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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

营连日志

排长方阵

我在防控第一线——战“疫”手记

潜 望 镜

我们连指导员去年组建了一个“书
香为伴”微信群，帮助大家丰富文化生
活，增进学习交流。在这个群里，我原本
和大家一样“沉迷阅读”，充实而快乐，但
上周末报名参加的群内征文活动，却成
了我的烦心事。

那天，指导员在群里分享了一篇跟
当前时事有关的文章，号召大家撰写心
得感悟进行交流。看到征文通知后，我
第一个在群里报了名。很快，我将一气
呵成的得意之作打印出来，当面交给了
指导员。可没想到文章很快被退回，上
面还有红笔写下的批注：“再好好修改，
改好了要上展评的！”看着满篇红色，我
心里很是郁闷。

回去之后，我按照指导员的标注意

见逐条修改、逐句推敲，然后再次交稿，
可相似的一幕却又一次上演——“这句
话不够严谨，还得再细细推敲。”“段落间
的联系性不强，不能紧扣一个中心。”再
次从指导员手中接过满是“红痕”的征文
时，我开始为参加征文活动感到后悔。

文章按照指导员的意见几经修改，
与初稿大相径庭，原本流淌在字里行间
的情感也几乎荡然无存。“说好的真情实
感，结果只剩下‘八股体’……”回到宿
舍，我越改越糟心，便在朋友圈里发布了
这样一条动态。

两天后，我带着修改后的文章再次
找到指导员，准备迎接新一波的修改意
见，却不想他把征文放在一边，拉出凳子
让我坐下来：“毅琳，这次征文我本想把

你的文章作为‘样板’让大家学习借鉴，
可没想到因为过于追求行文样式，忽略
了真情实感……”听他这么一说，我立马
意识到，指导员知道了我发的那条朋友
圈动态。

不久之后，连队展出了“官兵之声”
优秀征文，我的文章赫然在列，不过不是
几易其稿的“最终版本”，而是我的初
稿。“不拗口，好读易懂！”“那一句说出了
我的心里话……”听着战友们的评价，我
的内心无比喜悦。于是拿到手机后我又
更新了一条朋友圈动态：“展评文章凝神
又聚力，书香群主走心更暖心！”没出两
分钟，我就收到了指导员的点赞和留言：
坚持努力，走心的文章更动人！

（曹志国、曹 洋整理）

几易其稿，却是初稿更好
■第83集团军某旅警卫勤务连中士 智毅琳

“我们给融入自己思考的笔记点
赞，但也提醒大家不要少记漏记……”
2月下旬，第 76 集团军某旅四营三连
指导员行超“官宣”的教育笔记记录方
式，在官兵中引起不小的反响，下士李
兰博更是长出一口气。

原来，前不久该旅党委机关组织
经常性教育检查，行超要求各班先自
行查漏补缺，避免有人因站岗站哨未
记教育笔记。结果，四班班长拿着一
本教育笔记找到他：“指导员，你看李
兰博这里面记的啥嘛！乱涂乱画！说
他他还不服气！”原来，有美术功底的
李兰博在记保密安全教育笔记时，给
“莫让手机变手雷”的提纲配了一幅简
笔画。

这幅画占用了不少“地盘”，显得
有些“不伦不类”。看这线条和构图，
肯定听课时分心走神了。仔细一核
对，李兰博的笔记果然遗漏了两个要
点。
“一方面上级要检查，循规蹈矩肯

定不会出错；另一方面是战士们思考
的成果，比‘干巴巴’的要点更有价
值。记笔记只能一板一眼吗？”尽管行
超让李兰博补全了笔记，但那幅简笔
画一直在行超的脑海里回闪。

那天，机关检查组来到连队，行
超把李兰博的教育笔记本作了“郑
重推荐”，请业务科室的同志帮忙评
判。
“政治教育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笔记作为记录载体，也应该体现严肃
性和规范性。”宣传科干事麻坤的看
法得到了检查组一些同志的认可。

他们认为，严肃规范的笔记是保证教
育效果的保底手段。如果撕开了“灵
活记录”的口子，难免有上课不认真、
随意开小差的情况出现，这样就违背
了集体教育的初衷，教育效果难免打
折扣。

然而，带队检查的宣传科科长李
雁景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认为，笔记
是教育的痕迹，李兰博的简笔画除了
体现授课内容外，更增加了自己思考
的痕迹。“战士把课堂上的内容真正听
进去了，入脑入心了，才能有感而发，
所以不能一概而论。”李科长的看法也
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
“教育笔记到底应该怎么记？”检

查组把李兰博的教育笔记带回去，摆
到了旅交班会的会场上。
“规范教育笔记，经过长期的实践

检验，已被证明确实是一种行之有效
的学习教育手段。但教育笔记是否只
能追求规范？规范是不是教育笔记的
最高标准？在规范的基础上能否有个
性化的记录？”旅领导一席话，引发了
大家对今天到底应该以什么标准去评
判教育笔记的思考。

