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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员之家

Mark军营

11月29日，东部战区陆军某旅组织年

度“新闻人物”暨“最美老兵”颁奖晚会，邀请

官兵家属一同上台领奖，共同见证军人高光

时刻，共享荣光。

左图：勤务保障营修理连班长张随柱的

爱人高影带着女儿琪琪早早到场，琪琪开心

地等候爸爸出场。

下图：勤务保障营卫生连班长徐静波与

爱人梁静抱着儿子拍了一张全家福，让小家

伙感受一下父亲的荣耀。

朱万福、汪书弘摄影报道

“我是爸爸的小粉丝”

基层之声

转眼间，新兵训练即将进入专业训

练阶段。随着初入军营时的兴奋与拘

谨渐渐消退，部分新兵开始打起自己的

“小算盘”：有的想到工作轻松一点的单

位，以便有时间复习文化课考军校；有

的想去技术单位，想在服役期间掌握一

技之长；还有的坦言下连队后的目标就

是入党立功，服役期满就回地方发展，

等等。

平心而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

诉求，本无可厚非。但“兵之初”正是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

倘若此时任由新兵把“小算盘”打得啪

啪响，而不加以及时有效的教育引导，

无论对强军事业还是对他们本人都是

不负责任的。

现在，新兵文化素质普遍较高，思想

活跃，凡事喜欢问个“为什么”。不妨顺

水推舟，因势利导，奔着现实问题和活思

想去，把大道理真正讲到他们的心坎里。

大道理要大讲特讲。要态度鲜明地

告诉新兵成为军人的特质与属性，讲清

楚什么是军人的使命职责，什么是忠诚

奉献，什么是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什么是“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等等，铸

牢“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思

想根基，让他们明白：理解和懂得这些大

道理是成为一名合格军人的前提。

大道理要会讲善讲。要善于把“小

算盘”与大道理结合起来，用官兵喜闻

乐见的语言和形式，设身处地、深入浅

出地讲，循循善诱、不厌其烦地讲，言传

身教、求真务实地讲，把大道理化作无

声细雨浸润心田，化作和煦春风拨动心

弦，告诉他们军人就是不一样。

大道理讲实了、讲透了、讲到位了，

就能充分调动和释放新兵身上积极向

上的精神力量，让他们明白在处理个人

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时，多一份公

心、少一份私念，多一点无私奉献、少一

点斤斤计较，多考虑一些部队需要、少

搞一些自我设计，主动接受组织挑选，

自觉服从组织安排，把个人梦想融入强

军梦想，把实现人生抱负落实到脚踏实

地的实际行动中来，做强军征程上的奋

斗者、搏击者。

用大道理管好“小算盘”
■邱 宇

不知不觉，来到第 73 集团军某特
种作战旅“特战尖刀连”已经两月有余，
还被任命为这个荣誉连队的小队长。
可我深知，无论是体能素质还是专业技
能，自己距离一名合格特战队员还有很
大差距。在这里，训练课目明显增多，
难度系数也增大了不少，虽然之前做足
了准备，但高强度的训练对于初来乍到
的我而言，还是有点吃不消。
“精忠向党，精武善战，精勇无畏，

精诚勠力”，这是尖刀连的连训，也是我
的精神指引。既然来到这里，我便告诉
自己，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快融入新
连队、适应新生活，早日完成从侦察兵
到特种兵的转变。

报到第一周，我就赶上了连队的高
强度训练。战友们知道我从未接触过类
似训练，都主动手把手教我，与我分享一
些实用的技巧。比如，如何放置背囊中
的物资才能既方便行军又不影响战术行
动，如何在途中快速补充能量，等等。

一次训练，我几次到达身体极限，
后半程明显感到体力不支，再加上脚底
起泡，让我每走一步都倍感煎熬。看到
身边的战友一个个斗志昂扬，我不断告
诉自己，一定要坚持下去。最终，在战
友的鼓励和帮助下，我按时抵达终点。
瘫倒在地上的那一刻，我对特种兵的艰
辛有了更深切的体会，也对这份满满的
战友情更加感恩。

刚到单位，全连官兵都在为即将
到来的伞降实跳训练紧锣密鼓地准备
着。这是一个让我想想就异常兴奋的
课目。由于我没有任何伞降基础，连
长杨三毅多次相劝：“今年先学习观摩
一下，就别冒险跳了。”而我深知，错过
这次机会，再跳就是一年以后。

