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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员讲评

营连日志

微议录

空调吹着凉风、床铺干净舒适、生
活用品一应俱全……7 月下旬，第 73
集团军某旅一营二连上士叶谋勇怎么
也没想到，自己能带着家属住进条件
这么好的房间。至此，该旅已有 3名战
士带家属入住由招待所改造的临时来
队家属房。

一营二连长期担负值班任务，连
长王洪告诉笔者，官兵谈起家属来队
住宿问题，就有一肚子话要说：值班点
位与位于主营区的家属房相距几公
里，中间还有一个大陡坡，遇有紧急情
况需要支援，路上就会耽误不少时
间。由于这个顾虑，叶谋勇多次劝说
家属不要来队探亲。

不久前，连队官兵提出一条建议，
将原团属招待所改成临时来队家属
房。王洪听后又喜又忧。喜的是，这
个招待所就在值班点位附近，目前处
于闲置状态，各类设施齐全。如果能
将其改成家属房，部分官兵就不用每
天跑那么远，在值班之余有更多时间
陪伴家人；忧的是，尽管这条建议完全
符合上级有关规定精神，但以往家属
来队，官兵都是主营区和值班点位两
头跑，现在提出这样的要求，很容易被
认为“搞特殊”。

思前想后，王洪心里觉得没底，
于是找到去年担负值班任务的一

连。一连连长吴凯城告诉王洪，当时
他们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考虑到上
级批准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就没付诸
行动。
“难道真的要舍近求远、舍易求难

吗？”面对距离几公里的主营区家属房
和不到 50 米的招待所，王洪纠结许
久。就在此时，旅党委组织开展“为基
层解难”活动，于是，王洪抱着试一试
的心态，将连队官兵家属来队团聚难
的问题上报，并附上原团属招待所改
造方案。
“既然连队有需求，而且方案也合

理，没有先例，那我们就来当‘先例’！”
没想到对王洪所提建议，旅党委当场
明确答复，并安排机关有关科室组织
专人对招待所进行整修改造。

8个房间全部交给连队管理，官兵
及家属拎包入住，结合卫生连巡诊组
织家属体检……一系列暖心举措让该
连官兵点赞叫好。王洪告诉笔者，现
在官兵只要满足家属来队条件，填写
一份申请表，便可找他拿钥匙。

后顾之忧没了，训练值勤动力更
足了。前不久，上级“不打招呼”下达
演练任务，叶谋勇与战友迅速驾驶雷
达车进入指定区域，配合雷达站站长
完成伪装，为占领阵地、捕获目标争取
了更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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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篇稿子放头条，倒不是说这件

事有多大，而是为了该旅党委那一句“我

们就来当‘先例’”。很多时候，有没有担

当，就看敢不敢当“先例”。

当“先例”是要冒风险的。那条路没

人走过，不知道方向对不对头，不知道路

上会不会遇到险峰深谷，只知道从当下

站立的地方来看，这似乎是条路，好像可

以试一试。那么，试不试？

不试，绝对是安全的。第73集团军

某旅不当这个“先例”也没什么，不过是

让战士们多跑几公里路而已，不会有什

么风险。

试，则面临诸多未知。这样做与有

关政策精神是否相悖，这样做解决了当

前这个问题，会不会出现什么衍生问

题……更重要的是，万一出问题，问责的

“板子”会不会落到自己身上。

当然，干一事做一决策前先看看有

无“先例”，本无可厚非，因为绝大多数

“先例”是成功经验总结，是被实践证明

可行可为的。但更要知道，这样的“先

例”也都是先行者在未知的情况下，靠着

干事创业的胆识蹚出来的！

当前，部队建设面临很多新情况新

问题，有时候我们并没有那么多“先例”

可循，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等待“先例”

