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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倒，垒起，再推倒，再垒起……
某信息通信旅营院内，一群官兵

和一面墙较上了劲。站在一旁指导的
建筑工人师傅很是不解，“当兵就当
兵，你们咋干起了泥瓦匠？”

师傅们有所不知，除了舞枪弄炮，
这些官兵必须和农民工一样会砌墙、
会铺砖、会装修、会安装，这是改革赋
予他们这支部队的新使命。

带队训练的人力资源科科长李
培告诉记者，起初，官兵们对旅里组
织木工、焊工、泥瓦工等集中培训很
抵触，原本好端端地摆弄着先进的
通信装备，突然一夜之间拿起了让
人一身汗一脸泥的“吃饭家伙”，叫
谁也难免心里失落。然而，这种失
落感很快被一种自豪感取代，因为
官兵们在教育中渐渐明白，在星罗
棋布的祖国大地，有些工程只能由
军人来构筑。

此次“脖子以下”改革，该旅的职
能任务由通信值勤调整为通信工程，

部队的转型，要求官兵来一场能力素
质的升级重塑。这些道理谁都懂，但
升级重塑谈何容易？

纠察站战士邢铁军，当了 14 年
兵，学的是报务、干的是报务，改革后
被调整到新组建的作战值班室值班，
一下子就傻眼了，什么也不会。别无
他法，只能“下放”到任务连队回炉，从
零开始。
“那感觉就像‘老虎吃天——无从

下口’。”中士于海比邢铁军更甚，连报
务都没学过的他，被安排学习光纤通
信、网络配置，“连跳了好几级”。原以
为有多么“高大上”，结果也得从打电
钻、铺地线做起，以工代训。

改革，带来阵痛，也淬炼人改造
人。一段时间，原通信站中队长马海
鸥有一种“向死而生”的感觉。第一
次受命开设野战指挥所，手里新配发
的通信装备通了断、断了通，反复无
常。“原以为是装备有问题，后来复盘
发现是自己能力跟不上。”马海鸥事

后回忆，知道真相的那一刻，他就笃
定今后必须走出机房，暴露在风雨里
经受锻炼。“不干，有一万条理由；想
干，不需要理由。”马海鸥介绍，而今，
通信站已成功转型为机动通信连，实
现野战常态化，一声令下就能驶出营
区，走向战场。

跟着通信站的脚步，女兵何甜甜
也在完成自己的“突围”。入伍 7年，她
一直在话务岗位工作，“一眼就能看到
成长的天花板”。调整改革后，她所在
的女兵班要负责整个旅的固定通信保
障，人少事多的矛盾十分突出。“牢骚
和抱怨不解决任何问题，历史正在眼
前书写，我们不能无动于衷。”在这场
转型升级中，何甜甜立足三尺机台学
习其他专业，瞄准一专多能的目标发
起新的冲击。

改革转型急，人人当闯将。在该
旅采访，记者能强烈感受到这种意识
和氛围。这不正是置身改革浪潮里的
每一个人都应该具有的精气神吗？

改革关口退无可退，重任在肩推无可推。不干，有一万条理由；想干，不
需要理由。牢骚和抱怨不解决任何问题。请看记者发自某信息通信旅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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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正在眼前书写，我们不能无动于衷”
■本报特约记者 张能华 实习记者 邓东睿

