈妈不知道，这是我入伍后给自己
定下的第一个“小目标”：让她亲手为我
颁奖。

入伍前，我好胜心比较强，只在乎

自己的感受，听不进他人建议，家里人
没少为我操心。入伍之初，我的表现也
总是不尽如人意，队列训练常“冒泡”，
战备拉动“开小差”。为此，连队骨干没
少找我谈心，但我把他们的话当成“耳
旁风”，依然我行我素。

直到有一天，我偶然得知海军某单
位邀请官兵家属为优秀官兵颁奖的消
息，里面还有我的同乡小张。看着他发
来的视频里热闹的会场、鲜艳的奖状、开
心的笑容……我的心好像被电了一下。

再看看自己，前两天应急拉动，负
责观察哨的我疏忽大意，让“不法分子”
闯入门岗，导致全连任务失败，我也成
了大家眼中的“拖油瓶”。
“不行！我不能这样继续下去！”

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成为连队标
兵，让对我失望的妈妈亲眼见证我的
“逆袭”。

从此，“争先创优”成了我的努力方
向，训练时抢着上，执勤时最较真，大家

都说我像变了个人似的。前段时间，我
受足底筋膜炎困扰，落下了不少训练
课。医生建议我做手术，但因为恢复时
间太长，我还是选择药物治疗。为了赶
上战友们的训练进度，我加班加点“补
课”，努力提高自己，终于连续两次夺得
“岗台上的雕像”称号，赢得大家点赞。

巧的是，妈妈和姐姐准备来部队看
我，连队领导也知道了我的“小心思”，
特意安排妈妈为我颁奖，这让我激动万
分。颁奖仪式上，我对妈妈说：“以前听
说部队是大熔炉，我不信。但自从来到
部队后，我逐渐明白了军人的使命责
任，我会继续努力，绝不会让您失望。”

现在，我成了连队的标兵，但我知
道，未来的路还很长，还需不懈努力，坚
守到底。正如连长经常说的那样，家人
见证荣誉时刻不是一个终点，而是激励
大家立足本职、再接再厉，建功立业、更
上层楼的起点。

（王柯鳗、高忠鸿整理）

“妈妈亲自为我颁奖”
■南部战区海军参谋部某营警卫连列兵 贾庆林

“方心神，把伞盔重新戴利索一
点！”10月 11 日，东部战区陆军某旅伞
降训练场上，伞训教员、四级军士长郑
志峰仔细检查着每名队员的伞降装备。
“郑志峰喜欢把每一个细节做到极

致，再细微的问题，也别想逃过他那双‘火
眼金睛’！”老兵们都知道，郑志峰爱较真，
源于他10年前的一次惊险伞降经历。

起身、一步、两步……那天，郑志峰
像往常一样轻巧地跃出舱门，在云层中
极速坠落。
“开伞！”指挥员一声令下，郑志峰

却发现自己因离舱时身体侧翻滚，不小
心被扭结的伞绳缠住身体，不仅不能正
常打开降落伞，下降速度还明显过快。
怎么办？眼看已接近最低开伞高度，他

只好强忍着高空下坠带来的严重不适，
迅速飞掉主伞，打开备份伞。

平稳着陆后，郑志峰深刻反省道：
“伞降训练看似简单，但丝毫不能出差
错，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当上伞训教员后，为了不让险情在
战友身上重演，郑志峰爱较真上了
“瘾”。从常规训练，到模拟特情处置训
练，他都事必躬亲严抠细训，不放过队员
们出舱、落地、护具摆放等每一个细节。

不久前，一场以敌后渗透为背景的
伞降行动在某高原腹地展开。在战机
即将飞临目标空域时，郑志峰发现，上
等兵楼杨贵将本应置于肩部的拉绳紧
紧夹在腋下。
“这个细节看似不起眼，但在高空

开伞时，极有可能导致操纵者胳膊被拉
绳拽脱臼或直接拉断！”幸好，目光敏锐
的郑志峰及时纠正了楼杨贵的问题。

伞降训练结束，楼杨贵心里一阵后
怕：“如果不是郑班长的‘火眼金睛’发
现问题，我或许不能平安落地。”

对训练严格要求、对细节锱铢必
较、对管理严上加严……入伍 13年，郑
志峰安全跳伞 400余次，先后培养出百
余名优秀伞训骨干，在战友间赢得“最
佳保护伞”的赞誉。

一句话颁奖辞：从天而降是打仗的

使命，敢于较真是生命的托付。你细到

毫巅、精益求精的标准，令人钦佩，更令

人放心。

伞降老兵有双“火眼金睛”
■廖晓彬 周 赟

晚点名后，我正常收拢好一天的文
件，透过窗户，看到旅长走过，我不禁想
起不久前的那个夜晚。

那天，我在营部加班填写数据、汇编
材料，机关各个科室一份份文件通知搞
得我焦头烂额。夜深人静，我猛一抬头，
看见旅长正站在我身边盯着显示屏，惊
得我赶紧起立。
“这么晚了还在忙什么呢？”我偷偷

瞟了一眼手表，时针正指向23点。
“首长，我没、没干啥……”我话音未

落，旅长已经直接坐在我座位上，点击鼠
标翻着密密麻麻的表格。

正当我忐忑不安时，突然响起的电
话铃声打破了夜晚的沉寂。没等我反应
过来，旅长已替我接起了电话。
“一营文书吗，你们单位的车场日装

备数据统计好了没有？抓紧交上来！”隔

着电话听筒，整个营部办公室都能清晰
听见对方的催问。
“今天太晚了，明天再交给你吧。”旅

长回绝后，不等对方多说，便挂了电话。
真不知机关有没有听出异样，我在

心惊之余也略有一丝窃喜：“今晚终于不
用加班到凌晨 2点了，看机关以后还敢
不敢大半夜‘催命’。”