的产生。这就需要我们在保持正确方

向的前提下、在政策制度允许的框架

内、在符合官兵根本利益和部队长远发

展的基础上，大胆去试、勇敢去闯，走前

人没有走的路。这，也正是改革的意义

所在。

与此同时，作为上级，要主动为下级

担当撑腰，让他们当“先例”有安全感，创

“先例”有积极性，不要事前不把关不表

态不帮带，而一旦有了问题、出了状况，

就把“板子”举了起来。

好一个“我们就来当‘先例’”
■张 良

值班员：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政治

教导员 林峰

讲评时间：8月4日

目前，我旅正值驻训演练，工作训练
任务较重，大家都有些疲惫，但我在这几
天的夜训中发现，有的骨干安排训练课
目过于简单，还有同志在训练时心不在
焉，对此要提出严厉批评。

同志们，夜训是着眼提高部队夜
间作战能力而组织的训练，并非白天
课目的简单重复。各连干部骨干在
安排夜训时一定要紧紧围绕夜战特
点和规律，根据新大纲制订夜训计
划，加强灯火管制，突出精度、速度等
刚性标准，确保官兵练出效果。参训
官兵更要把握夜训机会，不断突破身
体极限，从严从难锤炼夜战本领，勤
学苦练弥补夜战短板，决不能敷衍了
事、自欺欺人。

战斗力建设不能偷工减料，平时
夜训不认真，战时会患“夜盲症”。我
们一方面要清除头脑中偷懒放松的
想法，继续激发昂扬斗志，从思想上
真正把夜战夜训重视起来；另一方面
要强化抗疲劳、抗饥饿、抗时差训练，
充分调动身体机能，把各个课目训
实、训到位。

（刘振奇、罗周清整理）

夜训不能简单敷衍

“今天我过生日，炊事班专门为我做
了长寿面和小蛋糕，班长还替我站了一班
哨！”“上周我过生日，班长还送了我一份
小礼物呢。”谈起自己的生日惊喜，北京卫
戍区某警卫团六连的几名列兵很是幸福。

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班长过生日时
的失落。上个月，班长魏子涵过生日，排
长姚钦纭把自己下厨做的一碗面条端到
了他面前：“今天你过生日，这碗淮南牛肉
汤面你尝尝，看看有没有家乡的味道？”

魏子涵很感动：“排长，只有你记得
我的生日……”一句话未了，姚钦纭从中
听出了一种失落。这几年，魏子涵连续
担负新训任务，带新兵尽心尽责，特别是
每逢新兵过生日，他总是会为他们煮碗
长寿面，送上美好祝愿。可轮到他过生
日时，新兵们却连句祝福的话都没有。

“我们排也有类似的情况，一位班长
平时对战士非常好，但那天开饭他去晚了，
同班战友竟然没有给他留饭。”说起魏子涵
的经历，不少干部骨干很有共鸣。姚钦纭
就把这个情况向指导员柳银辉作了汇报。
“难道是班长平时对战士的关心还

不够，没有真正走进战士的心里？”柳银
辉带着疑惑进行了一番观察。

这天体能训练后，班长陈二冬担心新
兵腿部放松不够，便拿起泡沫轴为班里的
战士进行按摩放松。陈二冬给战士小李
做完按摩后，小李提出也帮他按摩放松一
下，可是被陈二冬婉言谢绝了。
“为什么？”面对柳银辉的提问，陈二

冬说出了心头的顾虑。在他看来，班长
为战士做按摩是职责所系，但是战士给
班长做按摩难免会有“微腐败”的嫌疑。

此外，他也坦承，确实存在一些战士只知
道让别人关心，却不懂得关心别人的现
象。

营党委会上，柳银辉将这一情况提
了出来，引起各连主官的强烈共鸣。他
们一致认为应该匡正这个认识误区，增
进官兵友爱。为此，该营开展骨干战士
双向“十知”活动，让骨干与战士在相互
了解中增进感情；开展“一帮一、一对红”
活动，让他们在相互学习中加深认知；开
展“说句暖心话、做件暖心事”活动，营造
浓厚的互相关爱氛围。