那一年，21岁的我怀揣着青春理

想，踏上了通往陌生城市的列车。临

别之际，朴实的父亲一再嘱托：要坚信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部队踏踏实

实干，争取戴上军功章。

新兵下连，分配到话务岗位的

我，凭借废寝忘食的学习劲头，仅用

半年时间就成功实现“单飞”，成长为

一名业务骨干。那一天，当我将这个

消息告诉父亲时，电话那头的笑声久

久回荡。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渐渐发

现了现实的“骨感”：由于话务岗位业

务单一，工作生活简单重复，几乎没有

进一步成长的空间。“再这样下去可不

行，我可是答应了父亲要干出一番事

业的。”夜深人静，我躺在床上告诉自

己，决不能就这样让时间从指缝中悄

悄溜走，一定要另辟蹊径，寻找新的

“能力增长点”。

购买书籍、研究政策、加班学习……

那段时间，为了获得更加宽广的舞台，我

铆足劲复习功课准备考学，甚至牺牲了

所有休息时间。没承想，成绩张榜，我却

以微弱的分差与军校失之交臂，一切努

力都付之东流。

我的前进方向在哪里？如果退

伍，我有什么傍身之技？为了找到

问题的答案，我私下里开始涉猎通

信领域的其他专业，一来可以学到

更多的知识，二来可以保持一种学

习状态。但我也时常陷入困惑，因

为身边缺少这样的学习氛围，一个

人在学习室进行知识能力升级总显

得有些孤独。

改变，在单位调整改革后悄然发

生。新体制、新职能、新使命，对每名

官兵提出了更高更具体的要求。就

拿通信专业来说，人人必须做到“一

专多能”。我慨叹：这不正是我期待

的吗？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学习

新专业了！

从那以后，一直渴望获取新知识

的我，学习热情像火山爆发一样喷涌

而出，每当遇到不懂的问题，我都会毫

不犹豫地向其他业务骨干请教。不仅

是我，其他战友也都加班加点学习，整

个单位被浓厚的学习氛围充盈着，每

名官兵每天都过得很充实。

必须承认，跟以前相比，单位人员

减少了，事情更多了，任务更重了，但

这总比整天按部就班的“三点一线”和

闭着眼睛干活强吧。这段时间，我一

直在想该怎么看待改革？隐约觉得，

我们不能只看眼下的阵痛，不去看美

好的愿景；只关心现在暂时失去什么，

不在乎将来会得到更多；更不能天天

盼改革，说不改革不行了，但改革真的

来了又怕改革、不想改革。作为一名

战士，我讲不出什么高深的大道理，直

观感受就一条：改革，给我的人生带来

更多可能。

其实，人是需要一些改变的，否则

生命之树不会长青，对一个单位、一支

军队也是如此。教育课上，不是教育

我们拥护改革、支持改革、投身改革

吗？那就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吧，千

万不要错过和辜负了我们幸运遇上的

这个伟大时代。 （徐弘源整理）

改革，给我的人生带来更多可能
■某信息通信旅上士 何甜甜

记者探营

Mark军营

11月底，长年驻守在某高山雷达站的东部战区海军某旅退伍老兵悉数离开军营。临行前，已经卸下军衔戴上红花的业余锣

鼓队水兵们来到山顶，与曾经朝夕相处多年的乐器再合张影，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告别军旅生涯。 孙 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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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说

眼下年终将近，政工、军事、安全、保
密等各项检查接踵而来，不少基层单位开
始按照上级下发的检查考评细则，对照单
位实际，梳理查找问题，逐项查漏补缺。

在这个过程中，郝小兵发现一个不
好的现象，不少连队为了检查不出问题，
把精力倾注到各类登记统计、笔记、清单
的“翻新”上。于是就有了以下这几种现
象：学习室内官兵们熬夜加班奋笔疾书；
电脑前大家排队录信息、填表格；打印机

前文书们“你争我抢”……
郝小兵认为，适当查漏补缺很有必

要，可以帮助我们盘点一年的收获、查找
问题不足，提早进行自我检视整改。但
是为了整齐美观、赢得上级肯定而重新
将本表册等“补”一遍，不仅有造假的嫌
疑，还牵扯了官兵大量时间精力，是形式
主义的典型表现。

究其原因，基层没有进行合理规划，
因各项任务冲突导致登记统计没有做好

是一方面，但主要还在于有的上级机关
检查评比过细、走偏，或为了查问题而去
找问题，或不顾基层实际“鸡蛋里挑骨
头”，致使基层事无巨细，条条皆备，好像
工作留痕就是为了应付检查。临近岁
末，“基层减负年”也到了该盘点的时候，
扪心自问：在即将过去的 2019 年，我们
交出的“减负答卷”合格吗？

文/盛 洁、王海燕

图/吴奕照、吴 帆

临近年终，查漏补缺岂是推倒重来？

“感谢组织对我的培养与信任，这只
是个起点，今后我将继续努力！”11月下
旬，第 81集团军某旅舟桥二连四级军士
长焦乾龙得知自己被推荐立二等功时，
激动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上半年，上级组织舟桥专业比武竞
赛。作为操舟机驾驶员的焦乾龙，在备
战过程中主动探索训练方法，在几个重
难点课目上加班加点攻关研究，颇有心
得和长进。比赛当天，面对场地不熟悉、
操舟机出现故障、队员们接连出现失误
等情况，他凭借过硬的技术扭转不利局
面，最终带领大家取得班组第一。赛后，
连队直接推荐他立功，被他当场婉言谢

