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基层传真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９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胡璞

乱石丛生的山路上，不时快速闪过
奔跑的身影……今年初，一场实兵对抗
演练在第73集团军某旅激烈展开。

山谷密林间，行军途中“敌情”不
断。关键时刻，某尖刀连新排长朱智凡
带领队员果断接“敌”，迂回穿插，最终取
得胜利。

尽管握枪的两手满是划痕、双腿
酸痛，朱智凡眼睛里始终燃烧着战斗
的热情。
“这一批新干部明显拼劲更足。”某

营教导员李波对记者说，以往，新干部普
遍“低调”，在各类演训中主动请缨打头
阵的少之又少，甚至在急难险重任务面
前，有些人还存在“躲一躲”的思想。
“其实，以前也想过自己性格内向，

不太适合带兵。”采访中，朱智凡直言，
“在‘强军精武红四连’当兵锻炼的经历，
最终改变了我的想法。”
“强军精武红四连”前身是参加夜袭

阳明堡战斗的连队，曾经创造了“步兵打

飞机”的奇迹，以“能攻善战、敢打敢拼”
著称。如今，这种连队精神有了新的传
承者。

一次，该连参加跨昼夜行军训练，走
一路打一路，强度之大、难度之高，挑战
着朱智凡身体和心理承受极限。
“好几次实在走不动了，心里直打退

堂鼓。”朱智凡事后说，“是战友们的不断
鼓励和愈挫愈勇的劲头，支撑我坚持到
最后。”最终，全连官兵以用时最短的成
绩到达终点。
“不是做不到，而要看你决心够不

够、意志强不强。”朱智凡至今回想起自
己在飘扬的连旗下大声宣誓的场景。
“荣誉连队有厚重的历史传统与优

良的战斗作风，让新干部在这里淬火历
练，有助于培养他们勇于亮剑、敢于冲锋
的虎气胆气。”第 73集团军人力资源处
处长韩志强告诉记者，他们打破过去各
单位自主带训模式，集中组织新干部赴
荣誉连队当兵锻炼，分配到新组建单位
的新干部，也会就近安排到兄弟单位的
荣誉连队进行代培。

新干部王安杨就以一名列兵的身
份，与某旅“特战七连”的官兵一起摸爬

滚打了2个多月。
“特战七连”是一支历史悠久的荣誉

连队，连魂是“特等尖兵、特殊使命、特硬
作风、特别光荣”，连队官兵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战斗。

第一次参加 5公里武装越野，王安
杨跑了连队最后一名。看着他的成
绩，连长梁艳华拍着他的肩膀说：“加
油练吧，‘特战七连’没有跟跑的干部
骨干。”

这句话深深触动了王安杨。自
此，他开始拼命练体能，不断提升自己
的能力素质。在当兵锻炼的那段时
间，他发现“特战七连”还有一个传统：
但凡比武考核，支部一班人总是站在
最前面，而且干部骨干先打第一枪、先
跑第一棒。
“带兵人身先士卒，不仅要有舍我其

谁的姿态，更要有‘看我的、跟我上’的本
领。”虽然结束了在“特战七连”的当兵锻
炼，但“干部带头”深深刻在王安杨的脑
子中，成为他的带兵准则。

在“青州连”当兵锻炼的新干部林忠
祥，面对新身份、新岗位曾产生迷茫。他
坦言自己当时内心最煎熬的是，不清楚

自身素质与任职要求之间的差距，害怕
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与挑战。

一次野外驻训，林忠祥所在班受
命构筑野战工事，时限只有半天。听
到这个消息，他一下子慌神了。而战
友们二话不说，拉着他一锹一镐地开
挖。最终，他们不仅按时完成任务而
且质量颇高。
“‘青州连’面前没有完成不了的任

务。”经过当兵锻炼，林忠祥身上书生气
渐褪、兵味愈浓。走上任职岗位前，他定
下了一个目标：要带着排里战士刻苦钻
研训练，争取荣立集体三等功。
“只有当过兵，站在战士的角度思考

问题，才能更好地认识理解基层，才会更
清晰自己的岗位职责。”采访中，该集团
军领导告诉记者，在荣誉连队的一次次
淬火，让新干部们知道了什么才是一名
带兵人应有的样子。