这天，班长房孝先的家人给他寄了
一箱苹果，当他给班里的战士每人发了
两个苹果后，战士刘宇主动把一个洗好
的苹果递给了房孝先：“班长，谢谢您！”
吃着苹果，两个人会心一笑。

班长的生日很冷清
■马思博

6 月下旬，我们二连在全营组织的
“从这里走向战场”歌咏比赛中取得第一
名的好成绩。营里其他几名指导员都
说，我成长进步很快，开展政治工作有一
套。而我却说，这得益于连长王洪教得
好。对此，我悟出一个道理：两名连主官
要互相配合，互相支持，团结一心，才能
带领连队取得好成绩。

5月下旬，营党委决定组织一场歌
咏比赛，除指定一个曲目——《再见吧！
妈妈》外，连队还要自选一首歌曲。经过
广泛收集意见建议，我决定选《点火》这
首铿锵有力的歌曲，并在晚点名时宣布
了这一决定。
“这次比赛是一次机会，大家要珍

惜”“一定要按照最高标准准备，体现出
我们连队的特色”……每次组织练歌前，
我都苦口婆心地强调这次合唱的重要
性。但是尽管大家练了很多遍，还是有
人忘词和跑调。

两周后，我们进行合练彩排，结果
让人大失所望。大家唱歌起调太高、
高音部分上不去、合唱时动作单一没
创意……眼看着比赛临近，合唱还没
成型，问题还有不少，我急得像热锅上
的蚂蚁。
“我有办法，不知愿不愿意听听！”正

当我一筹莫展之际，连长王洪找到我。
这时的我才想起，王洪之前当过两年指
导员，负责过旅里的晚会，还多次上台指
挥合唱，今年军政互换才当了连长。但
在基层连队，我总觉得指导员找连长请
教问题看起来有点露怯，所以没想过找

他指点一二。
“第一首歌是四三拍，不能用四二拍

和四四拍方式指挥”“合唱不能只靠张
嘴，还要有配合动作”“发挥连队战士的
艺术特长，改音乐伴奏为现场吹笛伴
奏”……我像小学生一样认真听取他的
意见并记在本子上。

说干就干。当天，王洪召集全连
官兵利用文体活动时间进一步配合
我排练，他既教我如何当好指挥，帮
我重新设计了合唱流程，带我一起理
思路、做准备，还主动加入合唱队伍

助阵。
“接下来有请二连为我们带来《再见

吧！妈妈》和《点火》。”合唱比赛如期而
至，我带着我们连登台亮相，以技高一筹
的表现受到评委和官兵的一致认可，最
终夺得第一名。

经过这件事，我更加懂得在日常工
作中，要向连长多请教、多学习，不能一
味地单打独斗。连长和指导员两个人只
有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连队才能形
成团结向上的氛围，各项工作建设才会
不断迈上新台阶。

连长助我夺第一
■东部战区陆军某旅指导员 朱艺森

指导员之家

夏日山城，天气闷热。某训练基地靶场枪声迭起，人影闪动，硝烟弥漫——

7月20日，武警重庆总队第三届“巅峰”特战比武竞赛拉开帷幕，全面检验特战队

员综合作战能力。

图①：特战队员操作橡皮艇前往营救伤员。
图②：小队长通过无线电回传情报。
图③：特战队员佩戴防毒面具通过“染毒”地带。 唐志勇摄

“巅峰”对决

Mark军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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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望镜

