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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圆桌

近年来，随着娱乐产业发展及社交
媒体普及，明星偶像层出不穷，“追星族”
“网红”“粉丝文化”等新名词逐渐进入人
们视野。同时，一些网络媒体和电商平
台把重点放在利用明星偶像制造焦点话
题、增加粉丝“流量”、吸引观众“眼球”
上，从明星直播带货、明星定制礼盒、明
星联名款产品，到购物赠送签名海报、线
下见面机会等，形式不断出新。“追星文
化”“粉丝经济”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断
引发人们关注和思考。

时代发展进步，军营也并非真空地
带，青年官兵群体呈现出来源多样、思
想多元的特点。如何看待社会上的“追
星”现象？自己心中的“偶像”该是什么
样？在军旅路上追什么“星”，才能让自
己变得更优秀？这些都是值得思考也
应该厘清的问题。本期“读者圆桌”专
栏，我们邀请部分基层官兵谈谈自己对
“追星”的看法和认识，希望能给读者带
来一些启发。

军人就追不一样的“星”
—青年官兵谈“偶像”的正确打开方式

打赢模范伴我行

★ 海军岳阳舰机电部门主机兵 林

进兴：海军某驱逐舰舰长赵岩泉作为我
的“偶像”，让我对从军的意义有了更深
的理解。2018 年 11 月的一个深夜，我
对舱室进行巡查时，发现刚上任不久的
赵舰长正费力地趴着身子，对照图纸查
看主机管路。主机舱温度高、噪声大，
看他满头大汗，我说：“舰长，您歇歇吧，
时间长了会受不了的。”他却笑着对我
说：“图上有些地方不太明白，我实地对
照看一看。”值完班，我躺在床铺上，脑
海里一直浮现着赵舰长研究管路的画
面。那一刻我明白了，这样刻苦钻研、
练就过硬本领的模范才是我应该追的
“明星”。我要学习他们胸怀理想、勇于
担当、瞄准打赢的精神，每一次训练、每
一次值班、每一次出海，都是为了千锤
百炼、淬火成钢。之后，我主动加班加

点学习专业理论、精练装备操作，凭着
一股拼搏的劲头，我慢慢地从战友中脱
颖而出。漫漫军旅路，模范伴我行。我
想，有了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我的军
旅路一定会更加精彩。

崇尚荣誉学英模

★ 武警浙江总队机动支队机动三

中队士官长 张明：今年 7月，新安江水
库下游面临内涝灾害，我作为第一梯队
成员紧急驰援新安江。在救援一线，我
们不仅要转移群众、搬运物资，还要加
固堤坝、警戒驻守。就在我浑身湿透、
手脚酸痛、想要休息的时候，脑海里突
然闪现出全军英模李向群的身影。我
仅仅因为感到疲劳就产生想要退缩的
念头，实属不应该。我是一名军人，我
的职责是守护人民群众的安危，我要是
退缩，人民群众怎么办，中队战士怎么
办？于是，我向李向群同志学习，坚守

在抗洪一线，直到取得抗洪全面胜利。

身边“明星”更可学

★ 南部战区陆军某旅上等兵 李

博林：我心中的“明星”就在身边——新
兵班长李家登。他当兵 13年，熟悉连队
各种武器装备，探索出多套战法，多次
获得各类表彰奖励，照片还挂在营区道
路两边的灯箱上。看着班长的照片，我
也想“把自己的照片挂上灯箱”。为了
达到这一目标，我常常自我加压。今年
备战旅里尖兵比武期间，我每天坚持 2
次 5公里武装越野跑和 10余次战术基
础动作训练，3个月内磨穿了 3双作训
鞋、3 套迷彩服，体重减少了 10 公斤。
在枪管上挂水壶练习据枪，我一练就是
半小时以上，右手食指磨出厚厚的老
茧。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获得步兵专业
第一名。我看着灯箱中的照片，明白了
前进的意义不仅是那份荣誉，还是荣誉

背后所付出的辛勤汗水。

老连长激励我前进

★ 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连长 卢昊

文：老连长黄文忠是我军旅路上的“启明
星”。我们连队驻守在一个面积仅为
0.83平方公里的小岛上，刚上岛时我心
里十分迷茫。通过连史馆，我了解到当
年黄文忠连长带着官兵扎根海岛，把一
个“无人居住、无淡水”的荒岛变成了鸟
语花香的“生态岛”。他的那句话“一个
人不在于干什么，而在于干出了什么”，
成为我的座右铭。那年我们连队准备在
后山修路，这条路平均坡度 60度，荆棘
密布，地方工程队认为坡度太大没法施
工。“老连长那会儿不也是自己干出来的
吗？”我和战友们一起，顶着烈日，劈石背
沙，不到一个月，就修出了百米长的石阶
路。如今我也担任连长了，但每次遇到
困难，我还是会想到老连长，正是他那股
不服输的劲头激励着我前进。