始终被一种英雄气熏陶着，始终被
一种荣誉感激励着。结束在荣誉连队的
当兵锻炼，回到单位的新干部们表现越
来越“硬核”。新年度开训比武中，不少
人崭露头角，在实弹射击、军事体能等课
目取得了优异成绩。

在荣誉连队砥砺英雄气
—第73集团军提升新干部岗位任职能力见闻①

■本报特约记者 赵 欣 通讯员 沈成玉 付孟哲

记者探营

迈出校门，步入营门，如何快速适应基层生活，完成身份转换，

满足岗位要求？这是摆在新干部们面前的现实难题。

为了帮助新干部尽快实现由学员向合格指挥员的转变，第73

集团军着眼打牢思想政治基础、军事技能基础、带兵教管基础，通过

当兵锻炼、集中培训等方式，砥砺英雄气质、锻造强大内心、培塑科

学精神，引导他们蹄疾步稳走好“官之初”。

如今，新干部们淬火归来，他们身上发生了哪些变化？是否已

经具备了一名合格基层干部的能力素质？请看系列报道——

前不久，某连队组织召开组织生活

会，部分同志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

点问题笼统、析事理含糊，有的甚至遮遮

掩掩、一点就过，被蹲连帮建的机关干事

当场指了出来。

在实际工作中，笔者发现类似的

现象并不鲜见：有的迫于任务压力、上

级要求，随便点几个问题、讲几句建

议，谈一些不是缺点的缺点，应付了

事；有的碍于情面，把批评与“得罪

人”画等号，批自己重、批他人轻，点

到为止；还有的既不坦荡尽言也不析

事明理，让被批评者一头雾水、口服心

不服……凡此种种表现，有违批评与

自我批评的本义初衷。

何为“批评”？“批”就是直接点出

问题和缺点，“评”就是析事明理、提

出意见，通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达到防微杜渐、警钟长鸣，治

病救人、改进工作的目的。试想一

下，如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

轻描淡写、不痛不痒、避重就轻，没有

鞭辟入里、真情实感地帮助分析原

因、寻求对策，不仅无法取得“会诊开

方”的效果，长此以往还可能变为形

式主义。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党在长期的

革命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法宝，是

抵制和克服各种不良作风的锐利武

器。这就要求我们，在开展批评与自

我批评中既要敢于“批”，也要诚心

“评”，本着对同志负责、对工作负责、

对单位负责、对事业负责的态度，先

“拉袖子”再“出点子”，先“红脸出汗”

再“痛定思痛”，先警醒再帮带，让批评

有辣味更有温度。

既要敢于“批”，也要诚心“评”
■郝晓强 朱权见

基层之声

在西部战区空军地导某营阵地上，
总能看到一个认真忙碌的身影，他就是
该营工程师薛明。
“只要有薛工在，这些‘铁家伙’就

‘听话’了！”提起薛明，战友们无不竖
起 大 拇 指 ，称 赞 他 是 装 备 的“ 活 字
典”。

而薛明还是最喜欢“手艺人”这个称
呼，他说自己的工作是维修，自然要把手
上的活干明白、把装备弄清楚。

一次日常战备演练，方舱内正在紧
张地进行装备调试。薛明突然闻到一丝
淡淡的焦糊味儿，经验丰富的他意识到，
装备肯定出了问题。

里里外外、大大小小的零件被查了
个遍，显示一切正常。有人说：“该查的
都查了，这气味可能来自进风口飘进来
的油烟……”

对于这种“可能”的猜测，薛明并不
接受。
“会不会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散热风

机？”他突然想到自己之前看过类似案
例。他立即前去查看，果然在一个隐蔽
处找到了原因：风机转动异常，导致发热
产生异味。
“装备无小事，事事要明白，否则小

隐患会变成大问题。”其实，薛明这股执
着劲儿由来已久。研究生毕业、刚分到
部队时，别看经过 6年的专业学习，实际
工作中他有时连紧固连接头这样的简单
操作也不合格。

但薛明没有气馁，抱定“既然不

明白，那就把它搞明白”的信念，很
快调整好状态。从那以后，他口袋天
天装着一个小本子，一有时间，就缠
着班长、技师问这问那，有时实在找
不到答案，就打电话向军校老师请
教。他说：“不把问题搞明白，就睡不
踏实。”

