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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等兵王飞：我是一名“00后”

战士，希望新任指导员与我们年轻战士

没有代沟，不摆架子，能融入大家的“朋

友圈”。当我们工作或生活上遇到难题，

能像老大哥一样，多鼓励、少批评。能看

到我们身上的闪光点，对缺点和问题能

辩证地看待。如果再多一点耐心，那就

更完美了。

★ 中士何家劲：我是一名“尖刀班”

班长，希望新连长上任后以素质立身、靠

能力服众，处处以身作则，带领全连冲锋

陷阵。同时，尊重班长骨干的首创精神，

多听听我们的训练建议，也多给大家创

造发挥才能、激发潜能的平台和机会。

我还希望新连长在选配骨干上做到“能

者上、庸者下”，始终“一碗水端平”，立起

鲜明导向。

★ 四级军士长杨德志：我是一名有

着近16年军龄的装备修理骨干，对修理

连感情很深。我经历了6任连长，希望

新连长有主动担当的胸怀和格局，上任

后能懂本专业，将连队带好、抓出特色。

连队老骨干居多，新连长在管理上要多

一些以心交心，但也要注意不能一味地

迁就照顾、丢了原则。魄力必须有，该碰

硬时得碰硬。同时，多尊重技术骨干的

辛勤付出，平时主动靠前帮助大家解决

难题，让大家辛苦不心寒、受累不受气、

流汗不流泪。

★ 下士郭钰辉：我是一名直招士

官，还处在下连磨合期，希望新任指导员

多给我压压担子，多一些欣赏的眼光和

赞许的话语，为我们搭建展示才华的舞

台，让大家的优点亮一亮、特长秀一秀。

能多站在我们这个特殊群体的立场上考

虑问题，让我们多学点知识，多长些硬本

事。

★ 排长袁荣宝：我是一名去年毕业

的排长，在日常工作中难免会出现一些

纰漏，希望新任连长多一些关心指导，帮

助我更快更好成长。也希望新连长能精

细统筹工作，全面考虑问题，不搞“大呼

隆”“一刀切”。还希望新连长时刻保持

良好作风形象，不当“甩手掌柜”，放下架

子、扑下身子，带着大家一起干，做到言

行一致，用模范表率的好样子感召官兵。

官兵对新任连主官的期盼——

融入我们的“朋友圈”

疫 情 就 是 命 令 ，抗 疫 就 是 战

斗。在打赢疫情防控的攻坚战中，

各级要把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本

领运用到疫情防控工作的全过程，

用实际行动践行革命军人的铮铮誓

言。

疫情考验忠诚。军人在这次疫

情大考中必须始终做到绝对忠诚、绝

对纯洁、绝对可靠。忠诚体现在服从

大局、令行禁止上。要像军队支援湖

北医疗队驰援武汉那样，诠释军人令

必行禁必止的忠诚品格。忠诚体现

在拼搏奋斗、牺牲奉献上。要像抗疫

一线医务人员那样，面对生死不畏

惧、不退缩，敢于冲锋陷阵、勇往直

前。只有这样，战“疫”才能越打越有

底气，推行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落稳才

有强劲动力。

疫情考验能力。此次战“疫”，

考验的是各级党组织和指挥员的

综合能力，检验的是部队战斗力，

是硬碰硬的实战能力。领导力是

根本。党委依法决策、机关依法指

导部队才能有效履职，唯有实施强

有力的组织领导，积极发挥党委核

心领导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

用，才能把军队的组织优势变成疫

情防控的能力优势。执行力是关

键。从机关到基层，执行是关键，

执行力展现雷厉风行的作风，关乎

疫情防控胜败。要在确保政令军

令畅通的时效性 、操作层上下功

夫，坚决杜绝“上热中温下冷”现

象，确保上情下达顺畅全面有效，

打通“最后一公里”。

疫情考验担当。面对疫情大

考，要有坚守的韧劲，清醒认识部队

疫情防控工作万无一失和一失万无

的辩证关系，发扬钉钉子精神，始终

保持坚韧不拔的战斗意志，紧而又

紧地压实责任，在严格标准上持续

用力、在落实制度上持续用力、在解

决问题上持续用力、在监督问责上

持续用力，做到初始即严、持续从

严、一严到底。要有冲锋的决心，立

足最困难、最恶劣的情况进行作战

准备，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关

键时刻、重大决策、生死抉择时，始

终做到敢担当、敢负责，遇事冲在

前、当标杆、做示范，扛起党员领导

干部模范带头责任。

疫情考验初心使命
■王建利

3 月 12日，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
谷院区感染十二科一位 60多岁的婆
婆治愈出院时，紧紧握住军队支援湖
北医疗队队员、护士李金凤的手说：
“谢谢解放军！”

