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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武警云南总队要组织机关干部
蹲连住班，文山支队执勤二大队广南中
队上等兵陈俊羽不免有些好奇。

当兵快 2年了，陈俊羽还没有机会
近距离接触过“总队首长”。在他印象
里，“总队机关干部”的影子模模糊糊，似
乎“高不可攀”。

此刻，大队长杨小攀有些忐忑不
安——如果机关干部到自己大队下属
的中队蹲连，真的安排他们住到班里
吗？会不会影响感情？

思来想去，杨小攀拿出了一个“折
衷”的办法：让下基层的机关干部住进招
待房。

然而，从总队财务处助理员赵崇利
迈进中队那一刻起，杨小攀就发现，事
情似乎不像他想的那样……

关键词：距离

当一名士兵在你面

前敞开心扉

车停在一排活动板房前，赵崇利背
着背囊走下车。看着眼前一排低矮的活
动板房，他有些不敢相信，自己要蹲连的
中队营区竟然条件这么艰苦。
“我们中队的老营房，6年前被鉴定

为危房。为了保证官兵的安全，中队建
起活动板房，暂时过渡居住。”中队指导
员吴治亮解释说，“新营房去年才刚建
好，现在正完善各类训练、生活设施。今
年年底我们就能搬进去了。”

第一个晚上，赵崇利没睡好。风呼
啸而过，吹得板房直作响。第二天，他带
着黑眼圈，强打精神上了训练场。

训练间隙，赵崇利和中队官兵聊天
得知，他们对板房的噪音早已“免疫”。
“更遭罪的你还没遇上呢！夏季最

热的时候，睡午觉就像躺在蒸笼里；冬天
夜里，加盖两床毛毯还冻得直哆嗦。”一
班长杨深说，“我们都习惯了，也没谁埋
怨过、叫过苦。”
“不是亲身经历，真是难以想象，

基层战友们真是吃苦不言苦。”赵崇利算
了算，从 2014年到现在，中队至少有 4茬
官兵在这排低矮的板房里度过。从穿上
军装到脱下军装，这排板房是他们抹不
掉的独特军旅记忆。

按照计划，周三下午要开展“设卡”
训练，地点就在中队板房前。可是，中队
板房前方坑坑洼洼，既没有遮蔽物，也没
有狭长地形。

如何开展训练？赵崇利不禁疑惑。
很快，中队长李伟给出了答案——

“把轮胎全部搬过来，错开放置。”“那个
低洼的地方，加上一块训练垫。”“这里有
点高，放个轮胎……”

只见板房前那条不平整的路，很快
变身为一个地形复杂的“设卡”训练场。

赵崇利不禁赞叹：难怪中队虽然这
么艰苦，训练、执勤却一样都没落下！

中队长李伟笑着回应：“有句老话说
得好，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
多。”

一次，上等兵吴杰找到赵崇利，说想
和他“聊聊天”。

吴杰是中队的网络维护员，负责保
障中队信息网络的畅通和安全。入伍
前，他是计算机专业的大学生，也在软件
公司工作过。

虽然已经决定今年就退伍，但吴杰
仍然认真负责地维护着中队的网络，并
将自己的工作经验倾囊相授，带出一个
“徒弟”。

“我的梦想，就是退役后开一家软件
公司。”谈到自己的打算，吴杰很兴奋。
那一刻，赵崇利发现他满眼“星光灿烂”。

“当一名士兵在你面前敞开心扉，就
证明他完全把你放在了心里。”赵崇利告
诉记者，“如果刚到中队时，感觉自己距
离官兵们有‘十万八千里’，那么，当吴杰
和我谈理想那一刻，我们的距离就是心
心相印了。”

总队作勤处处长陈云河介绍，从总
队机关到各基层中队，最近仅有不到 20
分钟的车程，最远的将近 900 公里。如
今，随着技术发展，内部网络能够连通每
一个哨位。但空间上的距离，往往还是
会给机关掌握基层实际情况带来一定难
度。如果机关对基层的认识产生偏差，
就会导致某些工作虽然开展了，但针对
性不强、落不到底。
“距离近了，一些原本不可思议的事

情也找到了答案。只有扑下身子，彻底
走进基层官兵，实现空间距离和心理距
离的‘双归零’，才能真正听到实话、看到
实景、摸透实情。”总队副政委冯贵富说。

关键词：情感

产生情感共鸣，就会

不自觉地换位思考

“徐老兵，最近我计划休假。到时
候，我来昆明看你。”