最后，大家意见达成一致：实际
成效是衡量教育笔记形式的唯一标
准。有利于促进教育成效的就应该
提倡，不应人为设置各种限制；不利
于教育成效的必须制止，不能让教
育笔记流于随意。从这个角度评
判，李兰博的教育笔记可以给予肯
定，官兵可以在记全教育要点的基
础上增加个性化的内容，可以是一
两句自己的理解，也可以是一小张

剪贴报。
此举一出，官兵纷纷称赞。此外，

该旅还规定，连队备课施教要避免“一、
二、三大点”拉单式干讲，带兵人批阅笔
记不能简单写个“优良”和“阅”，而要给
出批注、指出问题，原本毫无生气的教
育笔记本开始“活”了起来。

点评一两句：很难说该旅的解决

办法就是最佳方案，但确实改进了不

少。说到底，还是要回答好“教育笔

记到底是写给谁看的”这个“终极之

问”。想想我们上学读书时写过的那

么多笔记，也许就不难找到答案。

教育笔记里“搞创作”能行吗
■赵炫竹

“解放军同志，谢谢你们！是你们抱
紧了就不撒手，把我硬拽回来的啊！”说
到这里，今年 88岁高龄的新冠肺炎患者
夏奶奶再次潸然泪下。

一周前，夏奶奶被送到火神山医院
综合科，专家立即组织会诊下达医嘱，护
理人员开启供氧面罩，并准备输液，却没
想到老人摘下面罩甩到了一边，同时推
开了护士的手。

当时，夏奶奶发着高烧，双肺感
染，情况十分严重。可任凭大家费尽
口舌，老人始终拒绝配合治疗，不吃不
喝，态度冷得像一块坚冰。“这位老人
到底怎么了？”看着双目紧闭、脸色蜡
黄的夏奶奶，我坚定了一个想法：要医
身，先医心。

通过翻阅她的病历，询问她的亲人，

我终于找到了她的心结所在。原来，老
人一家多人被感染，孙子孙女也都住进
了医院，但她一不知道人在哪里，二不知
道情况如何，这多重打击彻底浇灭了她
的求生欲。
“她的亲人在哪里治疗？如果能让她

们住到一起，老人一定能够振作起来！”我
立即查阅电子病例，发现夏奶奶的孙女就
在附近一家医院诊治，而且病情相似，我
马上四处协调。在医院和各方的大力支
持下，当天下午祖孙就住到了一起。

见到了孙女，老人对我们医护人员

的态度也变了，开始配合治疗。我悬着
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一晃一个星期过去了，老人的高烧
逐渐消退，肺部的炎症也一天天减轻。
现在，她还经常反过来叮嘱我和护士别
太辛苦，多注意身体。

刚刚查房，看了夏奶奶和她孙女的
身体状况，我很欣慰。我估计再过几天，
等检测结果彻底“阳”转“阴”之后，夏奶
奶和她的孙女就可以出院了。
（本报记者孙兴维、特约通讯员刘永

瑜整理）

融“冰”行动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 卢武生

有人说，如今的战士是说不得、训不
得，话重一点儿，就会产生逆反心理。是
兵难带、不懂感情、难交心吗？

在禹城舰教导员黄亮看来，还是真
情没有“打到点上”，看似很“用劲”，但没
有真心真诚地“用情”。

随禹城舰出海期间，黄亮告诉记者，
舰上有个扫雷兵叫周琦，表现很优秀，还
被选上来当过一段时间文书。但一次检
查手机时，士官长蒋正发现他的手机有
游戏充值记录，动辄就是几百元。

黄亮十分恼火，上来就是一顿猛批，
还把他的手机没收了一个月。但这个新
兵不但没改，还有意躲着他。

周琦的“执拗”，让黄亮既生气又失
落，看来光批评还不行，上了“手段”也未
起效，好像该用的招都用尽了。

这一次，他把周琦叫到房间，没了劈
头盖脸，而是平静地问了 3个问题：你知
道你充的钱，你父母要卖多久烧烤才能
挣到吗？你还记得刚当兵时爸妈是怎么
叮嘱的吗？你再这样，以后我和舰长还
怎么信任你？

3个问题，让这个网游迷半天说不
出一句话，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最后他拍
着胸脯保证，绝不会有下次。从那以后，
周琦真的说到做到了。

待之以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帮
之以实，是新时代带兵育人的“金钥
匙”，这是黄亮从周琦的转变中得到的
经验启示。

采访中，一名看上去有些腼腆的战士
动情地对记者说：“是教导员救了我的命。”

他叫李泽辉，上舰没多久就开始睡
不着觉。黄亮带李泽辉到医院检查，诊
断结果为重度失眠、轻度抑郁。

原来李泽辉天性好强，无论干什么
都想干好，却偏偏学专业上手慢，加上班

长有时说话重一些，就想不通了。
从医院回来后，黄亮和舰长王新禹

一起向大队领导汇报了情况，并当场表
态由他负责帮李泽辉治病。

为了保护战士隐私，在后续治疗中，
黄亮每周开车带李泽辉去医院，2个多
月从未间断。

不仅如此，每次出海，黄亮和舰长轮
流到住舱查铺，总会对李泽辉嘘寒问暖；
平时课余活动，黄亮专门嘱咐安排班长、
骨干带着他一起玩，帮他排解心理压力；
利用“三个半小时”创造机会，让他上台
发言，提升自信心和存在感……

