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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

营连日志

新闻前哨

编余小议

潜 望 镜

凌晨的路灯人影、午夜的电脑荧

光、深夜的励志誓言……当战士们将

这引人关注和点赞的文字画面发到微

信朋友圈中，你会想到什么？

当数字化生存、网络化生活越来越

成为社会主流，军营里的很多日常也被

智能手机占据。大家习惯于隔屏相望、

线上交流、群里玩乐，“面对面”和“心贴

心”逐渐被“屏对屏”“键对键”取代。于

是，便有了朋友圈里暗含诉求的“晒”。

小小的手机屏，不仅照见了战士

的思想脉动，也会阻隔了官兵之间、上

下级之间的真诚沟通，于是出现了这

样的一幕幕：有心事不信战友信网友、

出问题不找组织找群主……所以，针

对朋友圈里的“一出好戏”，最该反思

的不是各种“晒”和“秀”的战士，而是

基层带兵人。

不要让手机屏隔断了真诚
■张 旭

翻山越岭，穿过泥泞，两辆载着军地
慰问人员的小车，经过 4个小时跋涉，从
繁华的香格里拉市区驶入偏僻的兴隆村
打芝坝大队。
“来啦，来啦！”随着人群里的一声高

呼，鞭炮声、锣鼓声响成一片。当海军陆
战队某旅机务中队副中队长夏学军的妻
子王国娇，接过丈夫所在部队和地方人
武部人员一起送来的喜报和军功章时，
高兴得合不拢嘴。
“路途再远，也要把喜报送过去，这

是官兵的期盼，也是让军人成为全社会
尊崇的职业落到实处的重要体现。”该旅
领导介绍，从去年 12月下旬开始，他们
结合年度立功受奖情况，开展以“宣扬典
型、激发荣誉”为主题的“立功喜报送回
家”活动，通过协调专人为立功官兵家庭
送去军功章和喜报，邀请优秀军人亲属
走进部队参加表彰仪式等活动，不断增
强军人军属荣誉感和归属感。

“部队把喜报都送过来了，家里来了
可多人啦，你在部队好好干，家里有我
呢，放心吧……”在被人群簇拥的家门
口，王国娇与丈夫进行手机视频通话，脸
上写满了幸福。

跨越千山万水，穿过大街小巷，9份
立功喜报带着部队亲切的问候和官兵的
期盼，飞赴7省份9座城市，总行程上万公
里。现场一幕幕场景让人感动不已——

在河南商丘，一条“祝贺尚洪彬同志
荣立三等功”的横幅穿街走巷，格外醒
目。村民们自发组织起锣鼓队，在村口
迎接立功喜报。组织科科长尚洪彬的父
亲捧着沉甸甸的奖章，激动地告诉周围
邻居和乡亲们：“这是咱娃的奖章，孩子
立了功，咱也跟着沾光，感谢部队呀！”

在安徽淮南，送喜报人员为作训参
谋陆士猛年迈的父母佩戴上印有“一人
立功，全家光荣”字样的绶带，两位老人
指着墙上的革命烈士证明书说道：“士猛

的太爷爷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牺
牲的，今天儿子立了功，这是我们当父母
的最大光荣！”

在湖南衡阳，上士欧文斌的父亲拿着
儿子的立功喜报，抚摸着那枚闪耀的军功
章，泪水湿润了眼眶：“感谢部队的培养！”
前来道贺的乡亲们也纷纷竖起大拇指称
赞：“欧文斌好样的！”“当兵就是光荣！”
“把军人的荣誉实实在在捧在了手

上，这份荣耀胜过千言万语，是无法用金
钱衡量的。”临别前，香格里拉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的领导紧紧握着送喜报人员的
双手，感慨万千。
“每一份喜报和奖章背后都是官兵

立足本职、精武强能的先进事迹，是军人
家属无悔付出、默默奉献的感人故事。”
参与送喜报的副教导员何英武说，喜报
奖章送到家，凝聚起的是官兵矢志强军、
岗位建功的强大正能量，也让一个个“光
荣之家”更加光彩夺目。

“路途再远，也要把喜报送过去”
■傅原野 张 磊

1月上旬，新疆军区某团榴炮一连连长耿非的女儿耿雨涵放假回家第一

天，就完成了老师布置的第一份寒假作业——给爸爸洗一次脚。看着渐渐长

大懂事的女儿，刚刚回到家的耿非满身疲倦顿时全无。 周凯威摄影报道

“年度××人物投票”“十佳××评
选”……为扩大表彰褒扬先进的影响范
围，让更多人参与其中，有的单位把评
选活动从线下搬到了线上。然而由此
引发的一些不正当的拉票行为，却使评
选活动人物不彰、事迹不显，最后沦为
单纯的流量和人头的比拼。