新任指导员负责带队参加歌咏比

赛，连长主动靠上去出主意、想办法，还

以普通一兵身份加入合唱队伍，不仅替

指导员解了难，还帮助连队夺得第一

名。事情看似平淡无奇，但从中折射出

的问题令人寻味。

在基层连队，主官新老搭配再正常

不过，但两名主官闹不团结也并不鲜

见——有的貌合神离，暗中较劲，谁也

不服谁；有的拉帮结派，互相拆台，谁也

不让谁。俗话说：“班子行不行，就看前

两名。”笔者相信，能把一名干部放在连

主官岗位上，其能力素质是没有问题的，

但因性格、脾气、观念、办事方式方法等

各有不同，也容易引发矛盾和分歧。而

这则新闻再次提醒我们牢记一个道理：

主官一条心，其利可断金。

有两个场景让笔者记忆深刻：指导

员搞教育，连长坐前排，认真记笔记；连

长组织训练，指导员站排头，处处作表

率。也许有人会问，这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并不难，关键在于两个主官多沟通、

多配合、多支持、多包容。

两名主官分工不同，但不意味着各

管一摊、互不干涉，也不能为了面子，处

处维护自己的“高明”、显示自己的“权

威”。两名连主官要做一对好搭档，一个

人遇到困难，另一个应该赶紧搭把手；一

个获得荣誉，另一个要带头鼓鼓掌；连队

发展有新进步，彼此要对对方说声谢

谢。只有这样，才能营造团结向上的内

部氛围，带领官兵创造出好的业绩。

两名连主官，要做好搭档
■韩志强

在新疆军区某团火力连，战士王春
雨是出了名的“硬核”。

关于他的那些事，连长李涛最有发
言权：“无论多么困难，凡是他承诺的事
情，拼了命也要做到。”

那天，在连军人大会上，李涛大声
宣读上级即将组织集训比武的通知，话
音刚落，王春雨“噌”地站起来：“连长，
让我去吧，我一定把荣誉证书拿回来！”
“噗……”身边的战友忍不住笑了

起来。入伍第二年，体重 90多公斤，体
能成绩刚过良好线，谁会同意这样的新
兵去参加集训呢？
“你想参加集训的想法是好的，不过

还要加强训练，以后还有很多机会，不急。”
李涛笑着说完，挥挥手让王春雨坐下。

一天凌晨，李涛查完哨返回宿舍，
见一个人堵在门前，走近一看，原来是
王春雨！
“连长，这是我的集训申请书……”

接过足有 13页纸的申请书，李涛心中
犯难：军事素质不行，可以练，但决心这
么大的兵，还是头一次遇到。初生牛犊
不怕虎，就让他试试吧。经过一番深思
熟虑，李涛同意了他的请求。

六月的集训地骄阳似火，热得让人
喘不过气来。每天早操一个 10公里越
野，每周一次20公里战斗体能训练，周训
练时间长达66小时……面对“全程淘汰、
适者生存”的“魔鬼”集训，原本信心十足
的王春雨倍感“压力山大”。集训第一天，

就有5名队员因为无法适应而选择退出。
“军人说话就要一口唾沫一个钉，既

然跟连长保证过，那就不能认怂！”王春
雨深知自己的体能不如别人，便每天早
起半个小时，先跑完 5 公里再随队合
练。没有训练器材，他就踩着床板，双手
抓着3米高的房梁进行力量训练……集
训3个月，他穿坏了5双作战靴，减重20
公斤，收获了满手的老茧。

考核当天，地表温度飙升至 60℃，
集训场进入“烧烤”模式。之前的课目
波澜不兴，王春雨均正常发挥，最较劲
的30公里武装越野比拼开始了。

戈壁路上，大风卷着石子，打在脸
上生疼。刚过半程，由于酷暑引发的眩
晕感开始袭来，王春雨的身体出现摇
晃，他抬手猛击脸部，让自己保持清醒：
“不能倒下，决不能倒下，无论如何都要
坚持到底……”

坚持到最后 400米，王春雨看到了
胜利的希望。他索性解下肩上的自动步
枪，左手提枪，右手攥紧拳头，迈开步子
向终点猛冲。结果刚过终点线，他眼前
一黑，重重摔倒在地。现场考核人员清
楚地看到，王春雨咬破的嘴唇还渗着血。

醒来时，看到结业证书里“优秀学
员”几个字，王春雨眼角湿润了——他
用“说到做到”证明了自己。

一句话颁奖辞：一口唾沫一个钉，言

出必行“硬核”兵。为王春雨点赞！

军人，就要说到做到
■郑程恭 于 童

小咖秀

①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