几个月下来，李泽辉失眠症状得到了
改善，性格也越来越开朗。就在这次出海
前几天，他急匆匆地跑到黄亮房间，有些不
好意思地说：“教导员，我妈寄来老家的猪
血腊肠，战友都吃了，我想请您也尝尝。”

黄亮告诉记者：“我们从不允许战士
带土特产，也从不吃战士的东西，但那一
刻我真的无法拒绝。因为我知道，要是
不尝一尝，他就会很失落，会冷了他的
心。说实话，那是我吃过最香的腊肠。”
“破例”吃腊肠这个故事，也引起了记

者的思考：一线带兵人，只有掏出一颗真
心、付出一片真情，把士兵当亲兄弟看，才
能培养出甘苦与共、生死与共的革命情谊。

用情带兵也需“打到点上”
—随禹城舰出海见闻之三

■陈浩天 本报特约记者 孙国强

训练场上，下士代前军干净利落地
完成一套战术基础动作，用时很短，赢
得战友一片欢呼。
“排长，来一个！”不知是谁在人群

中喊了一句，大家都齐刷刷地看着我。
要是在两个月前，我还真没啥把握，可
现在的我，说来一个就来一个，一溜烟
冲到了终点，成绩比代前军快了 0.15
秒，捍卫了排长的尊严。
“能写”一直是我的优势。还在军校

学习时，我就发表过不少文章。在新毕业
干部岗前集训期间，我再次因此受到领导
关注，结业时也毫不意外地被通报表彰。

也就是说，下连前，我这个“文武双
全”的新排长就已出了名。我嘴上不
说，心里可有些自得：今后的军旅之路
怎么也该是一条充满希望之路吧。

可下连没多久，我的身边就出现了
一些“非议”。与官兵交流情感，少不了
专业上的切磋，面对大家的热情邀请，
我只能硬着头皮参加一些此前几乎没
有接触过的训练项目比拼。几次“败
北”之后，大家看我的目光开始夹杂怀
疑。尤其那次我参加营里举办的演讲
比赛，因“不接地气，缺少兵味”连初赛
都没有通过，这种情况就变得更糟了。
“排长到底行不行？”“之前的优秀

都是吹的吧？”偶然间听到的议论在我
的脑海里嗡嗡直响。我沮丧极了，甚至
觉得自己哪儿是什么“文武双全”，“文
武双残”还差不多。

察觉到我情绪的变化，指导员找我
谈心：“众星捧月的感觉的确很好，但是
初下连队，摔摔跟头也不错。”他告诉

我，出“校门”进“营门”有些“水土不服”
很正常，遭遇挫折也不是什么稀奇事，
但要从挫折中汲取动力、积累经验。

指导员的一番话，让我重燃斗志。
没错，摔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摔倒后
就躺平了，爬不起来、也不想起来。从
那以后，我从“小学生”做起，向连队老
班长学习爬绳、一百米持枪障碍跑等不
熟悉课目的训练技巧。手掌磨出血泡、
脚踝被绳索勒掉一层皮、手肘膝盖上满
是青紫……一次次刻苦练习，我的训练
水平逐渐从“青铜”升级到了“铂金”。
短板补上了，我对连队工作生活也越来
越熟悉，战士们对我也越来越认可。质
疑声没有了，他们向兄弟连队提到我时
经常会提高声调，“我们排长……”，那
种语气里充满了亲切和骄傲。

初下连队摔摔跟头也不错
■第83集团军某炮兵旅排长 童 康

李兰博记录的笔记和配合笔记内

容绘制的简笔画。 陈 希摄

2月中旬，驻守在海拔4300多米的西藏阿里军分区某边防团达巴边防连组织体能技能课目训练，锤炼官兵在高寒缺

氧环境下遂行任务能力。图为官兵进行翻轮胎比赛。 本报特约记者 刘晓东摄

3月 2日是新冠肺炎患

者王华珍的生日。为缓解老

人对家人的思念和对病情的

紧张，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

护士长翟爽组织护士们用简

单的仪式为她庆生，并祝愿

她早日康复出院。

刘德贵摄

“疫”线庆生

记者探营

【新闻背景】海军部队“百人一
条舰、千人一杆枪”的特点十分明
显，更需要甘苦与共、生死与共的
革命情谊。当前，“一人一机一世
界”占据了官兵大量业余时间，人
员之间交流变少，甚至有的彼此成
为最熟悉的陌生人。打开官兵心
扉，搭建官兵连心桥，巩固和发展
团结友爱和谐纯洁的内部关系，是
落实“四个坚持扭住”要求、建设
“三个过硬”基层，培养“四有”革命
军人、锻造“四铁”过硬部队的题中
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