有的对参评对象根本不了解，投几
号、投几次只是完成“规定动作”；有的

大举转发、四处求人，发动一切关系进
行刷票；有的甚至想到要自掏腰包，通
过“技术手段”来增加流量……而且，很
多基层官兵反映，所在单位过度关注推
荐人选得票多少，向营连摊派任务，要
求定时上报拉票成绩。各营连如果完
不成指标，还会被通报批评。

想为推荐人选加油助力的心情可
以理解，但这种拉票行为和现象却令人

警惕和反思，如不加以纠正，势必会对
基层风气产生负面影响。在此，郝小兵
建议要科学组织评选活动，充分发挥组
织功能，采取恰当的方式，不能完全交
由网络票决，被所谓的人气和排名遮住
双眼、破坏公允。毕竟，军营先进人物
评选，不同于一般的社会选秀。

文/顼 洋、周 强

图/吴奕照、吴梓豪

评选先进岂能网络票决

1月初，在新疆军区某旅安全工作
讲评会上，当旅领导将“安全管理先进
单位”的流动红旗颁发给火箭炮二营
时，教导员申增强感慨良多。
“年初出事，白干一年；年尾出事，

一年白干。”曾经是该旅不少官兵的口
头禅。这几年，旅里始终将安全工作
摆在重要位置，每周进行安全管理检
查，每季度组织安全工作讲评，全旅安
全管理水平稳步提升，定期颁发的流

动红旗更是成为了各营紧盯的一个重
要指标。

可就在上个月，一名干部带车在外
拉水途中与地方车辆发生剐蹭，申增强
接到电话，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他一
边询问相关状况，一边急忙赶到现场。
后来，虽然经过相关机构认定责任在地
方车辆身上，但申教导员的心还是放不
下来：马上就要进行安全讲评，这下流
动红旗铁定是要“打水漂”了。

“按往常来说，单位出了安全问题，
不管责任如何划分，都没有资格参评
‘先进单位’。”“二营这个季度总评第一
名，问题责任也不在我方，这面流动红
旗为何不能颁给他们？”讲评准备会上，
大家各执一词。这面红旗到底该不该
给二营？负责安全工作考评的部队管
理科科长孙富国心里也没底。
“出现问题如果不分情况、不分性

质搞‘一票否决’，必然会挫伤大家干
事创业的积极性。”旅领导得知情况后
当即表态：这面红旗不但要颁发，由于
驾驶员应急处理得当，还应该表扬！
听到这样的肯定，申教导员的心终于
放了下来：“旅机关实事求是、奖罚分
明、容纠有度，使官兵干事创业没了顾
虑，在新年度工作中我一定要甩开膀
子加油干。”

争议：“流动红旗”该不该给二营
■赵新宇 陈大洲

“太激动了，感觉心里暖暖的。”去
年 12月下旬，第 80集团军某旅士官张
连刚从军需营房科拿到公寓房钥匙，难
掩内心的喜悦。这个春节，新婚妻子来
队，就能拎包入住家电家具一应俱全的
团圆房。

家属来队拎包即住、医疗保障深
入一线、连队 24 小时热水供应、军营
超市货全价优……让官兵们喜出望
外的暖心事远不仅有这些。该旅领
导介绍，为破解新组建单位基层现实
困难和历史遗留难题，他们紧紧抓住

与官兵切身利益关联最紧密的方面，
开展“住基层、摸实情、解难题、送温
暖”活动，实施涉及军营文化、安全防
护、慰问救助、后院后代、军地联谊、
官兵健康、营房建设等内容的“暖心
惠兵十项工程”。

旅党委机关先后组织 5 批 210 人
次下基层蹲点调研，综合反馈的信
息，拉单列项建立台账，归口分类逐
一挂单销号解决，有效杜绝了以往机
关各科室互相“踢皮球”现象的发
生。与此同时，他们还通过开通网上

信箱、公布热线电话等形式接受官兵
监督，倒逼机关为兵解难的办事效率
不断提高。不久前，通信值勤连战士
张晨阳家里因土地纠纷，权益受到侵
害，保卫科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积
极协调当地有关部门查明真相，妥善
解决，使其能够安心在部队服役。

暖心事项件件得到解决，官兵练
兵备战热情不断高涨。前不久，在该
旅组织的冬季适应性训练中，官兵们
在严寒冰雪中锤炼走、打、吃、住、藏的
能力，圆满完成训练任务。

建立台账，“十项工程”皆落实
■刘含钰 刘 颖

“感谢单位批准半天假让我参加家
长会，能够更好地关心孩子的成长。”1
月初，刚刚参加完家长会的武警湖南总
队机动支队四级警士长曹荣，看着女儿
这学期获得的奖状，赶忙在朋友圈里
“晒幸福”。记者了解到，在该支队，如
今像曹荣一样能够抽出专门时间参加
家长会的官兵越来越多，这得益于支队
党委出台的“为官兵办好十类实事”的
暖心举措。