12 年前，李金凤自己也曾说过
这句话。2008 年汶川大地震时，年
仅 18岁的李金凤被解放军官兵不顾
个人安危、全力抢险救灾的情景所
感动，发自内心地向帮助她的军队
医务人员深鞠一躬，并说道：“谢谢
解放军！”

从那时起，李金凤就下定决心：
参军学医。梦想的牵引，使她的人生
路径清晰起来：2008 年 12月，参军入
伍；2010年 9月考上原白求恩医务士
官学校；2013 年，毕业分配至西部战
区空军医院。

今年除夕，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
星夜兼程奔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
线。李金凤第一时间报名，但受人数

限制并未入选。
这位“90后”姑娘锲而不舍，向院

党委递交请战书：“作为军人，作为医
务工作者，挺身而出，责无旁贷！”上
级通知增加人员，医院党委同意了她
的申请。

检测生命体征、记录各项指标、
进行穿刺输液……李金凤和战友共
同承担起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
区感染十二科患者的护理工作，每一
个班次，他们都忙得不可开交。

病房内有两名高龄重症患者，李
金凤在进行护理工作时，要给他们喂
饭、定时翻身、擦拭身体。每个班次
下来，当她脱下 3层手套时，双手都会
起褶发白。

一天晚上，光谷院区接诊中心通
知感染十二科，准备接收一名 70多岁
的危重患者。患者年龄偏大、基础病
多，转诊过来时情况不佳。看到患者
血氧饱和度偏低，李金凤和战友按照

医嘱，立即为患者装上高流量吸氧装
置……最终，在共同努力下，他们从
“死神”手里将病人抢了回来。

“累，却非常有意义。”这是李金
凤写在日记本上的一句话。抵达武
汉后，她经常用这句话给自己加油鼓
劲，用实际行动践行自己参军学医时
的誓言。

3月 21日，一位患者出院后给李
金凤发来一条微信：“感谢全体医务
人员这段时间对我的关心，感谢您对
我的精心照顾。”李金凤说，那一刻，
她浑身充满了力量。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李金凤

说，12年光阴匆匆，自己不仅如愿成
了一名解放军战士，还像当年救她的
解放军一样，在一线勇挑重担、救死
扶伤。精神的传承，迸发出蓬勃的力
量。如今，她坚信，有军民的共同努
力和连续作战，抗疫战斗胜利在前，
春山可望！

“累，却非常有意义”
■杨淇心 格桑央西 郭 靳

3月27日

早晨，火神山医院重症一科护士
陈赢下了夜班走出“红区”，一个劲儿
地喝矿泉水。“出了太多汗，得补补
水。”喝完水，陈赢长舒了一口气。

这是她主动申请到重症一科工作
的第47天。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转战火神山
医院时，得知重症病区要抽调护士的
消息，拥有 10余年监护室工作经验的
陈赢坐不住了：“我有经验，我去。”“这
里是红区中的红区，患者是重症中的
重症。”陈赢当然知道危险，但她说：
“既然来到战‘疫’前线，就要去最危险
的岗位。”

她的这一想法，和战友何晓丽、李
丹红不谋而合。3人相约把一头秀发
剪成平头，找到火神山医院护理部副
主任宋彩萍，主动请战去重症病房。
看着她们的“战‘疫’发型”，宋彩萍心
疼不已，也被她们的决心打动，把她们
安排到了重症一科。

作为护理小组组长，陈赢每天都

忙得脚不沾地。一名男性患者病情特
殊，需要俯卧位和仰卧位交替，每 2个
小时要变换一次体位。俯卧位时，患
者痰液比较多，陈赢每半小时就得去
吸一次痰。此外，还要定时更换血液
透析所用的各类液体袋子。为这一名
患者，陈赢一个夜班就要来回奔走 20
余次。

