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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之声

小 咖 秀

“邱姐姐，我的幻听症状逐渐消失
了，真的特别感谢您！”前不久，第 71
集团军某旅军医兼心理咨询师邱蔚祺
接到战士小艾的感谢电话。

小艾来自离异家庭，多年前就被
幻听症状困扰。从战友口中得知旅里
有个善解人意、长于心理疏导的“知
心姐姐”后，他鼓起勇气走到心理咨
询室门口，却迟迟不敢进门。正准备
参加体能训练的邱蔚祺看到这一幕，
率先打开话匣子：“站这么久也不进
来，要不陪我打会儿羽毛球？”

拿起球拍酣战几番，休息时小艾
终于向邱蔚祺打开心扉，父母离异之
后自己就饱受幻听困扰，一个声音经
常指责他“没用”“懦弱”，这让他痛
苦不已，但却不知如何疏解。

邱蔚祺详细询问后判断，这应该
是童年创伤引发的幻听症，若不及时

干预可能会诱发精神分裂。“不用担
心，我会尽力帮助你，相信一定会好
起来！”她与小艾约定每周进行一次心
理疏导，两个月下来，小艾情况逐步
好转，还在邱蔚祺的鼓励和陪伴下主
动去医院接受了系统治疗。
“最艰难的时候遇到了总是微笑的

邱军医，真的很幸运。”康复以后的小
艾在心理咨询室橱窗上用彩色便利贴
留下了这句话。而那面橱窗上还密密
麻麻地贴着许多官兵留言，每一张彩
色的便利贴都是邱蔚祺用微笑照亮官
兵心扉的见证。

心理服务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2018年，邱蔚祺取得心理学硕士学位
回到部队，在旅党委支持下开设了
“邱蔚祺心理咨询室”。可是，满腔的
热情最初遇到的却是门可罗雀的冷
场。原来，一些官兵或是担心被其他

战友“另眼相看”，或是对心理问题认
知不深，都不太愿意寻求心理服务。
“你们不来，那我就去。”邱蔚祺

决定主动出击，跟随旅里的服务基层
小分队跋山涉水，用自创的“测试阳
光值”“心灵手语”等方式，把心理服
务传递到各营区和驻训点。随着上门
咨询的官兵逐渐增多，她还结合基层
实际编写了一套心理服务工作指南，
并建起了“阳光服务小队”，创办“邱
蔚祺心理工作室”公众号，多维度守
护官兵心灵健康。

怎么看待“‘蔚’笑天使”这个官
兵送上的昵称？“真诚的微笑本身就能
传递爱和力量，我会继续传递下去。”
邱蔚祺用她那极具感染力的微笑作答。

一句话颁奖辞：越过心灵的山

“邱”，“蔚”笑总会在那里为你守候。

播撒阳光的“‘蔚’笑天使”
■朱宇伦 孙子洋

相对于大型企业而言，小微企业

凭借灵活机动、万众创新等优势，逐

渐成长为国家经济建设的一支重要力

量。受此启发，前不久某部将小微企

业的思维和做法运用到教育创新中，

把营连自主开展的“我要上讲台”活

动中反响好、效果佳的精品授课录制

成视频，并上传至旅强军网供官兵学

习，受到大家的欢迎。

教育好不好，关键看实效。当

前，一些单位开展教育或多或少存在

“一锅煮”“大呼隆”的现象，官兵普

遍反映，这样的教育针对性不强、感

召力有限，难以实现同频共振、共情

共鸣。基层营连组织“我要上讲台”

活动，并非闻所未闻的神来之笔，只

是因为抓住了官兵这个“小微”主

体，既培养出一批教育“酵母”，也

起到了“抛砖引玉”的效果，从而为

教育创新提供了参照系、发力点。

教育的主体是官兵。作为基层带

兵人，应该把镜头聚焦官兵、把平台

留给官兵、把话筒递给官兵，挖掘催

人奋进的强军故事、走心励志的身边

故事、荡气回肠的转型故事，使教育

从官兵中来、到官兵中去，从而汇聚

“小微”力量，与课堂主阵地、线上

新阵地互为补充呼应，最终起到众人

拾柴火焰高的效果。

具体来说，各单位首先要为官

兵成为教育“小微”主体创造良好

条件，建立激励机制、营造浓厚氛

围、丰富教案素材；其次，应对

“小微”课堂做好规范引导，把好

教育方向、讲好强军故事、传递暖

心力量；再次，各级还应舍得投

入，做一些整合优化的工作，将好

的经验、失败的教训及时归纳、总

结、提炼、推广，以点带面推动教

育创新。

在基层工作生活中，一些连队主

官时常感叹“教育创新真难搞”。其

实，只要牢牢抓住官兵主体，换种

思路、换个角度、换些方法，再难的

事情也就变得不难了。

搞教育，不妨学学小微企业的经验
■赵炫竹 张 曦

带兵人手记

零 距 离

在第 77集团军某旅二营火力连俱
乐部的后墙上，展示着这个连队所珍视
的荣誉：年终考核全旅第 12名、军事运
动会“精神文明奖”、群众性比武竞赛单
项第8名……

或许在别人眼中，这些成绩根本拿
不出手，但在指导员祁一帆看来，正是
这一连串不起眼的小小足迹，让连队走
出了最初的低谷。

组建之初，连队官兵成分复杂，有
驾驶员、有修理技师、有锅炉班长，唯
独没有专业炮手。“以架炮为例，大纲
规定 40 秒为合格，我们能折腾七八分
钟。”中士郭鹏提起连队当时的情形，
感觉很无奈。

