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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长方阵

带兵人手记

Mark军营

微议录

第 73集团军某旅四营中士岳振昭
最近遭遇了一个“幸福的烦恼”。

上个月初，旅机关下发通知评选
“练兵备战先进个人”，经过层层选拔推
荐，军事素质过硬、在去年集团军比武
考核中夺冠的岳振昭顺利入围。

没过两天，机关再次下发通知要求
每名候选人在当天上交个人事迹材料
和一张训练照片。岳振昭不敢怠慢，把
自己一年来取得的成绩一五一十写进
材料，并就近在营区拍了一张跑步训练
的照片。

结果材料交上去第二天，机关刘参
谋打来电话，说他的事迹材料过于简
单、个人照片没能体现岗位专业特点，
要求重新上交，并强调事迹要详实、内
容要丰富，字数不能少于500字。
“‘先进’是用实力干出来的，又不

是材料写出来的，咋这么折腾！”无奈之
下，他只好请擅长摄影的战友小张帮忙
拍了一张在装甲车内训练的照片。同
时，与文笔较好的排长王杰伟一起熬夜
加班润色事迹材料。
“该同志训练刻苦，作风过硬，时刻

带领全班冲锋在前……”王排长和岳振
昭推敲了一晚上，一份内容详实的事迹
材料新鲜出炉。没承想，刚上交就又被
打回来了，原因是事迹材料的“材料味”
太浓。
“唉！评个先进咋就这么麻烦呢？”

对着还要修改的事迹材料，岳振昭长叹
一口气。

无独有偶，该营火力连中士夏涛也
遭遇了这样的烦心事。因为去年宣传报
道工作成绩突出，他被评为“旅新闻舆论
工作先进个人”。他本想拿到奖状证书
后寄回家让家人分享喜悦，但没想到旅
机关只通过文电系统下发了表彰通令。
“评选时准备了个人事迹、上稿统

计、稿件明细等一大堆材料，评上了就
只有文电里一行字。说实在的，心里还
是挺失落的。”夏涛坦言，“表彰越来越
多样，程序越来越繁琐，但对结果越来
越随意。”
“评先项目越来越多，但官兵们的

积极性却越来越低！”年初那段时间，营
部文书史进陆续收到了各种评优评先
通知，名目有：通信保障先进个人、军械
技术能手、卫勤之星、优秀炊事员、红旗

驾驶员等。
转发通知要求后，史进却发现主动

报名参评的官兵并不多，有的奖项无人
问津。进一步了解后，他才知道，原来
不少官兵觉得这种“你好我好大家好”
的表彰就算评上也没多大意义，还要费
很多精力填报修改事迹材料，甚至有人
表示“宁可不评，也不想折腾”。

官兵们的议论很快传到了教导员傅

明磊耳朵里。随后，他进行了一番调查，
并在第一季度机关基层双向恳谈会上反
映了官兵们的心声，引起了旅首长的高
度重视，并要求有关部门对照整改。

终于，在春节前，岳振昭披上了“练
兵备战先进个人”的绶带，夏涛领到了机
关补发的“旅新闻舆论工作先进个人”证
书，同时史进也收到了关于征求表彰奖
励实施方案意见建议的通知……