除了护理患者，陈赢还负责检查
护理文书、协调各类物资、协助处理医
嘱等。“基本每天都是汗水湿透衣背，
内层手术服能拧出水来。”陈赢说。

和陈赢不一样，何晓丽和李丹红
被安排在药疗班。何晓丽的班总是接
在李丹红的后面，每次交班时，两人都
要互道一声“加油”，因为她们深知这
个岗位的不易。

药疗班的工作流程图上，从配置
液体到清理治疗室垃圾，从核对医嘱
到清点药品，密密麻麻罗列着 30余项
具体工作。一天下午，刚刚配置完液
体的何晓丽，正穿梭在各个病床前发

口服药。一名患者血管塌陷，护士摸
不到血管搏动，犹豫着不敢下针。作
为医疗队里的穿刺能手，何晓丽走了
过去，仔细辨别血管位置，一针见血。
此后，她又连续帮助同事完成了几名
患者的穿刺。

回到治疗室稍作休整，她又继续
下一项工作：摆放次日液体。就在
连续低头弯腰拿液体的过程中，何
晓丽突然眼前一黑，一头磕在治疗
室柜子上。疼痛让她瞬间清醒过
来，不敢用手摸头上撞痛的地方，也
没有惊动任何人，她轻轻摇了摇头，
继续工作。
“那时候我真的想就那样在地上

躺会儿。”何晓丽说，“但是我不能把工
作留到下一班啊，下一班的同事一样
很辛苦，我少干一点儿，他们就得多辛
苦一分。”
“这么危险，这么辛苦，你们后悔

不？”面对一些队友、亲人的问题，她们
都会坚定作答：“无怨无悔。”

冲锋在“红区中的红区”
■张旭航 陈晓霞

3月31日

3月23日

4月6日，武警上海总队执勤

第五支队积极协调驻地医疗资源，

开通心理“云咨询”，官兵通过云端

与专业心理咨询师进行交流咨询，

缓解防疫期间心理压力。

王知洲摄

本期策划：关注新任连主官②

这样做，进入角色快
—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两位连主官分享带兵经验

3月下旬以来，南部战区空军某雷达旅组织官兵开展“我为战旗添光彩 争

做四有铁血兵”教育活动，让“人在阵地在、人在天线转、人在情报通”的雷达兵

“兵魂”精神融入官兵血脉。图为4月3日，指导员聂灵杰在英雄雷达天线车前

组织官兵重温战史。 闫跃帅摄

两年前，旅里任命我担任“突破锦
州尖刀连”连长。为尽快融入连队、胜
任岗位，上任之初，我从几个方面入手，
理思路，树形象，聚兵心。现在回过头
来看，这些事情对我尽快打开工作局
面，起到了很好作用。今天，我把它分
享给新任职的同志们，希望对大家能有
所帮助。

利用第一次点名亮好相。报到
前，我要来了连队的花名册，用心背记
下全连官兵的姓名、职务、籍贯和特
长。第一次组织连队点名，我对照军

容镜特意整理了着装，扎紧了腰带，在
全连面前，不看花名册，一人不落地呼
点出所有在位官兵。事后，一名老兵
告诉我，我是第一个在这么短时间内
能熟记所有人名字的连长，大家都对
我刮目相看。

到位先和书记促膝长谈。上任第
一天，我主动找到支部书记，先把连队
大致情况掌握准，再把当前工作重点搞
清楚，最后和书记深入交换了对连队建
设发展的想法，并达成共识。在之后的
工作中，我和书记一起团结奋斗，遇到

不懂的问题就请教，处理连队大项事务
就主动合计商议，寻求最佳方案。积极
打配合、主动补好台，就这样，我的工作
很快得到了大家认可。

和战士们一起喊口号、练队列。初
到连队时，我发现一些老兵队列作风还
需提高。为此，我没有简单地对他们进
行批评，而是在每次队列训练时，都和
战士们一起练摆臂踢腿；在集合开饭和
集会的队列行进中，努力让自己成为全
连呼号和歌声最响亮的人。战士们看
在眼里，慢慢地就被我感染和带动起

