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年伊始，南部战区海军某船“写
给一年后自己的一封信”活动现场气氛
热烈，只见上等兵谢何认真地将信写好
后，郑重地放进“时间胶囊”中。
“制订目标，给自己一份期待；实

现目标，还自己一个交代。”该船政委
高磊介绍说，“给一年后的自己写信，
有利于鼓励官兵积极进取，一步一个脚
印地成长成才。”

该船助理工程师夏学成专业素质
过硬，在支队比武中拿到了第一名，
但是因为每次体能考核都是勉强及

格，在今年“优秀基层干部”评选时
遗憾落选。他在给自己的信中写道：
今年一定要补齐体能这块短板，评上
“优秀基层干部”。

去年一年，该船出海将近 200 天，
圆满完成上级交代的各项任务，受到南
部战区海军机关两次表扬。活动现场，
该船船长舒涛和官兵们分享了自己的新
年目标，他鼓励大家说：“今年一定要
再接再厉，顺利通过全训考核。”

新年度、新目标，全船官兵一个个
摩拳擦掌，训练工作劲头更加高涨。

新年目标放进“时间胶囊”
■段 鑫 王佳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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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值班员讲评

“穿上看看。”母亲的关爱总是那么
强硬，拗不过她，我穿上了厚厚的棉衣，
通过手机视频展示着。
“嗯，大小合适。”母亲刚开口评价，

老班长李佐鹏推门进来，看到我臃肿笨
拙的样子，被逗得哈哈大笑。

李班长很热情，他主动向手机那头
的母亲介绍：“漠河气温虽低，但室内供

暖很好，而且新建的营房墙体有保温
层，室外冰天雪地，室内温暖如春……”
正说着，李班长向母亲展示自己在室内
健身房穿的“装备”——一件短袖体能
训练服。

去年，我被分配到漠河雷达站任职。
儿行千里母担忧，尽管我努力向母亲解
释，但她还是很替我担心。这不，刚入冬

便给我寄来了加厚棉衣。周末时间，我与
母亲视频聊天恰巧被李班长碰到，便发生
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李班长的现身说法，虽然让母亲半
信半疑，但好歹不再逼我在室内穿棉衣
了。自那以后，母亲的棉衣一次也没派
上用场。因为，室内用不着，而在室外
穿制式棉衣也很保暖。

前不久，我被指派兼职连队荣誉
室解说员，对雷达站的历史有了更多
了解，更坚定了我在基层建功立业的
信心。元旦前夕，我给母亲发了一条
配上白桦林图片的微信，告诉她我要
在漠河深深扎根，做为祖国遮风挡雨
的屏障。

（陈 磊、朱广赢整理）

母亲寄来的棉衣没用上
■北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漠河雷达站排长 潘厚霖

“嘀、嘀”两声清脆鸣笛声中，一
辆侧面张贴“军爱民、民拥军”标语，
车头挂着大红花的“拥军班车”缓缓
驶入第 71 集团军某旅新建成的公交
站台，夹道而立的是前来参加欢迎仪
式的官兵。
“我们单位距离城区较远，位置

偏僻，日常出行非常不方便，令官兵
和家属很头疼。”该旅领导介绍，他们
积极协调驻地人武部、退役军人事务
局，终于在年底前开通了这条“拥军

专线”。
谈起“拥军班车”，四级军士长郝明

明的家属连雪晨感慨良多：“以前每次
去城区买菜、接送小孩，乘坐出租车来
回需要近 50 元车费，自己骑车又有些
吃不消。班车开通后，给我们解决了出
行难这个大问题。”

去年以来，该旅围绕家属来队、子
女就学、医疗保障、特困帮扶等基层官
兵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列出 18 件惠
及官兵的暖心事；对营区配套、办公环

境、官兵生活等 5类 19项基础设施进行
更换整修；每月安排一名部门以上领导
看望住院官兵，连续 3 年举办集体婚
礼，让每一名官兵都感受到部队大家庭
的温暖。

一项项暖心工程的推开，在提升官
兵获得感、幸福感与归属感的同时，更
激发了练兵备战、干事创业的信心与热
情。该旅有 3人在陆军“铁甲奇兵”比
武中斩获名次，8人获评专业等级一级
以上。

嘀，“拥军班车”开进军营
■孙子洋 朱宇伦

“真没想到，我的建议竟然被采纳
了……”入伍仅 3 个多月的列兵李国
栋，得知自己的建议被武警某部直升机
支队写入新年度工作计划后，激动地告
诉笔者。

翻看该支队新年度工作计划，笔者
了解到，共有 20多名基层官兵的建议被
写入其中。去年 12月下旬，该支队召开
新年度工作筹划会，他们广开言路，邀请
基层官兵代表建言献策。
“新年怎么干，应该听一听基层官兵

