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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兵人手记

Mark军营

士兵日记

潜望镜

微议录

部队的纪律、连队的好传统必

须遵守，战士们淳朴的心同样需要

我们带兵人用心呵护。“李向群连”

的干部骨干，既坚定维护着纪律和规

矩的严肃性，防微杜渐，不坏规矩，

更小心呵护着连队战士可贵的纯真

感情，想方设法维护团结。不约而同

“聚”到一起的7包茶叶，再次擦亮了

“李向群连”的精神底色，体现了英模

连队的精神内核。

由此想到，作为基层带兵人，我们

既要做事出于公心，一身正气，更要从

内心深处形成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在

模范遵守制度规矩前提下，把更多关心

关爱送到战士心坎上，以情带兵，创新

方法，真正做到“法”与“理”统一、“严”

与“爱”相济，增强官兵凝聚力，提升单

位战斗力。

用公心爱心对待战士的一片好心
■第75集团军某旅政委 唐西明

互联网邮箱：jbjccz@126.com

强军网网盘：jbjccz

“教导员，我们把钱寄给龙国豪的
舅舅了！”前两天，接到旅里下士张付鑫
打来的电话，我心头压着的一块石头落
了地。

这到底咋回事？一切都要从 7包
茶叶说起。

有一天，连队上等兵龙国豪的舅舅
来连队看他。当天，我正巧到机关办事，
回到连队已是晚上 10点多钟。洗漱完
准备就寝时，小龙敲开了我的房门。当
时的我，还是“李向群连”指导员。

闲聊几句后，龙国豪突然从口袋
里掏出 1包简装茶叶，小心翼翼地放在
了桌上：“指导员，这是我舅舅带来的
老家自产茶叶，请您尝尝！”说完，转身
就要走。
“小龙，你有事直说，部队的规矩传

统可不能破……”我急忙叫住他。
“指导员，我真的没有其他意思……”

小龙脸憋得通红，不断重复着这句话，
双手不知所措地卷着上衣下摆。
“那咱们一起把茶叶放到会议室，

算是捐给了连队，你看这样好不好？”我
看小龙委屈得快要哭了，无奈想了这样
一个折中的办法。小龙这才点点头，和
我一起来到会议室。

然而，当我打开会议室茶几柜门
时，却吃惊地发现：里面整整齐齐摆放
着6包茶叶。
“这是你放的么？”面对我的询问，

小龙摇摇头。夜深了，我让小龙先回去
休息，脑海中却满是疑惑——这 6包茶
叶到底是谁放的？

第二天一早，我找来连队骨干了解
情况，这才知道，原来，小龙的舅舅在福
建老家有一个茶厂，这次带了一箱自家
产的茶叶来。舅舅走后，小龙就将茶叶
分给了排里的战友，还给连长和我各送
来一包。
“我怕小龙觉得没面子，伤他的

心，推辞再三才无奈收下了。”小龙的

班长胡守军解释说，想到连队是荣誉
单位，来访人多，就将茶叶放在了会议
室茶几柜里。

作为“李向群连”的一员，连队一直
有“一点便宜不占、一件出格的事不办”
的好传统。所以，连长外加排里 5名在
位的班长、副班长，每人 1包共 6 包茶
叶，6人当晚都不约而同将茶叶放到了
茶几柜里。

没想到，那天晚上后，小龙像遭受
到挫折打击一样，变得沉默寡言，昔日
的笑容不见了。

又一个周末来临，齐人高的桂花树
旁，我追上了一个人在营区里跑步的龙
国豪。

夕阳的金色余晖洒满营区，我和小
龙绕着营区走了一圈又一圈。“你的心
意大家领了，你送不送，其实大家对你
都是一个样……”终于，小龙的心结解
开了。

接下来，我又以“规矩与人情”为
题，给连队上了一堂课，教育大家要珍
视连队荣誉，树立靠实绩进步的思想。

课后，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明白了
一个道理：作为英雄连队的一员，每个
人都要时刻严守部队规矩，传承优良传
统，爱军精武强能，这就是对组织和战
友最好的回报！
“部队规矩要遵守，连队传统不能

丢，战士的爱心要呵护，这 7包茶叶我
们不能白收！”事后，连务会上，大家意
见统一，决定将 7 包茶叶以现金的方
式，悄悄还给小龙的舅舅。

如今，小龙的精神状态换了个样，
内务标准提升快、体能训练站排头、训
练成绩也从连队中游水平进入先进行
列，并多次荣登连队“龙虎榜”。我离开
连队那天，满是热泪的小龙，目送我很
久很久。这之后，每当有一点进步，他
都会给我打个电话报喜。

