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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耀练兵场

9月中旬，武警新疆总队吐鲁

番支队严密组织特战分队进行多课

目极限训练，图为特战队员进行穿

越地桩网训练。

王小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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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连队门前的花儿绽放，
如此美景让第 83 集团军某旅战士郭
冲心情大好。休息时间，他情不自禁
地打开手机，给开得最艳的一朵花拍
了张特写，准备分享到朋友圈。
“你又在拍什么？”班长张程看到

后，“敏锐”地制止了小郭的行为。
“上级明确要求办公营区、工作

环境严禁拍照上传互联网，稍有不慎
就可能造成失泄密事件……”张班长
提醒道，“抓紧删除，不然下次机关
检查又要被通报。”
“怎么回事？”这一幕恰巧被正在

营里蹲点帮建的保卫科徐科长撞见，
他走上前询问起相关情况。
“我是一名摄影迷，喜欢用镜头

记录生活，入伍前还特意购买了一
部拍照功能强大的智能手机。可当
兵一年多了，相册里一张军旅照片
都没留下。”感到委屈又无奈的小郭
借机向徐科长“吐槽”了起来，“不
是军营生活不精彩，而是精彩的生
活不让拍。”
“为了迎接检查，我只能每次拿

着手机拍几张过过手瘾，上交手机时
再把相册清空。”小郭一边解释一边
打开只存有刚拍的几张照片的手机相
册给徐科长看，接着诉苦说，“想拍
照记录军旅点滴，可又与上级规定冲
突，难不成等到退伍时也留不下一张
军旅照片吗？”

接连询问了好几个战士，徐科长
发现大家的手机相册都和小郭一样空
空如也。

战士的手机相册为何都唱起了
“空城计”？第二天，徐科长就小郭
反映的问题，组织部分官兵开起了
恳谈会。会上，上士杨刚首先说起
了自己的经历。去年，他因训练成
绩优异荣立三等功，春节前营里安
排专人把立功喜报送到他的家中。
功臣载誉返乡是一件大喜事，他的
妻子本想把他戴着军功章与家人的
合影晒到朋友圈，和大家分享荣
光，可怎奈上级规定军人家属也禁
止拍摄上传军装照，最后只能无奈
作罢。

话题说开了，越来越多的战士们

打开了话匣子。有人埋怨，“这不能
拍，那不能拍，智能手机用成了‘板
砖’”；有人不解，“军事新闻频频登
上网络头条，微信公众号也天天发布
很多部队生活训练照片，我们现在外
出都可以穿军装，为何手机里却一张
军装照都不能留”……
“关键还是因为机关执行规定过

了头，爱搞‘一刀切’。”指导员周玉
国拿出集团军根据条令条例制订的
《军队智能手机管理规定》说，“规定
里说的‘严禁擅自上传军人证件、着
军装照片和部队工作履历，暴露军人
身份；严禁存储、处理、谈论部队番
号编制装备等涉军敏感信息’，到下
面执行起来就变成了任何军装照片既
不让拍也不让存。”

透过一条条“槽点”满满的意见
建议，徐科长找到了问题症结所在：
保密是根“红线”，绝对触碰不得，
但也不能图省事儿什么都一禁了之，
而应该根据条令规定精神，制订细致
的手机使用管理规定，把到底什么能
做、什么不能做甚至为什么都给官兵
讲清楚。

蹲点结束，徐科长关于“变味”
落实手机使用管理规定的蹲点报告引
发旅党委一班人反思。为此，一场
“学习对照《纲要》，改进工作作风”
的活动在旅机关展开，大家在研读
《纲要》的基础上，围绕如何在全面
从严治军过程中加强人性化管理进行
研讨交流，查找不足之处，制定整改
措施。

没多久，旅里根据各级规定精
神，细化下发了手机使用“正面清
单”，一改“这也不行”“那也禁止”
的片面极端做法，对什么场合，怎么
使用手机进行了明确，其中规定照片
内容只要不含军事设施、武器装备等
涉密内容，不上传互联网，官兵即可
使用手机拍摄留存。

人性化的举措赢得官兵点赞。
不久后，小郭所在连队举办手机摄
影展，他在营区拍摄了一组“我和
秋天合个影”照片，镜头中的战友
笑容灿烂，感染力十足，受到大家
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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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衷心感谢贵部培养出了像王介
春这样优秀的军人，我为自己在危难
之时能碰到他而感到幸运……”9月 2
日，一封来自山东安丘的感谢信寄到
了火箭军某旅领导手中，由此揭开了
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在部队产生了
不小的震动。

感谢信里提到的王介春是该旅综
合保障营炊事班班长，听闻此事，他
身边的战友都感到惊讶：“王班长休
假归队很长时间了，我们从没听他提
起过！”

