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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兵人手记

Mark军营

“长时间出海回来后，官兵补休的
时间安排只需向机关报备，无需报
批……”看到大队机关的新规定，我
打心眼里高兴，可别小看“报备”和“报
批”这一字之差，具体到基层官兵身上
却大有不同。
“爸爸，我的成人礼你有时间参加

吗？”前不久，出海执行任务前，儿子打
来电话问我，听着电话那头充满期待的
声音，我心里五味杂陈。

自打儿子出生，大部分的时间都由
他妈妈带着，作为一位父亲，我错过了
他成长过程中的很多重要时刻。原以
为这次又要让儿子失望，但是算了算此
次出海时间，儿子的成人礼刚好是执行
完任务归港的第二天举办。按照补休
规定，我是能够请假外出的，于是信心
满满地答应了儿子。

到了返航的日子。船一靠码头，我
就迫不及待地拿着请假单去找教导员
请假。
“没有机关的批复，就不能安排官

兵补休。”教导员无奈地告诉我，虽然大
队机关根据条令条例，制订了有关补休
的暖心制度，但是也明确了在安排补休

前，一定要报大队机关报批。“你这请假
时间正好赶上休息日，能不能及时批下
来我不敢保证。”

听了教导员的话，我急得像热锅上
的蚂蚁。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等来大
队机关的批复，可是儿子的成人礼就在
明天了。
“条令规定，‘节假日期间值班、执

勤以及执行其他任务的官兵，任务结束
后，通常安排补休’，并没有说一定要上
级机关批准，基层舰船完全能够自己做
主的事情，为啥还要多此一举？”回到班
里，听我这么一说，战友们也纷纷吐槽
起来：“本来是一个暖心的好规定，落实
起来却常常让官兵感到糟心……”

我们在宿舍越讨论越激烈，没想
到把正在基层检查工作的大队政委吸
引了过来。眼看答应儿子的事情就要
泡汤，我头脑一热，向政委反映了实
情。听完我的话，政委眉头紧皱：“你
赶紧回去参加孩子的成人礼，我让机
关抓紧批复。”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政委随
后将这件事带到大队交班会上进行
讨论，最终决定：“基层舰船可根据

条令要求，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灵活
安排补休时间，只需向机关报备即
可。”

