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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推荐

Mark军营

不久前，我在和本版跟踪关注
的第 73 集团军某旅排长祁龙聊天
时得知，该旅政委孙博刚刚把自己
的微信号向全旅官兵公开，每个营
连门前都张贴了他的微信二维码，
一时间大家纷纷添加孙政委微信，
找孙政委聊天。

这件事引起了我的好奇——一
位旅政委为何要把自己的微信号公
之于众？公开之后又引起了哪些连
锁反应？其中有什么可以供其他带
兵人借鉴的东西……所以，我请本
报记者赖文湧专门前往该旅，面对
面采访了孙博，下面是采访实录。

——编 者

营连日志

近日，武警新疆总队执勤支队特战队员冒着-20℃的低温，在大漠戈壁、深山腹地排兵布阵，开展高难度、高强度的

“魔鬼周”极限训练。 吴绍康摄

我为什么公开自己的微信号
——与第73集团军某旅政委孙博一席谈

■本报记者 赖文湧

茅文宽绘

不久前，海军陆战队某旅突然出
现了几位特殊的来客——某地红十
字会的工作人员。经了解才知道，原
来该旅连长陈德霖在休假期间捐赠
造血干细胞，成功挽救了一个幼小生
命。
“是他救了我们孩子的生命，请你

们一定帮忙转达谢意！”被救助者的父
母写下一封感谢信，希望由某地红十字
会出面替他们谢谢这位救命恩人。于
是，该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颇费一番周折
后，终于找到了陈德霖。

事情还要从 2019 年 8 月说起。当

时正在老家休假的陈德霖去献血，得知
造血干细胞移植可以为一些重症患者
带来第二次生命。他当即采血留样、登
记信息，成为中华骨髓库的一名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

去年底，陈德霖接到红十字会打
来的电话，得知有位身患重疾的儿童
与他捐献的造血干细胞配型初步成

功，需要进行高分辨检测确认。放下
电话，陈德霖并未声张，立即请事假离
开单位，到医院进行了再次检测及体
检。回单位不久，配对成功的消息再
次传来，陈德霖再次赶赴医院，成功完
成了干细胞采集捐献。最终，因为他
的义行善举，一个差点折翼的“小天
使”再次翱翔。

让“小天使”再次翱翔
■夏 雷 李维科

去年底，中部战区陆军某旅榴炮三
连连务会上，指导员章世罕查看内务卫
生检查结果，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士
官人数多的班成绩反而比较差。当他
指出这个问题时，没想到引来几名班长
的诉苦——
“班里的非骨干士官对工作不够上

心，因为出了问题都是问责班长。”
“有的非骨干士官比我军龄还长，

老是不服管。”
“非骨干士官管不好，也难带义务

兵，因为他们说我‘双标’。”
……
大家的反映引起了章世罕的深思。

单位调整改革以来，士官编制一下子多
了起来，现在每个班除了班长、副班长和
技术骨干，还有不少非骨干士官。

本以为人员构成升级能够带来战
斗力的提升，没想到班长们却反映非骨

干士官未能发挥应有作用。于是，章世
罕专门针对这个数量越来越多的群体
进行了一番调查。
“干多干少一个样，也不想操那么

多心。”上士汤维康入伍 11 年，因为管
理能力不强，一直没有当上班长，平时
除了本职工作外，连队很少给他压担
子，久而久之，他感觉自己被边缘化了，
产生了混日子的想法。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不是班长，

干多了管多了反而不好。”王俊飞刚被
选取为下士，很想当骨干，由于在班长
竞选中落败，工作热情锐减。他说自己
也想好好干，无奈“非骨干士官”的身份
让他放不开手脚。

不受重视、存在感差、发展受限、评
优靠边……这些都影响了非骨干士官
的工作干劲，但章世罕认为诸多原因背
后，是党支部对班长骨干的过度依赖，
致使非骨干士官缺乏锻炼成长的舞
台。在他看来，有些非骨干士官各有专
长，甚至某一方面在全连也是拔尖的，
“他们就像深埋在山石里的金子，只要

深挖细掘，就能让其绽放光芒。”
章世罕和连队党支部一班人研究

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激发非骨干士官
活力：开展专题教育，引导官兵深入理
解新编制体制，适应士官队伍不断壮大
的现实要求；有意识地给非骨干士官压
担子、搭台子，让他们打消顾虑，大胆作
为；帮助非骨干士官规划成长路径，使
他们奋斗有目标、成长有动力……
“连队建设，人人有责，不是班长骨

干也要有担当。”自从走上副火炮技师
岗位，非骨干士官王肖干得有声有色，
并立志成为旅队榴炮专业“第一人”；担
任连队军体教学组组长的战士潘飞，充
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无论抓教学还
是搞管理，都有模有样……章世罕说，
随着一批非骨干士官在连队建设中担
当重要角色，各班班长骨干也有了进一
步提升自身能力的紧迫感。