事情还得从王介春 6月份休假时
说起。6月 6日晚上 11 时左右，王介
春正和家人在村口散步乘凉，突然
“咣”的一声巨响划破了夏夜的宁
静。王介春赶忙循声上前察看，只见
在昏暗的路灯下，一辆摩托车倒在路
沿，旁边一名男子躺在血泊中，不远

处还有两个小女孩倒在地上，惊恐地
哭泣……
“救人！”王介春快步上前，首先

把三人转移到安全地带，一边为男子
包扎止血，一边让家人赶紧拨打急救
电话。随后，他又对两名小女孩进行
了细致检查，确认她们没受重伤……
子夜时分，王介春把他们送往医院，
跑前跑后帮忙挂号、取药，并自掏腰
包垫付了医药费，直到伤者的家人赶
来才一声不响地离开了。
“事后，王班长没有留下姓名，医

护人员还以为他是我的家人，我出院
以后，经多方打听，才知道王班长的
家庭住址。当我登门答谢时，却被婉
言谢绝……”感谢信里的朴素话语，
让战友们深受感动。而彼时的王介
春，已登上列车，跟随部队跨越数千
公里，执行实兵演训任务。

一封感谢信背后的故事
■王梦君 殷嘉泉 本报特约记者 奉 雷

带兵人手记

值班员讲评

一线直播间

近日，陕西省绥德县88岁的抗战老兵王林征，给本

县即将奔赴军营的百余名新兵讲述战斗故事，鼓励新兵

从军报国、献身使命。

赵山学摄

传 承

“什么？‘功臣连’《纲要》考试全
旅倒数？！”回忆起年初那一幕，火箭
军某旅技术营阵管防卫连指导员王家
驹仍然如鲠在喉。当时刚刚上任的他
拿着成绩表，像是被浇了一盆冷水，
从头凉到脚。

站在明艳艳的荣誉室里，细数着
连队 36 年来的辉煌，他心里五味杂
陈。建连以来，连队先后荣立集体一
等功 1次、二等功 6次、三等功 6次，
连续 18 年被评为“基层建设标兵单
位”……“功臣连”的声名远近皆
知。可这次再度“出名”，竟然是因为
考核成绩垫底。

到底是什么绊倒了“功臣连”？王
家驹与支部委员分头展开调查后发
现，本应让官兵为之自豪的荣誉，在
不知不觉中成了让一些官兵飘飘然的
“麻醉剂”，动辄摆成绩、晒功劳、吹
大牛等现象在课余饭后并不鲜见。支
委们进一步分析发现，这种躺在功劳
簿上吃老本的思想正是“罪魁祸首”，
有的骨干训练工作中习惯借鉴“现成
做法”、依靠“昔日经验”，疏于研究
创新，懒于突破奋进。整个连队惰性
十足，暮气很重怎能不败？

党支部一班人痛定思痛统一认
识：曾经的辉煌不能当资本更不能当
包袱，既要当成压力也要当成动力，
应从奖牌中汲取宝贵经验，发扬一代
代官兵传承下来的优良作风，帮助每
名官兵提升能力素质，从而提升单位
整体建设水平。

新修订的 《军队基层建设纲要》
下发后，捧着这本基层建设指南，王
家驹眼前一亮。随后，对表争创“四
铁”先进单位和争当“四有”优秀个
人基本条件，连队党支部连走“三步
棋”——

明规范，针对连队担负阵管防卫
任务常年位于营区、人员相对集中、
工作节奏稳定的实际，区分班、排、
连 3个层级，围绕理论学习、军事训
练、日常管理探索总结考核流程，配
套建立评比规范；

抓考评，按照周小结、月初评、
季度阶段评、年度总体评的步骤，建
立个人考评档案，及时公示考评结
果，定期组织分析总结，走出“平时
不争评时争”“年终一考定乾坤”等误
区；

强动力，着眼激发创争热情开展
“红军路上探初心、卫士山下表决心、
岩层深处刻忠心”教育，让“思想争
先”引领“行动争先”。

一次考核垫底，激起血性斗志。

空调班上士祁智杨是连队公认的专业
大拿，军事素质过硬，但慢慢地也滋
生了“吃老本”的想法，平时训练不
求突破，比武考核不冒尖也不垫底。
“双争”活动展开首月，见排里有不少
下士和义务兵上榜，祁智杨坐不住
了，迅速加入“争先”行列，进阶跑
训练总是练到只剩他自己才肯离场，
操作台上的每一个动作反反复复练到
得心应手方才罢休。在前不久的评选
中，他终于如愿重登光荣榜。
“每名官兵都有自己的功臣梦，每

个人都渴望成为功臣。”该连连长杨予
辉告诉记者，“双争”活动开展以来，
大家争先创优的劲头更足了，其中包
括很多高级士官。连队通信专业技
师、一级军士长夏夕庆，最近也像是
变了一个人，巡线路上走第一个，故
障处理后主动留下收尾，并手把手帮
带新号手。恳谈会上，他坦言：“希望
通过努力，自己也能在连队光荣榜上
露露脸。”
“快看、快看，本月光荣榜揭榜

