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rk军营

新兵运动会
初冬时节，第72集团军某新兵旅举行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军营运动会，来自6家不同单位的新兵同台

竞技，奋勇争先，打破多项纪录。

上图：新兵手持大喇叭为场上战友加油助威。

左图：运动会结束后，新兵三连的3名获奖新兵：

哈布尔·阿林别克、蔡启帆、陈志伟（从左到右）共同分

享胜利的喜悦。

谢权鑫、曹 壮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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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员之家

很惭愧地说，至今我还没有好好准
备一堂教育课。

但我每一次和大家坐下来面对面
的时候，我都会谈谈自己的想法。

有时是学校里的事，有时是游学的
事，有那么一天，我突然感到，自己先前
的所有经历所有知识积累都是为了此
时此刻分享给我的战友们听。

讲手机管理时，我给大家读了一位
记者写的边防战士用手机的故事。这
篇文章我当时看得心头一热，一直想着
与大家分享。读到最后，我看到有人红
了眼眶。

讲发展党员程序，我给大家讲了自

己当年预备党员转正时，同学们给我提
的意见建议和背后的故事，连队年龄最
小的女兵听得眼里有光。

临近中秋进行节前教育，我给大家
读了几首与中秋有关的现代诗，午后阳
光正好，笼着人人闪着金色的轮廓，俱
乐部里诗意浓浓。

读书分享活动上，有人谈《好好说
话》这本书时，我跟大家讲起书背后的
故事，有人谈《嫌疑人 X的献身》时，我
讲我第一次读到东野圭吾时的手不释
卷，有人谈《暗算》时，我带着大家一起
回忆起这部电视剧来，探讨为何政治运
动中常常年轻学生是主力，这种从大家
熟悉的事物延展开来，所谓出自生活又
高于生活引领生活的思路，只有体验了
才知道有多美妙。

由此想到思想政治教育，如果围绕

着官兵提起的话题来启发疏导、培育教
导，是不是更易于入心入脑呢？

教育课和电视电话会议参加多了
就会发现，台上台下像镜子内外，台上
的低头念稿子，台下的就低头打瞌睡；
台上的抬起头脱稿讲干货，台下的就会
立即抬起头，竖起耳朵听。这就是眼里
无兵和有兵的差别。

而我和战士们这种漫谈式交流像
极了大学里的沙龙，人人都有话语权，
不需要举手，不需要起立，大家坐在板
凳上，就从自己的思考出发，伸着脑袋
抢着说，有时还辩论两句互相启发影
响，这不正符合教育的本质——一棵树
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
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吗？

教育从来不是正襟危坐、照本宣
科，它的主角永远是活生生的官兵。

我的沙龙我的兵
■某信息通信旅三连指导员 张笑寒

基层暖新闻

“我们是代表孩子们前来感谢好
心人的……”近日，第 82 集团军某旅
下士王梓岳收到了石家庄市平山县团
委工作人员送来的“捐资助教献真情，
军民鱼水一家亲”的锦旗。该旅领导
介绍说，王梓岳默默资助 38名贫困学
生求学的事已在当地传为佳话。

原来，在每个月初，平山县希望公
益服务中心的账户上都会收到一笔
2000 元的爱心助学捐款，自 2018 年 2
月至今从未间断过。渐渐地，工作人
员对这位署名“王梓岳”的神秘捐助人
产生了好奇。经过一番调查走访，才
发现捐助人不是企业家也不是大老
板，而是一位年仅 22 岁的解放军战
士。王梓岳的爱心捐助深深感染着这
些贫困学生，这才有了上边送锦旗那
一幕。

当问起捐资助学的起因时，王梓
岳说，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带着他去做
义工，给贫困孩子捐赠书籍、衣物，
现在入伍了，他想把这件有意义的事
情坚持下去。战友们也纷纷给王梓岳
竖起大拇指，说他一有时间就喜欢制
作写满鼓励话语的精美贺卡寄给县里
的贫困学生，这一坚持就是两年多。
而且他平时勤俭节约，只为了每月能
把工资省下来捐助贫困孩子。

