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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的一次晚点名，让我记忆犹
新，作为连值班员的我，当众批评了三
排排长。

事情还得从前两天的一次检查通报
说起。那天负责连值日的哨兵因为军容
风纪不严整被机关通报，导致月末的综
合评比，我们连成了营里倒数第一。

我在全连面前对该同志提出了严厉
批评，希望大家引以为戒，不要再犯类似
的错误。可让我没想到的是，第二天连
队又被通报了。原因是部队管理科早晨
到连队突击检查，发现连队要事日志上
只有一次查铺查哨记录，三排排长前一
天晚上没有查哨，被逮了个正着。

晚点名的时候，这件事一直在我脑海
里挥之不去，好几次话都到了嘴边，又被
我咽了下去，但最终我还是下定决心——
“最后，我要对三排排长提出批评，没

有把职责履行好，导致连队被通报。作为
干部，应该带头遵守好各项规章制度，在
连队需要的关键时刻顶上去……解散！”

我一口气说完，如释重负，但队列里
的战士们面面相觑，有点发蒙。我朝三
排排长站立的位置瞥去，发现他面红耳

赤。队伍一解散，他急匆匆走过来，一把
拉住了我：“我做得不好，但是你不应该
给我留点面子吗？”
“我没有不尊重你的意思，但是面子

是要靠你自己带头做好换来的！”排长的
话让我有些恼火，留下这句话，我便转身
回宿舍了。
“排长做错了事情，班长就不能讲不

能说了？”第二天，我一直在为这件事感
到郁闷，看见三排排长也是避而远之。
没想到，三排排长在当天熄灯后又来找
我了，我以为他又是那套说辞，结果他居
然是来找我道歉的。
“昨天是我做得不对，希望你别放

心上。你讲评之前，我刚被连长、指导
员轮番批评，所以正在气头上，没有控
制好情绪。你说得对，不管是干部还
是战士，只要做错了事情，就要接受批
评……”排长的一番话，一下子打开了
我们之间的心结。

这件事情以后，我和三排排长非但
没有结下“梁子”，反而成了生活上相互
帮助、工作上相互支持的好战友。

（周 伟、欧阳伟整理）

晚点名，我批评了排长
■第71集团军某旅中士 孔刘杰

不久前，由我制作的百年党史学
习要点 PPT 在大队大屏幕上一经展
示，就引来了战友们围观。看到大家
赞许的目光，我如释重负，之前的烦
恼也烟消云散。

我从小酷爱画画，学过架子鼓，
擅长摄影摄像，还熟练掌握多种电脑
软件操作使用技能。新兵下连后，中
队统计个人基本信息，我如实填报了
个人特长、兴趣爱好等情况。没多
久 ， 我 就 收 到 了 第 一 份 “ 邀 请
函”——作为大队“山沟乐队”的
架 子 鼓 手 ， 在 年 度 表 彰 晚 会 上 演
出。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我高兴极

了 ， 打 得 也 格 外 卖 力 。 晚 会 结 束
后，队领导表扬了我，这次登台也
着实让我这个新人“火”了一把。

没想到打那以后，我就“私活”
不断：今天给战友照片修图，明天帮队
里设计微课，就连新建车场也有我，让
我负责用CAD软件绘图划线……一想
到这些年所学的技能在部队有了用武
之地，我满心欢喜，因而每次都高标
准完成任务。

可好景不长，随着额外任务的增
多，加之新兵训练量大，渐渐地我有
点吃不消。一天晚上，我受领了一项
必须赶在次日早 8点前完成的紧急任
务，等加班加点忙完，又恰好轮到我
岗哨执勤，一直到凌晨 3 点半才休
息。第二天，迷迷糊糊的我，在训练
中因动作出错、跑位不准挨了班长一
顿批。
“班长，小张的心思可不在我们

这里，咱这燕雀栖息之地可容不下
他的鸿鹄之志啊……”人群中，一
个刺耳的声音突然传出，面对同年
战友的戏谑，想起班长的批评，我
委屈极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天上
午，接队里通知，机关再次“邀请”
我参与大队军史馆建设，负责搜集整
理历史照片。想到之前各种公差加班
加点，影响训练不说，还疏远了战友
感情，我意识到，接下来烦恼可能远
不只这些……