评优评先竟成了“幸福的烦恼”
■王路加 王梦圆

潜望镜

谢 岩绘

表彰先进，树立榜样，鞭策后

进，激发官兵干事创业、再立新功

的激情干劲，是开展评优评先活动

的初衷本意，也是让官兵感到幸福

和有成就感的好事。但有些单位在

开展相关工作时变了味：评选前名

目繁多，评选时程序冗杂，评选后

草草收场……

如此评选，不仅给热情满满的官

兵们泼了一盆冷水，还耗费了基层大

量精力。当“幸福”变成“烦恼”，表彰

的作用也大打折扣，大大影响了官兵

们的获得感。

其实，要避免这种尴尬并不难。

严格标准，规范程序，奖在其功，彰在

其时。同时，各级机关在开展工作过

程中多注重官兵的“用户体验”，筹划

工作时多站在官兵的角度想一想、多

听一听官兵的声音，多思考一下如何

才能有助于官兵成长成才。让官兵少

一些工作之外的麻烦事，多一些干事

创业的获得感。

烦恼事少一点，获得感多一点
■第73集团军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张 谦

“导弹装填专业训练尖子：王云
贺！”看着他变成“兵状元”，我很是
欣慰。

王云贺是大家公认的“机灵鬼”，一
有时间，就抱着训练手册研究，琢磨出
新点子后很乐于宣扬，但与他人意见相
左时总要争论几句。

去年复训补训期间，王云贺不按规
程操作，班长李永昆见状立即叫停训
练，批评他这种行为易造成装备故障，
加快装备损耗。结果，王云贺不以为
然，还振振有词地说：“按我这样做，速
度快，你的方法太老套了。”

两人一时争论不下，最后决定“PK”
分胜负，结果王云贺率先完成操作。然
而，在场人员对他并不认同，理由与班

长如出一辙。
明明胜出却被否定，王云贺此后变

得敏感多疑，觉得大家有意针对他，于
是浑身带“刺”，十分不合群。期间，李
永昆几次找他谈心但都无效，这才向我
汇报。
“王云贺脑瓜灵活、专业技能突出，

加以引导，进步空间会很大。”理清来龙
去脉后，我让李永昆配合做好王云贺的
教育引导工作。

恰逢装备厂家派人来更新装备系
统软件，我决定借此机会让王云贺与李
永昆再度“约战”，由厂家专家担任评
委。较量结束后，专家指出王云贺的操
作流程简洁高效，但存在隐患，于是现
场进行指导，帮助改进训法。“升级版”

训法既可靠又高效，让王云贺心服口
服。

我趁热打铁找王云贺谈心，告诉他
大家关于训练的争论都是对事不对
人。想创新是好事，但也应该广泛听取
建议，集思广益。此后，我有意为他搭
建舞台，让他担任专业课目示范小教
员，传授训练心得和方法。状态陡升的
王云贺积极研训苦练，在近期训练尖子
比武中一举夺魁。

白璧微瑕，但瑕不掩瑜。要用欣赏
的眼光看待战士成长，发现他们的优点
长处，给予肯定和引导，激发他们的积
极性和创造力。拭去浮尘，让每一颗
“金子”都发光。

(孙佳兴、单俊鹏整理）

这个“机灵鬼”，总是爱争论
■第79集团军某旅指导员 高凌和

营连日志

来到汽车驾驶员培训队快一个月
了，回想获得学习名额的过程，我满是
感慨。

去年 12 月初，我参加了汽车驾驶
员送训考核，结果因为引体向上不及格
遗憾出局。“景超对汽车那么在行，这次
落选可惜了。”听到战友的议论，我心里
很不是滋味。

入伍前，我就对车辆驾驶维修极感
兴趣，不仅考取了驾照，还在汽修厂工
作过，积累了不少经验。来到部队后，
我渴望成为一名优秀汽车驾驶员。

年初，机关又下发了汽车驾驶员送
训考核通知，我既开心又纠结。
“想啥呢？整天愁眉苦脸的。”副

班长韦豪佳见我总是忧心忡忡，忍不
住问道。
“又要进行汽车驾驶员送训考核

了，我怕因为上次失利，连队对我失望
不会推荐我参考了……”

话还没说完，副班长打断我：“有发
展特长的机会就应该努力争取。与其
在这瞎想，不如直接找连长谈谈。”

晚饭后，我找到连长，壮着胆子

说出心中的顾虑：“连长，我上次参
加送训考核没合格，这次还有机会参
考吗？”
“景超，连队不会‘一棒子打死’。

这周体能考核，你成绩提升很大，我们
都看在眼里。连队这次还是会推荐你
参考。不要想太多，先把自身素质练过
硬，别辜负连队对你的期待。”

