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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望镜特别推荐

“专业训练已经展开，损坏的教练
车炮管至今未予以更换，影响下一步
实弹训练。”1月上旬，第 79 集团军某
旅第一季度“士兵接待日”活动现场，
一名皮肤黝黑、长着国字脸的四级军
士长在“士兵代表席”上声音洪亮地提
出问题。

这名四级军士长就是杨开，这已
经是他第五次担任士兵代表。别看他
现在站在台上提起意见有条不紊，不
见丝毫紧张，但谈及成为士兵代表的
经历，他直言“压力还是挺大的”。

去年初，该旅首次开展“士兵接待
日”活动。与每半年一次、匿名提交的
“致党委一封信”不同，“士兵接待日”要
求机关基层当面锣、对面鼓，这无形中
给基层官兵增添了压力：只讲好听的，
失去了活动本身的意义；提意见建议，
事后会不会被机关“揪辫子”“穿小鞋”？
“怎么说”“说什么”“谁来说”成了

连队主官的闹心事。“杨班长军事素质
好、专业能力强，又心直口快，有过给
机关提意见的经历，让他当士兵代表
肯定合适。”最终，在征求官兵意见时，
大家一致推举杨开。

原来，2019年，该旅列装某新型步
战车。既无教材又没经验，但 1个月后
就要参加跨区演习。大家为此焦头烂
额却又束手无策之际，杨开提出建议：
一边连线厂家技术人员和院校专家远
程指导，一边打破建制，由先列装分队
帮带后列装分队，建立互助模块，在最
短时间内让装备形成战斗力。

建议上报机关，很快得到肯定答
复。这让杨开坚定了有意见就提、有需
求就报的想法，也让大家对他的大局观
念和“直言不讳”留下深刻印象。
“当时想着就是一句话的事儿，有

啥就说啥，哪承想后来我还成‘代言
人’了。”杨开打趣道。他告诉记者，对
于基层的顾虑，旅党委其实有所考
虑。为让士兵代表大胆直言，他们制
订了奖惩措施，对提出“金点子”的官
兵给予奖励。
“虽然有党委表态当后盾，但刚开

始时，我是硬着头皮冲上去的。”杨开
当上士兵代表后的“第一炮”是关于机
关过多派遣公差、打乱连队正常秩序
的。发言虽然响亮，但听着自己的声
音从音响传出，看着在本子上记录的
旅领导，还有其余士兵代表们惊讶的
表情，他心里直“打鼓”。

没想到几天后，旅党委出台了一
条“机关派遣公差必须报值班首长批
准”的规定，基层官兵们纷纷点赞，这
让杨开和其他士兵代表尝到了甜头。

随后，“营地距市区较远，周末集
体外出，能否由机关派车统一接送”
“装备器材需要更新，机关能否予以经

费支持”等一系列意见建议被旅党委
采纳，并制订了具体实施方案。

因为士兵代表的身份，杨开经常上
下两头跑。“基层有难处，机关也不容
易。”据他介绍，有一次，士兵代表们反
映，官兵身份证到期，办证材料交付旅
人力资源科后，几个月过去也没有下发
新证，大家认为机关有懒政怠工之嫌。
实际上，当时是新兵入伍、老兵退伍之
际，正是这个科室最忙的时候。而且有
不少申办材料信息错漏，交到地方公安
局后被打回，正准备修正补充。“我们了
解情况后，第一时间传达给连队官兵，
避免大家产生误解。但遇到新问题还
得说、有意见还得提。”杨开说道。
“基层不避短，机关不避难，这种

良性互动，是促进部队发展和战斗力
提升的‘催化剂’。”该旅领导介绍，一
年多来，旅机关通过士兵代表收集官
兵意见建议 785 条，做到了条条有回
应、件件有反馈。