怎么想、怎么看。”认真学习中央军委基
层建设会议精神，该支队党委一班人感
到：要充分尊重基层官兵的主体地位，鼓
励他们在创新组训模式、思想政治教育
骨干培养、安全管控等方面积极参与，解
决制约部队建设发展的瓶颈问题。
“新的一年，建议在开展教育上能

够统分结合，让我们有更多的教育自
主权，在训练任务中探索更有效的教
育形式。”会上，机务一中队指导员马
志辉的发言，直指去年教育计划太满、

机关管得太死，希望基层有充分的自
主教育时间。

驾驶员高剑辉建议要经常组织司机
到营区外进行复杂路况训练，以提高实战
化训练水平；机械师杨提军提出应制订专
业人才“种子”计划，培养更多的“兵专
家”……会议现场，基层官兵代表踊跃发
言，支队领导和机关人员认真听取，并不
时提问交流。

此外支队领导还纷纷带工作组通
过下基层座谈、发放征集建议表等方
式，收集官兵对新年度工作的意见建
议。同时，要求大、中队采取“诸葛亮
会”的形式，查找训练演练、政治教育、
后勤保障等方面存在的矛盾问题，汇总
官兵的意见建议及时上报党委机关。

根据官兵的意见建议，该支队结合
实际改进了新年度教育计划，修订了按
纲建队考核方案，取消了多项检查评比，
下发了为基层减负条目，并将有助于提
升战斗力的 25条建议列为新年度重点
解决事项。

官兵建议写入新年度计划
■刘石磊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 曦

值 班 员：陆军某团支援保障营

教导员 张 磊

讲评时间：2019年12月26日

这周我检查全营的教育笔记，整
体来看，没有缺课少课，但在抽查教
育内容时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有一部
分同志对笔记内容知之甚少，理解也
不够，一了解才知道他们的笔记是后
补的，而且只是把教育提纲抄到了笔
记本上。

补课是很正常的事，我们每次组
织教育，都会有同志因为值班、执勤
等原因未能参加，为确保学习内容覆
盖到每个人，通常安排补课，这是确

保学习效果的必要措施。但有的分队
在补课过程中只是召集缺课人员，发
提纲一抄了之；有的甚至人员都不集
合，直接拿笔记互相传抄了事。这种
做法，看似达到了一人不漏，实则违
背了补课的目的，助长了形式主义。

我们组织补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是让缺课人员紧跟学习进度，掌握党
的创新理论，提高思想觉悟和能力水
平，而不是让我们抄笔记、留痕迹。
对补课这件事大家思想上要重视、落
实上要认真，按照要求切实组织好，
真正学起来，务必求实效，切莫图形
式、走过场。

（刘 盼整理）

补课不是抄笔记

新年伊始，新疆军区某团文体活动
广场上人头攒动。见此情景，政治处干
事苏一洲欣喜之余，不禁想起前些日子
蹲点的经历。

那天坦克二连搞教育，刚到班排
蹲点的苏一洲提早在后排坐下。打量
一圈，边角的文体器材柜引起了他的
注意——一个磨损明显的篮球和几个
崭新的排球摆放在一起格外惹眼。

该团去年初专门制订了《精准抓建
计划》，就基层反映的文体活动形式单

一、器材场地受限等意见，按照基层正
规化建设要求为营连配发了一批文体
活动器材，并整合营区空间资源修建完
善了文体活动广场。然而，文体器材柜
里的排球为何无人问津？

面对苏一洲的疑问，坦克二连指导
员张连欣没有直接作答，而是带他来到
文体器材柜前查看起来：滑冰鞋、网球
拍、围棋……柜子角落里，还有一批未拆
封的文体活动器材静静地躺着。“闲置这
么多器材，也不是大伙儿不想玩，好多是

不会玩！”说到这里，张连欣连声叹气。
半个月后，团里组织蹲点干部汇

报工作情况，苏一洲抱着一个排球出
现在大家面前。“为基层配发文体活动
器材本意是帮助基层丰富文化生活，
而实际上只停留在硬件设施‘有没
有’、业务工作‘办没办’，没有考虑连
队战士‘会不会’、开展活动‘用不用’，
帮建落实不到位。”苏一洲的发言，引
起会场一番热议。
“工作干到点上，也要办进心里！”苏