最近，武警云南总队组织处干事徐
杨收到一条消息，发送人是怒江支队执
勤中队班长张海龙。

而这位“徐老兵”不是别人，正是徐
杨。

徐杨初到中队蹲连住班时，班里格
外安静。为了尽快“打开局面”，徐杨主
动找战友们交谈，却始终有种“说不出”
的尴尬——大家对徐干事有问必答，但
又不说一句多余的话。三两句答完，战
友们又埋头继续忙手中的事情。

徐杨找到班长张海龙，希望他带头
改口称呼自己名字。可是，张海龙不
肯。几经周旋后，张海龙勉强同意称他
为“徐老兵”。

有了班长带头，战友们逐渐把“徐老
兵”叫开了。没过多久，班里恢复了以往
的热闹。

一次训练，徐杨偶然把目光落在张
海龙的手上。那一刻，他被震撼了——
那双满是皱纹和老茧的手，根本不像是
27岁年轻人的手。

两天后，张海龙收到一瓶护手霜。

“班长，你就收下吧，就算为了你将来的
那个她不会因为你这双手而嫌弃你！”徐
杨说得很诚恳。
“不会不会。如果她爱我，肯定会爱

我的一切。”张海龙故作轻松地说。
很多时候，正是一些不起眼的小事，

让他们无形中有了共同的记忆，从而缔
结起情感的纽带。

中队的训练场十分开阔，唯独东南
角上长着一棵大榕树，与训练场格格不
入。

为了平整训练场地，上级机关曾建
议将这棵大树砍掉或移栽。不想，中队
官兵多次请求将树留下。

后来，徐杨渐渐了解到，自中队搬迁
到这里，这棵大榕树就扎下了根。曾经，
榕树被白蚁啃食得奄奄一息。中队官兵
又是烟熏喷药，又是修花台垒厚土，才把
它抢救过来。经此一劫，大树反而垂下
一根长长的须茎，直插土里。

大榕树周边很空旷，阳光也很充足，
枝丫却朝北逆向生长。那里，恰是战士
们日常训练的方向。
“每次一上训练场，就感觉有位老兵

在看着我们。”上士班长李玉龙说，大榕
树见证了中队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也见
证了一茬茬官兵的成长，“再说，留下它
并不会妨碍我们开展训练。”

每当想起这棵大榕树，徐杨就仿佛
看到战友们生活和训练的身影，看到那
段宝贵的蹲连住班时光。

宣传处干事张立坤在大理支队巍山
中队蹲连住班。期间，恰逢支队举办教
学法比武。班长任远松一筹莫展，鼓起
勇气向张干事求教。

得知情况，张立坤放下手头工作，加
班加点指导任远松。从情节设计、教案
撰写，到现场把控、突发情况处理等等，
张立坤手把手帮带。

后来，支队比武因故未能如期举行，
那份教案却被任远松“收藏”了起来。“这
是我最珍贵的军旅记忆之一。”任远松
说。

为了离官兵更近，张立坤主动要求
站凌晨 4点到 6点这班哨。加上交接哨，
这班哨兵的平均睡眠时间不足 5 个小
时。

张立坤粗浅地算了一笔账：上一次
哨，至少要走 3000米。战友们平均每天
至少站 2班哨，一年下来大约要走上千
公里。
“当你和中队官兵产生情感共鸣，就

会不自觉地换位思考。”张立坤认识到，
感情上亲近，思想上认同，理解和沟通起

来就会容易很多。
带着感情做工作，才能尝到基层的

酸甜苦辣，才能消除官兵的疑虑，获得官
兵的信任，才能在工作中多一些助力、少
一些阻力。总队政治工作部主任余仕勇
说：“能否做到带着对官兵的深厚感情做
工作，是检验机关干部工作开展的‘试金
石’。”

关键词：问题

机关给的，是基层想

要的吗

不久前，武警云南总队取消了每周
四晚的“云岭夜校”和每周六的武器装备
维护保养活动。目的只有一个：给基层
留出更多自主空间。

对此，时任宣传处副处长卢文高深
有体会。他在迪庆支队维西中队蹲连住
班的 6天时间里，中队以不同形式接收
各类通知 55次，平均每天有 9.2个通知，
最多的一天接收了18个通知。
“每个通知都有或大或小的事情，都

需要落实。如果遇到好几个大项工作平
行展开、交织叠加，肯定会影响大纲规定
的正常训练、执勤、教育等工作。”维西中
队中队长张波说。

卢文高分析认为，机关各部门之间
活动、会议安排整合不够是主要原因。

以总队举办的“云岭夜校”为例，最
初开办夜校时，是为了解决基层官兵理
论水平不够高、理论学习难的问题。每
周四晚，或由总队机关干部授课，或邀
请地方专家学者来讲课，内容不限、形
式多样。尽管夜校的课程不在大纲规
定的政治教育计划之内，但一度受到官
兵好评。