风气是一个单位的“元气”。这件
事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总在告诫和激励
着我：一定要做一名既守规矩又讲方法
且有爱心的带兵人。
（本报记者陈典宏、通讯员成晓勇、

杨元庆整理）

7包茶叶里的“法”与“情”
■第75集团军某旅教导队教导员 李 海

今天，我到机关领取文件资料，虽
是不同部门下发的 2 份文件和 1 份资
料，但我在值班室一次就都拿到了。

自从担任文书以来，我就有一个烦
心事：每天老往机关跑。主要是去领取
机关各部门下发的通知、文件、资料、物品
等，多的时候一天得跑六七趟。

每次接到机关的电话，我都得紧赶
慢赶，要是错过领取时间，负责的干部很
可能就不在办公室，这意味着又得多跑
一趟。就这样，我几乎每天都陷于营连
到机关的折返跑中，费时费力，白天没时

间干工作，只能晚上熬夜加班。
“这些问题还是出在机关的工作

统筹上。”前不久，我们的糟心事引起
了在连里蹲点的团领导注意。办公会
上，此事被摆上桌面。经过研究，团里
决定从改变上传下达的方式入手，减
轻基层负担。
“机关各部门需要下发的各类文

件、物品，除对时间有特别要求的外，统
一交机关值班室，由值班室负责发放；
各营连每天 16时派人到值班室领取文
件，机关部门 16 时以后交到值班室的

文件，可在第二天领取。”同时，按“急事
急办、要事专办”原则，仔细检查机关要
求基层取送的文件，防止在工作时限要
求上随意加码，从制度上保证了文书一
天最多只跑一趟机关。

机关加强工作统筹，减负取得实效。
团里还由此举一反三，推出多个会议合并
召开、多个检查一次进行、多次派车一次
审批等减负举措，使基层官兵从无谓的
事务中解脱出来，把更多时间精力用在
练兵备战上。
（代 翔、本报记者张 放整理）

到机关办事，不再多跑腿
■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团一营文书 廖 琦

电话再次响起，三营营长王树刚还
是没有接。连续拨打三个电话未接后，
教导队队长许路急火火地出现在王树
刚的办公室门口。两人当面商量，依旧
争执不下，只为一个名叫黄达伟的兵。

黄达伟何许人也？集团军教练员
比武第二名、战区陆军“五会”教练员标
兵，组训管理样样精通，堪称全旅最优
秀的教练班长。

虽然人在教导队工作，可在编制
上，黄达伟却始终是三营指挥保障连
指控班班长。王树刚担任教导队队长
时，联系最频繁的单位就是三营，通过
连续短期借调，把黄达伟长期留在自
己身边。

不久前，王树刚被调整为三营营
长，黄达伟也暂时归队了。走马上任没
几天，他就从官兵口中了解到，黄达伟在
连队的作用太大了！他不仅能够独立组

织指控专业的难点课目训练，还担任过
大项演习中的营指挥车车长。10年间，
全营每一次实弹射击的诸元，都要经他
核查把关。
“教导队即将迎来新年度预提指挥士

官集训，人手紧缺，再把黄达伟借给我们
一段时间？”许路接替王树刚担任教导队
队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王营长借人。
没想到，王树刚一口回绝，“不是我不放
人，是营连训练实在缺不了他啊！”

挂了电话，许路仍不死心，隔了一
顿饭工夫，便又开始给王树刚打电话。
对此，王树刚颇有感触：“我当教导队队
长那会儿，特别不理解为啥借个人这么
难；走上三营营长岗位，才明白当时老
营长的苦衷。”

对于这件事，许路虽然心中窝火，但
也很理解王树刚的选择：“这名战士不管
是借，还是不借，都是为了工作能够更好
地开展。”根据往年惯例，许路早已将黄达
伟纳入新年度集训的骨干队伍中，训练
计划也早已报请机关审批通过。人没借
来，让许路措手不及，也引起旅领导关注。

了解情况后，他们发现这种现象并
非个例。为在比武中取得好成绩，不少
营连都会私下做工作，通过阻止训练尖
子外流来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
“教导队是全旅的承训单位，教学

