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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上等兵小张私下找我申
请调离有线班。问其原因，他言辞闪
烁，只说不愿意继续与班长共事。对
此，我感到十分诧异。

印象中，小张的班长带兵十分用
心，对小张更是关心。一次，我看见小
张的班长在缝补裤子，一问才知道裤子
是小张的。原来，小张初次接触爬杆训
练，经常磨破裤子，可他自己又不会缝，
班长看到后便主动为他缝补裤子。

这样一位爱兵的班长，却让小张

产生了反感甚至想远离他，究竟为什
么？一番调查后我了解到，原来不久
前的一次爬杆架线考核，小张因紧张
失误导致超时，遭到班长痛批。言语
间，班长无意伤害到了小张的自尊。
自那以后，小张一见到班长就绕道走。

连队的战士告诉我，小张的班长
带兵确实很尽心，就是有个缺点：批评
人言辞刻薄，有时甚至口无遮拦。

得知情况后，为了化解小张心中的
怨气，我特地找到他刚下连队时的照片

给他看：“你瞧，那时你还是个胖小伙，
没想到现在进步这么大，不仅练出了健
硕的身材，专业和体能也都突飞猛进，
你们班长可没少下功夫啊！”见小张看
着照片默默不语，我趁热打铁：“班长过
激的言语对你造成了伤害，这是他的不
对。但他的本意也是鞭策你不断进步，
可谓无心之失。希望你能和他好好谈
一谈，把事情说清楚，给彼此一个机
会。”小张犹豫着点了点头，答应了我。

紧接着我又找到小张的班长，将事

情的前前后后告诉了他。当得知自己因
为批评过激伤了战士的自尊，小张的班
长很是着急，希望能有弥补的机会，他向
我承诺会向小张道歉，努力化解两人矛
盾，也诚恳地答应我一定改掉自己“刀子
嘴”的毛病。

后来，虽然我不知道小张和班长
究竟聊了什么，但他们两人解开了心
结，又恢复了往昔的融洽。这件事对
我同样也是一种警示：良言一句三冬
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身为带兵人，我
是否也曾在批评战士时因言语不当让
人心生隔阂？批评是为了惩前毖后治
病救人，绝不能逞口舌之快伤人自尊。

言为心声，千万别以“为你好”的借
口对他人恶语相向，把“豆腐心”当成了
“刀子嘴”的托词。相反，若真想让官兵
把道理听进去，带兵人就得用好语言的
艺术，努力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黄 海、罗周清整理）

莫用“豆腐心”给“刀子嘴”开脱
■第74集团军某旅指挥保障连指导员 崔照亮

军事训练一级单位、先进基层党组
织、基层建设先进单位……今年初，在第
73集团军某旅表彰大会上，高炮一连独揽
多项“大奖”，一举摘掉了后进连队的帽
子。谈起连队的变化，官兵们都说这得归
功于指导员李照伟组建的“三支队伍”。

高炮一连的底子比较薄弱，长年在
旅里各项排名中垫底。2018年 6月，李
照伟担任该连指导员。上任伊始，他便
发现连队的气氛很不活跃，战士们一到
休息时间就躲在房间玩手机、打游戏，
官兵之间的交流也不多。

在接下来的调查中，他惊喜地发现
连队人才还真不少，懂音乐、会写作、善
演讲的差不多占了三分之一。摸清底
数后，组建“三支队伍”的计划便慢慢在
李照伟心里成形。

李照伟指定负责人，一边向机关申
请购置乐器经费，一边邀请专业人士指
导，连队的“新时代乐队”很快就成立

了。乐队成立以来，特别是在旅里几次
晚会上“惊艳”亮相后，大家的积极性高
涨，相互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也越来越多。

与此同时，李照伟亲自领衔的“连队
编辑部”也组织得风生水起，每月一期的
连队小报原汁原味地记录着官兵们的精
彩故事。“儿子，看到你在部队顺利成长，
我们感到十分欣慰，一定要加油！”从连
队邮寄的小报上，上等兵薛海权的父母
看到了儿子的故事，感到既高兴又欣慰，
他们不断鼓励薛海权好好干。
“理论学习小组”是连队的第三支

队伍，开展得同样有声有色。他们采取
“训练间隙聊一聊”“三五分钟交交心”
“一个游戏一堂课”“一个故事一道理”
等创新办法，第一时间传播党的创新理
论，及时为连队官兵答疑解惑。