（武警浙江总队机动支队杨杨、
66016 部队苏峰、南部战区陆军某旅陶
昱、南部战区海军王柯鳗、武警北京总
队郭闻宇、95857部队罗健等整理）

我向我的“明星”看齐

盲目追星得不偿失

★ 武警浙江总队机动支队列兵 卢

文康：人生就像一叶扁舟行驶在茫茫大
海上，不同的阶段总需要明亮的星星为
我们导航，指引前行的方向。“追星”本
身并没有错，但是盲目追星，则会给自
己、朋友和家人带来不小的麻烦，甚至
造成伤害。我上学时，身边有不少喜欢
追星的朋友，有的为了买演唱会门票花
掉一个月的生活费，有的参加“明星粉
丝团”到处拉选票，有的到机场接送明
星扰乱了社会秩序，还有的干脆把明星
的名字纹在身上……他们花费大量的
金钱和时间“追星”，不仅耽误了学业，
而且还迷失了方向，这样的“追星”实在
是得不偿失。

文明追星赢得尊重

★ 66016部队排长 谢涛：现在
的“追星”乱象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
面是明星泛娱乐化，一些公司和平台
为了商业利益最大化，采用套路化操
作和网络推手，批量生产各类“明星”
“网红”，泥沙俱下，导致明星素质良莠
不齐。另一方面是无底线追星，有的
粉丝过度沉迷追星活动，有的粉丝过
度关注明星的个人隐私，导致一些非
理性的追星行为时有发生，破坏了公
序良俗，给明星和公众带来了烦恼，在
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个性追星，
不可任性而为。粉丝的真情实感要用
理性涵养，只有合理合法、文明有序地
表达，才能赢得他人的认可和尊重。

追星要追时代榜样

★ 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十支队

上士 雷键：有研究认为，偶像崇拜是
人类进化传承中一种近乎本能的心理
和行为倾向，反映了我们潜在的内心情
感与愿望。偶像既是社会与时代的产
物，同时也是情感、文化与价值观念的
产物。很多粉丝，特别是一些青少年大
多只记住一些歌星、笑星和名模，把他
们当作偶像崇拜，甚至追星追到失态的
程度，而对于那些把宇宙飞船送上太
空，把水稻从亩产几百斤提高到两千
斤，修建了世界上最高的铁路，建设了
亚洲最大的水库的科学家、建筑家们却
知之甚少。每个时代都有它的主旋律，
我们应该大力弘扬和学习那些为党和

国家的事业作出重大贡献、模范践行核
心价值观的杰出人物，让他们真正成为
这个时代的偶像。

追星要追得“明白”

★ 南部战区陆军某旅教导员 张

革稳：追星属于一种正常的社会现
象，大多数人都有崇拜他人的经历，
这是因为我们在认识世界、定位目标
的过程中需要获得参照、找到心理归
属。尤其是青少年在培塑“三观”的
过程中，需要可供其学习模仿的对
象，帮助实现自我迷茫到自我确认的
转变。明星大多外表靓丽、个性潇
洒，自然对青少年吸引力强。一项调
查显示，超过半数粉丝表示追星是为
了视其为榜样，向其学习。我们选择
喜欢的明星时，要考虑清楚这个明星
“究竟是哪里值得我学习”，要符合正
确的价值观。有的明星虽然表面光
鲜，但负面新闻却频频见诸媒体，不
仅损害了自身形象，更产生了不良
的社会影响。

我眼中的“追星”现象

为人民利益是真英雄

★ 武警浙江总队机动支队中士 侯

家发：我心中的“明星”是一位女军人，
她就是“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获得
者陈薇院士。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作为一名军人，陈薇闻令即动，带
领团队第一时间“逆行”武汉，在基础研
究、疫苗、防护药物研发方面取得重大
成果，为疫情防控作出重大贡献……就
在那时，我被陈薇院士“圈粉”了。每当
遇到急难险重任务时，我都会想起陈薇
院士那句话——“要牢记自己的使命，
在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在危难关头豁得
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能引导成长是“明星”

