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 25日，在团里第一季度全面
建设形势分析会上，我就营自主抓建
跟踪解决官兵喝水问题作了汇报，得
到与会人员认可。

3月初的一次体能训练后，六连
下士庚用武一溜烟儿地从超市跑进了
连队。看着他手拎袋子、脚步匆匆，
我心想这小子肯定有什么情况，于是
就跟了上去。

见我推门进了宿舍，庚用武赶紧
将矿泉水、饮料塞进床头柜里，磕磕
巴巴问了声好。
“小庚，连队新装了智能饮水

器，为啥还要买水喝啊？况且这冷
天喝凉水对身体很不好。听说你妹
妹的上学费用都由你承担，那更得
节俭才是。”被我说教一番，庚用武
一脸无奈。我随手打开其他战士的
柜子，发现都不同数量地存有买来
的矿泉水。

接着，我挨个连队转了一圈，了
解到其他连队并不存在这种情况。智
能饮水器是上级统一配发的，难不成
六连出现了啥问题？

深入调查后我才知道，原来，六
连官兵对使用智能饮水器比较抵触，

有的说操作复杂、不方便，有的反映
按键经常没反应、不出水。为解燃眉
之急，六连将封存的直饮机搬了出
来，而直饮机是四五年前买的，已经
停产，更换不了滤芯，官兵不太愿意
使用，这才去超市买水喝。
“教导员，这款饮水器智能化程

度高，按键次数多了，很容易出现程
序紊乱。”问及有关使用情况，六连
的主官也有怨言。
“官兵饮水问题不是小事，反映

出我们带兵人没有尽到责任。你们有
没有想过，为啥其他连队没有类似问
题？”拿出随身携带的本子，我把四连
关于使用智能饮水器的一套办法介绍
给六连两位主官，“你们看，四连不但
组织官兵专门学习了使用说明书，还
指定了管理负责人，并把一些常用的
操作制成了流程图，一目了然……这
么好的经验，你们连明明知道，为何
不去学习借鉴？”听我一番话，两人
顿时红了脸。

事后，六连如法炮制，智能饮水
器重新派上了用场，战士们去超市买
水喝的现象明显减少了，但我觉得事
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决定继续“顺藤
摸瓜”，没想到一直摸到了自主抓建
问题上。

新 修 订 的 《军 队 基 层 建 设 纲
要》，把提升基层自主建设能力突出

出来，特别强调各级党委机关要把领
导、指导和帮建的着力点放在提高基
层自建能力上，尊重基层工作安排
权、人员使用权、财务支配权等。于
是，在实际工作中，少数带兵人为了
体现“自主抓建”，有了想法习惯关
起门来研究，生怕别人学了去；有的
不愿借鉴兄弟连队的经验做法，觉得
没面子，反衬自己没能力；有的急于
出政绩，天马行空、盲目创新，想方
设法与众不同……久而久之，“自
主”演变成了“自我”“自封”，误区
越来越大、矛盾越来越多。就像六连
的智能饮水器问题，其背后多少也能
看到上述现象的影子。

我现在担心的是，因为要突出自
主抓建，连队之间会引发恶性竞争，
整天想着如何标新立异，不去琢磨怎
样按纲建连。比学赶帮超，是基层带
兵、基层抓建的好传统，不能眼里只
有“比、赶、超”，而把“学、帮”
丢到一边。因此，我认为，自主抓建
要有共享共商共建意识和机制，同在
一本《纲要》下，同一个营的连队，
有想法多分享、有问题要商量、有困
难齐解决，这样既能避免单打独斗、
走偏跑题，也能相互借鉴、互相帮
助，形成良好氛围，共同把新时代的
过硬基层建设好、发展好。
（尔惠子、本报记者 颜士强整理）

一台饮水器，扯出大问题
■新疆军区某装甲团二营教导员 吴曰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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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兵人手记

阳春三月，第 80 集团军某旅政治
工作部主任王鼎在基层调研时，发现一
个奇怪现象——身边过往的战士第一
次遇见校官会主动敬礼，但当第一次遇
见尉官尤其是排长时，态度就发生了大
转弯，有的像陌生人一样视而不见，有
的直呼其名，总之就是不敬礼。

给军官敬礼还要区分职务高低、军衔
大小？王鼎找来合成四营坦克连排长王
重阳了解情况。一谈到这个话题，王重阳
脸上略带几分无奈，表示“已经习惯了”。
原来，王重阳毕业来到旅里2年时间，战士
们遇见他时敬礼的次数屈指可数。
“兵龄较长的军士长，很少会给年

轻排长敬礼。不少老士官认为，给‘职
低言轻资历浅’的尉官敬礼很没面子。”