经过不懈努力，“三支队伍”成了高
炮一连撬动基层建设的有力抓手，他们
的做法得到了旅里的表扬和推广。

“三支队伍”助力，后进帽子甩掉
■朱 强

“加上外出看病，这个月你已经出去
4次了，每次外出你到底干了些什么？”面
对班长的批评和质问，我感到万分委屈。
没想到，一向遵规守纪的我因为最近多出
去了几次，就成了连队的“重点人”。

我十分热爱弹吉他，但由于没有接
受过专业的培训，水平难有太大的提
高。这不，眼瞅着春节就快到了，我想在
旅里的“春晚”给大伙露两手，于是便有
了利用周末去外面上培训课的想法。

前两次请假外出培训都很顺利，我
的进步也很明显，但到了第 4次外出，令
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那天，课程才刚开始，班长就发来视
频通话邀请，本以为他有什么事和我说，
没想到接通后，他却让我汇报位置和在
外情况，最后还提醒我：“在外期间注意
遵守纪律，下午按时归队。”挂了视频通
话没过多久，排长又打来电话，问我在外

面一切可好。两个电话把我弄得一阵闹
心，当天的课上得心不在焉。

下午回到连队刚吃完晚饭，班长就
一脸严肃地对我说：“指导员有事找你，
去他房间一趟。”

我一头雾水敲开了指导员的房
门。指导员让我坐下，面对面和我拉起
了家常，问我最近有没有思想包袱，又
问有什么困难需要连队帮助解决的。
谈话快结束的时候，指导员突然话锋一
转：“你最近没什么事吧，为啥总请假外
出？”听到这话我才明白过来，原来最近
经常请假外出让我在连队干部骨干那
里“挂上了号”。

后来我才知道，不久前兄弟单位有
战士请假外出出了事，旅里传达通报时
要求各单位加强在外人员管控，特别是
经常外出的人员要重点关注。
“请假外出多几次，咋就成了‘重点

人’？如此‘贴标签’是对战士极大的不
信任……”恰逢机关组织问卷调查，我把
心中的疑惑全都倒了出来。没想到，机
关很快便对照条令条例给各单位下发了
《进一步规范在外人员管理的通知》，明
确要求不能随意给战士“贴标签”。

现在想想，我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应该主动如实报告请假外出的事由，免
得干部骨干不放心。心里的疙瘩解开
了，周末我又请假去上培训课，心情自然
放松不少，再也不用担心因为请假外出
次数多成为“重点人”了。

（姜雪伟、刘坤奇整理）

请假外出多几次，咋就成了“重点人”？
■西部战区陆军某旅二营六连下士 丁胜浩

春节前夕，第 73集团军某旅隆重
举办以“缘定陆航，钟爱一生”为主题的
集体婚礼，22 对新人在官兵们的热烈
掌声中走进婚姻殿堂。

该旅常年担负大项演训任务，许
多官兵一年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
外执行任务，很多人不得不一次次
推迟婚期。他们的婚姻幸福牵动着
父母亲友的心，也牵动着部队各级
领导的心。为此，该旅在春节前举
办集体婚礼，帮助推迟婚期的官兵
弥补遗憾。为把好事办好，他们指
定专人筹划婚礼内容，旅、营、连三
级联动，同步准备，让婚礼既庄重大
方又多彩浪漫。
“抛掷手捧花”“爱情宣誓”……婚

礼现场，一个个贴心的互动游戏，把现
场变成欢乐的海洋，红婚纱和绿军装
演绎出幸福动人的画面。飞行员杨毅
与马玲辉相恋多年并于去年 5月领证，

但由于与演训任务冲突，一直没能举
办婚礼。这次旅队特意邀请他们参加
集体婚礼，让夫妻俩深感暖心。

战鹰作证，22 对新人互诉衷肠。
“也许我给不了你轰轰烈烈的爱情、富
有阔绰的生活，但我有一颗忠贞不渝永
远爱你的心。”飞行员范福飞与爱人吴
育娴在战鹰下合影后的一番真情告白，
让新娘感动落泪：“你爱战鹰我爱你，从
今以后，我做你的僚机。”

该旅领导介绍，举办集体婚礼，有
效提升了军人家属的荣誉感、幸福感，
激发了官兵们备战打仗的热情，增进了
家人对军人的理解认同。婚礼现场，一
名母亲感动地说：“部队这么上心、用
心，把女儿交给女婿这样的军人，我一
百个放心！”