连长的话给了我莫大鼓励，抛开
心中顾虑，我开始加紧训练，弥补短
板。每天早操三组器械训练，体能训
练后再自我加训，午饭晚饭前 15分钟
进行专项测试……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终于将引体向上练到良好水平，其
他各项成绩也稳步提升。考核当天，
我顺利通过考核，拿到了合格证。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平时打
好基础，关键时刻才能抓住机会，患得
患失没有用，一切都要靠实力说话。

（赵 超、罗周清整理）

抓住机会还得靠实力
■南部战区陆军某旅上等兵 景 超

士兵日记 2月3日 星期一 晴

两年前，我从大学生士兵提干成
为排长。凭着对基层熟悉，我干工作
得心应手，本以为能轻松点了，没承想
碰上一个“多事”的教导员。

一天，教导员张建卫突然把我叫
到办公室，递给我一本炮兵射击指挥
习题集，说：“这周把所有习题做完，周
末交给我。”

又不是学生还要做课后作业！虽
然很不情愿，但我还是每天熬夜加班，
按时上交了作业。
“作业精度这么低，指挥火炮射击

怎么能打准？重做一遍，下周末再交
给我！”一周的“点灯熬油”却只换来一
顿批评，再说指挥火炮射击也轮不到
我这个排长啊。

没想到这只是个开始，接下来几
周我因达不到要求而不停返工。终

于，我把作业精度提升至优秀标准，甚
至不少结果与标准答案分毫不差。教
导员终于满意了，但紧接着他又安排
了新任务：“组织一个观察所战斗行动
课目示范，一周后验收。”

完成一个任务，教导员就会安排
下一个任务——体能考核达到优秀、
制作教学课件、学习摄影摄像和视频
剪辑……就这样，我每天辗转于训练
场、学习室、电脑房……休息时间手里
的手机也渐渐被习题册、教案本、摄像
机、哑铃等取代。

我的排长生活在教导员的安排中
“马不停蹄”，这让我心里产生很多抱
怨，但去年的一次经历让我开始理解
教导员的“多事”。

当时全营组织炮兵实弹射击考
核，本来连长负责全连射击指挥，但他
突然收到家属临产消息，一时间左右
为难。没想到教导员主动帮连长请了
假，让他赶紧回家。“那谁来指挥实弹
射击？”教导员说让我指挥。

“这可不行啊！”得知消息，我一下
就“怂”了。
“你行！”教导员没多说话，只让我

好好准备。
我赶紧利用一切能利用的时间侦

察地形、整理数据、练习口令，为即将
到来的考核做准备。
“五炮一发放！”考核开始，我紧张

地下达试射口令。
炮弹落地，首发“进圈”！这让我

信心大增。“表尺??，向左??……”我
进入状态，下达口令越发自信。

硝烟散去，连队圆满完成实弹射
击考核，我也因以排长身份出色完成
指挥任务而声名大噪。

这次成功挑战“不可能”要感谢教
导员的“多事”，让我在各种棘手任务
中打牢基础、磨练韧劲。

教导员的任务仍旧一个接一个，
我的日子始终“不太好过”，但辛苦正
沉淀成才干，付出正收获着成绩。谢
谢你，“多事”的教导员！

谢谢你，“多事”的教导员！
■第82集团军某旅榴炮二连排长 周 强

有压力，肩膀才会更有力；有“逼
迫”，工作才会有突破。平时多给官兵
压担子，关键时刻他们才能挑担子。

初任排长时，我觉得只要把官兵
关系处好，就能凝聚战斗力。于是我
专注在嘘寒问暖、关怀照顾方面，结果
全排和和气气，但任务面前无人敢上，
重要时刻也没人能顶。

一次体能考核，我们排因成绩不

佳拖了全连后腿，连里要求我们排进
行整顿。没想到重压之下，大家一改
懒散状态，针对自己弱项猛练。不到
一个月，我们就打了翻身仗。这件事
给了我很深的触动。如果带兵人只会
嘘寒问暖，让战士们过得舒舒服服，但
他们的成长却在“原地踏步”甚至不进
反退，那就是失职。