第 79集团军某旅通过士兵代表在机关与基层之间
架起“连心桥”，请看—

“杨代表”履职记
■本报记者 宋子洵 特约通讯员 叶洪林

机关作风实不实，部队建设好不

好，基层官兵作为“神经末梢”，感受最

直观、最有发言权。如果脱离了这个基

层主体，即使抓建基层招法再多，服务

基层方法再好，也难免变成形式主义的

草稿、官僚主义的噱头。

“难得是诤友，当面敢批评。”抓建

基层的过程中，基层官兵就是“诤

友”。我们不仅要敢于听真话，更要让

基层官兵敢于说真话、提意见。要多

培养像杨开一样的士兵代表，鼓励他

们发挥好机关基层的“连心桥”和“润

滑剂”作用，把耳朵贴近基层，把关怀

送到基层，以基层建设需求为镜子，以

官兵是否满意为抓手，改进领导方式

和工作办法，推动部队建设科学发展。

基层官兵是难得的“诤友”
■第79集团军某旅政治委员 邢尚豪

微议录

“这床被子太厚了，抓紧时间压一
压，重新叠”“床单的折线没有和床架边
缘平行，调整一下”……作为一名新排
长，我在毕业前就给自己立下目标：下连
带兵，一定要带出点名堂来。

因此，刚到中队任职，我就开始热血
上涌。这不，排里战士们很快收到了我
制订的检查评比细则。小到“豆腐块”的
长宽高，大到每天擦几次玻璃，都被囊括
其中。在这样的“猛烈攻势”下，排里的
工作生活一下子“规范”了很多，这让我
颇为满意。

但是前不久，我感到战士们的精神

状态似乎都不太好，不少人开始在教育
课上打瞌睡，训练操课也无精打采。我
想找人聊聊，可大家休息时看见我，就会
远远走开。这是怎么了？一时间找不到
答案的我也开始愁眉苦脸。

一天晚饭后，我与中队长崔树理同
路回宿舍，我趁机说出困惑，而中队长的
回答让我面红耳赤：“殷排长，你工作热
情高是好事，但很多工作是需要循序渐
进展开的。你们排里大部分是新兵，为
了达到你的标准要求，大家早起床、晚加
班。有的新兵怕下午来不及整理内务，
大冬天的，午休时都不敢盖被子。”
“干工作不能凭着一腔热血低头

冲，要考虑排里的实际情况和战士们的
感受……”回到宿舍，我想着中队长的
话，立即着手转变工作方式。

第二天，带着依据排里人员构成、战
士能力素质等实际情况修改调整的检查
评比细则，我请战士们提意见、谈想法。
“天天跑五公里身体没有休息恢复的时
间，可以穿插进行腰腹核心的训练”“排
长，内务卫生检查标准应该更贴近日常
战备训练要求”……

虽然再次调整完善的细则要求变少
了，但排里的各项工作质量不降反升，战
士们又恢复了活力。“排长，你想带领大
家共同进步提高的心情我们能理解,但
说实话，你现在的做法可比刚开始时贴
心多了！”前几天闲聊时，一名老班长无
心的话语，让我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
我暗自告诉自己，一定要当个懂兵知兵
会带兵的好排长。

（王 旭整理）

新排长，别被热血冲昏头
■武警天津总队执勤第三支队机动九中队排长 殷云彤

带兵人手记

值班员讲评

最近一个月，来找第 83 集团军某
旅坦克三连指导员刘时青的战士一下
子多了起来。起因是根据《民法典》有
关规定，新修订的《军队人员婚姻管理
若干规定》下调了军人结婚年龄，放宽
了限制。

按照该规定，除正在服现役的义务
兵，在校学习的本科、专科生长学员外，
男军队人员满 22周岁、女军队人员满
20周岁均可申请结婚。这对广大现役
士官来说，无疑是个利好消息。
“指导员，我想申请结婚！”下士张