补休由“报批”改为“报备”，既节

约了机关的时间，也增加了基层自主
权，可谓一举两得，官兵们纷纷表示
赞同。

（黄照恒、王佳男整理）

“报批”改“报备”：一字之差大不相同
■南部战区海军某大队一级军士长 蔡建盛

编者在基层采访，时常听到一些

机关干部诉苦，称改革后机关编制大

大压缩，可手中的活不但没变少反而

更多了。而一些基层主官也吐槽说，

机关总是从基层抽人“帮工”，影响了

正常的工作秩序。

问题到底出在哪儿？编发这则新

闻时我就在想，有些活是不是机关非

得自己去干？有些活是不是机关不放

心、不放手，主动揽上的？还有些活是

不是少干更有利于战斗力，更能释放

基层建设活力？

解决机关所谓“人少事多”的问题，

应该从转变工作理念、工作方式上做文

章。我军这次改革，实现了组织形态的

整体性重塑，各级要按照新体制、新编制、

新职能、新使命要求谋事干事，彻底革除

一切不合时宜的思维定势、固有模式和

习惯做法，让“脑袋”跟着“身子”一起转。

依法治军、依法抓建，要强化机关

依法指导、部队依法运行的观念。查一

查还有哪些活可以不干，科学做好“减

法”，有时反而更利于释放新体制效能、

享受改革红利和增强部队战斗力。

“脑袋”要跟着“身子”转
■张科进

编余小议

以情带兵是带兵育人、打开官兵心

灵之门的“金钥匙”，更是密切官兵关系

的良方妙药。下连后，笔者发现少数新

兵很难跟上连队紧张的训练、工作和生

活节奏，究其原因，很大一部分还是与

部分新训骨干不敢严格要求有关。

据了解，少数新训骨干把“关爱”变

成了“溺爱”，有的担心新兵“吃不消”，

随意降低训练标准；有的担心新兵心理

脆弱，批评和颜悦色不敢坚持原则；有

的担心“管严了会出事”，工作大包大揽

不敢压担子……

习主席指出，和平时期，决不能

把兵带娇气了，威武之师还得威武，

军人还得有血性。这告诉我们，部队

是要打仗的，越是心疼兵，越要使劲

练。新兵来到部队，只有在严格的训

练中才能锻炼血性胆气，才能完成从

地方青年到合格一兵的转变。如果带

兵人一味溺爱，非但不是爱兵，反而

是害兵，同时也是对部队战斗力建设

的不负责任。

笔者认为，适当的关心和照顾新兵

是必要的，但带兵人要把握好严管与厚

爱的分寸，在强调以情带兵的同时，更

要注重依法带兵、从严施训，放手摔打

磨砺新战士，把每一名新战士都培养成

嗷嗷叫的“小老虎”。

带兵人要把握好严与爱的分寸
■杨孟德 徐弘源

基层之声

“断电停泵，停止作业！”一次油料
输转作业中，负责对油料设施展开例
行巡查的中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四级军
士长、油料转运站站长王明明突然发
现，12号油罐罐壁距地面约 10米处出
现一块不起眼的浅浅暗斑，王明明果
断叫停。

进一步检查发现，该油罐罐壁焊缝
交接处因年久老化发生轻微腐蚀穿孔，
王明明凭借多年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
成功消除了事故隐患。“暗斑不可能凭
空出现，既不是沾尘，也不是结霜，极有
可能是腐蚀穿孔造成的油料渗漏。”谈
起现场的情形，王明明自信地说。

扎根油料岗位 15 年来，王明明始
终冲锋在保障一线，凭借精细刻苦的认
真劲儿，练就一身过硬专业本领。爬油
罐、巡管线，与燃油“如胶似漆”的他，为

战鹰送去无数次安全可靠的油料保障，
曾获“空军十佳油料保管员”“油料行业
标兵”等荣誉，2020年 12月被上级评选
为“爱军精武标兵”。
“管好战鹰的‘粮草’，靠的就是一

个‘细’字！”回想起第一天加入场站油
料股时，一位老班长对他说的话，王明
明仍记忆犹新。这些年，他一直告诫
自己：一定要细心再细心，把这个“粮草
官”当明白。

输油管线巡查，他准确掌握焊接
点数量、位置，牢记不同季节管线附近
的植被形态差异，确保随时通过植被
受油液污染导致的发黄枯萎现象，迅
速“揪出”漏油点位，消除事故隐患；罐
内清理作业，他不放过每处角落，忍受
着刺激性气味，和战友一寸一寸清理，
确保油泥残渣一点不剩。大伙儿如此
评价道：王班长能把罐底儿清理得比
自己脸盆还干净。

为了锻炼自己的“细心劲儿”，王
明明在熟练运用“看、摇、摸”识别技巧
的基础上，苦练战时无光条件下的油
样快速精准识别硬功。他用黑布蒙紧
双眼的方式模拟夜晚环境，将一瓶瓶
油样闻了一遍又一遍，深入体会不同
油样的气味特点，比对细微差别。“将
近一个月时间，一闻到油味就直犯恶
心，再香的饭菜也提不起食欲，体重骤
降十几斤。”对当初的一幕幕，王明明
仍历历在目。

身边不少战友曾对此感到不解：
为啥这样“折磨”自己？王明明说：“任
务看似循环往复、一成不变，但只有做
到‘眼尖心细’，才能确保油料保障安
全高效。”