成为教导员后，我更深知自己肩
负着培育人才的责任。为了让官兵们
能更好地成长，我经常给他们安排任
务、压压担子，敦促他们学习提升，激
发他们的潜能和动力。

其实，营里有不少官兵因此对我
有颇多抱怨和误解，甚至与我疏远。
我也一度产生动摇：费心费力不讨好，
还影响官兵关系，何必呢？但这些年
来，他们参加比武竞赛摘金夺银，考学
提干获得更广阔发展空间，成长为组
训、技术等方面的专业能手……看着
越来越多官兵在各自岗位不断进步，
我觉得自己做得对。

人无压力轻飘飘。带兵人要让官
兵感受到家的温暖，但更应该把炉火
烧旺、把锤子砸实，让军营这座大熔
炉锻造出更多的好钢。

有压力才能出人才
■第82集团军某旅炮兵营教导员 张建卫

一转眼，来到武汉已经快20天了。
除夕夜，我与战友们在万家灯火的

目送中，登上了驰援武汉的飞机，来到了
我们的战场——武汉金银潭医院，这次
疫情防控阻击战最先打响的地方。

参加过汶川抗震救灾、雅安抗震救
灾等重大灾害救援任务，有着 14年手术
室工作经验，这一次我主动请战。我能
预见将面临的危险，但身上的军装给了
我义无反顾的力量，坚定而无畏。

我工作在黄区，负责绿区、黄区、红
区之间的沟通与协调、医嘱的处理以及
药品的准备等。人手少、任务重、情况
急，工作起来我们几乎一刻不停，再加上
要长时间穿着不透气的防护服、戴着易
起雾的护目镜和压鼻梁的口罩，身心承
受的压力确实很大。但只要患者需要我
们，这些都可以克服。

有一天，我正在处理医嘱，突然工作
电话响了。“这么久了，我的药为什么还
没送来？”一个操着本地方言的声音从话
筒中传来，情绪很激动。艰难听懂他的
意思后，我赶忙放下手上的工作，耐心与
他沟通。

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他，对于病毒的
恐惧让很多患者焦虑不安，难免说话带
着火气，这个时候医护人员要更有耐心
才行。我心平气和地和他说明当前的情
况，确实是因为医疗物资紧缺，并且我们

已经派人去拿了，请他再耐心等一等。
我一遍一遍地解释说明，并承诺立

即帮他再次询问。经过反复沟通，患者
的态度终于发生转变，“解放军同志，对
不起，我刚才太着急了。我要给你们的
精神点赞。你们来了，我们的心里更踏
实了！”

听到他的话，我嘴角上扬，自豪感油
然而生，紧绷的神经也放松下来。挂了
电话，我才发现护目镜已经起雾，什么都

看不清了。
这些天，工作很忙碌，困难也不少，

但看到患者在全体医疗队员努力下病情
逐渐好转，我由衷地开心，自己做的一切
都值得。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
春天不会来临，待春风吹暖大地，且看荆
楚大地一派生机！
（本报武汉2月10日电 王路加、

朱广平整理）

“看到患者好转，我由衷地开心”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 岑 媛

我在防控第一线——战“疫”手记

为做好疫情防控与军队定点

救治任务，武警四川总队医院启

动发热门诊应急预案，卫生防疫

科、重症医学科、检验与病理科以

及医学影像科等科室业务骨干组

成新冠肺炎医疗救治组，24小时

值班。图为卫生防疫科主治医师

刘娴正在整理防护服，准备开始

新一天的“战斗”。

李华时摄影报道

准备“战斗”

正在工作的岑媛。 黄 舒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