在我的再三坚持下，连长终于点头
答应，他安排教员给我加班辅导，并调配
了一名优秀的搭档帮我尽快进入状态。

对于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我格外珍
惜，白天跟着教员训练十几个小时，吊
环、离机、平台、叠伞……两手磨出老茧，
膝盖跪到渗血，双腿肿了消，消了又肿，
到了晚上又加班加点学习理论知识，甚

至有几次累得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领导和战友的

帮助下，我很快熟练掌握了伞降的技
巧，经过层层考核，终于被批准成为伞
降实跳队中的一员。

回忆起第一次跳伞，那种期待与焦
虑并存、憧憬中夹杂着一丝恐惧的感
觉，至今仍弥漫心头。直升机上，看着
大家一个个一跃而下，一朵朵伞花在天
空中绽放，我不由得心潮澎湃。

轮到我时，兴奋却被紧张淹没，心瞬
间提到了嗓子眼，尤其是从舱门往下看，
高空的眩晕感使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我定了定神，迅速将教员教的动作
回忆了一遍。随着投放员一声“跳”的
口令，我纵身一跃，成功开伞，并平稳落
于指定着陆点。那时我想，我终于向
“空中雄鹰”又迈近了一步。

迄今为止，我已经完成 10次实跳，
虽然偶尔还会有些紧张，但多次的实跳
已然磨炼了我的心智，让我更加沉着、
老练。

两个月的特战生活，我经历了更为
丰富的训练课目，也认识了一群名副其
实的特种兵。在这里，几乎每一天，我
都要经受从心理到身体的巨大挑战，但
我始终不后悔当初的选择，也始终相信
“宝剑锋从磨砺出”的不变真理。

下一步，蛙人集训、狙击手集训……
还有许许多多的特战课目等待着我去
学习，我将扎实练好练精各项特战技
能，不辜负组织和领导的殷切期望，更
不辜负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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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排长祁龙如愿调入第73集团军某特战旅的消息在本版刊
登后，编者在朋友圈作了转发，并加了“按语”——很幸运、很幸福作为军报
编辑，为一位基层战友实现梦想做了一点点事情，实在值得为此骄傲……

但我们知道，这远不是剧终，祁龙的特种兵生活和追梦之路才刚刚
开始！他在这条路上又将经历什么、克服什么、超越什么，我们仍将继
续给予遥远而深切的关注。我们关注的不是祁龙一个人，而是成千上
万个像祁龙一样的军旅追梦人。我们坚信，当一个又一个“祁龙”实现
了自己的梦想，我们的强军梦已然成真。

今天我们推出祁龙担任特战小队长两个月的感受。敬请关注。

——栏目主持人 张 良

一线直播间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
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
务……”12月上旬，在联勤保障部队
某汽车旅的演训场上，参训党员在鲜
艳的党旗下重温入党誓词，找寻入党
初心。

这是该旅“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跟着车轮驶入演训场的
一个剪影。笔者了解到，该旅保障区
域覆盖五省，演训保障任务繁重，为
此，他们创新教育开展形式，助推战
斗力保障力提升。
“全体党员开会！”一声哨响，某

车组党员迅速集合到厢式“党员先锋
车”里召开议训会。笔者跟随他们一
起进入车内，与车外的漫天飞雪不
同，车内是一番火热景象。党旗、党
徽、入党誓词将车厢点缀得“一片
红”，官兵们积极发言，集智破解训
练中的难点问题。会后，小组长向笔
者介绍，他们将党小组按照模块化分
组纳入车队编组和保障任务，因地制
宜开展组织生活和党课学习，让千里

运输线教育不断线。
“问题检视整改不能拖！”演训任务

一结束，该旅就在现地召开了复盘会，
人人上台讲问题、查不足、谈感受、出
实策，对照实战标准，找准差距短板，
滚动修订“问题台账”。“问题找准了，
措施定实了，教育才有实效。”该旅领
导介绍，他们将依托这“车轮上的课
堂”搞好年终总结，持续为战斗力保障
力建设添砖加瓦。

教育跟着车轮转
■张宇驰

祁龙首跳。 张 优摄

排长方阵

扫一扫，回看

祁龙追梦路

离开指导员岗位一段时间了，但有
一件事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特别想跟现
任的指导员们分享。那是今年3月，旅里
组织连排级指挥员等级考核。当时，尽
管离最终考核只有10天，时任指导员的
我没有参加过参谋业务集训、底子比较
薄，但我还是坚持报名考一级连指挥员。

