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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 望 镜

第 73 集团军某旅勤务保障营中
士陶铸最近有些郁闷，平日里和大家
相处融洽的他，却被教导员何磊平“开
了刀”，当面挨了一通批评。

陶铸平时训练刻苦，专业技术精
湛。作为营部的卫生员，他经常到各
连队巡诊，为战友送医送药，是大伙公
认的“好同志”。
“好同志”为啥会挨批？这还得从

前不久发生的那件事说起。
上周三上午操课前，卫生连指导

员蔡春旭来到营部，准备向教导员汇
报工作。

在一旁准备训练器材的陶铸，自
认为跟指导员私交不错，看到他来到
营部，便立马笑着打了个招呼，并像往
常那样问候了一声：“旭哥好！”

谁知这一“称兄道弟”，却被在一
旁的教导员当场纠正：“陶铸，当兵就
得有兵样。关于礼节礼貌，条令是怎
么规范的你不清楚吗？”

教导员的一番话，让原本一脸灿
烂的陶铸尴尬不已。他迅速调整军
姿，标准有力地向蔡指导员敬了一个
军礼。

礼是敬了，可陶铸还是有点想不
通：“我最近没做错什么啊？教导员早
上还跟我有说有笑的，这是吃火药了
吗？真是躺着也中枪！”陶铸越想越觉
得委屈，往后几天，他看到教导员也是

绕着走。
或许是看出了陶铸的心事，一天

晚上熄灯后，教导员把陶铸叫到办公
室。简短的开场白后，他向陶铸说道：
“作为卫生员，你工作尽心尽责，平日
里大家有困难，你都会第一时间冲上
前，在官兵中口碑很好，和大家处得也
像兄弟一般，这点值得肯定。但‘亲如
兄弟’不等于相互之间可以随便‘称兄
道弟’，条令条例有明确规定，无论何
时何地，都不能忘记。”

没过几天，在军人大会上，教导员
又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讲评。他在会
上说道：“战友之间的‘兄弟关系’不是
江湖上的‘哥们义气’，只要穿着军装，
就不能忘记最基本的礼节礼貌。有些
同志见到干部骨干，习惯于微笑、点

头、以称兄道弟的方式打招呼，看似官
兵关系融洽，实则是条令意识淡化的
表现。长此以往，会侵蚀部队的风
气。”

透过此事，该营还以条令为准绳，
将“军队内部的礼节”作为基本依据，
严格对标查找问题，逐项抓规范，逐条
抓落实，狠抓官兵日常作风养成。与
此同时，他们围绕“讲礼节，重细节，立
起军人好样子”展开群众性讨论，利用
板报、橱窗等载体，拓宽学习途径，浓
厚学习氛围，引导全体官兵规范自身
言行。

一个个标准的军礼，一句句响亮
的“报告”，耳闻目睹这些细小的变化，
陶铸在心里愈发明确地告诉自己：这
才是军人该有的样子！

亲如兄弟，不宜“称兄道弟”
■谢文剑 杨 宇 本报特约记者 赵 欣

上周末，我特意在连队门口站了一
班“党员岗”。其间，我严格按条令要求
向大家敬礼，见大伙一个个微笑着还礼，
压在我心中的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还记得那天下午，我从营里参加完
交班会返回连队时，连队值日员、下士曾
博看到我，迅速摘下手套，欲向我敬礼。
见他反应敏捷，我正喜滋滋地准备夸他
“懂礼节礼貌”，然而，好几秒钟过去，他
那右臂却将抬未抬，举手礼完全变了形。
“曾博，你这敬礼动作是一个老兵

该有的标准吗？”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我
当面指出了他的问题，心里仍琢磨着：
小曾刚选取为士官就放松了对自己的
要求，这样下去可不行，必须得给他紧
紧“弦”。临走时，我撂下狠话：“下哨

后，把《队列条令》中举手礼的动作要
领抄一遍，拿来找我。”

没过多久，小曾来到我办公室。
他首先向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接
着把抄好的条令内容递给我。我接
过一看，他抄的内容并不是敬礼的动
作要领，而是《内务条令》第五十二条
中的第六项内容：“营门卫兵对出入
营门的分队、首长和上级应当敬礼，
分队带队指挥员、首长和上级应当还
礼。”并在“首长和上级应当还礼”几
个字下画了一条红线……

看着那条红线，我回想起此前的一
幕。那段时间驻地气温骤降，大伙出门
都戴上了手套。几次经过连门口时，值
日员向我敬礼，我嫌冻手，便没有摘手

套还礼，而是以点头还礼了之。
想到这，我感觉耳根发烫，猛然意

识到今天的问题不在曾博，而是我自
己这段时间不经意的举动，引起了战
士的不满。自己没有严格按条令规定
以身作则，反倒对战士求全责备，怎能
让人信服？我这样的“还礼”虽暖了自
己的手，却寒了战士们的心。