业精于勤，功到自成。如今，入伍
十余载的薛明，在装备维修保障领域
早已成为战友心中的“大拿”，但他始
终保持着对装备的敬畏与好奇。他
说：“保障出战斗力，我经手的每一颗
螺丝、每一根线缆、每一个接头，都必
须对战场、部队和战友负责。”

一句话颁奖辞：把专业做到极致，将

问题及时清零，备战打仗就需要这种工

匠精神。

“不把问题搞明白，就睡不踏实”
■周叶青

小 咖 秀

“老张，你再传授给我几招呗……”
上周末，我同连队上一任指导员张霄
通话，顺便向他请教带兵的经验方
法。直到挂断电话，我酝酿了很久的
一句“对不起”，始终没能说出口。

转任连队指导员之前，我是连长，
张霄是指导员。在日常生活中，我俩
相处融洽，但在连队具体事务上，我对
他负责的工作不太感冒。

去年的一次迫击炮专业比武，我们
连取得了综合成绩第一名。事后，我向
旅首长汇报，说的都是自己在备战期间
如何科学制订训练计划、如何带领官兵
刻苦训练，只字未提指导员的付出。因
为当时在我看来，这次成绩的取得都是
我和官兵们用辛苦和汗水换来的，指导
员不过是做做思想政治工作、搞搞训练
动员而已，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

不仅如此，自那以后很长时间
里，我的眼睛只盯在连队日常制度是
否落实、训练是否过硬、管理是否严
格等情况上，而官兵思想是否统一、
士气是否高昂、安全是否托底等问
题，则常常被我忽略。直到张霄转
业，我转岗担任指导员，我才逐渐意
识到指导员的工作到底有多重要。

旅里要举办运动会，我们连训练
成绩一贯拔尖，自然积极响应。新连
长寇晓宇刚上任不久，作为老连长，我
便滔滔不绝地向他讲述连队曾经的
“夺冠史”。听完后，连长热血沸腾，积
极备战，不仅训练场上率先垂范，休息
时间还主动带着战士们加练。

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不到半个月
时间，备战之路便出现了阻碍——
“连队主官心气也太高了，总不能回
回拿第一吧。”“每天除了训练就是训
练，不注重劳逸结合，大家快绷不住
了……”官兵们抱怨越来越多，训练
热情也大不如前。

眼看运动会开幕将近，连队官兵
仍不在状态，我有点急了。这时，我
想到了张霄，以前连队参加比武，只
要有他在，战士们的士气总是很高
涨。他到底用的啥方法？喊的啥口
号？满怀着希望与好奇，我拨通了张
霄的电话。
“都说‘养兵千日，用兵千日’，其

实也需要‘育兵千日’。战士们长时
间处于紧张的训练状态，不仅身体疲
惫，心理也容易倦怠，这时候就需要
指导员及时靠上去做思想工作，给予
他们关心和鼓励……”听着张霄的
话，我不禁反思自己：我这个指导员
是多么不称职啊。

放下电话，我仔细琢磨记在本子
上的这些“经验之谈”，开始投入实

践。“吃饭看胃口，睡觉看快慢，说话看
口气，来电看表情，消费看变化……”
按照他教的方法，我及时捕捉到官兵
们的思想变化，把一人一事的经常性
思想工作做得有模有样。此外，我还
带着连队摄影骨干给每个人拍摄训练
照片并张贴出来，记录他们的努力与
付出。慢慢地，抱怨声越来越少，我又
看到了官兵们生龙活虎的样子。

运动会上，官兵们全力拼搏，纷
纷登台领奖。而我内心却被一种愧
疚情绪笼罩着：随着工作步入正轨，
我对指导员这个岗位的理解越来越
深，意识到自己之前对张霄的支持实
在太少了。

我本想在电话里对他说声“对不
起”，可话到嘴边却说不出口……我
把自己这段心路历程记录下来，希望
借报纸一角，对张霄说：“老张，我要
向你道歉。”同时，也提醒战友们别重
蹈我的覆辙。
（王凯、本报特约通讯员 刘梦婷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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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3集团军某旅合成一营战士赵晨建和张欢，是入伍第6年的同年兵。

同为班长，两个人常常比着练。近日该营组织20公里战斗体能训练，这不，

两个人又较量上了。

图①：张欢进行绳索攀登训练。
图②：赵晨建（右一）和战友一起进行徒手推运输车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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