能力好坏直接关系到未来士官队伍的
强弱，必须为他们选强配齐教学骨干！”
议训会上，王树刚第一个发言。

深入剖析，该旅领导发现这件事从
根子上看，其实是人才分配的问题。“淘
出金子，还要把金子放在最能发光的
地方。一定要让优秀的人才到最适合
的岗位，发挥最大效能！”他们迅即给教
导队配备了一批专业技术过硬、管理经
验丰富的士官。在其它岗位上，他们统
筹调配，尽力做到人尽其才。

有素质过硬的教练班长把关定向、
倾囊相授，未来必然会带出一批胜战精
兵。在前不久的士官参谋竞选中，黄达
伟凭借出色表现顺利晋升为士官侦察
参谋，而他所带出的一批“高徒”也在全
旅不同岗位上发挥着“种子”和“酵母”
作用。

一名教练班长的“争夺战”
■本报记者 宋子洵 通讯员 刘星楠

最美的遇见

1月13日，第75集团军举办第三届“十大南疆先锋”颁奖典礼，上千名部队官兵及家属和驻地领导来到颁奖现场，共

同见证荣耀时刻。图为该部某炮兵营营长张国强携妻子孩子一同登台领奖。 张正举摄

1月13日 星期一 晴

小 咖 秀

临近春节，人在旅途，只为了团圆

欢聚。来来往往的人潮中，有一种与

军人相关的遇见也在悄悄上演——

当老兵见到新兵，当女儿看到父亲，

当军人遇到群众，无论是共赴约定，

还是久别重逢，抑或邂逅寒暄，总能

带给人别样的温暖。在这个冬季，

在军人出现的地方，那一抹绿色，宛

如春天。

图①：“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老
兵李延年专程来到广西革命纪念馆，

为武警南宁支队400余名新兵讲述红

色历史故事。

图②：第83集团军某旅干部朱琨
的女儿对久未谋面、刚刚荣获“利箭

标兵”奖章的父亲敬礼，嘴里却说：

“哼，原谅你了！”

图③：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二支
队官兵在重庆北站为过往的旅客提供

帮助。

董亚涛、唐志勇、胡瑞智摄

梁 晨制图

浓眉大眼、文质彬彬、出口成章……
乍一看，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某中队
中队长洪彰有些书生气。可提起他来，
中队官兵却说：“人不可貌相，洪队长带
兵厉害着呢。”

一次，新兵郑钰彬学投爆震弹，因
为身体不协调，只能投到别人的一半远
就到极限了。“关键是臂力不够！”洪彰
带着他打羽毛球、对照健身软件练力
量，不到 3个月，郑钰彬就把爆震弹投
过了及格线，而且还成了“肌肉男”。在
洪彰的推荐下，他作为列兵代表参加大
队器械比武，力拔头筹。

洪彰爱琢磨事，尤其是打仗的
事。中队担负守卫任务，他每天没事
就在目标区域转悠，一有空就拉着班
长骨干讨论，“后山灌木丛生，有人潜
入怎么处置”“重车冲闯大门如何应
对”……战士们被他说得脑洞大开，反
复推演下来，总结出不少有用、管用的
执勤案例和制敌招法。不久前，洪彰
参加总队分队指挥员比武一举夺魁，
由他牵头制定的出动流程、携装方法，
将应急班反应速度提升近 20%，相关经
验在全总队推广。

洪彰抓军事训练有招法，做思想工
作也在行。一次，一些老兵因临近退伍
在体能训练中偷懒。洪彰发现了啥也
没说，带着大家观看上甘岭战役的纪录
片。“我方阵地被炮弹削低了两米，我军

没有后撤一步，击退了敌人 900多次冲
锋。你们这还没脱军装呢，就开始向后
转了？”他话不多，却分量很重。才下课
堂，他就带头穿上了越野装具，“谁跟我
再跑一趟？”话音刚落，身后齐刷刷站满
了老兵。

既会言传，更懂身教。官兵们说，
跟着洪彰这样的带兵人干事创业，就像
踩着时代的鼓点奔跑，既帅又潮。去年
10月，洪彰参加武警部队“四会”政治教
员比武，不仅成为 200多名参赛选手中
唯一的军事主官，还捧回了“十佳政治
教员”奖杯。

一句话颁奖辞：在你身上，我们看

到了一名新时代基层带兵人的追求与

担当、帅气与朝气。

这个中队长，带兵有一套
■本报特约记者 许 东 通讯员 林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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