当天晚上，我借着条令学习的机
会，就自己点头还礼的行为，向全连战
士诚恳地道了歉。此后，看到哨兵向我
敬礼，我都会以标准动作还礼。这件事
让我深切地体会到，带兵重在率先垂
范，带兵人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
（张一帆、本报特约记者 黄宗

兴整理）

“还礼”岂能以“点头”代之
■口述／新疆军区某红军团步兵三连指导员 明生永

“加速冲刺、双脚起跳、两臂下撑、
屈胸过马……”3月下旬，包括木马在内
的 7个考核课目在中部战区陆军某信
息保障旅综合训练场有序展开，只见参
考人员一气呵成，动作行云流水。“一个
月前，他们可还没有达到及格线。”正在
记录成绩的作训科参谋曹岳难掩高兴：
“大家能在短时间内实现突破，得益于
旅队实行的集约专修训练方法。”

今年开训以来，该旅从抓基础打基
础入手，组织官兵深入查找训练短板弱
项，梳理问题、制订措施，但从考核成绩
来看，效果却并不理想。原来，虽然各

单位做了具体的训练计划，但由于人员
分散、训练水平不一等情况，实施过程
中难免出现“一锅煮”的现象，训练缺乏
针对性，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该旅参谋长
田理功介绍，他们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的同时，积极创新训练模式，通过整合
教练员、场地、器材等资源，组织差异化
编组、小班化教学、精准化施训，探索开
设集约专修训练“特色班”。

吴世洪是该旅机动四连的一名上
等兵，由于上肢力量弱，单杠二练习一
直不合格，这也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如今，经过在“特色班”近一个月加钢淬
火，他的成绩稳步提升，成功摘掉不合
格的“帽子”。

为保证集训效果，他们通过营连推
荐、综合考评等方式，从全旅范围内遴选
出58名优秀教练员，每个课目均配有首
席教练员和辅助教练员。连长耿捷敏介
绍，没有了大包大揽，既能精细备课，又
能精准施训，大幅提高了训练质效。

如今，该旅已陆续开设十几个训练
课目集训班，150多名官兵实现训练成
绩提升，分层次、按专业的小组训练模
式得到了官兵的一致好评。

特色集训班，专治“一锅煮”
■蔡 伟 本报特约通讯员 何孝林

近日检查时发现，机关要求基层传

达学习的几份通知，虽然各单位都进行

了传达，但一些官兵是“本上有记录、一

问三不知”，没有入脑入心，传达学习效

果很不理想。有的官兵甚至打趣说：“我

们是文字的‘搬运工’，每次传达学习，笔

记记得很标准，但主要作用是‘留痕’。”

原来，个别单位有不成文的规定，只

要传达学习上级通知，便让官兵抄到本

上，美其名曰“原汁原味”传达，既未加解

读，也没有重点，更谈不上结合实际，致

使传达学习只是为了完成任务，实际效

果如何却无人问津。

传达学习、理解吃透上级最新指示

精神，是做好工作的重要保证。近年

来，从上到下作风更加务实高效，但一

些单位仍存在单靠会议、文电推动工

作落实的不良现象，甚至有些领导认

为只要第一时间传达学习了，就表明

态度很端正，工作很主动。这种只重

形式、不重内容，只求表面、不顾实际

的行为，看似雷厉风行，实则是形式主

义作怪，最终造成时间和资源浪费，导

致效率和质量低下，与抓实抓细抓落

地的要求背道而驰。

笔者以为，杜绝这种现象，各级应

切实转变观念，纠正留“迹”不留“心”、

留“心”须留“迹”的做法，探索创新工作

模式。作为领导干部尤其要树牢担责

不误、临难不却、履险不惧、受屈不计的

意识，多在“行动上”而不是“纸面上”动

脑筋，切实把传达学习转化为推动工

作，使之发挥出应有作用和效益。

如此“原汁原味”传达不可取
■王建强

因工作踏实肯干，陆军某工程维护
团二营六连上等兵张健获得了嘉奖。揣
着军旅生涯第一笔 500 元奖金，他这段
时间一直在为怎么花得有意义而陷入
“幸福的烦恼”。

有的战友起哄：“买点好吃的，庆祝
一下！”班长张群却不太同意：“你可想好
了，500 块钱买吃的，那可是‘灯草打火
把——一亮而尽’。要我说，还是买学习
资料，或者报个班，年轻嘛，多学点技能
才是王道。”