然而，随着信息获取渠道越来越广，
官兵们对“夜校”的内容、形式、吸引力等
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夜
校”质量的提升速度却远远追不上官兵
们日益增长的需求。

有时，“夜校”内容还会与每周规定
的教育课“撞车”。后来，夜校这个“课
堂”硬是渐渐变成了“例会”。

基层真正需要的，不是形同“鸡肋”
的“云岭夜校”，而是能够自主发挥的空
间。总队机关当即决定，将它砍掉！

被砍掉的还有周六上午的武器装备
维护保养活动。“既然大纲没有明文规定

武器装备维护保养必须在周六上午完
成，为什么要统一安排在周六上午？”总
队装备保障处参谋龙飞宇对记者说，与
其“统一时间”，不如让基层自己安排。
只要按规定落实了武器装备维护保养制
度，基层可以自主安排时间。

去年，总队推进各基层单位建起了
文体娱乐室，并购买了健身套装组合器
材。刚建好时，每天热闹非凡。可一段
时间后，来健身的官兵寥寥无几。目前，
这个房间基本成了摆设。

问及原因，官兵们回答，健身发烧友
只是少数，大多数官兵更喜欢打篮球、踢
足球等多人竞技运动。
“如果能根据中队实际，将健身组合

器材换购更多的文体娱乐器材，官兵们
会更满意。”某支队一名干部坦言。

为什么机关付出了巨大的精力、财
力、物力，给基层办的一些“好事”，基层
官兵却并不买账？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
于，机关给的，并不是官兵想要的。
“只有俯下身子、放下架子，摸准基

层的真实需求，按需解难、精准服务，才
能让服务基层送去的‘水’变成官兵渴望
的‘及时雨’。”总队政治工作部副主任董
兆昕认为，“这是对每一名机关干部工作
作风和工作方法的‘重塑’。”

更多的变化，正在这个总队的机关
和基层悄然发生。

时任信息通信处参谋丁天顺蹲连住
班，来到昆明支队执勤二大队执勤四中
队。这个中队距离市区和支队医院都挺
远，官兵看病难。虽然总队和支队都安排
了医务巡诊，但远远不能满足中队需求。

后因工作调整，丁天顺担任执勤支
队副参谋长。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协
调支队医院加大医务巡诊力度，为官兵
们及时送去医疗服务。

情报处副处长陈金鹏的工作方式，
不知不觉变了。现在，接到上级下发
的教育整顿活动通知后，他制订本级
的落实计划前，首先会问自己几个问
题：如果按照预定计划下发通知，基层
能不能实现？对基层正常的训练、执
勤、教育有没有影响？会不会冲击当
下重要工作？
“基层是面镜子，机关要常照照这面

镜子。”总队政治工作部副主任朱强说。

蹲 连 住 班 ，蹲 出 了 什 么
■本报特约记者 杨 玺 特约通讯员 马艺训 通讯员 方潇澎

晚点名，在全中队官兵注视下，指导
员刘晓尉给浦绍红卸下中校衔，换上了
列兵军衔。

自我介绍时，武警云南总队人力资
源处副处长浦绍红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
字：“浦新兵”。

曲靖支队会泽中队士兵阿力木江·凯
赛尔一听，又新鲜又好奇：这名兵龄20多年
的“新兵”，真会按照新兵标准要求自己吗？

第二天早上跑 3000米时，阿力木江
不停地偷瞄“浦新兵”。“他会不会半途掉
队呢？跑完步还有基础体能，他能行
吗？”阿力木江心里嘀咕着。

事实证明，阿力木江的怀疑是多余
的：“浦新兵”不仅没掉队，基础体能训练
劲头比小伙子们都足。
“这可和老班长以前说的不一样呀！”