旅长边看电脑边问：“机关经常这么
晚给你们打电话吗？”我默不作声。
“丁零零……”电话铃声再次响起，

旅长立即接起电话。
“你们营参加活动的人员名单统计

好了吗？赶紧交过来。”“明天再交吧，今
天太晚了，都休息了。”旅长的回答依然
轻描淡写，电话又挂断了。

旅长落座不到两分钟，就连续接到
两个来自机关不同科室的电话。“熄灯后

机关不得随意打扰基层。”回想起旅里下
发的减负规定，我突然明白了旅长深夜
造访的原因。
“别加班了，快去睡吧。”旅长起身，

边说边往外走。
“这事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吧？”

“以后是不是不用加班熬夜了？”……带
着满脑子问号，我打着哈欠进入了梦乡。

没过两天，旅长替我当文书的事
不仅在全旅传开，还卷起了一场纠治
新 老“ 五 多 ”、改 进 工 作 方 式 的“ 风
暴”。大家都明显感到，文电通知少
了，营连自主权更大了，反复统计数
据、“催命”报材料等情况有了明显改
观。如今，熄灯后 1 小时，成了我看书
学习、钻研软件的私人时间，每天睡前
都感觉收获颇丰。

（杨凌宇、江雨春整理）

深夜，旅长替我当文书
■第81集团军某旅合成一营营部文书 李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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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训间隙，武警某部新兵大队新兵白春光（左）与白晨光（右）比赛掰手腕。他俩是一对孪生兄弟，入伍时就约

定，看谁先被评为训练标兵，军营“龙虎斗”由此拉开序幕。 李忠举摄

深秋季节，第 73 集团军某旅从潍
北某靶场演习结束返程。

记者跟随一个梯队，与官兵一同铁
路机动返营。车窗外暮色低沉，行进的
军列发出阵阵哐当声。

晚饭时间，记者注意到这一幕：带
队领导从背包里拿出统一配发的单兵
自热食品，拆开包装盒，放上加热包，
加水、热米、烫菜，动作十分娴熟。面
对这一场景，不仅带队领导觉得很自
然，就连旁边的干部和战士也没有丝
毫难为情。

“行军就餐，不再为带队领导单独
开小灶，搁到现在真没什么。但在早些
年，却是另外一番场景。”二营司务长吴
羲用告诉记者，以前，接到铁路输送伙
食保障任务，炊事班首先要做的，就是
了解带队领导口味和喜好，不仅要联系
沿途停靠点提前精心准备，还要把部分
炊具、餐具带上军列。现在，上下标准
都一样，演训要求吃什么，带队领导就
带头吃什么；官兵平时吃啥，领导就跟
着吃啥。

该旅纪检监察科科长陈淮东坦言，
一段时间，有的单位出于对领导的尊
重，军列上用于保障领导的食材要比战
士丰富，个别小菜甚至会单独烹饪。次
数多了，一些领导就认为搞点特殊、添

几个菜理所应当。
“这看似小事，背后却是特权思想

在作祟，必须予以纠正。”陈淮东举例
说，“同样是使用手机，有的带兵人要求
战士不能随意使用手机，自己却躲在房
间玩得比谁都起劲；同样是休息日外
出，要求战士到点出去准点返回，自己
却提前离队推迟归队。”
“身体力行是最有效的示范，以上

率下是最有力的引导。”该旅政治工作
部主任韩志强介绍说，他们从陈规积
弊、见怪不怪的现象入手，清除严兵不
严官、严下不严上等问题。如今，该旅
党委机关带头正言行、立规矩，蹲连住
班不摆水果香烟及生活用品，演训场吃
盒饭、啃干粮已成为常态。

第73集团军某旅持续纠治特权现象——

行军就餐，领导不再“开小灶”
■本报记者 赖文湧 特约记者 赵 欣 通讯员 方 佳

此前,本栏目对“公差送学”、学用
脱节等问题使培训“遇冷”进行了反
映，然而近期郝小兵发现，有的培训在
不少单位突然“热”了起来，这就是为
期3至 6个月的院校短期培训。

经过调查了解，郝小兵基本摸清
了火热报名背后的“利益驱动”，不可
不察：有的把培训当作摆脱繁忙工作
的机会，让自己“放松一下”；有的功
利思想严重，把培训当作考取相关专

业证书的途径，或调职晋衔的跳板，
通过院校学习“镀金”、刷履历；有的
认为去院校培训“山高皇帝远”，在培
训中开始“放飞自我”，不遵守院校规
章制度和条令条例，甚至干出出格的
事。

培训无论时间长短、形式如何，
都是难得的“充电”“加油”良机，切
不可被不走正道的私心杂念改变了
初衷。要透过“热现象”来一番“冷

思考”，培训的重要意义无需多言，
那就在完善相关培训制度机制上多
下一些功夫。郝小兵认为，培训单
位要加强监管，除了硬起手腕对短
训学员强化日常管理之外，还应该
实行通报制、退出制、淘汰制等，切
实消除一些官兵的“歪脑筋”，回归
学习培训的本质。

文/杨孟德、刘葆旭

图/杨俊滨、周 强

短期培训突然变热为哪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