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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兵人手记

微议录

在不久前召开的一次连务会上，刚
到任的我发现与会者中多了一个生面
孔。想到今后工作中要经常接触，就在
散会时主动找到他，并热情地做了自我
介绍，谁知他的态度却不冷不热。后来
我了解到，这名士官骨干刚刚学习归
队，而且脾气比较“古怪”。

一个周末，我去宿舍找战士聊天，见
凳子上放了一个棋盘，就顺手把它移到
了旁边的床上。中午休息时，听说有人
打电话找我，我接过电话一听，那边传来
一阵怒吼：“你知道那个棋盘有多脏吗？
我的床单被弄脏了，你让我中午怎么休
息……”电话是那名骨干打来的，而我当
时就是把棋盘放在了他的床上。

听他这种“兴师问罪”的口气，我
的火气腾地一下就上来了，但转念一
想，自己确实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于
是，长舒一口气，平静地说：“床单脏了
我给你洗，你要是还不满意，我可以给
你买新的。”而他说了句“不用了”，就
挂掉了电话。

海军一些部队，对刚毕业分到基层
的本科学员，一般会被定岗为副连职、
担任副连长。一些老士官觉得自己在
连队时间长、能力素质强，往往看不上
新来的副连长，对此我早有心理准备。

放下电话，我主动去找这名骨干当
面说明情况，表示以后一定会注意，希
望得到他的谅解。此后，我多次找他谈
心，总感觉我们俩的关系始终有一层隔
阂，虽然不像刚开始时那么“对立”，但
相处起来彼此仍不太舒服。

直到我第一次带队执行任务，事情
才有了转机。当那次任务进入尾声时，
我听到对讲机里传来一阵急促的声
音——那名骨干受伤了。我赶过去一
看，发现他右手腕被割开一道深深的伤
口，鲜血直流。我立即请示营长派车送
他去医院包扎，整个就医全程，我一直
陪着他跑前跑后。事后，我因安全预防
工作做得不到位，受到营长严厉批评。

不过，从那之后，这名骨干对我的
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一次，他和我
聊起了床单的事。他说自己之所以发
那么大的脾气，是因为我初到连队，对

我不是很服气。后来经过长时间接触，
他发现我是一个重情重义、勇于担当的
人。特别是上次执行任务，我因他受伤
挨批，他心里一直过意不去。

听了他的话，我感到很欣慰。我
想，要得到战士的认可并不容易，必须
以实际行动让他们从内心接受你！

（李恒宇、张闻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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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时工作训练中，我时常能听

到这样一种声音：我差一点就拿第一

了、咱班差一点就评上先进了……每

每遇到失败，“差一点”这三个字总会

被当作安慰借口，感慨一时运气不佳，

其实不然。

“钉子缺，蹄铁卸；蹄铁卸，战马蹶；

战马蹶，骑士绝；骑士绝，战事折；战事

折，国家灭。”这个广泛流传的故事，告

诉我们一个道理：即使就差一颗不起眼

的小钉子，也有可能带来一系列连锁反

应，最终酿成一场悲剧。

军人是最讲求精准、最容不得“差

一点”思想的群体。无论现代战争中的

精密筹划、精确打击、精细协调，还是日

常训练中的数据采集、效果评估，都应

务求精准，否则“差之毫厘”就会“谬以

千里”，最终导致战场吃败仗。

所以，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差一点”就是差很多，“差一点第一”

不 是 第 一 ，“ 差 一 点 合 格 ”不 是 合

格……“差一点”足以改变一个人的命

运 、一个单位的进退 、一场战争的

胜负。

要消除“差一点”的遗憾，就必须在

头脑中清醒认识到“差一点”的严重性，

加强学习，提高素质，及时让思想得到

武装，抓紧把本事提上去，避免能力上

有短板。

“差一点”其实差很多
■张建武 谢扶光

“班长，开车时不能戴耳机听歌
吧？”在一次执行任务途中，带车干部吴
宇骁试图对驾驶员的行为进行劝止，没
想到被驾驶员反呛了一句：“你一个刚
毕业的新干部懂啥，听歌是为了提神！”

吴宇骁是北部战区海军某旅副连
长，今年刚从军校毕业分配下连。在他
看来，驾驶员戴耳机听歌肯定影响行车
安全，但司机班长理直气壮的回答让他
感觉自己是外行指挥内行，便不再吱
声。事后吴宇骁坦言：“想管的担心管
不了，敢管的又怕管错了，带车干部真