一句话颁奖辞：一个“细”字，蕴含

着王明明对岗位的无比热爱、对责任的

深刻理解！

王明明的“细心劲儿”
■刘艺爽 公茂泽

小咖秀

1 月下旬，第 74集团军某旅一场高
强度夜间飞行训练刚结束，走下战机
的飞行教员梁首竞连说了三个“没想
到”：没想到以往轻车熟路的训练课
目，竟变得像首次放单飞那样艰难；没
想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返航途中特
情不断；没想到这么多“刁钻”的点子，
让人大开眼界。
“梁教员的感慨反映了旅队‘实战

案例转化’组训模式带来的新改变。”
该旅旅长孙焰快人快语。新年度开训
以来，该旅积极探索新的组训模式，通
过广泛收集、分析旅队和兄弟单位近
年来典型演训案例，将场景转换嵌入
到新年度训练中，让飞行员经受近似
实战的锻炼。

连日来，寒潮来袭，该旅驻地气温骤
降。按照以往惯例，新年度开训多以基
础性和恢复性训练为主，而最近几日的
飞行，尽管存在低温、大风、能见度低等
多种不利因素，但该旅训练难度不降反

升，不仅新增了多个训练课目，还组织了
多个场次的跨昼夜飞行训练，这让飞行
员们不敢有丝毫怠慢。
“2018 年，旅队曾赴高原参加某演

训活动。”该旅作训科科长谢坚介绍，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两年多，但高原缺
氧眩晕、装备低温结冰等场景，让人至
今难忘。开训以来，他们多次分析高
原、海岛等极端环境下的演训案例，依
托模拟训练中心开展低温、夜暗等多
种适应性训练，在实飞训练中穿插设
置“环境特情”，使部队的全时全域作
战能力不断提高。

铁翼飞旋，风驰电掣。某战术课目
训练中，为规避雷达侦搜，飞行员李浩驾
驶战机紧贴山体俯冲，没想到进入“敌
人”预设的“口袋”；飞行员薛皓与“敌机”
遭遇，迅速建立攻击航线进行模拟攻击，
不想却暴露了大部队的位置……明明是
同一个课目，每名飞行员遇到的情况却
大不一样！

这是该旅根据飞行员的训练短板，
设置的“案例重播”“败笔重温”环节。这
样的训练模式，让不少飞行员切实感到
每个训练日都是“艰难一日”。

“‘艰难一日’并不难在身体、技
术、战术等某一方面，而是难在每天都
在翻新花样，每天的‘考题’甚至可以
用‘刁钻’来形容。”飞行员郭鑫说，如
今每次飞行训练都带着实战背景。蓝
天之上，他们不仅要进行课目练习，还
要达成攻击目的、完成具体任务。每
当进入熟悉的课目或者稍稍放松警
惕，各种特情就会接踵而至，好似总能
找到自己的“软肋”，时刻给人一种危
机四伏的紧张感，逼着大家拿出浑身
解数斗智斗勇。

夜色沉沉，该旅机关楼作训科办公
室依然灯火通明，指挥员和飞行参谋围
绕将实战化案例融入飞行训练展开筹
划，形成一份份新的训练计划。不远处
的该旅飞行教室内，飞行员针对作战细
节展开热烈讨论，第二天训练的思路越
来越清晰。

东方破晓，晨光微露。新的一天，
伴随着阵阵轰鸣声，该旅飞行员已做
好起飞准备。不知曾经熟悉的那片蓝
天，在该旅指挥员和飞行参谋的“构
想”中，今日又会幻化出一幅怎样的战
斗图景？

第74集团军某旅创新“实战案例转化”组训模式—

飞行训练，每天都是“艰难一日”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许浩杰 胡 涛

记者探营

新闻前哨

这些天，看到新兵小张在各项考核
中崭露头角，我感到十分欣慰。

新兵下连没多久，小张就引起了
我的注意——我到班里一坐，他赶紧
端上一杯热茶；路遇班长骨干，他迅速
靠边站，不忘说上一句“班长你先走”；
有一天晚上，班里其他人出公差，回来
时已过熄灯时间，他主动帮大家铺好
床铺……

