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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

采访感言

记者探营

“小团子 3.19公斤，母子平安，别担
心。”接到妻子贺子彦的微信视频通话，
第 75集团军某旅合成三营副营长向绪
文那颗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

4月初，作为中方地面突击队队长，
向绪文带队参加“金龙-2020”中柬两军
联合训练凯旋。虽然近在咫尺，但回国
归建后，却不能到床前照顾妻儿。短短
几分钟的视频通话，寄托着深深的牵
挂，望着面色苍白的妻子，向绪文热泪
盈眶，思绪万千。

从相知到相恋，从相爱到相守，向
绪文一遍遍地翻着手机里的照片和短
信，一幕幕甜蜜往事涌上心头。

向绪文清晰地记得，从他出国参加
联训那一刻起，贺子彦就已做好独自迎
接孩子出生的准备。那段时间，她每天
守着电视、网络，时刻关注着中柬两军
联训新闻。当看到丈夫画面时，她会第
一时间拍照、截屏，然后转发分享到微
信朋友圈，“虽然孩子出生时丈夫不能
陪在身边有些遗憾，但我是军人的妻
子，应该关注他在异国的表现”。

爱人默默的支持，就是最大的鼓
励。最终，向绪文带领 20 多名突击队
员出色完成任务，充分展现了中国军人
风采。回国后，他将联训经验整理成一
本资料汇编，为部队改进训练提供了重
要参考。
“子彦，今天是我回国的第 8 天。

你的勇敢坚毅，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
支持……”一句句肺腑之言，随着向绪
文指尖滑动，变成了真情流露的“微信
家书”。

生活需要仪式感，爱更需要仪式
感。从相识到结婚 7年，尽管两人聚少
离多，但每逢重要时刻，向绪文都会用

他的方式，郑重写上一封浪漫温馨的
“微信家书”，给平淡的生活添一点料。

这些小小的温暖举动，简单而不失
浪漫，平凡而富有意义，不仅增进了两
人之间的爱，也让贺子彦感动不已。谈
到这些年丈夫写的六七十封“微信家
书”，贺子彦脸上流露出幸福的笑容：
“别看他脸庞黝黑、大大咧咧，却有一颗
细腻的心。他的微信如月、如水、如花，
清澈透明，情真意切，读着读着，就忘了
独处的孤单，就有了生活的动力。”

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这些
年，贺子彦从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
“娇娇女”，成长为一名自立泼辣的军

嫂。每逢节假日，她都会从 500多公里
外的家乡奔赴军营，亲自为丈夫烧上一
桌好菜。一路走来，那珍藏的一张张车
票，写满了两人携手同行的浪漫，更是
妻子对丈夫无私支持的见证。

因为有爱相伴，工作才后顾无忧。
从坦克排到步兵排，从坦克连到支援保
障连，再到如今的合成营，面对 5次换
岗的挑战，向绪文披荆斩棘、从不言败，
全身心投入到为战斗力建设添砖加瓦
的实际工作中，先后被集团军表彰为
“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四会教练员”“爱
军精武标兵”，被战区陆军评为“军事训
练尖子”。

甜蜜的“家书”，暖暖的爱
■本报记者 王雁翔 陈典宏 通讯员 黄远利

“虽然实投模拟训练没赶上，但还
是能按时参加实弹投掷考核。”4月中
旬，休假归队后刚解除隔离医学观察，
第 72集团军某旅坦克一连中士马云飞
就如愿参加全旅手雷实投考核。他告
诉记者，这次能够参加考核，中间还颇
费了一番周折。
“手雷实投考核安全风险较高，各

单位一般会在考前对官兵的备考情况
进行严格审核。”正在现场组织考核的
坦克一连连长郗凯介绍，不少单位将实
投模拟训练作为参考的“准考证”，少数
因休假、集训等原因而未能参加模拟训
练的官兵往往会被取消考核资格，而实
投考核一般一年组织一次，一旦错过就
要再等一年。

因此，马云飞算好了休假日期，特

意赶在实投模拟训练展开前归队，没
想到疫情发生，归队时需要经过 14 天
的隔离医学观察，因此没能赶上实投
模拟训练。“身为入伍 8 年的老兵，手
雷实投考核已经参加了很多次，早已
拿到了‘准考证’，为啥每次都要再‘回
炉’？”眼看着实投考核即将开始，暗暗
着急的马云飞把自己的烦恼倾诉在首
长信箱里。

马云飞的烦心事，很快成为该旅议
战议训会议题之一。会上，有的党委委
员认为，实投风险高，稍有不慎就会发
生事故。未经模拟训练，就不能参加实
投考核。对此，不少人提出反驳：手雷
实投属于年度训练任务，随意设置“准
考证”，与新大纲要求相违背。
“军人要随时准备上战场，不能牺

牲战斗力消极保安全。”旅党委经过讨
论研究后决定：叫停少数单位违规设
置“准考证”的做法，严格遵循新大纲
要求，在做好风险评估的基础上，组织

全体官兵开展实投训练。他们对前期
未参加模拟训练的官兵，采取逐人核
查原因、集中组织补训、专人帮带指
导、心理素质评估等步骤，提升官兵实
投技能，增强官兵心理素质。同时，在
组织实投考核时，由实投经验丰富的
骨干担任安全员，确保实投考核过程
安全顺利。
“拔插销，引弹投掷。”跟马云飞一