辉已经是连队第五个申请结婚的战士
了。但问题是，这几名“积极分子”此前
从未提起自己正在恋爱，刘时青一时犯
了愁：既不能剥夺符合条件战士的正当
权利，又要为他们的人生大事把好关。
于是，刘时青决定先了解每个人的恋爱
情况再做打算。
“你和女朋友认识多久了呀，怎么

从来没听你提起过？”面对指导员的询
问，张辉的回答显得有些闪烁其词：“个
把月了……但我们很投缘，其他方面我
觉得可以婚后慢慢磨合。”听张辉这么
一说，刘时青心头一紧，暗自思量：估计
这 5名战士的情况都差不多，恋爱时间
短，感情基础还不牢，但急于享受新规
红利，可能属于一时兴起。

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刘时青决定
请妻子黄舟出马，与大家开一场恳谈
会。前不久，黄舟刚被旅里评选为
“最美军嫂”，是战士们心中的“知心
姐姐”。
“我最幸福的时刻，就是第一次来

部队看望刘时青。当时的我没想到部
队会派专车来接站，而他身穿帅气的军
装，捧着一大束玫瑰……”黄舟甜蜜的
回忆，让战士们听得入迷，中士李金辉

兴奋地站起身说：“嫂子，一想到在咱们
旅，军属可以参加很多活动，还能亲手
为军人颁奖，共享荣光，我恨不得现在
就结婚。”
“婚姻是美好的，但有时也充满苦

涩。”看着情绪激动的李金辉，黄舟不
失时机地泼上一盆冷水。紧接着，黄
舟结合自己实际，将婚后生活面临的
压力、矛盾娓娓道来，尤其强调了军婚
的不易。
“嫂子，那你们是靠什么坚持下来

的呢？”面对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李金辉
眉头紧锁地问道。
“靠爱，厚重深沉的爱，历经风雨磨

砺出的爱。”一语惊得满堂静，每个战士
都陷入了沉思。“我们一起经历了 5年
的异地恋，最终被彼此的坚守和真情打
动。我想，只有共同挺过这样的日子，
彼此才能作出理性的选择。”黄舟继续
讲述自己的故事。

这时，刘时青接过话茬，忆起自己与
黄舟幸福而艰辛的过往，禁不住感慨：
“其实我很希望你们都能找到情投意合
的终身伴侣，但我们从事着特殊的职业，
在迈入婚姻殿堂之前，一定要有同甘共
苦的底气，以及对彼此的信任和守护。”
“指导员、嫂子，我和女朋友认识时

间太短了，也没经受过考验，我觉得我
们还没准备好。”张辉当场决定暂不提
出结婚申请。
“指导员，我和张辉情况不一样，我

和女友恋爱3年了，她一直在等我，我对
我们两个有信心！”一场别样的恳谈会，让
战士们有了理性的思考，更加明白对待婚
姻这样的人生大事不能随意和冲动。
“别看在军人准婚年龄上，新旧规

定只差 3年，但这 3年对一名战士的成
长成熟来说意义重大。”经过这件事，刘
时青心生很多感触，“面对政策规定，基
层带兵人一定要及时做好阐释和教育
引导，这样才能让政策红利更好地惠及
广大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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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的《军队