没有任何悬念，在一开始的几次军
事考核中，火力连次次“吊车尾”，大会
小会上，连队自然也成了重点“讲评”的
对象。

在这样的气场下，一股自卑的情绪
蔓延开来。自那以后，凡是要排出名次
的活动，战士们都很抗拒参加。原因很
简单：“去了也是丢人现眼。”

这般情景，让祁一帆心急如焚。思
来想去，他找到旅领导吐露心声：“连队
起点不同，别人已是参天大树，我们还
只是刚插进地里的小禾秧。能不能多

给我们一些时间？”
经过研究，旅党委采纳了祁一帆的

建议，并作出“三不”的决定：在一年内，
包含火力连在内的新组建单位不参与
评比竞赛；训练考核只公布各自成绩、
不在全旅排名；量化评比只考察进步幅
度，不与其他单位横向比较，以此让他
们安心“蹲苗”。
“时间争取到了，接下来就看大家

的了。如果一年后还戴着‘后进’的帽
子，那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脸！”那天晚点
名时，祁一帆作了一次动员。中士许益
豹回忆说，那晚他站在队列最前面，透
过门厅的灯光，能看见指导员的眼睛里
就像烧着一团火。“我只记得在此后很
长的一段时间里，连队学习室每晚总是
灯火通明，大家都在抱着各类训练教材
‘硬啃’。”

不参与旅里的评比竞赛，火力连
内部的小比武却搞得有声有色——
专业训练，只要进步明显，晚上炊事
班单独给加一盘“硬菜”；基础课目，
拼进连队前五名，披红戴花登上连队
光荣榜……
“因为刻苦训练，连队官兵成绩达

到合格甚至优秀的人越来越多，大家的
饭量也越来越大，以致有时伙食费不够
用，我和连长一合计，干脆从我俩的工
资里拿钱往里贴。”祁一帆欣然一笑，
“看着自己的连队越来越好，高兴还来

不及，哪还会心疼钱呢？”
就在连队安心“蹲苗”的过程中，

营里也曾多次派人来指导帮建。就
这样，火力连这根禾秧，开始悄然生
长……

下士陈贤伟，是首个为连队争得荣
誉的人——在蛰伏了 14 个月后，他在
全旅一次 45人的集训中，取得第 11名
的结业成绩。为此，连队专门组织了一
次活动为他庆功；第二天，又大张旗鼓
地把这份成绩单挂在俱乐部的后墙上，
并命名为“英雄墙”。

不仅如此，连队还买来一套彩印
设备和 100 本大号荣誉证书。自那以
后，但凡有官兵取得名次，连队都会
制作一份喜报，盖章、塑封、烫金后，
再寄回战士家中。“好几次，有战士的
父母打电话到连队，询问自己的儿子
是不是在部队立了大功？我总告诉
他们，你的孩子正在创造连史。”连长
洪亚斌说。

慢慢地，那几大捆荣誉证书越来
越少，“英雄墙”上张贴的荣誉越来越
多……在去年底进行的全旅迫击炮炮
长比武中，火力连终于捧回了建连两
年半来的首个“第一”。

有人建议将这张奖状张贴在与“英
雄墙”相对的前墙上，可是洪亚斌却不
答应：“那堵墙留着，啥时候连队集体立
功，啥时候再用！”