三连的做法得到了旅党委的肯
定。目前，该旅决定以该连为试点，围
绕进一步发挥非骨干士官队伍作用，展
开更深的探索。

非骨干士官：是金子就要发光
■王鹏皓 周 强

一线直播间

“多亏前期训练增加了高原驾驶特
情处置课目，要不然这次真不知道怎么
办了。”车辆驶过终点的那一刻，新疆军
区某团上士丁红林如释重负地说道。

初冬时节，阿里高原风雪交加，寒
冷异常。驾驶班班长丁红林早已在待
考区跃跃欲试，只见他双手紧握方向
盘，目视前方。尽管是首次参加高原陌
生地域考核，但作为连队驾驶经验最丰
富的驾驶员，他仍信心十足。
“开始！”
随着考官一声令下，丁红林立即驾

车出发,顺利通过考核组设定的层层关
卡。眼看快到终点时，车辆突然发生故
障，在最后一个山坡半腰处熄了火。
“报告，车辆出现异常，请求暂停！”
“考核继续！”考核组当即驳回了他

的请求。这突如其来的情况，让原本以
为胜券在握的丁红林彻底慌了神。

考核时间所剩无几。片刻冷静
后，丁红林迅速下车检查，根据前期高
原针对性训练获得的经验很快判明原
因——因氧气稀薄，油箱内外产生气
压差，导致油箱出现真空，造成供油不
及时，车辆动力不足。

来不及多想，丁红林立即打开油箱
盖，使油箱内外压力趋于一致，然后挂
入空挡，猛踩油门，浓烟滚滚间，车辆逐

渐恢复性能。
“越是突发情况，越能检验驾驶员的

真本事。”该团政委熊敏介绍，去年入夏
以来，该团转战至西藏阿里，更高的海
拔、陌生的地域、艰苦的环境，对官兵提
出了严峻挑战。他们因地制宜，一边开
展适应性训练，一边修改完善训练计划，
并梳理总结车辆发生“高原反应”的症状
及处置预案。此次考核，就是对前期训
练成果的一次检验。

尽管如此，考核中还是出现了一些
预案之外的状况，逼得大家临时想对
策。虽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绩，丁红林
仍感到收获满满。这次考核，让他明白
了一个道理：很多设想之外的情况才是
实战本来的样子。

新疆军区某团在高原陌生环境下检验部队打赢能力—

“设想之外”带来收获满满
■李 江 胡文博

潜望镜

问：您为什么向全旅官兵公开自

己的微信号？这么做的初衷是什么？

答：说起来，也是一个偶然机会启
发了我。有一次，与战士聊天，有人主
动提出要加我的微信。这种情况在基
层是很少见的，但我认为这恰恰是与
战士拉近距离的很好途径。平时调研
就有很多人反映，通过强军网“首长信
箱”“直通车”给领导汇报思想、反映工
作很不方便。尽管旅常委向全旅官兵
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给每个连队安
装了意见箱，但是我们经常一个月接
不到几个电话、收不到几条建议。有
的官兵甚至说，每次给旅领导发邮件、
打电话都有一种“偷偷摸摸”的感觉。

一个旅级单位，营区那么大、人员
那么多，一个旅政委很难每个角落都

看到，每个官兵都谈到。既然现在手
机使用管理有了规范，官兵使用手机
时间有了保证，那为什么不利用好微
信这个平台，组建一个“网络大家庭”
呢？于是我就申请了一个微信号，只
对全旅官兵公开，方便大家与我联系，
我也可以借此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状
态，第一时间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在干
什么，这样就跨过了官兵心中的那道
坎，打通了上下级的“最后一公里”。

问：加了那么多基层官兵的微信，

有没有人对您设置了“朋友权限”，比

如“仅聊天”或者“不让他看我”？您是

怎么看待他们的朋友圈状态的？

答：新时代的官兵是很可爱的，他
们的微信朋友圈动态丰富多彩。在我

眼里，这是记录官兵日常生活的“记事
本”，反映官兵喜怒哀乐的“表情包”，
折射官兵思想动态的“晴雨表”。

幸运的是，绝大多数官兵的朋友
圈是对我敞开的。我不光给他们点
赞，还会点评，看到比较新颖的、独到
的观点或是优秀的文章还会转发推
荐，跟他们一起讨论交流。有的战士
休假回家出去玩，吃什么、干什么我都
能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时候我会提醒
他们注意人身安全和加强疫情防控。

说实话，大家对我开放微信朋友
圈是对我的莫大信任，他们反馈的每
个想法对我而言都是一种无形的财
富。同时，我也希望借助微信这个平
台，更好地引导官兵学习思考、明辨是
非、把准方向，从而鼓舞士气、凝聚力
量、破解难题。

绝大多数人的朋友圈是对我敞开的

问：基层官兵反映的事，一般都是

细小而琐碎的。加了那么多人的微

信，您顾得过来吗？

答：一开始我还担心大家不敢发
声、不愿发声或不想多说，使我的微信
号变成一个“僵尸号”，但事实证明这
种担心是多余的，大家很愿意和我交
流。我现在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每
天晚上睡觉前都会看看有没有人给我
留言，看看官兵的朋友圈，看看大家工
作生活中有没有遇到烦恼事，该回复
的回复、该点赞的点赞、该留言的留
言，就是让大家知道，我这个旅政委始
终都在关注着他们。