王重阳道出苦衷，“我们并不是追求‘特
殊待遇’，但这是官兵间最起码的礼节
和尊重。”
“这不是一件小事，放任蔓延就可

能会变成影响单位内部团结的隐患。”
王鼎深入摸底发现，这样的问题在多数
营连均有存在，不少带兵人对这一现象
习以为常。一次会上，王鼎将这一问题
抛了出来，旅党委一班人带头组织营主
官和机关干部进行深刻剖析。
“官兵没有严明的纪律观念，就无

法提升战斗力，也难以形成同甘共苦、
生死相依的革命情谊。”
“军令如山。军衔等级背后，是战

场指挥层级的严格划分，兵龄长不是不
受约束的借口，资格老更不是逾越军规
的理由。”
“搞好内部关系人人有责，每名官

兵都应按条令条例规范言行举止。”
……

经过一番剖析反思，大家达成共
识：这一现象，暴露出部分基层党组织
自主抓建不实、部队管理松弛、落实制
度不严等薄弱环节，必须坚持按纲抓
建、按条令条例办事，不断强化领导力
组织力执行力，纯正官兵关系，催生部
队战斗力。

找准症结，对症下药。会后不
久，该旅政治工作部归纳总结问题
剖析成果，组织官兵认真学习贯彻
新修订的 《军队基层建设纲要》 和
《内务条令》，将官兵团结协作情
况、身边战友评议等内容纳入 《基
层“四面流动红旗”评比》 实施办
法的评分标准，形成连日检查、营
周 讲 评 、 旅 月 通 报 的 循 环 监 督 机
制。营连广泛开展“行法治、抓从
严 ” 活 动 ， 引 导 官 兵 强 化 条 令 意
识，积极构建团结、友爱、和谐、
纯洁的内部关系。

士兵遇到尉官不敬礼为哪般
■崔 健 陈世健 本报记者 韩 成

3 月底，第 71 集团军某旅指挥通
信连四级军士长温家宝和王天祥喜事
连连。

他们自主研发的某数据链连接模
块，在刚刚结束的通信组网综合演练
中，成功接通早年列装的数据链车，将
该车战场态势信息清晰地传输到某新
型指挥平台。

这项发明，不仅打破了困扰旅队已
久的新老装备数据共享壁垒，还为单位
节省下数万元维护经费。为此，旅里专
门为他俩设立了“兵专家工作室”。
“这样的‘兵专家工作室’，在我们单

位可不少。”温家宝告诉笔者，近年来，旅
里迎来装备升级换代，但随之而来的新
老装备难通联、数据难共享，老装备无法

融入新型作战单元等问题也逐渐显现，
成了提升战斗力的“绊脚石”。
“唯有创新才能破解难题。”问题面

前，旅党委一班人达成共识：身处一线
岗位的官兵是战斗力生成末端，他们对
装备最熟悉，要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
智，挖掘老装备作战潜能。

很快，一支支由各岗位“兵专家”组成
的创客队伍相继成立，围绕装备器材革
新、训法战法创新等方面展开研究探索。
“光有队伍还不够，制度保障也

很关键。”温家宝指着工作室墙上的
各项制度表介绍，为帮助创客们克服
在创新实践中遇到的困难，旅里建立
完善制度机制，在经费、时间、资源等
多方面提供有力保障，做到发现难题

即攻关、形成方案即论证、成果成熟
即推广。

空防作战前沿就是研发创新一
线。技术室主任李政和上士亓文涛根
据空情标图板原理研发的空情标绘系
统，克服了手工标绘无法适应机动作战
需求的问题，实现了标图员坐在指挥方
舱内就可以展开机动途中实时标绘，为
指挥员研判空情、定下决心提供了精准
高效的实况依据。

革新技术遍开花，创新战法结硕
果。近年来，该旅先后推广使用 12 项
老装备创客成果，为保障打赢吹氧助
燃。如今，创客活动已成为该旅群众性
岗位练兵新景观，正向各个作战要素拓
展延伸。

12项技术革新出自战士之手
—第71集团军某旅组建创客队伍挖掘老装备作战潜能

■李 航 本报特约通讯员 薛维高

3 月 23 日，苏北某地，一场直升机
应急抢修演练正在紧张进行。
“桨叶蒙皮破孔损伤，迅速展开应

急抢修。”接到塔台指令，东部战区陆军
某旅旋翼修理技师田海龙现场配制粘
胶剂，不到 3分钟便完成对蒙皮破孔的
应急修复。该旅领导介绍说，官兵能够
高效地完成应急抢修任务，离不开厂家
师傅提供的技术支援。