那段时间，我每天加班进行标图、
战术计算、军事理论背记和指挥能力
连贯作业，常常到凌晨三点多。但无
论学习到多晚，第二天六点我准时起
床参加早操，落实连队一日生活制度
从不打折扣。由于睡眠不足、抵抗力
下降，考核前 3 天我生病了，高烧不

退。不少战士劝我放弃，考不好下次
还有机会。我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咬
牙继续坚持！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
我顺利通过了一级连指挥员考核。而
考核结束，我意外地发现连队出现了
一个可喜的变化。

以前早上出操，总有少数战士以身
体不舒服、前一天晚上加班等理由不参
加。这件事一直让我很头疼，不知道如
何处理。不管吧，的确有的战士病情不
重，不出操有泡病号之嫌，影响参训率
和整体训练积极性；管吧，战士生病了
应该多关心才对，强制他们出操似乎有
点不近人情……

没想到我考完一级连指挥员后，连
队再也没有战士因小病不出操。为什
么之前多次讲评根治不了的问题，经过
我的一次考核就改变了？

原来，我每天晚上加班学习，尽管大

部分官兵不知道，但连队门口的岗哨都
看在眼里，于是我晚上加班备考、第二天
照常工作的消息就经他们之口在连队传
开了。那几名早上不出操的战士自己坐
不住了：我们睡得比指导员早，病情比指
导员轻，还好意思不出操吗？

这次参加考核的“副产品”，让我始
料未及，更让我深刻领悟到一个道理：
身教重于言教。在我军干部队伍中，指
导员职务等级并不高，却是战士的一本
书，战士时时都在认真读。作为新时代
基层带兵人，就应该立身为旗，处处严
格要求自己，带头执行条令条例，这是
比任何词藻华丽的说教更有力更生动
的教育。

当然，最要不得的是说一套做一
套。如果你这样做了，可能一时骗得了
首长、骗得了上级机关，但绝对骗不了
朝夕相处、一起摸爬滚打的战士们！

指导员是战士的一本书
■第71集团军某旅副教导员 周智勇

值班员：南部战区某合成旅特战一

连小队长 钟 亮

讲评时间：12月3日

今天,我们组织了一次以小队为单位
的五公里武装越野考核。考核中我观察
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个别小队为了跑出
集体好成绩，士官骨干主动将其他战士的
武器和装具背在自己身上。结果跑到终
点时，有的战士身上没有武器和装具，只
剩下一套迷彩服，这不符合战斗要求。

经过深入了解，我发现，原来这是大
家为了争取更好的总体成绩而采取的一
种“体能互助”。被帮扶对象多为义务
兵，军事素质较弱；帮扶者多为士官骨
干，军事素质较好。他们为了小队的集
体利益，对体能较弱的战士进行帮扶，以
此来保证小队跑出最好成绩。

同志们，这种一味追求训练成绩，而
脱离实战要求的“体能互助”要不得。携

带武器和装具进行奔袭，是对一名战士
最基本的要求，如果这都做不到，将来如

何上战场、打胜仗？希望大家以后再也
不要这样做了。

如此“体能互助”要不得

团结互助是我军的优良传统，是战友

情深的重要表现，一直以来为我们所推崇

和践行。但笔者以为，战友之间互相帮助

是要区分时机和场合的，有时候“帮”还不

如“不帮”，“不帮”反而是在“真帮”。

以这则新闻提到的现象为例，为了

提高考核总体成绩，体能好的同志帮助

体能差的战友背武器和装具，表面上看

体现了团结互助和集体荣誉，但换个角

度就会发现，此举并不可取。试想，如果

不是考核而是打仗，我们还能指望战友

帮忙背枪带弹吗？

武器装备是军人的生命，战斗力是

人与武器装备的结合。在平时的训练考

核中，如果一个战士把自己的武器装备

当成负担和累赘，那他就不配做一名军

人，即使走上战场也一定是未战先败、不

战自败。此时，如果伸出援手、大包大

揽，而不是鼓励督促，让其自己携带，就

是对战友生命不负责任，对战斗力建设

不负责任，对能打胜仗不负责任。亲爱

的战友，你们说呢？

互助要区分时机和场合
■唐 嘉

讲评连线

值班员讲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