绝了，“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事，给我
荣誉我怎么好意思要呢？”

本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但到
了年终总结，焦乾龙的事迹再次被提
及，经过营党委推荐，旅党委研究决定
给他推荐立二等功。“你有多大成绩，就
给你多大荣誉。”该旅领导介绍，评功评
奖既是一年工作盘点评比，也是新年度
工作立标准、树导向、聚人心的重要环
节，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让那些真正优
秀的人才脱颖而出，引导官兵向备战打
仗聚焦用劲。

他们一改以往将年度评功评奖指标
平均分配给营连的做法，依据《军队奖励

和表彰管理规定》进一步制订细则，拿出
专项指标，奖励那些训练成绩优异、在执
行重大任务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
在前不久的年终考核中，带领班组夺取连
贯作业第一名的防化二连班长陈晨，刚走
下考核现场就戴上了三等功的奖章。

记者了解到，该旅上下严格按工作
实绩评功评奖，用于军事训练的表彰达
到80%以上，往年“论资排辈”“轮流坐庄”
等现象销声匿迹。翻开这个旅的年终表
彰奖励通报，武教头、兵尖子、好班长、红
管家等各个岗位人才集聚。面对这份表
彰奖励名单，官兵纷纷表示，战友们凭成
绩和本事赢得荣誉，我们打心底服气。

“你有多大成绩，就给你多大荣誉”
■张俊义 本报实习记者 张 旭

“小半年没在连队，怎么还能受到连
队的表彰？”11月 22日，正在新训场上讲
解示范的战略支援部队某旅下士曾江
维，接到了连队传来的消息——综合全
年工作表现，党支部研究决定给予她嘉
奖，这让在外带新兵的她既惊喜又感动。

多次参与大项演训任务通信保障的
曾江维，今年工作很有劲头，训练成绩也
不错。年初开训，她作为连队骨干，冒严
寒顶风沙，在海拔三千多米、零下十几摄
氏度的高原戈壁上强化训练，巾帼不让
须眉。旅里组织运动会，她第一个报名

参加，每一个项目都拼尽全力，争取好成
绩。平时训练，她把大纲标准当作最低
标准，不断挑战和突破自己的身体生理
极限。前段时间选拔新训骨干，她主动
请缨，好像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虽然表现突出，但眼看到了年底评
比表彰，自己却不在连队，曾江维心里
犯起了嘀咕：连队和战友该不会把我忘
了吧……
“在哪儿干工作都是给连队作贡献，

不能让老实人吃亏。”指导员佘世俊谈起
今年的评比表彰工作时说。其实，曾江

维的担心是多余的，连队在这方面早就
做足了功课：每个月都会与新兵营取得
联系，在了解新兵训练生活情况的同时，
也将新训骨干的表现一并掌握。经过考
察和综合各方反映，连队决定将表现突
出的曾江维列为表彰人选。

只要工作干得好，在与不在一个
样。佘指导员介绍，他们平时一向关注
在外出差或者培训人员，注重向其临时
所在单位了解各方面表现情况，并纳入
连队“双争”评比进行具体量化，确保评
比表彰公平公正。

在外带新兵，一样受表彰
■张玉蕾 鲁 敏

潜望镜

透视“脖子以下”改革·基层观澜

我们给焦乾龙所在单位不搞论资排

辈和平衡照顾的举措点赞，也为曾江维

所在连队把在外人员列入评功评奖范

围，通盘考虑、按绩奖励的做法叫好！

评功评奖是激发官兵比学赶帮超

的一种手段，更是一种导向，这种导向

关乎组织威信，影响部队士气，更牵动

着战斗力生成。在这个官兵关心关注

的热点敏感事务上，如何让大家心服

口服、上下满意，是各级组织需要解决

好的问题。

朱德元帅曾说：“部队中人人精神

振奋，你也想立功，我也想立功，这样

就会打胜仗。”评功评奖的关键还是要

用好战斗力标准这个“指挥棒”，在做

到公平、公正、公开的同时，把那些扎

扎实实为战斗力建设作贡献的“老黄

牛”“千里马”评出来，把一心谋战、练

战，用实际行动践行强军目标的精武

尖子选出来，真正发挥出评功评奖的

导向激励作用。

评功评奖，用好战斗力标准这个“指挥棒”
■张 旭

编余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