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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营

带兵人手记

“疫”线速递

“原来觉得战地快报‘土得掉
渣’，但一个多月的实践证明，这种
传 统 的 政 治 工 作 方 法 仍 有 用 武 之
地。”3月 21 日，当第 17 期 《荆楚战
“疫”快报》 刚送达驻鄂部队抗击疫
情运力支援队，就被官兵“一抢而
空”。一度觉得快报形式有些老旧的
战士小李，改变了之前的想法。

疫情发生后，一些报刊发行受到
影响。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湖北省
军区政治工作局创办了一份名为《荆
楚战“疫”快报》的战地小报。一开
始，有的官兵并不买账：现在都啥年
代了，新媒体遍地开花，明明一个公
众号就能解决的事，何必劳神费力去
办一张报？
“这种想法也不是没有道理，信

息爆炸的时代，一部手机就可以洞晓
天下。”该省军区政治工作局主任黄

明村说，但网络不是万能的，传统阵
地不能丢，这个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采访中，黄明村谈起一个小插
曲：前不久，某部围绕“从疫情防控
看动员能力”等话题组织讨论，有的
官兵把一些来源不明的网文抄下来当
观点，导致个别人出现以偏概全的看
法，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效果。“通
过战‘疫’快报，可以在第一时间把
党委的声音、权威的解读、一线的战
果、感人的故事等传递给官兵，这既
是一种精神激励，也是一种无形的思
想引导。”

2月 21 日，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
沙镇溪镇高潮村党总支书记、民兵连
指导员宋青山，在为当地村民运送生
活物资时遭遇意外，不幸殉职，生命
永远定格在了 40岁。

该省军区把宋青山的生前事迹刊

登在快报上，在官兵中引起强烈反
响。省军区警卫勤务队战士韦钦晨在
讨论中说：“身边的民兵为了抗疫舍
生忘死，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冲锋陷
阵！”

让身边的人讲述身边的事，用身
边 的 资 源 教 育 身 边 的 人 ， 这 是 战
“疫”快报吸引官兵关注的一个重要
原因。记者翻开这份小报，从内容到
栏目设置，处处散发着浓浓“战”
味。

当“战‘疫’快报”遇上新媒
体，两者能否融合？这几天，快报几
名“小编”想了一个新招。记者看到
有的文章后面多了一个二维码，拿出
手机扫一扫，一些延伸信息立即从纸
上搬到官兵“掌心”。老传统释放新
活力，一报在手，成为抗疫战场一道
风景线。

当“战‘疫’快报”遇上“公众号”
■田国松 本报特约记者 何武涛

初春时节，当从某短视频平台再次
看到连队前辈庞国兴的战斗事迹，第 77
集团军某旅“庞国兴英雄连”下士蔡文
跃依旧热血沸腾，他迫不及待地将其下
载分享在旅强军网“传承红色基因、担
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专栏，并配文：
“这是我的前辈，我的连！”

别看他现在对连队爱得深沉，可就
在 3年前，当蔡文跃还是一名上等兵的
时候，他心里想的却是尽快“逃离高原”。

2018年，该旅刚由内地城市移防至
西藏，海拔高差之大，让许多官兵出现
了水土不服。

在内地，蔡文跃的训练成绩为“全
优”；可上了高原，哪怕只是快跑几步，
他都会感到“喉咙生疼、肺快要炸裂”。
“此地不宜久留！”思考再三，蔡

文跃向连长寇彦军提出了提前退役
的申请。
“你真要想走，我也不强留。”了解

情况后，寇彦军并没有急于说服蔡文
跃，而是开口请他帮忙：“今年主题教育
开始了，旅里要求各连学习连史、寻根
前辈。这里有几本庞国兴的日记和当
时师里干事留下的采访册，你把它们敲
到电脑上，作为大家学习连史的教材。
这就当是你最后为连队做一点贡献
吧。”