来，进而在平常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
中，自觉地加强队列养成。

发挥优长，在训练场上做示范。当
连长前，我曾被战区陆军评为优秀“四
会”教练员。第一次组织战术训练，我
结合自身组训经验，给全连反复进行示
范，手把手讲解动作要领。训练场是沙
石地面，战士们看到我的膝肘被磨破出
血，也纷纷投入进来，训练效果特别
好。想要激发官兵的训练热情，主官带
头是最好的方法。

拜老班长为师，迅速补齐短板。来
到新连队，为了避免误操作、瞎指挥，我
一有空就到车场熟悉战车性能，遇到不
懂不会的问题，虚心向班长骨干、老士
官请教。为打好基础，我与多名老班长
比着练，有一次胳膊都练抽筋了。凭着
这股子劲头，我用 1个多月时间就掌握
了连队相关装备的操作技能，开始独立
组织训练。

聚兵心，先当好“排头兵”
■连长 张建辉

一年前，我来到连队担任指导
员。这个连队连续 31年被上级表彰为
“基层建设标兵连”，有着深厚的历史
底蕴和敢为人先的精神特质，我感到
压力很大。如何尽快打开工作局面？
我采取了这样几个做法，在这里和大
家分享一下。

连史传统记心中。刚上任时，恰逢
营里常态化开展“学连史、忆传统”活
动。我走进荣誉室，抓紧学习了解连队
简史和战斗英雄模范事迹，对照战斗历
程图和功勋录感悟连魂。用了 5个多小
时，我基本掌握了连史脉络，能背记出
经典战例和英模人物故事，还特意准备
了红色小故事。第二天，连队讲红色故

事活动按计划进行，我第一个上台“开
讲”，大家听得很投入，多次报以热烈掌
声，后面的官兵也纷纷登台，参与热情
很高。从官兵的眼神和掌声中，我能明
显感觉到他们对我的认可。

认真备好第一课。初到连队，我开
始琢磨给全连上的第一堂思想政治教
育课该讲点啥、怎么讲？以前参加过教
育授课培训，我意识到只有身到位、心
到位，才是抓好教育的保证。在前几天
的训练、生活和工作中，我观察官兵的
一言一行捕捉活思想，通过聊天了解他
们的内心困惑和精神需求。明确了授
课主题，我广泛收集资料，向前任指导
员和兄弟连队主官取经，几次调整教案

并组织骨干授课试讲。授课当天，我全
程脱稿，用兵言兵语讲身边故事，用课
件展示英模事迹，一下子就抓住了官兵
的眼球。这节课反响很好，有的战士
说，没想到指导员的第一堂课讲得这么
“带劲”。

谈心交心讲方法。刚到连队，还没
有完全熟悉每名官兵，有的战士碰到我
有些“怕生”。为了尽快与他们打成一
片，我不断翻阅花名册、查看个人资料，
比对照片记清每名官兵的模样。第一
次开展谈心交心，我没有采用“流水线
式”分批召集大家到会议室，也没有在
他们面前摊开记录本，而是利用饭后散
步、课间休息等时机与他们聊家常。遇

到战士，我能叫出他的名字，一下子就
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聊天就好往下
进行了。我放下了“官架子”，战士们便
少了一些拘谨，都愿意跟我说些心里
话。我也很快和大家熟络，开展工作越
来越顺利。

与兵“五同”增信任。上任没多久，
连队准备赴高原驻训，我时刻提醒自己
要求战士干什么之前，自己先干好什
么。在准备阶段，我主动拿着小马扎挨
个到班里，和战士围坐在一起学习探讨
高原训练和防伤病知识，收集安全管理
“金点子”。参加适应性训练，我和战士
一起头扎水盆练憋气，还带头增加抗缺
氧训练强度。驻训之初，我们利用周末
组织全连官兵户外野炊，和战士一起构
筑无烟灶，用工兵锹煎鸡蛋，比做拿手
菜，还在“野战KTV擂台”上赛歌喉……
我与大家的关系越来越融洽，战士们也
对我越来越信任。

本组稿件由彭小明、黄腾飞、蒋镕
霄、汪逾杰整理

开新局，先放下“官架子”
■指导员 林 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