作为新组建单位，这个旅成立以来
陆续列装多种型号的直升机。新装备盼
来了，官兵们却发现，新装备技术要求
高、维修难度大，以单位现有的人才队伍
现状，很难完成维修保障任务。
“最大短板是缺少骨干人才！”修理

营营长付亚军介绍，航空装备安全标准
高，修理人员需要考取相关资质后，才
能获准参加直升机定检或应急抢修。
这对于一个刚刚组建的单位而言，无疑
是转型路上的一道坎。

如何跨过这道坎？旅领导决定向
装备生产厂家寻求技术支援。他们与
多个厂家建立常态联络机制，协调技术
人员分期上门服务，手把手教学，提升
官兵新装备修理保障能力。
“郭工，你总结的粘胶剂成分配比

真管用！”走下演练场，田海龙迫不及待
地打开手机，和某工厂高级工程师郭长
勇沟通。平日里，遇到维修难题，田海
龙都会向郭长勇请教，这次修复桨叶蒙

皮破孔损伤的粘胶剂成分配比，就是郭
长勇传授给他的“秘籍”。
“诸如此类的维修经验，让官兵们

受益良多。”该旅装备维修科科长张留
伟颇为自豪地向记者细数，两年多来，
在厂家的技术支援下，旅里梳理总结出
3类 27个隐患故障检修流程，并通过实
践验证，形成成熟维修经验，官兵故障
检修能力有效提升，确保故障装备能够
快速重返“战场”。

平时应急，战时应战。截至目前，
这个旅已邀请 150 批共 400 余人次厂
家技术人员，培训出数百名航空装备修
理骨干，一支航空装备修理保障精兵队
伍开始扬威演训场。

数百名骨干培养得益外请专家
—东部战区陆军某旅协调厂家为新装备检修提供技术支援

■本报记者 陈 利 特约通讯员 向 旭

樱花烂漫，阳光明媚，江城武汉迎
来温暖的春和景明。经我治疗过的患者
正陆续康复出院，留下了一个个美丽的
约定。
“将油亮的熟面投入热气腾腾的滚

水中，翻几个滚，捞进碗里，拌上酸豆角、
胡椒、榨菜、葱花、蒜泥、芝麻酱……保准
你吃了还想吃！”这是李阿姨给我的约
定。临出院时，她说等我们离开武汉
前，一定要到她家里做客，品一品她拿
手的“私房菜”，尤其是她做了 40多年
的热干面。

我只好频频点头：“如果有机会，
一定去尝尝！”

10 天前，李阿姨被送来时身体状
况很不好：高烧、呕吐，伴有全身乏
力、胸闷等症状，加之本来就患有高血

压、哮喘等基础性疾病，她的病情多次
反复。心肺复苏、气管插管、呼吸机辅
助通气……经过我们多次紧张抢救，她
的生命体征一步步恢复正常，终于脱离
了危险。她感激地对我说：“在我悲观
绝望的时候，是你让我重新振作起来、
坚持下来！”
“等你们彻底打败病魔，脱下厚厚

的防护服，我一定要陪着你游遍武汉三
镇，登黄鹤楼、游大东湖、逛步行
街！”这是公司白领小陈给我的约定。

刚住进病区时，小陈高烧不退、浑
身乏力、胃口很差。除了对症下药，我
还专门为他申领了西红柿鸡蛋汤、米
糊、牛奶、果汁，哄劝他进食，补充与
病魔战斗的能量和水分。坚持 3天后，
他终于挺了过来。

“出院后，我打算开一个花店，以后
每年的医师节、护士节，我都要向你们赠
送鲜花！”这是年轻姑娘小沈的约定。

这个平时酷爱零食、一到打针就会
不停哭鼻子的“95 后”，这次在发高
烧、打针、抽血时却显得很坚强乐观。
她说，有的护士年龄和自己差不多，却
能冒着生命危险救治病人，她自己也仿
佛在一夜之间长大了，不愿再辜负医护
人员期待的目光。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那一个个美
丽的约定温暖着我、激励着我。虽然不
一定都有机会践约，但是我会将它们铭
记于心，更加精心地守护每一个患者，
直至他们全部健康地回家。
（本报记者孙兴维、特约通讯员

刘永瑜整理）

江城，难忘那美丽的约定
■火神山医院感染4科二病区主治医师 林茂增

我在防控第一线——战“疫”手记

3月28日，火箭军某旅开展400米障碍训练。图为官兵持枪跨越壕沟。 陈 浩摄

新闻前哨

潜 望 镜

3月 28日，

新疆军区某装

甲团从难从严

组织侦察兵开

展训练，进一步

摔打锤炼官兵

实战能力。图

为警侦连官兵

正在进行滑降

训练。

韩 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