班长的一席话，让张健眼前一亮：
“就这么办！”连着几天，张健在网上搜索
各种学习资料，可一通忙活下来，也没想
好到底学啥。

连队技术员、四级军士长胡杰入伍
时只有高中学历，通过十几年的努力，
掌握了 3 门专业，还考取了中级电工
证、高级电工证，是全连的榜样。看到
张健迷茫的样子，他主动建议说：“你现
在基础知识还没有掌握扎实，没必要直
接报太高端的课程，再说部队不是有军
事职业教育平台嘛，上面的学习资料都
是免费的。”张健顿时觉得也有道理，自
己在军事职业教育平台上报的课还没
学完，再买其他的学习资料确实有些吃
不消。
“孝敬孝敬父母吧，来部队一年多

了，还没回过家。”胡杰又给张健出了一
招。是啊，从上学到现在，自己好像还

真没给父母买过像样的礼物，尤其是现
在家乡湖北省十堰市房县正经历疫情
考验，父母在家里多有不便，理应送上
温暖。

可电话打到家里，父亲张波却说：
“孩子，我和你妈其实没受什么苦，志愿
者定期给我们送菜送水，医生护士在前
线抗击疫情，辛苦的是他们。”恰巧连队
正在组织“对标看齐见行动，同舟共济显
初心”主题党日活动，看到党员纷纷为抗
击疫情捐款，张健也坚定了自己要贡献
力量的想法。
“为家乡捐 10箱方便面吧。”张健心

里琢磨：紧张忙碌的时候吃上一碗面，既
方便又解饿，500 块钱，正好可以买 10

箱。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父亲，张波也
被儿子的提议打动，当即表示：“好的，儿
子，那我也表示一下心意，多买些方便面
送到抗疫一线！”

过了两天，张健的父亲就把 150 箱
方便面送到了一线工作人员手中。在接
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张波骄傲地说：
“我儿子在部队，这爱心有他的一份！”

上图为张健家乡电视台的报道截

屏。 作者提供

点评一两句：奖金怎么花，个人说了

算。只要不是随意挥霍，只要花得有意

义、有价值，不论花在什么地方，我们都

应该支持。

500元奖金花在哪儿
■徐 杨 李纪卫

“所有出动人员着防护服，楼下集
合！”清晨，又一批支援武汉的物资到
达物流中心，我们全副武装迅速集
合，在队长赵志军的带领下驱车前往
目的地。

战“疫”期间，为了降低外出执行
任务带来的感染风险，中队组建了突击
队，负责所有支援物资的紧急运送。突
击队由 2个班的成员组成，每次会根据
实际情况调整出动人数及人员，我很荣
幸名列其中。

任务在持续，每天都过得充实而紧
张。但第一次出动执行任务的画面，依
然清晰地刻在我的脑海里。
“刘闰蒲，你干活这么利索，在家

里没少干重活吧？”那次，我们前往红
霞物流中心搬运 30吨新鲜蔬菜。一上

午的忙碌，防护服里的衣服早已经湿
透，刚坐下来休息，排长匡宇突然向我
问道。
“还好，农村的孩子早当家嘛。”

我笑着回答，“我老家在湖南炎陵革命
老区，那里的人们都这样。”劳累了半
天，听我这么一说，战友们的话匣子
一下子打开了，纷纷追问我老家的革
命往事。

小时候，家乡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
总有络绎不绝的来访者。水口建党、中
村插牌分田、八担丘政治课这些红色故
事我都耳熟能详，这些红色印迹也吸引
着院校学生、部队官兵、政府公务员等
各个群体慕名前来瞻仰。

入伍后，家乡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叶
家祠组织入党仪式的场景。当历史照进

现实，革命先辈当年的坚定信仰、大爱
情怀和为了人民甘愿抛洒热血的精神，
带着滚烫的温度，继续在这片红土地上
发光发热，在新时代赓续传承……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短暂的休息
交流带走了浑身的疲惫和湿冷。
“闰蒲，没想到你的红色故事储备

得这么多，我得给中队建议建议，下次
任务间隙，咱们来个家乡红色故事接
龙，就由你起头！”归队路上，排长匡
宇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热烈响应。我看
着车窗外渐渐恢复生气的景色，想到很
多人、很多事——有奋战一线的白衣战
士，有四面八方的给力支援，有家乡那
片永远发光发热的红土地。
（谭运平、祁武辉、本报特约记者

张鹏飞整理）

心中那片永远发光发热的红土地
■武警湖北总队机动支队某中队上等兵 刘闰蒲

黄锦清绘

营连日志

新闻前哨

3月下旬，武警新疆总队克拉玛依支队组织狙击手实战化训练，从难从严设置戈壁伪装搜索、山地多种姿势狙击、多目

标同时狙击等10余个课目，全面锤炼狙击手打赢能力。 本报特约记者 张银博摄

基层之声

教导 员 早 上

还跟我有说有笑的。

这是吃火药了吗？真

是躺着也中枪……

当 兵 就 得 有 兵

样。关于礼节礼貌，条令

是怎么规范的你不清楚

吗？

“疫”线速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