★ 95857部队女兵连指导员 唐

文婧：说到“追星”，很多人的第一反应
就是追娱乐圈的“明星”。在我心中，
“明星”不应该只是为了娱乐，更应该是
一种导向，这才是“明星”的意义所在。
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
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
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
脊梁。”最近，全国各地都在纪念中国人
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黄
继光、邱少云、杨根思等先辈挺身而出，
用鲜血和生命维护了祖国人民的和平，
他们和其他不同年代的英烈，都是“中

国的脊梁”。他们才是青年官兵应该追
的星，应该学习的榜样。

“追星”是在追你自己

★ 95857部队上等兵 任强盛：
有人说，“追星”其实不是在追星，而是
在追你自己，是你为自己的生活、“人
设”、状态设计的一个理想状态。我们
“追星”的目的，就是希望自己在未来也
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理想状态。追星并
不是什么坏事，重要的是追什么样的
“星”。作为一名军人，我心目中最亮的
“明星”，理所当然是那些练兵备战标
兵，他们把全部心思和精力放在备战打
仗上，扎实做好军事斗争准备，锤炼过

硬本领，提高实战能力。在今后的军旅
生涯中，我也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他
们学习，不懈努力。

成长的新兵也是“明星”

★ 武警浙江总队机动支队教导

员 王小红：我追的“明星”不是一个
人，而是一群人。这群人对我来说是一
片星空，他们就是那些入伍后进步明
显、收获成长的新战友。在新训骨干印
象中，新兵胡洪玮干什么都“慢半拍”：
点名时，他答“到”比别人慢两三秒；列
队时，其他人都站好了他还没动……这
个入伍前爱好打游戏的新兵不被看
好。然而，在一次体能考核中，胡洪玮
改变了大家对他的看法，他咬着牙完成
了人生第一个 3000米。那一刻，我感到
胡洪玮长大了。也从那一刻起，他成了
我心中那一片星空里闪亮的一颗星。
新兵连的每一天，都有新兵“逆袭”的故
事在上演，我追的“星”，每天都在增加。

我心中的“明星”什么样

10月22日，南部战区陆军某旅新兵团二连指导员樊荣涛在给新兵上教育课，引导官兵理性追星。 张新松摄

军媒视窗

10月23日

10月21日

近日，火箭军某旅无预告紧急出
动演练刚结束，上等兵张重阳就感到
“又摊上事了”。

一周前的一天午后，该旅营区上空
警报声骤起。“全旅紧急出动，我得赶紧
回营里做好战斗准备。”正在机关楼执
勤的张重阳一边嘀咕，一边向营里跑。

教导员于洋见他匆忙赶回，表情
严肃：“卫兵守则第三条咋说的？”
“……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守

岗位，武器不得离身。”张重阳的声音
越来越小，他心里清楚：不能随意“丢
下”哨位。于洋告诉他，作战方案里明
确了岗哨接替方案，“以后再赶上站
岗，等着留守人员接岗就行了。”

这次，张重阳又遇到了类似情
况。有了经验的他，立即在机关楼进
行二次信号传递，并时刻观察着不远
处各分队的行动：紧急出动、装载物
资、编队行军……

部队已经开拔，接替张重阳执勤
的留守人员才一路小跑赶来。赶回营
里，他忽然意识到，本是作战编组里重
要岗位的他，这时竟成为“留守人员”。
“发射一营出动人数与作战方案

不符。”演练刚结束，该营就受到严厉

批评。得知自己再次“捅了娄子”，张
重阳忐忑不安。“真要打起仗来，正在
执勤哨兵该啥时候回到战位？”他心里
不断追问。
“执勤哨兵问题”也成为该旅复盘

会上的热议话题。“筹划组织不力”“日
常演练还不够实”“接替岗哨的留守人
员对作战方案不熟悉”……一个个问
题被揪出来，也引发该旅指挥员的思
考：打起仗来，哪怕有一名官兵对作战
方案不熟悉，都可能引来大麻烦。

由此，“战备训练法规大学习”活
动在该旅展开。紧盯未来战场，从训
练编组、课题、环境构设入手，组织修
订完善各类方（预）案，成为该旅各级
指挥员的紧迫任务。

为解决个别官兵对打仗问题认识
不深、研究不透的问题，他们还开办了专
题学习班，组织训练尖子分专题讲解战
备法规常识，开展战例研究、数据分析、
模拟试验、作战问题推演等活动，让全旅
官兵熟悉战位和职责、熟知作战节点。