庞国兴是谁？连队每名官兵都耳
熟能详——在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边
境自卫反击战中，庞国兴和战友同大部
队走散。于是，他们决定组成临时战斗
小组继续战斗。在随后的 5次战斗中，
他们孤胆穿插，击溃敌一个整建制炮兵
营、缴获各类火炮 14门。战后，庞国兴
被上级记个人一等功，其所在连队被授
予“庞国兴英雄连”荣誉称号。
“那就把这最后一件事干好吧！”接

过几个泛黄卷边的本子，蔡文跃小心翼
翼地读起来。没想到像是新打开了一
扇窗，他开始从另一个角度重新认识这
名“熟知的英雄”——
“高原真苦，不知道战争啥时结束”

“马上赴前线了，我担心回不去”“国兴
初上高原时，有好几次都吐在了训练场
上”……沿着一撇一捺的字迹回望过
去，一个更加清晰的庞国兴形象出现在
蔡文跃眼前：原来前辈也曾抱怨过环境
艰苦，也曾担心战死沙场，甚至和自己
一样也曾渴望离开这片高原！

读完这几本册子，蔡文跃犹豫了。
他暗自思忖：“如果当时庞国兴退缩了，
是不是就成不了战斗英雄？如果我再
坚持一下，是不是也能克服眼前这些困
难？”

不过让蔡文跃真正改变的，是一则
关于庞国兴的微信公众号文章。原来
在网上，庞国兴的传奇故事早已家喻户
晓。在那篇文章下方，类似“1个战斗小
组全歼 1个营，难以想象”“中国军人威
武霸气”等留言，如一声声惊雷，炸响在
蔡文跃心头。
“就这样离开了，以后哪有脸面跟

别人说自己曾是‘庞国兴英雄连’的
兵？”想到这里，蔡文跃满脸通红。

几天后，蔡文跃用一纸留队申请从
连长手中换回了退役报告。他写道：
“整理录入日记的过程，就像是一次寻
根之行。‘庞国兴英雄连’的连魂诞生在
高原，我不能把它弄丢了。”

一次寻根，犹如一场播火。两度
冬去春来，蔡文跃利用休假时间，走
访了许多史料场馆，收集到 23 件有关
庞国兴的文物文献，俨然成了一名
“国兴通”。

近日，该旅新年度主题教育拉开序
幕，蔡文跃以小教员的身份，为新兵串
讲连史。
“你们知道新兵时的庞国兴啥样

吗？”课堂上，蔡文跃以问句开篇。“庞国兴

入伍时，体重才49公斤，一据枪两臂直打
颤。新兵结业时，他的成绩仅为合格。”紧
接着，他将一张庞国兴的考核成绩表投
在大屏幕上，继续说道：“英雄并非天生强
大，而是他们懂得坚持和奋斗。”

聆听着蔡文跃的讲述，新兵韦仕明
有了奋进的勇气：“英雄当年很平凡，平
凡的我也渴望成为英雄！”

当天晚点名，连队官兵如往常一
样，在呼点“庞国兴”后集体答“到”。可
是这一次，韦仕明分明觉得那一声“庞
国兴”，是在呼唤未来的自己。

上图：“庞国兴战斗小组”成员合

影，由右至左分别为王世军、庞国兴、冉

福林。

作者提供

第77集团军某旅开展主题教育三部曲之“溯源”—

“邂逅”英雄，望见未来的自己
■周建康 本报记者 李佳豪 通讯员 王 鹏

前不久，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对关于
聚焦“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
深化思想政治教育作出部署。自 2018 年
以来，在连续 3年的主题教育中，第 77 集
团军某旅每年定调一个“主旋律”，接连奏

响了“溯源”“聚魂”“谱新”三部曲，有效推
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近日，记者走进该
旅采访，沿着时间轴将他们的做法梳理出
来，以供借鉴。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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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史是什么？连史是军史的细