前不久，有名战士在微信里告诉
我，野外驻训每次洗碗都要排长队，耽
误很多休息时间。了解具体情况后，
我及时跟机关相关部门进行了沟通，
问题很快就得到了解决。事后，这名
战士发朋友圈感慨：“现在机关的办事
效率真高！”也有机关干部对我说，有
了这个新渠道，能够及时了解基层的
需求和自己工作不到位的地方，真是
多方受益啊。

你说得对，基层官兵的事，一般都

是细小而琐碎的，但对他们来说，可能
每一件都是大事。比如，前一阵子，有
位连长的两个小孩同时生病，妻子一
个人照顾不过来，而他自己在外执行
任务回不去，就发了一条朋友圈，还配
了几张让人看了很心酸的照片。我看
到后，第一时间与这位连长取得了联
系。他说自己是单主官在位，家里有
困难又不好意思请假，所以心里很焦
虑。当天我就派了一名机关干部到该
连代职，让这位连长安心回家处理家
务，同时还给他的爱人发了慰问短
信。这位家属非常感动，表示一定会
大力支持丈夫在部队工作，而这位连
长归队后，工作干劲也更足了。

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我承认这
会占用一些时间，但经常性思想工作
不就是一人一事的工作嘛，不能因为
琐碎、害怕麻烦就不去做。人心都是
肉长的，你把官兵捧在手里，官兵就会
把你举过头顶。在与官兵交流过程
中，渐渐有人称呼我为老大哥，很多战
士看到我每天很晚才休息，还会提醒
我、关心我，让我很感动。我到旅队任
职时间不长，但这里的点点滴滴都是
正能量，激励和鞭策着我更好地工作，

更好地服务官兵。

问：通过这些事，您对加强和改进

思想政治工作有什么思考？

答：思想政治工作的主体是人，尤
其在信息时代，要背靠网络面对人，超
越网络看见人。像我这个微信，其实只
是个手段和媒介，它只是把我和全旅官
兵更有效地联接起来了，但每个节点仍
然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所以，只关注内
容、形式、手段，而不关注人，就很难做
好网络时代的思想政治工作。

比如，有个战士在朋友圈里发了
一句话“有事干事、没事读书”，我给点
了赞；有个战士晒自己过生日，我专门
发了一段祝福的话；有个战士 3000米
跑取得了好成绩，我到他的朋友圈去
祝贺……其实，这些战士并不缺你的
一个赞美、一句祝福、一声道贺，缺的
恰恰是你对他们的关注，尤其你还是
一名旅领导。
“基层至上、士兵第一”这句话的

内涵特别深，这里面不仅包括带兵的
方法，更包括待兵的态度，而态度往往
是决定一切的。

每晚睡觉前都会看看官兵的朋友圈

问：官兵加您的微信，有问题可以

直接向您反映，这样会不会有“越级报

告”之嫌？

答：我公开微信号是想建立一个朋
友式的“聊天室”，为的是了解官兵思想
工作状况，倾听官兵意见建议，本质上
与“首长信箱”“意见箱”没有区别，只是
更快捷、更直接而已。所以，只要官兵
给我发微信，当时有空我会及时回复，
当时没空我会找时间回复。对他们反
馈的矛盾问题，我能立即解决的马上就
办，不能立即解决的就督促相关部门抓
紧办。当然，我会根据情况，在事前、事
中或事后把这些问题反馈给分管领导、
有关机关部门和营连，让他们做到心里

有数，一起出力。官兵们愿意讲问题、
提意见是好事，是对旅党委的期望和信
任。试看，几千双眼睛观察建设现状，
几千个大脑一起出谋划策，几千颗心都
往一处想，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画面
啊！如果做到了，建旅兴旅还难吗？

问：能具体说说，您是怎么与官兵

互动的吗？

答：现在，找我汇报思想的官兵
有很多，我也很喜欢跟他们聊聊天、
说说话，看看大家有什么烦心事、有
什么好的想法或者意见建议。有时
候可能就是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打
开官兵的一个心结。

当然也有反映矛盾问题、吐槽发
牢骚的，每一次我都会耐心倾听，这对
理顺机关与基层关系、树立正确导向
能起到一种润滑作用。同时，我也可
以从中了解到，旅党委出台的一些帮
建措施有没有得到落实、基层官兵反
映的矛盾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机关
主体责任有没有压实等等。

当然，我和官兵们的交流都是在
严格遵守手机使用管理规定和安全保
密规定的前提下进行的，这是底线，也
是“红线”。

到目前为止，我总共收到 80多条
合理化建议，机关对口科室一一作了
回复，也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改进，大
家都感到办事效率更高，心气更顺了。

让几千个大脑一起出谋划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