一洲的建议当场被宣传股“接单”。随

后，他们联系地方大学请来专业教练，以
连队文体骨干为主体，对部分入门难度
大、技术要求高的运动进行教学；动员营
连设立兴趣小组，鼓励官兵报名参加，并
利用周六上午开展“小比赛”“守擂台”等
活动；组织多名懂规则、有底子的官兵组
成示范队，采取集中授课、现场演示等方
式，参照教材进行自主培训。

这套“组合拳”一出，基层文化体育
活动场所顿时热闹起来，各种文体器材
纷纷走出“深闺”，成为官兵放松娱乐的
好伙伴。

蹲点结束，苏干事带回一个排球
■鲁 博 胡 杰 本报记者 颜士强

“有人胳膊受伤了！”前不久，东部
战区陆军某旅战士小刘在进行 400米障
碍训练时不慎跌落，右臂无法动弹。就
在大家束手无策时，一个上等兵从人群
中站了出来。
“肩关节脱位了。”一番望闻问切

后，只见他握住小刘胳膊，足跟抵住其
右肩腋窝，两手持续用力牵引，忽然传
来“咯噔”一声。随后，小刘甩了甩肩
膀，发现竟能活动自如了。
“成春的手法，堪称一个字——

‘妙’！”提起张成春的名字，大家纷
纷对这名年仅 19 岁的上等兵竖起大
拇指。

张成春是该旅的卫生员，父亲是广

州一家医院的医生。入伍前，张成春便
跟着父亲学会 10余种推拿手法。入伍
后，张成春更是运用自己的推拿技术，
热心为战友们服务。

上等兵孙泽锋深受腰痛折磨，一度
意志消沉，情绪低落。得知情况后，张
成春主动找到孙泽锋，坚持每天为他推
拿理疗 1小时，3周后，孙泽锋摆脱了
疼痛困扰。

熟悉张成春的官兵都知道他有两
个枕头，一个干净整洁，是日常生活
用的；而另一个布满补丁，是用来练
习推拿手法的。一次，张成春为战友
小王做按摩，由于小王身体结实，张
成春几次力度把握不准，忽轻忽重的
按压使得小王连连皱眉，张成春发觉
后立即停了下来。
“推拿力度过大会损伤肌体，力度

过小达不到效果，不能因为自己手法不

精害了战友。”为了提高技艺，他专门
买了这个枕头当训练器材，每天抽出 1
个小时练习手法，雷打不动。

日复一日的训练，枕头破了补，
补了又破。如今，无论面对什么样体
质的战友，他的手法力道总能恰到好
处。

这两年，张成春先后考取了中医康
复理疗师和推拿师职业资格证书，经他
治疗康复的官兵已达 300 多人次。而
且，他对自己的看家本领也毫不吝啬，
卫生队士官张传在他的倾囊相授下，于
今年 6月考取了推拿师职业资格证书。
面对大家的褒奖，他总是腼腆地说：
“为战友摆脱病痛困扰，是我的责任，
更是我的荣幸！”

一句话颁奖辞：心中有责任，再小

的岗位也能绽放人生光芒。

“妙手”张成春
■杨孟德 王路加

近日，第74集团军某旅举行军

事体育运动会，官兵训练备战热情

高涨。训练场上，新兵许衡达（前

右）正向班长乐展康（前左）发起“翻

轮胎”挑战。“快！快！快！”在战友

们的加油呐喊下，许衡达铆足了劲

想超越对手，斗志十足。

（覃鹏路、叶津华摄影报道）

拼搏吧！
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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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咖秀

当下，正是全军贯彻落实中央军

委基层建设会议精神走深走实的关键

时期，上下依靠基层、建强基层的劲头

很足。不少机关干部反映，现在指导

基层、帮建基层的要求越来越高，以前

是机关给什么，基层就接什么；现在是

基层需要什么，机关就努力保障什

么。这是部队改革发展的必然。

从苏干事发现的问题看，机关发

放文体器材的效果虽然立竿见影，但

少了及时的后续指导帮带，其效果就

会大打折扣。

现实中，固然不能奢望配发一个文

体器材就搭配一个教练，但以目前的情

况看，基层是很难靠一己之力外请专业

人员前来辅导的。这件事对机关的一个

重要启示就是：要改变“喷壶浇灌湿叶不

湿根”的被动工作状态，加强主动服务意

识，既提供保障，又教授方法，打通为基

层帮难解困的“最后一百米”。

文体活动器材不能一发了之
■新疆军区某团政委 徐东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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