在王梓岳的宿舍，笔者见他拿出
了一个大铁盒，里边装着他积攒下来
的厚厚一摞爱心助学联谊卡和贫困学
生来信。联谊卡上写着资助对象的通
讯地址等信息，方便和孩子们联系，
而那些来信才是王梓岳的珍宝，无论
走到哪，他都会把它们小心翼翼地带

在身边，训练累的时候，就把孩子们
的信拿出来读读，一天的疲惫感都会
消失。

笔者好奇地翻看了其中一封信。
在信中，孩子亲切地叫王梓岳“哥
哥”——
“哥哥，你那双温暖的手，让我

心中重新燃起希望，我一定会努力学
习，长大后像你那样帮助需要帮助的
人，把爱传递下去……”

这封信是平山岗南镇尚义湾小学
的苏彤彤（化名）写来的。原来，她的
弟弟患有重病，全家的收入来源仅靠
父亲在外打工。为了减轻家里的负
担，她放弃了学业，一心照顾弟弟，但
日子仍过得比较艰难。正当全家人一
筹莫展的时候，是王梓岳雪中送炭，让
她得以重返校园，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不只是钱财上的资助，每次休
假，王梓岳都会专门到大山里看望这
些孩子，给他们带去一些学习资料、
笔记本和笔，和他们一起做游戏，一
起谈心，给他们讲大山外面的事情，
让他们对未来有所梦想，并为之努力
学习。

每次分别，孩子们总是拉着王梓
岳的衣角恋恋不舍，而此时，王梓岳
也总会掏出一把奶糖哄哄他们，看到
孩子们破涕为笑，王梓岳的心里也乐
开了花。

一张张汇款单，传递了军营的温
暖。“每次和村里的孩子对视时，他们
清澈的眼神里无不充满了渴望，我要
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们。”王梓岳
说，他一定会将捐资助学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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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之声

前不久，某部机关干部去基层检查指

导正规化建设工作，他们不深入调查正规

化建设情况和存在问题，不帮忙制定整改

措施，而是将看到的内务问题、卫生问题

等表面问题拿出来说事，批评基层干工作

标准不高。一位连主官谈道：“基层盼着

机关来指点，反而成了指指点点。”

笔者调研发现，把指点变成指指点

点的事还不在少数。有些机关把检查出

问题当作指导，觉得没找出几个问题就

体现不出指导水平；有的机关检查指导

方式简单粗暴，以批评替代指导，把到基

层检查指导次数与检查指导力度划等

号；有的机关不搞调研“想当然”，问题抓

了一大堆，有建设性的指导意见却没有

几个……长此以往，不但损害了机关威

信，激化了机关与基层的关系，更对基层

建设发展无益。

毛泽东同志曾说，没有调查就没有

发言权。机关指导基层抓建，没有深入

调研就抓不住具体问题，把握不好度就

容易出现“过犹不及”。也不能不顾部队

实际和基层承受能力“满把抓”“大呼隆”

“一锅煮”，否则容易使基层陷入想落实

而不得的困境。

所以，一方面，机关要改进指导基层

的方式方法，力戒急躁情绪，多在调研上

下功夫，一步一个脚印地抓指导，一锤一

锤钉钉子地抓落实；另一方面，基层要加

强自主抓建能力，善于把机关指导意见

与基层实际有机结合起来，细化方案抓

落实。这样，才能把基层这个战斗力基

础抓建得更好。

指点莫成了指指点点
■朱艺森 潘文璐

特别推荐

闽南某地，在第 73 集团军某特战
旅训练场上，官兵们正加班加点进行
叠伞训练。“穿伞绳的时候一定要认真
再认真，手法到位，防止出现漏穿伞
绳的现象……”场地中央，一名士官
正手把手指导一名中尉叠伞。

士兵教军官？这一幕吸引了记者
的注意。面对采访，正在受训的小队
长李林先开了口：“伏得下身子才能学
得到本事！有这样的师父，我放心！”

见记者心存疑惑，在现场组训的
陈孝生介绍，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
革后，部分特战单位不再设排长岗
位，小队是最基本的作战单元，小
队长岗位应运而生。作为指挥员，
小队长不仅要有良好的指挥素养，
更要掌握全面的特战技能。然而客
观来说，部分从院校毕业或者其它
专业转岗而来的新任小队长，在特
战体能技能方面与副小队长甚至普
通队员都有一定差距，出现了“能