上图：喜结良缘的新人们相伴步

入婚礼现场。 李士龙摄

常年在外执行演训任务，许多官兵错过婚期。春节

将至，第73集团军某旅为这些官兵举办集体婚礼——

战鹰作证，22对新人情定军营
■本报记者 李怀坤 特约通讯员 石芝鹏

即便一早还要参加业务集训，然而
时过零点，第 77集团军某旅连长张骏仍
望着天花板辗转反侧，迟迟无法入眠。

熄灯前，张骏的妻子打来视频电
话，背景中穿着白大褂的医生身影，让
他一下子绷紧了神经：昨天下午，张骏 4
个月大的孩子突发高烧。好在只是病
毒性肠胃炎，经过医院治疗已无大碍，
妻子这才有空联系张骏。
“要是你能在身边，就好了。”妻子的

一句无心之言，恰好戳中了张骏最不愿
提及的往事——3年前，张骏刚与妻子结
束两地分居的生活，次年却因部队移防，
夫妻再次分居两地。

细细算来，张骏和妻子结婚 4 年
多，真正能陪在她身边的时光，只有
178 天，期间去了哪家餐厅、看了什么
电影，都被这个情感细腻的军人记录在
日记本里。
“去年春节休假回家，我推掉了所

有应酬，只为多一些时间陪她。”言语
间，张骏严肃的脸上，透露出平日里难
得一见的温柔。

同这座营盘里上千名两地分居的
军人夫妻相比，该旅保障部助理员刘存
宾无疑是幸运的。去年春节，他的妻子
辞去工作，随军来到了军营。

不过由于少了妻子的收入，刘存宾
明显感到家庭的经济压力骤然增加。
妻子多次提起要出去找工作，刘存宾都
没回应。这一天，他通过微信向妻子摊
了牌：坚决不同意她出去找工作。
“当初咱俩不是说好了？你安心调

养身体，我们争取把孩子要了。再说，
这里海拔这么高，哪有适合你的工作。”
按下“发送”键后几秒，他又补充了一段
话，“母亲做手术的钱我来凑，大不了我
把烟戒了。”

在刘存宾和妻子隔空夜话的同时，
某连指导员祁一帆刚刚送走了一名找

他谈心的战士。不久后，又一名战士推
门而入：他因无法回家过年，和父亲发
生了争执。

算下来，平均每天晚上，都有一到
两名战士找祁一帆谈心，其中聊的大部
分是恋爱困扰、家庭矛盾等烦心事。不
过也有例外——一天，一名新兵在谈心
时蹦出灰心丧气之语，让祁一帆揪起心
来，第二天一早就将情况报告给了旅心
理服务工作室。

这让祁一帆意识到，平日里铁骨铮
铮的战士，也会有脆弱的一面。而这些
情绪，常常在黑夜中悄然酝酿，需要有
人及时疏导。
“我熄灯后从不关门。”祁一帆告诉

记者，“或许就是敲门这样一个简单的
举动，会让战士失去倾诉的勇气。”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每次谈心中，
战士们所流露出的种种烦恼，也很容易
让这名年轻的军官联想到自己面临的

困扰。每当夜深人静时，祁一帆也经常
很难入睡。

近两年间，该旅军医韩雨春经
历了母亲病逝、考研落榜和婚恋受
挫。“就像是全部的不幸，都一股脑
砸在我的头上。”韩雨春言语间的表
情，同连队光荣榜上阳光帅气的他
判若两人——去年年底，他因工作
成绩突出，被旅里评为“优秀基层
干部”。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

三。”韩雨春笑了一下说，“要不是在夜
里，我或许不会跟你讲这些……但烦
恼归烦恼，第一位的是必须把工作干
好。”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部分人物

使用化名）

左上图：熄灯后，一名战士找到指

导员祁一帆吐露心声。 王 谭摄

夜 色 里 的 心 事
——“军营零点后”系列报道之三

■本报记者 李佳豪 特约通讯员 皇甫秉博

采写完这组稿件，记者的内心久久

不能平复——若不是一个突如其来的

想法，这些发生在零点后的故事，也许

不为人知；那些平凡的官兵，或许无法

走入我们的视线。

是啊，一个普通的夜晚是多么的

平凡。但是，每当夜幕降临、月上枝

头，有一种人必须出发；每当夜深人

静、灯火阑珊，有一种人必须守望；每

当星星都在困倦地眨眼，有一种人却

没有梦乡……他们就是坚守在岗位上

的共和国军人，是他们让边关醒着、让

钢枪醒着，让身后守护的亲人们安然

地睡着。

临近春节，记者奔走在夜色中的军

营，记录下军营中最平凡的一群人。透

过星光下的这些身影，我们不难发现那

些平凡而必须的坚守。

到基层，记录平凡的坚守
■李佳豪

带兵人手记

过 年 啦
春节前夕，新疆军区某红军团服务基层小分队深入

家属院，为家属们送上节日的祝福。

李仁锡、潘文璐摄影报道

一线直播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