啦！”近日，该连最新一批“月优秀个
人”名单刚一亮相，官兵就呼啦啦围
在橱窗前，上榜的一脸灿烂、成就感
十足，落榜的压力陡增，表示要向先
进学习、早日赶超。看着大家闪着亮
光的眼眸和无比渴望的表情，王家驹
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容。

“功臣连”考核垫底之后
■黄 洋 本报特约记者 冯金源

“撞断了营区的景观树，压碎了机
关楼前的路基，还把绿化带的草皮翻了
个底儿朝天！”在前不久旅队组织的全
要素战备演练中，我因此成了战友谈论
的焦点。

演练当天，我的战车在编队中正向
集结地域开进，突然，前车喷出两股浓烟
后熄了火，电台里传来通报：“9车发生
故障，后方车辆原地待命。”

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当前这
条机动路线宽 5 米，而步战车宽 3 米，
一旦发生故障后续车辆就无法通过。
10分钟很快过去了，故障还在排除，而
身后的数十台步战车已经熄火，眼看
时间节点越来越近，我按捺不住打开
窗门一探究竟，只见道路右侧是一条
宽 8米的河沟，左侧则是营区刚刚修整
过的绿化带，来不及多想，情急之下我
定下了决心。
“各车注意，绕过故障车辆，随我

从左前方开进！”收到命令，驾驶员向
我再次确认：“连长，左边是草坪……”
“别犹豫，压过去！”见我如此坚定，驾
驶员立刻调转车头开进了绿化带，其
它车辆也紧随其后，最终我们踩着时
间节点抵达了集结地域，可身后却留
下了一片狼藉。

演练结束，全旅上下立刻掀起热议，

大家对我的行为褒贬不一。等待复盘的
时间里，我心里五味杂陈，搞“破坏”并非
我的本意，可大家的讨论却让我开始怀
疑自己当时的决断。

然而，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机关复
盘结束后的第二天，营长在营总结大会
上的讲评却让这种担忧一扫而空——
“导演组判定门连长临机处置果

断。”话音刚落，掌声四起，那一刻，我难
掩内心的激动，泪水打湿了眼眶。

至于我当时带车压碎的路基，旅里
进行了修整，并以此事为契机，按照利于
战备的标准，对整个营区进行了针对性
整治。我相信，往后战备演练中，像这次
一样的事情不会重演。

（张晓喜、苏启明整理）

“别犹豫，压过去！”
■第81集团军某旅连长 门 跃

听说此事，我特意去做了一些了

解，得知这位名叫门跃的连长刚上任不

久，在平常的训练工作中总是充满激

情。根据我之前的观察，现在部队里像

门跃这样青春热血、敢作敢当的基层指

挥员还有很多，他们是部队的未来和希

望所在，值得大力点赞！

但我也应注意到，在作出那个决

定之前，门跃有片刻的犹豫，这就说明

在平时演训面临实战考验时，尽管官

兵们心里都知道“正确答案”和“唯一

答案”是什么，但当事人还是会受到诸

多因素影响，还是会面临一些不应有

的压力。

压力来自哪里？如何破解？我想

关键的一点就在于上下各级要坚定地

树牢打仗导向，一刻也不能动摇；就在

于各级指挥员要始终坚持从实战出发

思考问题、作出决策，不因事小而轻

忽。唯有如此，当“门跃们”再次面临类

似问题时才会不再犹豫，才会更加果决

地做出那个正确的选择。

为何有那片刻的“犹豫”
■第81集团军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左进升

值 班 员：武警福建总队福州支队

某中队中队长 薛进蔚

讲评时间：9月15日

同志们，老兵刚刚退伍，现在中队
在位人员减少，执勤压力增大，我发现
在训练后组织休息时出现了一个不好的
现象——有些战士喜欢扎堆讲牢骚话，
说一些负能量的话。

有的同志可能觉得，不就发两句
牢骚嘛，人之常情，没什么大不了
的。其实不然！面对同样一件事情，
在大家都感到疲惫和压力的时候，我
们听到的是正面的鼓励，还是负面的
牢骚，效果可是大不一样。并且，牢
骚这个东西往往像流感一样，具有传
染性，你一句、我一句，就可能让整
个集体泄了劲。

当然，适度地把心中负面情绪释放
出来，可以缓解心理压力，但绝不可过
度发牢骚、一遇到问题就发牢骚，如果
发牢骚的人多了、次数多了，就会导致
人心涣散，影响中队风气建设。同志
们，与其抱怨不如改变，希望大家调整
好心态，主动积极地面对困难问题，让
咱们中队持续向上向好。

（林艺伟、栾一帆整理）

向牢骚话

说“不”

Mark军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