该支队驻地远离市区，官兵子女每天
都要到数十公里外的学校上学，虽然有校
车接送，但孩子的成长和学习还是缺少家

长陪伴。“以往每次开家长会都是他妈妈
参加，我在正课时间又不好请假，久而久
之，孩子就和我疏远了。”在一次官兵恳谈
会上，曹荣将问题反映到了支队机关。
“涉及军人家庭问题，直接影响官兵

的思想稳定和部队的凝聚力、战斗力，不
能视而不见。”支队党委领导了解情况
后，当即责成机关科室，在收集官兵实际
困难和意见建议的基础上，承诺为官兵
办好包括保证休假权利、改善生活条件、
丰富文体活动、搞好法律援助、精准帮难
解困、抓好暖心工程在内的“十类实
事”。其中，“推行驻地已婚干部士官子

女生日及家长会当天在无重大任务的情
况下准假半天”的人性化举措备受欢迎。

为了不让官兵因身边的小事分心，
他们专门明确机关各部门办事时限，及
时在机关楼、饭堂等显著位置的大屏
幕、公示栏上公布进展情况，确保每件
小事既快办又办好。

党委倾心服务，官兵心无旁骛。前
不久，刚刚在总队“四会”政治教员比武
中取得好成绩的某中队指导员谢彦文
兴奋地说：“正是平时少了生活琐事的
烦恼，才得以专心参加比武，下一步还
要继续努力，争取更大的荣誉。”

倾听呼声，“十类实事”暖兵心
■张宇驰 本报特约记者 杨 韬

“我完成了第一份寒假作业！”

强化仪式感·激励新作为

一双磨破的手套、一把钳子、一小
捆铁丝，配上一句“劳动让我快乐！”刚
刚整理完库房物资回到宿舍，第 81集
团军某旅电子对抗连战士小李的第一
件事就是发朋友圈，引来连队干部骨
干点赞和表扬。

可没过多久，身边的战友就发现
了异样，开始议论纷纷。“肖班长，小李
今天也没干多少活啊，怎么在你的朋
友圈里‘晒勤奋’呢”“他这样发状态就
是为了让领导看见”“只是在别人休息
时候干了点儿活，发个朋友圈也不至
于屏蔽我们嘛”……原来，小李发的这
条朋友圈状态，很多战友在自己的微
信上都看不到。
“你这样发状态既违反了规定，又

不利于团结……”在肖班长的劝说下，
小李不情愿地删掉了这条朋友圈状态。

细查得知，小李平常发微信朋友
圈，总会设置不同人可见，一条动态给
谁看、不给谁看，里面都有他的“小九
九”。“朋友圈里还有这样一出好戏？”得
知情况后，指导员张博觉得有必要组织
官兵开展一次关于“晒朋友圈”的讨论。
“明明看书睡着了，却发‘理论的

味道是甜的’”“熄灯后举了几下哑铃
就去吃泡面了，却发‘唯健身与健康不
可辜负’”……讨论一开场，官兵们就
你一言我一语争着揭开朋友圈里的
“伪装”和“套路”。

锣鼓听声，听话听音。从大家的

发言里，张博渐渐听出了门道：有的官
兵煞有介事地晒这晒那，无非是担心
自己的努力和进步不被他人知道，只
想着把工作干在朋友圈里，变相显示
突出自己；有的刻意给自己营造一个
或志存高远、或积极上进、或敬业奉
献、或团结友爱的“人设”，通过朋友圈
的“口口相传”，树立起一个好口碑；也
有个别人每逢评功评奖的关键时刻，
就通过“晒工作”“晒表现”“晒心声”，
向组织和领导暗示邀功……
“朋友圈是一个公共舆论场，身

为军人要在遵守保密规定的前提下
谨言慎发、实话实说，不要明修栈道、
暗度陈仓地表达自己的功利心。此

外，还要照顾观者感受，用客观适度
的方式展现自己。”在分享完自己的
看法后，张博推心置腹地对官兵进行
了教育引导。事后，他又组织大家效
仿网上流行的“军营换装秀”形式，为
那些实实在在辛勤付出的优秀战士
拍了一组小视频，在休息时间循环展
播，树立起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
干事的鲜明导向。
“真成绩”获取“真点赞”，“真感

情”表达“真关注”，“真努力”拥抱“真
幸福”。张博发现，连队官兵的朋友圈
慢慢有了新改变。小李也主动找到肖
班长道歉，并表示要把心思用在工作
上，让实打实的成绩来说话。

朋友圈里的“一出好戏”
■江雨春 本报实习记者 张 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