一段时间观察下来，几个班长骨干
都挺喜欢这个“会来事儿”的战士，连我
都认为小张懂礼貌、重细节，值得好好培
养。然而令我没想到的是，在连队组织
的一次理论考核中，这个被大家看好的
新兵竟然成绩垫底。

这天，我把小张叫到办公室，一番谈
心后得知他曾在社会上打工，因为年轻
气盛吃了不少亏，入伍前亲戚好友一再
叮嘱，到了部队要学“聪明点”，跑腿干活
的事儿要积极主动，给领导和大家留下
好印象。
“心思都用歪了，哪还有精力干正

事儿！”了解真实情况后，我本想批评小
张，但担心挫伤他的心气，最终安慰了
几句后，就让他回去休息了。随后的一
段时间，我开始留心起小张的一举一
动。

在后续几次专业课目考核中，小
张的成绩落在了同年兵的后面，班排
骨干对他的看法逐渐转冷；一次后半
夜站哨，小张发现这天是排长查岗，便
自作聪明主动“代查”，没想到排长看
到后当场批评了他，还责令他在全排
作检查；为了考试取得好成绩，小张找
班长骨干“套近乎”想得到通融，结果
遭到严词拒绝……一次次的“撞南
墙”，让“会来事儿”的小张心情郁闷
透了。

感觉时机成熟，一次连队自主教育，
我特意围绕“会来事儿”组织了一场讨
论，让班长骨干、先进典型走上讲台，用
亲身经历引导新战士把心思精力聚焦到
精武强能上，靠实力和成绩赢得尊重和
荣誉，别把“会来事儿”用错地方。

我发现这次大讨论对小张的触动
很大，在随后的训练、工作和生活中，
他有了明显改观。在接下来的几次理
论考核中，小张成绩突飞猛进，不仅被
推选为班级理论骨干，还主动报名参
加了全营理论宣讲队。

再次找小张谈心，他有些不好意思

对我说：“指导员，我懂了，真正的‘会来
事儿’是会干事、干成事，感谢您的良苦
用心！”

（黄文杰、常皓博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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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春节，新疆博尔塔拉军分

区某边防团组织官兵在零下20多

摄氏度的严寒天气下巡逻执勤，锤

炼官兵边防管控能力，确保边境安

全稳定。图为巡逻途中官兵手拉

手在深雪中奋力前行。

董 东摄

“狭路相逢勇者胜，你不拼一把永
远不知道自己有多厉害……”日前，在
创破纪录比武中取得第一名并打破纪
录的新疆军区某团榴炮二连指导员宋
坤，带着一张手枪精度射击的靶纸，走
上“精武讲堂”，与战友们分享自己的
故事。
“身边的典型看得见、摸得着、最有

说服力。”在主题教育中，该团注重依靠
官兵搞好群众性自我教育，组织开设
“精武讲堂”，坚持用身边人教育身边
人，把基层优秀人物、先进事迹写入教
案、搬上讲台，激励官兵精武强能，苦练
打仗本领。

该团坦克一连班长马桐桐在比武
中勇夺冠军，他对整个过程的每一个细
节都记得清清楚楚。站在“精武讲堂”
上，平时不爱说话的他讲起了自己参加
比武克服的种种困难，言语质朴、感情

真实，引发了战友们强烈共鸣。马桐桐
告诉笔者，这堂课他并没有做什么特别
的准备，自己怎么做的、怎么想的就怎
么说。
“以往总感觉标兵虽在身边，却离

得很远，刚刚听了马班长原汁原味讲自
己的夺冠故事，很受教育。其实成功没
有什么捷径和诀窍，大家都是同龄人，
他能做到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到？”一
连战士石瑾光的一席话，听得旁边的战
友热血偾张。

新疆军区某团开设“精武讲堂”深化主题教育效果

用身边人教育激励身边人
■胡世坚 韩 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