起，该旅 112名原已被取消考核资格的
官兵都顺利完成了实投考核。在将两
枚手雷精准投进目标圈后，马云飞满
脸欣喜地走下考场，对记者说：“掐掉
虚花取缔违规‘准考证’，考出的是真
实的战斗力，有利于为下步专攻精练
找准方向。”据了解，在今年的实投考
核中，虽然整体成绩略有下降，但参考
率却较去年提升近 4个百分点。考核
结束后，他们随即组织实投考核成绩
较差的官兵展开集中强化训练，一人
不落严格补考。

投个手雷，也要“准考证”？
■本报特约记者 童祖静 通讯员 肖雨轩

没想到，本打算在大家面前“露一
手”的我，恰恰弄巧成拙。

那天，接到安全保密授课任务后，
我制作授课课件颇具“匠心”：色调搭配
协调美观，动画设计酷炫新潮，课件中
加入大量视频、图片，“声光电”齐上，网
络“热词”频出，力求炫彩夺目。

然而，授课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最初，官兵都对让人眼前一亮的课件
感到有些新奇，可没过多久，就露出了
倦怠的神情，甚至还有人在课上开起
了小差。
“费了不少心思搞创新，为何授课

效果不佳？”面对我的追问，大家渐渐打
开话匣：“严肃的授课内容中，增加一些
不必要的‘潮段子’和网络语言，听着有

些尴尬”“PPT新颖炫目但内容老套，换
汤不换药”……
“开虚花不结果、走形式不走心，

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有了这次教
训，在此后的授课准备中，我努力在内
容上下真功夫，尽量使用接地气、生活
化的语言，把官兵的身边人身边事和
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拍成短片。观念一
变天地宽。这下再授课，官兵们都听
得聚精会神、兴致勃勃，还跟着我的引
导踊跃发言，现场气氛热烈。

尝到了甜头，我又根据大家的建

议，在授课中插入情景模拟、现场辩
论、士兵讲坛等环节，让官兵深度参
与到授课中来，不仅增强了课堂的活
力，还给战士提供了锻炼展示的舞
台，赢得大家纷纷“点赞”。

通过这件事，我深深感到，教育创
新不能只做表面功夫，更不能盲目跟
风，把心思都花在PPT上。只有把握官
兵的思想脉搏，知兵心、讲兵话、说兵
事，才能真正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
性和感染力。

（袁康、韩阳光整理）

“不能把心思都花在PPT上”
■火箭军某团六连指导员 焦天威

《新闻联播》马上就要开始了，可电
视还没调试好。看着多媒体设备屏幕
上蹦出来的几行英文单词，一头雾水的
我急得满头大汗：“平时习惯了当‘替
补’，该出手时，才知道自己不靠谱！”

下连后，指导员得知我学过软件应
用，便安排我跟着班长李进学习多媒体
设备操作，保障连队看新闻、看电影等
活动。没多久，我就熟练掌握了布置场
地、架设线路、接通电源等操作，心里不
禁沾沾自喜起来，认为看起来“高大上”
的技术活也不过如此。因此，每次在室
外搞活动我基本上就是搬搬东西、打打
下手，总感觉有班长在就轮不到我。

昨晚看新闻前，值班排长陈文佳把
我叫到跟前：“李班长还在外面出车，多
媒体设备保障的任务交给你了。”
“终于轮到我出场了！”我内心感

到一阵窃喜，拍着胸脯向排长保证：一
定完成好任务！找设备、架线路、接电
源……凭着记忆，前面的几步操作都很
顺利，可一打开信息视窗，我就发现屏
幕一片漆黑，屏幕中央只出现了几个英
文字母。
“这是什么情况？”对于这个意料之

外的情况，我顿时感到不知所措，拿着遥
控器对着信息视窗一顿操作，可就是不
见任何反应。“是不是信号接收出现了问
题？”我又把机顶盒上的插头反复拔插了
好几次，可屏幕还是没有任何动静。
“嘟嘟嘟！”就在这时，集合号突然

响起，大家带着马扎陆续往楼下走，场
上的人越来越多。看着一片漆黑的屏
幕，我额头上的汗珠冒了出来，心想：这

一次丢人丢大了！
“把遥控器给我。”就在我束手无策

时，李班长刚好回来了。在他的操作
下，信息视窗清晰地出现了《新闻联播》
的画面。我长吁了一口气，悄悄溜出了
大家的视野。

观看新闻结束，我留下来帮班长撤
收设备。看着班长，我好几次欲言又
止。班长似乎看出了我的尴尬，安慰我
说：“是我平时给你锻炼的机会太少了，以
后尽量由你来负责操作，我在一旁辅助。”