该旅再次组织无预告紧急出动演
练，类似“执勤哨兵问题”没了踪影，取
而代之的是依案而行、依令出动，官兵
各司其职，忙而不乱。

紧急演练，执勤哨兵咋出动
■王天林 郭 阳 田 亮

“全体注意！按照×号方案展开
行动！”一天深夜，一场不打招呼的战
备演练在武警某支队打响。官兵迅速
启封车辆、装载物资、请领武器……第
一时间进入各自战位。

随着对讲机里传来一声声报告，
仅用 15分钟，各单位就完成了物资装
载和人员登车，做好了出动前的各项
准备。然而，负责导调的支队作训科
参谋谢科烽在机关楼检查战备秩序时
发现，宣传科干事王行知仍在专心致
志地伏案工作，仿佛丝毫没有听到拉
动的指令，他顿感十分诧异。
“我是留守分队的，打仗还轮不到

我，快去别的地方检查吧。”王行知抬
头看了一眼谢科烽，又看了眼手表，说
自己明早还有材料要交，便继续埋头
办公。谢科烽一时间哑口无言。

10分钟过后，指挥信道里传来指
令：“留守分队注意！有数名‘不法分
子’翻越围墙进入营区，企图袭击加油
站，请迅速处置！”

听到对讲机里传来的战况通报，
王行知慌了，赶紧翻出留守方案开始
恶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导调组给
出接二连三的突发情况，考验留守分
队的临机处置能力。由于先期准备不
足，留守分队频频出现“状况”，沦为这
次拉动演练的“吊车尾”。

“战场不分前后方，营区留守同样
要绷紧备战打仗之弦，纠治‘二线思
维’刻不容缓！”复盘总结会上，支队领
导的严厉批评让王行知直冒冷汗，也
让在场其他官兵陷入深思。

支队党委通过深入基层调研发
现，基层各类战备方案都能做到翔实
具体、更新及时，而留守方案大多没有
明确分工、责任到人，执行起来可行性
低。个别基层单位甚至把留守分队当
成伤病员“收容站”，成员几乎全由伤
病员担任，根本无法处置应急情况、确
保后方安全。

对此，支队当即组织力量，根据营
区实际从多方面对留守工作进行科学
论证，指导基层及时完善留守方案，并
对紧急避险、防火灭火、目标遭袭等突
发情况展开针对性训练；在各类演练
中加强对“后方人员”的突击检查和情
况导调，不断强化留守官兵实战意识
和敌情观念；借助沙盘推演，对各类突
发情况进行分析研判，进而科学调整
留守方案、细化职责分工，确保有效应
对突发情况。

在前不久的一次演练中，栽了跟
头的王行知主动请缨，担任机关留守
组负责人。当营区再次出现“敌情”
时，他迅速反应，沉着指挥应急分队处
置，确保了营区安全。

营区遇袭，留守分队怎应战
■王振刚 吴 昊 华伟权

部队组织对抗演习、战备拉动和野

营驻训，主要是检验部队的备战打仗能

力，后方留守分队往往受到忽视，一旦

后方遇有突发情况，则无法有效进行处

置。这看似是任务安排、工作摆布上的

问题，本质上却是和平积弊在作祟。

打仗不分前后方，战争没有局外

人。各级要从思想认识上彻底清除留

守分队“不参战”“看院子”的错误认

识，无论是形势研判、方案设定、情况

构想，还是行动预案、实兵演练、情况

处置，都要将出动分队与留守分队通

盘考量、统筹安排，既要锤炼前方部队

的作战能力，也要提高留守部队的应

急水平，真正实现前方打仗、后方支

援、共同胜利的目标。

备战打仗没有局外人

编 后

预约话题：

如何用好“三个半小时”？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半小时听
广播、半小时读报、半小时看电视新闻
“三个半小时”，是基层连队开展思想
政治教育的一条成功经验。随着时代
发展，互联网、智能手机等有序进入军
营，官兵接收信息的途径大大丰富，
“三个半小时”活动面临许多新情况新

挑战。
如今，如何抓住新时代官兵的活思

想，最大限度地焕发“三个半小时”的生
命力，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积极探索。

欢迎大家围绕这一话题分享自己
的观点或做法。本次征稿截止时间为
11月 20日。

稿件请发本版邮箱，注明“三个半
小时”征稿。

——编 者

“读者圆桌”专栏征稿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