不好当！”
在旅里组织的恳谈会上，吴宇骁的

带车经历引发大家热议。有的反映一
些带车干部发挥作用不大，“带车”俨然
成了“坐车”；有的指出部分带车干部不
懂带车，全程只会简单的几句提醒；也
有的认为驾驶员需要进一步提高安全
行车意识……“落实干部带车制度，不
能只关注‘干部’身份，更要注重‘带车’
能力，否则带车干部就成了摆设。”听完
旅领导的一番话，在场人员达成共识：
带车干部不仅要懂车辆指挥，还要会各

种特情处置。
为此，旅党委组织开展安全行车

操作规范培训，重点学习预防车辆事
故、干部带车基本常识、车辆交通事
故处理等内容，帮助带车干部掌握车
辆指挥的一般方法，进一步规范驾驶
员的驾驶行为。前不久，该旅参加实
兵演练任务，带车干部在机动途中提
前勘察规划路线、认真分析梳理安全
风险点、加强特情预想预测，驾驶员
全程积极配合干部指挥，保证了行车
安全无事故和任务的顺利进行。

带车干部不能当摆设
■高文正 本报特约通讯员 徐 喆

初冬的南疆，暖阳当空。新疆军区
某团新兵营，一场“你心中的英雄”露天
故事会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新兵们纷纷
登台讲述着自己心中的英雄。一名手持
3枚纪念章的新战士一上台就吸引了所
有人的注意，他手里的纪念章略微有点
褪色和磨损。
“我心中的英雄是爷爷，他是一名

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
战争的老兵，我始终忘不了他弥留之
际对着国旗敬的那个军礼……”新兵
丁仕傑的开场白，让台下官兵深受触
动。

说起爷爷的故事，新战士丁仕傑的
脸上充满了骄傲。爷爷名叫丁永禄，参

加过大大小小数百场战斗，获得解放西
北纪念章、和平万岁纪念章、抗美援朝纪
念章。
“小时候，总喜欢听爷爷讲打仗的

故事。爷爷说，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条
件真的好苦，没水了只能喝雪水，粮食
也不足，常常要饿肚子。在雪地里赶
路，根本不敢停下来，否则就会被冻伤
甚至冻死……”
“爷爷的两条腿上，还有被子弹擦

伤留下的累累伤疤，但他常说自己不
是什么英雄，只是在那个年代干了中
国人该干的事，但在我心里他就是个
大英雄。”说到这，丁仕傑的眼中早已
饱含热泪。

一谈到爷爷，丁仕傑仿佛有说不完
的话。今年 8月，19岁的丁仕傑在拿到
入伍通知书后，怀揣着爷爷留给他的 3
枚纪念章参军入伍。
“上了战场就不要当孬兵，好兵是在

苦难中锤炼出来的。”爷爷这句话深深烙
印在丁仕傑心中，成了他苦练精武的内
在动力。据新兵营领导介绍，小丁已成
为新兵营的训练标兵，多次在考核评比
中名列前茅。

讲心中英雄，做铁血战士。新兵丁
仕傑讲爷爷的战斗故事，让战友们深
受感染，大家纷纷表示要继承先辈们
的革命精 神 ，在 岗 位 上 奉 献 自 己 的
青春。

讲心中英雄 做铁血战士
■陈天靖 本报特约通讯员 梁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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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新疆军区某团勤务保障营官兵参加上级比武载誉归来，营长王永彬为4名取得课目第一的“军事训练标兵”

戴上大红花，并号召全营官兵向他们学习，大力营造“学先进典型、当精武标兵”的浓厚氛围。 韩 强摄

新闻前哨

“指导员，刘班长兵龄比我长、资历
比我老、做的贡献比我多，更符合立功
条件。”
“指导员，润鸿能力强、有干劲、后

劲足，一直表现优秀，应当多给年轻人
一些鼓励，为连队培养人才。”

年终评功评奖，战士曾润鸿和刘启
明相互谦让的一幕，让第 74集团军某
旅炮兵营榴炮连指导员刘鑫难以抉择
却又倍感欣慰。

刘鑫告诉记者，今年年终评功评
奖，上级给连队一个三等功推荐指标。
对照立功受奖评比细则进行严格筛选
后，同为中士的刘启明和曾润鸿成为立
功的热门人选。

刘启明是连队的老技师，技术过
硬，在今年实弹射击任务重、装备动用
频率高的情况下，他高标准完成装备转
运、检测维修以及维护保养等任务，确
保全连装备零故障。

曾润鸿同样出色，他入伍 6年，连
续 4年担任战炮班班长，在多次实弹射
击中带领全班拔得头筹，曾因表现突出
荣立三等功，再加上平时管理能力强，
被连队列为士兵提干的重点培养对象。