人员婚姻管理若干规定》，调整了军队

人员初婚年龄，取消了士官在驻地或者

部队内部找对象结婚的年龄限制，规定

军队人员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

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

同时，该规定还明确，义务兵服

现役期间不得申请结婚，军队院校生

长学员本科、专科在校学习期间不得

申请结婚。军士和少校以下军官申

请结婚，由团级以上单位政治工作部

门审批。

背景链接

为加强服务保障，第72集团军某

旅二营开设“深夜食堂”，为夜间值勤

和加班人员提供多种热食，让官兵在

寒冬深夜也能感受到一份温暖关怀。

图①：1月下旬，下哨官兵挑选食物。
图②：保温箱内各类食品。

刘 德、朱志强摄

下哨了

吃口热乎的

“班长你看，这是我的奖状！”那天比
武结束，战士小徐兴奋地向我展示自己
的获奖证书。看着他激动的样子，我心
里也充满了成就感。

故事还要从去年 10 月说起。小徐
身体素质好，性格乐观向上，虽初到部
队，但对自己严格要求，很快就被评为连
队的训练标兵。

可当我十分看好小徐，正打算对他
重点培养时，他却开始不在状态，经常走
神发呆不说，训练成绩也明显下滑。

眼看“好苗子”打了蔫儿，我坐不住
了。经过一番了解得知，原来小徐从小
与母亲相依为命，以务农为生。以往金
秋时节，正是他帮助母亲收割水稻的时
候。今年自己不在母亲身边，他担心本

就身体不好的母亲因为农活过度劳累。
得知这个情况，我心里有了底，立马

找到小徐一通开导：“别担心，你妈妈肯
定能照顾好自己，你在部队好好干，才能
不辜负她的期望……”然而，几次下来，
小徐的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愈发严
重，变得闷声不吭。而我也渐渐失去耐
心，觉得他“油盐不进”。

就在我打算不再白费力气时，一次教
育活动中，陆军第三届“四有”新时代革命
军人标兵王亮的带兵故事让我转变了心
态——王亮班里的一名战士十分不擅长
跑，加之性格内向，没有做好自我调节，他
开始对训练产生厌恶心理。为帮助这名
战士，王亮不仅为他制订训练计划，而且
每次跑步都紧跟在他身边加油打气。渐
渐地，这名战士尝到了训练乐趣，成绩提
高很快，心理问题也不复存在了。

对比王亮的做法，我不禁感到惭愧：
我在给小徐做思想工作时，虽然嘴上说

着要帮困解难，但实际上只是翻来覆去
灌些“心灵鸡汤”，并未有所行动，真正解
决他遇到的问题。

适逢马上休假，我萌生了一个想
法。经过请示批准，休假当天，我乘高铁
专门来到小徐家里，向他母亲说明原委，
帮她收割水稻。

很快，小徐知道了这个消息，电话
里，他的声音有些沙哑：“班长，谢谢你！
我一定好好训练，不让妈妈担心，不让你
操心……”指导员也在不久后通过电话
告诉我，小徐不仅已经恢复往日的生龙
活虎，还在阶段性考核中取得了体能课
目第一的好成绩。

这件事给了我深刻教训。此后，我
不断提醒自己，开展思想工作一定要与
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不能光说不做，
否则有时遇事哪怕再苦口婆心、再动之
以情，恐怕都难以解开战士的思想疙瘩。

（杨孟德、张毛、沈树豪整理）

“好苗子”为何打了蔫儿
■第72集团军某旅班长 贾汪洋

排长方阵

值 班 员：第 80集团军某营教导

员 高 萌

讲评时间：1月25日

前段时间，我在参加班务会时发
现，有些班长骨干讲评时存在批评过
多、对比过多的情况，有的还经常用“你
看看别人”“到底行不行”之类的话语。
对此，我希望大家能够给新战友多点时
间，对他们多点耐心。

新兵下连参加专业训练已经一个多
月，根据每周测试结果来看，一些同志的
各项成绩确实仍在“原地打转”，让人心
急。但要注意，我们的新战友正处于“第
二适应期”，对新环境的适应需要时间、
对新课目的学习需要时间，而且专业训
练本身存在一定难度，他们实操不熟悉
流程、产生紧张心理、短期内成绩没起色
都属于正常现象。

我能理解班长骨干想通过施加压

力让新兵加快成长的心情，但是，这种
作比较、泼冷水的方法，反而容易让新
兵感到自卑，变得畏首畏尾，少了心气
和活力。

同志们，在接下来的训练中，班长骨
干要调整方式方法，给新战友多些帮助
和鼓励，消除他们的思想压力，让他们放
开手脚大步前行。只要大家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我们的训练成绩就会不
断提高。 （高 腾、周明亮整理）

对新战友要多点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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