力倒挂”现象。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战

斗力提升首先从指挥员抓起。意识到
这一问题，旅队第一时间将小队长能
力提升工程作为重中之重。在广泛调
研的基础上，他们精心组织专业集
训，瞄准岗位急需、带兵急用，从特
战技能、指挥能力和参谋业务等方面
锤炼小队长任职能力。此外，他们还
在旅队范围内开展群众性的“拜师”
活动，挑选优秀士官担任副小队长，
对小队长进行一对一帮带。

小队长李林由合成部队转岗而
来，任职之初算得上是特战专业的
“小白”。看着从未接触过的格斗、潜
水等特战课目，他不免直挠头。

副小队长吴长利看在眼里，急在
心里，在训练中总是对他指点一二。
起初，李林有些不服气，他觉得自己
在原单位好歹是个老排长，手底下也
有几个班长，现在却跟新兵一样。

直到一次，营里组织小队连贯作
业考核。队员们一路齐心协力披荆斩
棘，高标准完成各项课目，唯独李林
出了情况。在翻越阳台过程中，李林
几次尝试未果，力竭悬挂在半空。最
终小队成绩垫底，队员们嘴上不说，
脸上满是愠色。

如一盆凉水兜头泼下，李林再也
坐不住了。他主动找到副小队长拜
师，从一招一式开始，苦练特战技能。

为了帮助李林尽快补齐短板，吴
长利给他量身订制训练计划，复杂课
目分步训，基础课目反复练。李林则
踏踏实实地当起了“小学生”，除了平
时跟着大家一起训练，私下里经常请
吴长利开“小灶”，利用休息时间对一
些掌握不好的课目进行强化。

有了吴长利这样的良师，李林的
体能技能水平日益见长。一转眼小半
年过去了，在两人的共同努力下，李
林在许多特战课目上已经小有所成。

“兵师父”领路“官徒弟”
■蔡信炜 本报特约记者 赵 欣

00后女兵、1米 60的个头，谁能想
到，就是这样一个看似纤弱的姑娘，
身体中却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在几十
人的狙击手集训队脱颖而出，获赞
“枪王”。她，就是第 71集团军某旅战
士沈梦可。

去年 9月，沈梦可怀揣着一腔热血
报名参军，下连之后被分到话务班。
两个月后，旅成立狙击手集训队，零
基础的她为了追求梦想，毅然报名参
加。然而想要从集训队 80名狙击手中
脱颖而出，难度可想而知。

想成为一名合格的狙击手，不仅

要有精准的枪法，还要具备充沛的体
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打出最多的环
数，这既考验准度，也考验专注力。

卧姿射击训练时，天气转冷，枪
身和枪托散发着阵阵寒气，但沈梦可
顾不上这些。为了练就强大的专注
力，她始终死死盯紧目标，其他人都
休息了她还在坚持。为了强化手指扣
扳机时的敏感度，沈梦可平时训练都
不戴手套，一段时间下来，手指被寒
风吹得干裂流血近乎麻木。尽管这
样，她也从未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来到这里训练，我要做的第一件

事就是忘记自己的性别，男兵能做到
的我也能做到！”为了当好狙击手，沈
梦可给自己定下了更高的目标。练据
枪，她跟男兵一样背上顶着 10公斤砖

头，胳膊压上重重的沙袋；练稳定
性，别人顶半个小时弹壳，她就顶一
个小时，直至双肘无法动弹……过硬
的素质和毅力，让所有男兵刮目相看。

狙击手考核比武如期而至，每个
队员都铆足了劲要证明自己。而瞄准
镜后的那双美丽的“鹰眼”里，数百
米外的靶标已经被死死锁定。“砰！
砰！”随着一声声枪响，子弹如同长了
眼睛一般，发发飞向靶心——50 环！
沈梦可总评成绩名列第一！

面对大家的掌声，这个 00 后女兵
灿烂一笑：“我的狙击手之路才刚刚
起步！”

上图：女兵沈梦可在比武考核后

拍照留念。 焦明锦摄

获赞“枪王”，这位00后女狙击手厉害了
■■杨健江 焦明锦 许韵松

记者探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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