节。一部部连史，浸透着先辈的热

血，传承着英雄的基因，串接起我军

壮怀激烈的战斗史、创业史、奋进

史。

我们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

强军重任”主题教育，以学习连史作

为开篇，目的就在于引导官兵从最熟

悉、离自己最近的故事中，汲取精神

养分、汇聚强军力量。

然而，我们通过调研发现，有的

单位对连史传承还停留于浅表认识

上：个别官兵对军史连史一知半解；

有的仅满足于把流传下来的精神当成

口号；还有的荣誉室常年大门紧闭，

让连史这笔蕴含着丰厚内涵的宝贵财

富“沉睡”。

因此，我们在“寻根”中深化主

题教育，通过开展荣誉室修建、连史

战史修订、文物修复等工作，做到

“与英雄再相识”。我们渴望通过引导

官兵穿越时空，去追寻这支队伍最原

始、最深层的精神力量，于细微之处

唤醒官兵内心的那一声惊雷。

于细微处响惊雷
■第77集团军某旅政委 陈振中

带兵人心语

值班员：火箭军某团营长 周 峰

讲评时间：3月26日

近日，我在检查营门岗哨登记时发
现，个别干部查岗时间比较接近，前后
间隔甚至不到 10 分钟。经了解，原来
个别干部觉得起夜查岗太折腾，索性在
午夜前几分钟去查岗，顺便把午夜后的

岗一并查了。
新条令对查铺查哨时段进行了明确

规定：连队应当组织进行查铺查哨，每夜
不少于2次，其中1次必须在熄灯后2小
时至次日起床前1小时之间进行。这种
查岗“打包合并”的做法，既有偷懒图省
事之嫌，也容易让哨兵摸清干部查岗“套
路”，从而放松警惕。

同志们，基层干部是部队作战行动
和日常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必须带头强
化责任意识，端正工作态度，树立严谨
作风。如果连查岗这种经常性工作都
降低标准，还如何对战士严格要求？今
后，希望同志们查岗时按规定履职尽
责，杜绝惰性思维。

（郝庆生、殷秀祥整理）

查岗不可“打包合并”

值班员讲评

左图：官

兵通过扫描二

维码，浏览《荆

楚 战“ 疫 ”快

报》稿件的延

伸信息。

粟 毅摄

“干工作必须求真务实，靠打感情牌
可没用！”前几天，指导员推心置腹的谈
话，让我发出这般感慨。

原来，上个月指导员对连队官兵
政治理论掌握情况进行考核，轮到我
们排时，不仅我背得磕磕绊绊，排里的
战士也不尽如人意。虽然指导员当时
没说什么，可看着他脸越拉越长，我估
摸着连务会上注定少不了一顿“狂风
暴雨”。
“得想想办法，让指导员尽快把这页

翻过去。”我绞尽脑汁盘算着，当眼神转向
窗外，看到外面的篮球架，顿时心生一计，

“指导员不是喜欢打篮球么，这周六就组
织个篮球赛，邀请他参加，沟通沟通感情，
说不定事情还有转机。”

周六那天，面对我们的盛情邀请，
指导员很爽快地答应了。“有戏！”看着
指导员中了“圈套”，我不禁心中暗喜。
球赛结束，我边给指导员递毛巾、矿泉
水，边检讨自己在工作中的失职，委婉
地希望指导员高抬贵手、网开一面。

听我这么一说，指导员当即将矿泉水
瓶从嘴边移开，顺手把毛巾还给了我。他
带我来到办公室，门一关上，便语重心长
地对我说：“周末和大家一起打打篮球，融

洽战友关系，增进感情很好。可娱乐是娱
乐，工作是工作，工作出了问题，作为带兵
人应该把心思放在纠改问题上，而不是试
图回避问题、逃避处理，那样只会使工作
在低水平停滞不前。”

听着这番话，我又羞又愧，脸上火辣
辣的。反思自己当排长以来，思想上确实
存在着“和领导处好感情，工作就好办”的
误区，导致排里工作长期不见起色。认识
到问题的根源，我痛定思痛，决心提升自
身能力素质，发挥榜样带头作用，凭真抓
实干做好本职工作。

(马永鸣、李 鉴整理)

工作出问题，莫打感情牌
■口述/陆军某部排长 李佳鹏

仲春时节，天山脚下练兵忙。连日来，新疆军区某团全程随机设

置战术情况，用打仗标准锤炼部队在陌生地域、生疏地形条件下的作

战能力。图为官兵快速跨越火障。

李仁锡摄影报道
天山脚下练兵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