我惭愧地低下头，想起了之前指导
员讲评时说的一句话：“要争取和珍惜
每一次锻炼的机会，不能有‘天塌下来
有高个子顶着’的心理。”我暗下决心：
以后要多想多问多实践，不断积累经
验，绝不能再当似是而非、不求甚解的
“替补”！

（本报特约记者程锡南、通讯员邓

杰文整理）

莫总指望“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
■第74集团军某旅支援保障连列兵 雷聪志

阳光透过纱窗洒进教室，照在一排
排年轻士兵的脸上。讲台上，指导员张
勇正在播放着幻灯片，随着画面切换，战
士们的思绪被带回到战斗打响前的紧张
时刻……

4月 15日上午 8时，第 71集团军某
旅三营一连教育授课还未正式开始，“暖
场”环节就让人眼前一亮。

在这个旅，营连自主教育一直很有
特色：每周围绕一个教育话题，采用“1
小时课堂教育+2小时讨论交流+1小时
配合活动”的形式，把理论引导、讨论启
发和实践深化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学思
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推动教育落地落
实，真正入脑入心。
“十个手指九个泡、一碗米饭半碗

沙，这些记录实景的视频和照片，彰显同

志们顽强的战斗精神……”授课开始后，
围绕“战斗精神培育”主题，张勇举例释
理、音画结合，不仅让官兵们过足“眼
瘾”，更对授课内容留下深刻印象。

课堂教育播下的思想“种子”，在互
动交流中慢慢“发芽”。9点 10分，经过
短暂的休息，教育进入下一个环节——
讨论交流。记者随机走进一顶帐篷里，
四班正围绕“最具战斗精神的一件事”组
织发言，下士石沿辉指着虎口处新愈合
的伤疤说：“上周考核，面对坚硬的石质
地面，全班轮番上阵奋力挥镐，不少人员
手被震伤，最终按时完成阵地开设任务，
这是我们班最具战斗精神的时刻！”

每班推荐一人谈“驻训场上本班风
采”，连队骨干回忆“跨区演习的磨砺与
成长”，老班长对比今夕话传统……全连
交流中，当听到四级军士长陈小雨讲述
备战某大项演习中的感人故事时，上等
兵宋方鋆红了眼眶：“我要学习老兵们坚
决完成任务的顽强精神和过硬作风，把

专业练精练强！”
“战斗精神只有经过严酷的实战化

训练，才能淬火提纯……”全连讨论交
流尾声，张勇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同时
引出下一个教育环节——“五星竞选”，
围绕“训练、理论、进步、安全、服务”等 5
个方面，人人自愿登台“演讲”，为自己
“圈粉”。

“我竞选进步之星，因为我在本周体
能测试中完成自我超越，夺得全连第一，
希望大家投我一票”……竞选台上，先后
有 19名战士登台讲述自己的奋斗故事，
台下官兵认真评判，郑重投出自己的一
票。最终，陈培伟等 5名战士在竞选中
脱颖而出。
“一二一！一二一！”4个小时的自主

教育，在不知不觉中结束了，官兵们整齐
列队跑步带回，途中嘹亮的口号直冲云
霄。置身队伍中间，记者不禁感慨，“1+
2+1”的教育创新模式，正如这急促口令，
引导着基层自主教育快步向前。

“一二一”，基层自主教育“快步向前”
—近距离感受第71集团军某旅创新教育模式一例

■本报记者 陈 利 特约通讯员 杨琪潇 靖 周

军人，一个神圣的称谓，一个特殊

的职业，意味着拿起钢枪就要放下儿女

情长，穿上军装就得舍弃舒适安逸。

军人肩负着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

枕戈待旦，练兵备战，义不容辞。军嫂、

军娃、军属……一旦沾上“军”字，就意

味着奉献、付出和牺牲。这就需要不能

时时陪伴家人的军人，在练兵备战、征

战沙场之余，给家人多一点爱，尽力当

好父母的孩子、爱人的依靠、儿女的大

树，哪怕只是一个关切的眼神、一个深

情的拥抱、一句甜蜜的问候、一纸缠绵

的家书，也能激起幸福的浪花，诠释“爱

的真谛”。

爱是最神奇的力量。作为新时代

军人，不仅要干好工作，也要懂得生

活的艺术，善于经营家庭，以此营造

幸福的港湾。因为有了军人的关爱，

独自守护家庭的军嫂和军娃，就能在

漫长的等待中，多一丝温暖和坚持的

力量；因为有了稳固的“后方”，常年

处于金戈铁马、四处奔波状态下的军

人，才能心无旁骛地投入到工作和训

练中。

稳固的“后方”需要注入爱的力量
■陈典宏

一线直播间

4月20日，武警天津总队机动支队组织特战队员开展捕歼战斗训练。连日来，该支队紧贴实战开展多课目训练，磨砺官兵意

志，提高反恐能力。 周旭升摄

潜 望 镜

4月23日，第71集团军某旅开展车炮协同训练考核，二营三连一班取得全营用时最短的好成

绩。考核结束后，副连长吴岳（前左一）就地取材，自制“生日花”献给恰巧当天过生日的瞄准手孙德

龙，并送上美好祝福。 吴朝兵摄

带兵人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