一个早操下来，阿力木江脑海中“总队机

关首长高不可攀”的“设定”完全被打碎。
阿力木江不禁对“浦新兵”更好奇了。

中队安排阿力木江带领浦绍红一同
站哨。哨位上，阿力木江将注意事项和
应知应会，一股脑儿地教给“浦新兵”，就
像当年自己的班长教他那样。

没过多久，浦绍红主动要求单独执
勤，并请求站“最难站的那班哨”——凌
晨2点到 4点。

中队很快将浦绍红独自编入执勤

哨位。
巧的是，阿力木江和“浦新兵”站同

一班哨，两人恰好是对角。
新兵第一次上哨，没了班长在一旁

严格督促，通常会有所松懈。
这名“浦新兵”表现会怎样？阿力木

江不禁在心里又打了一个问号。他有些
迫不及待地等待凌晨到来。

夜里，一听到叫哨，阿力木江立刻从
床上爬起来，穿好衣服、戴好装具，和浦

绍红一同走上岗楼。
虽说是凌晨 2点多，可阿力木江毫

无困意。透过监控，他掌握着每一个哨
位的情况，同时，特意关注着这名“浦新
兵”的一举一动。

2个小时过去了，阿力木江有些“失
望”——不管什么时候看“浦新兵”，他都
精神抖擞。

下哨后，领班员讲评执勤情况。阿
力木江得知，“浦新兵”不光站好了自己

的岗，还不止一次提醒了友邻哨位。
这下，阿力木江对“浦新兵”由衷敬

佩起来。
随着时间推移，“浦新兵”渐渐融入

了阿力木江的工作圈和生活圈，也和应
急班的其他战友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
友。同时，“浦新兵”对官兵的困难有了
更直观的感受。

时光总是匆匆。按照计划，“浦新
兵”该前往下一个单位蹲连住班了。

听到“浦新兵”要走的消息，应急班的
战友们非常不舍——回想“浦新兵”在中
队的这段时间，窗户修好了，楼梯楼道装
了防滑垫，新添了烧水器和洗衣机……这
都是“浦新兵”留下的“印迹”。

中队干部也舍不得——“浦新兵”以自
己的经验，手把手教他们如何抓中队的全
面建设。

然而，大家不知道的是，“浦新兵”的
感触更深——
“机关要加强工作统筹，紧贴基层实

际，更要充分相信基层。”在蹲连总结汇
报会上，浦绍红向武警云南总队全体机
关干部道出了心得。

中 队 来 了 个“ 浦 新 兵 ”
■方潇澎 本报特约通讯员 马艺训 王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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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毛主席倡导所有军队领

导干部每年要下去当一个月兵，许世

友、杨成武等将领纷纷响应毛主席号

召住进班排，成为我军历史上的佳话。

应当看到，蹲连住班同样是一项

重要的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

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蹲连住班是

机关履行职责、促进基层全面建设的

重要手段。

习主席强调，当兵就要真当，蹲连

就要真蹲。

蹲连住班，前提在于要沉得下

去。基层的门槛很高也很低，关键看

蹲点干部愿不愿降低身段、拿出耐

心。要严格与士兵实行“五同”，端端

士兵的枪，睡睡士兵的床，干干士兵的

活，与士兵共同执勤训练、摸爬滚打。

要打消职务的顾虑，跨越机关与基层

的距离，不把自己当外人客客套套，不

把官兵当外人指手画脚，深入基层官

兵的工作圈、娱乐圈、情感圈，真正实

现与基层官兵空间和心理“零距离”。

蹲连住班，关键在于蹲出感情。

机关干部成天坐在办公室，难免不自

觉同基层拉开距离，对基层的感情也

会发生变化。正所谓“情到理方至，情

阻理难通”，机关对基层充满真挚的感

情，才能发自内心地渴望听到基层心

声；基层只有感受到机关的真情，才能

毫无顾虑地说出所思所想。如果彼此

貌合神离，感情没有建立起来，机关与

基层之间就容易产生隔膜。

蹲连住班，目的在于发现问题。

机关工作中的问题，基层官兵最清楚；

机关工作中的失误，基层官兵感受最

真切。要借此看一看机关自身的风气

正不正，作风实不实，有没有脱离了基

层；看一看政绩观对不对，有没有把主

要心思放在抓基层、抓经常、打基础

上；看一看工作统筹科不科学，部门之

间有没有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看

一看有没有“土规定”“土政策”，有没

有不按规章制度的“随意加减法”。

蹲连住班，最终是要解决问题。

对蹲点发现的问题，要出实招硬招，边

查边改、立说立改；同时，要帮助部队

查找存在的问题、剖析抓建的难点、寻

找发展的办法，一招一式地传帮带；对

基层官兵关切的随军家属安置、大龄

官兵婚恋、子女入学入托等问题，要下

大力气解决，维护好基层官兵的合法

权益。暂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应当及

时向机关业务部门反馈，这样才能营

造良好的生活工作氛围，才能助力基

层官兵立足岗位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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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①：武警云南总队政治工作部
干事朱洪昌（左一）蹲连住班期间走上

岗楼参与中队执勤。 解晓东摄
图②②：干事赵庆刚（左一）和中队

官兵玩在一起。 罗志成摄
图③③：参谋吴莅（左一）发现，通过

帮厨，他和官兵们沟通起来容易多

了。 何德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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