组建之初，连队在历次比武考核中接连折戟。在巨大压力面前，
第 77 集团军某旅二营火力连没有急于求成，而是扎扎实实打基础—

“蹲苗强根”，只为今后更茁壮
■祁 建 常永吉 本报记者 李佳豪

某旅副政委 贾树鹏：农民在耕种

时，经常会选择“蹲苗”，目的是促进

幼苗的根系发育，让庄稼在日后长势

更好。这个做法，对单位和个人同样

适用。就新调整组建连队而言，“蹲

苗”的过程不可或缺，因为只有让官

兵在新的土壤中安心地把根扎下去，

打好坚实基础，为将来的发展蓄足后

劲，才能在度过适应期后更好地生长

壮大。

海军某部副处长 亓秉文：种庄

稼有种庄稼的规律，今天你一锄头、

明天我一耙犁，难免乱了节奏。抓建

新调整组建连队同样是这个道理，倘

若各级过于急于求成，其结果往往不

尽人意，容易走入拔苗助长的误区。

这启示我们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做

到越是开局启新，就越要保持抓基

础、谋长远的定力，帮助基层把根基

夯得实而又实。

武警某支队指导员 周 祥：俗话

说“久久为功方成林”。一支新调整

组建的连队，好比一片刚播下种子的

原生林，而各级带兵人，则更应该当

好护林人。正如有首歌中唱到的那

样，“不打扰，是我的温柔”。我们不

妨让每棵树苗都按照规律“自由生

长”，多一些耐心和宽容，让它们安

安心心“蹲苗”“强根”，只待成熟收

获的时节。

官兵心语

值班员：海军陆战队某旅集训队

书记 徐师敏

讲评时间：7月17日

今天，我们组织召开了党小组会。会
上我发现，个别同志对临时党组织的思想
认识存在误区，感觉集训队是临时单位，
党员作用发不发挥都一个样。

同志们，我们集训队成立临时党支
部的目的，就是通过落实组织制度，强化
组织领导，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每
名党员都是临时党支部的中坚力量，大
家要在工作中敢于站排头、争第一，在任
务中敢于叫响“跟我上、让我来”，以自身
的先锋模范作用推动集训队各项工作顺
利进行。

我建议，下一步工作中，在集训队党
员中成立“党员攻关小组”，对险难课目
进行集智攻关，为集训开展铺开路子；将
党员日常表现纳入工作考评，作为创先
争优的一项依据；在艰苦岗位设立“党员
示范岗”，为群众立起一面旗。希望大家
共同努力，完成好组织赋予我们的任务。

（唐瑞杰、张 震整理）

临时党组织，作用不“临时”

值班员讲评

“我在川藏线上开饭馆，每次有军
车路过，我都会主动烧些热水，提供
力所能及的帮助，看到那些孩子的脸
庞，我就想起我们家的小马……”视
频里上等兵马镭峻的母亲话音刚落，
教室这头便掌声雷动。通过视频连
线，让千里之外的家属为连队官兵授
课解惑，竟然起到了出乎意料的效
果。截至目前，连队已经和 10名家属
建立了联教共育机制。

这个点子其实源于我自己一次失
败的授课经历。

疫情防控期间，连队官兵或多或
少产生了一些情绪波动，干什么都
提不起精神，我决定给大家上一堂
主题教育课。为此，我使出浑身解
数，先谈心了解官兵喜好，后拜师
打磨课件讲稿，结果我在台上讲得
声 情 并 茂 ， 官 兵 在 台 下 却 一 脸 茫
然。挫败感“爆棚”的我，在水房
听到了战士的抱怨：“台上台下都是
老面孔，听来听去都是那些话，啥
时候能有点新意？”

战士们的话不无道理，连队独立
驻防，管控严格，他们已经许久没有
见过新面孔了。沉思之际，我翻着微
信朋友圈，突然找到了一丝曙光。由
于我加了所有官兵家属的微信，发现
马镭峻的母亲发了一个朋友圈动态：
“穿着军装的黑脸娃娃来盛热水，嘴唇

都爆皮了，军人真是太伟大了。”考虑
到教育课上正好要讲奉献这个话题，
不妨就让马镭峻的母亲为官兵们讲讲
自己在川藏线上的所见所闻，谈谈高
原官兵的忠诚奉献。

思路一变天地宽。在跟马镭峻的
母亲交流后，她本人十分愿意配合我
们的策划，一堂《我眼中的军人》教
育课也随之酝酿而生。课上，马镭峻
的母亲动情地说：“我眼中的军人，就
像青藏高原一样，虽然默默无闻，但
替我们老百姓遮风挡雨；就像这蜿蜒

的川藏线一样，虽然望不到边，但始
终围着我们老百姓转。”

家属登台，搅活了连队思想教育
的一池春水。下士匡子晨的父亲是一
名转业军人，他为官兵们讲授的《好
兵的样子》，让大家备受鼓舞；下士李
纪卫的哥哥曾是一名驻守高原的战
士，经过党校培训，成为当地一名扶
贫驻村干部，他讲述的 《军民一家
亲》，增强了官兵的责任感……听完一
堂堂具有感染力、亲和力的授课，连
队官兵精武强能的劲头更足了。

我把战士亲人请进视频课堂
■陆军某工程维护团二营六连指导员 徐 杨

蹲连手记

茅文宽绘

盛夏时节，武警新疆总队某支队从难从严开展武装奔袭、城市反恐、极限体能、擒拿格斗等

实战化课目训练，全面锤炼特战队员的反恐作战能力和战斗精神。图为队员冒着高温进行徒

手对抗。 赵俊杰摄高温锤炼

哎呀，妈妈说得可真好。

我眼中的军人，就像青藏高原一

样，虽然默默无闻，但替我们老百姓遮

风挡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