而且，在年底量化考评中，两人的

最终得分也在伯仲之间。“到底推荐谁
立功？”干部骨干一时难以达成一致意
见。就在这时，刘启明和曾润鸿先后
找到刘鑫，表达了自己主动要求退出
的想法。

曾润鸿坦言，连队只有一个立功推
荐名额，老班长刘启明今年的工作有目
共睹，他认为推荐刘启明更合适。

而对刘启明来说，这可能是他军旅
生涯最后一次立功机会，但他对立功的
态度十分豁达：“曾润鸿是棵好苗子，推
荐他立功，更能激励连队年轻的战友争
先创优。”

刘鑫告诉记者，别看这两个人在评
功评奖问题上相互谦让，但在任务面前
却争得面红耳赤。

今年 6月，该营组织某新型弹药射
击。当天，台风登陆，训练场上暴雨倾
盆，能见度很低。这样的天气正是检验
装备性能、获取极限数据的好时机，但
对官兵来说却是一次巨大的挑战：在这
种极端天气下打实弹，存在不小的安全
隐患。
“我上，我干过炮长，又是技师，对

装备底数摸得清。”刘启明第一个站了
出来。

“我一直当炮长，经验足，我来！”曾
润鸿也抢着要上。

经过营领导研究，最终决定由刘
启明打第一炮，曾润鸿打第二炮。结
果，炮响靶碎，两人的射击成绩均为
优秀。

话题回到评功评奖上，刘鑫态度
鲜明：两人的做法很讲风格，体现了团

结友爱，但评功评奖要依法依规，确保
公平公正。为此，他们对两个人全年
的成绩和表现进行了细化比较，并进
一步征求官兵意见。最终，连队党支
部形成一致意见，推荐刘启明作为立
功对象。获知结果，曾润鸿当场向刘
启明表示了祝贺，刘启明给了曾润鸿
一个深情的拥抱。

年终评功评奖，第74集团军某旅两名表现出色的战士相互谦让，被传为佳话—

任务面前你争我抢 立功受奖你推我让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李珏宏 徐金鑫

“有第一就争、见红旗就扛”是我军

的优良传统，体现的是一种崇尚荣誉的

精神追求。而评功评奖，是为了表彰先

进、激励后进，形成你追我赶的良好氛

围，重在树立一种工作导向。

那么，该如何对待荣誉、怎样获取荣

誉呢？就是“工作成绩看我的，评功评奖看

组织的”。现实中，个别官兵把心思放在了

争名夺利上，一遇到与个人切身利益沾边

的事就过度计较，有时甚至不惜影响内部

团结与战友感情。对此，我们要坚决反对

并加以纠治。这篇稿件中提到的两名互

相谦让的战友风格高、作风好，值得肯定。

当然，在评功评奖问题上，也要给

各级提个醒：官兵互相谦让是个人行

为，最终决定表彰谁是组织行为，战士

越是发扬风格，组织越是应该坚持公

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按照标准要求，把

更加优秀的人选出来，让应该奖励的

人受褒奖。

评功评奖要评出好风气
■高好良

聚焦年终评功评奖

“没想到不在连队工作，组织还推
荐了我！”12月中旬，正在某新训基地执
行带新兵任务的南部战区陆军某旅中
士万哲宾，接到了连队传来的喜讯：在
年度“双争”评比中，连队党支部综合其
全年以及新训工作表现，向上级推荐他
参评“四有”优秀个人。

万哲宾坦言，当初受领新训任务时，
还担心自己在外执行任务、不在连队工
作，会影响评先评优。让他没想到的是，
受领任务后，连队一直与新训单位保持
联系，定期详细了解他的工作情况。
“无论在哪儿干工作，都是为强军

事业作贡献，只要表现好，照样能评先
评优。”万哲宾所在营教导员朱锦云介
绍，旅党委针对部分人员被上级抽调外
出执行任务等实际，坚持“脱岗不失控、
在外不断线、评先不缺位”，指定专人与

任务单位保持热线沟通，及时掌握这部
分官兵的工作表现，将他们纳入每季度
“双争”评比。

10月下旬，防化连下士章庆林赴教
导队参加比武集训，因表现突出被任命
为班长。该连将这一情况直接运用到
第四季度“双争”评比中，评定章庆林为
“好”，并确定其为入党积极分子。“只要
工作干得好，在哪干都一个样。”据他介
绍，在年度“双争”评比中，全旅有多名
在外执行任务的官兵被评为先进。

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双争”评比坚持全员覆盖——

在外执行任务的官兵获评先进
■罗坤康 吴侃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