我立即找到中队长，诉说困惑
烦恼。中队长听完后安慰了我，并
表示要帮我解决。当天下午，中队
长就带我直奔机关，想找宣传干事
说明一下，结果没想到一上办公楼
碰上了大队政委黄美交。了解来龙
去脉后，黄政委态度鲜明：“绝不能
让‘特长兵’变成‘特忙兵’，机关

要避免对他们过度使用影响正常的
工作训练。”

一石激起千层浪。据说在大队交
班会上，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违规派
遣公差勤务、违规借调兵员以及如何
正确培养使用官兵的反思讨论。

几天后，一份 《大队公差勤务
派遣管理措施》 正式下发，明确规
定 未 经 审 批 不 得 私 自 安 排 公 差 勤
务，对违规给基层部署任务、占用
官兵休息时间等现象进行全面清查
和纠治。同时，机关还把各中队有
计算机操作、板报摄影、音乐舞蹈、
军体训练等特长的骨干纳入大队人才
库，定期组织业务培训和讨论交流，
带动其他官兵一起学习、同步提升。
这不，上级机关问我有没有时间作
百年党史学习要点 PPT，我愉快地接
受了。
（沙志能、本报记者 刘亚迅整理）

别让“特长兵”变成“特忙兵”
■东部战区海军某大队警卫勤务中队警卫兵 张凌峰

值班员：东部战区陆军某旅合成

四营教导员 毛吴平

讲评时间：3月28日

前段时间，我们组织了驾驶专业
考核，大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尤其新
兵同志进步非常明显，值得肯定。但
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在连续通过
限制路障碍物考核时，很多新兵在装
甲车滑板前侧位置贴上黑胶带，用以
对正方向，提高通过率。

新同志想取得好成绩的想法可以
理解，但这种投机取巧的做法要不
得。贴上黑胶带虽然可以提高成绩，
但不能提升驾驶员通过障碍物的能
力，影响了战斗力的生成。在未来战
场，我们不能把制胜的希望寄托在一
块黑胶带上。

同志们，训练时投机取巧，战场
上就会流血牺牲。我们一定要在兵
之初就牢固树立战斗力标准，对照实
战要求从难从严开展训练，切实提升
打胜仗的本领，用汗水赢取一名战士
的荣光。

（吕 叶、本报特约通讯员 徐明

章整理）

在兵之初树牢实战标准

值班员：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勤

务船中队中队长 王鹏飞

讲评时间：4月7日

再过几天，不少同志要随船进行
厂修任务，但是通过我的观察，少部
分同志在心理上已经发生了变化，认
为艇船进厂后距离驻地远，中队领导
又不在身边，士官船艇长在管理上肯
定会稍微放松些。

在这里我提醒大家，赶紧打消
这种想法。艇船进厂维护维修，不
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而是充电
蓄能、整装待发，要当作一项任务
来完成。虽然这段时间大家暂时离
开中队，但不能忘记自己身上还穿着
军装，中队领导不在身边，更能考验
大家的自我约束能力和船艇长、班长
骨干的管理能力。大家要充分利用艇
船厂修这段宝贵时间，虚心向工厂师
傅学习请教，让自己的专业技能得到
进一步提升。

最后，希望每一名同志严格遵守
部队和工厂的各项规章制度，坚决服
从管理，做到“修船不休制度”“修
船不休思想”，确保人员装备安全。

（许 超、周建龙整理）

随船厂修不能休闲放松

值班员讲评

如果不是小队长王维银的不离不
弃，或许我已经带着遗憾退伍了。

作为五小队的训练尖子，我军事训
练成绩在小队一直拔尖，小队长也多次
夸我是备选副小队长的好苗子。

但这一切，却止于去年 4 月。当
时，连队编制调整，本以为可以顺利走
上副小队长岗位的我，突然被调整到尖
刀小队——一小队。被编入一小队，我
的内心是抵触的，我既舍不得往日一起
摸爬滚打的战友，也深知在高手如云
的一小队想要当上副小队长更是难上
加难。

没多久，小队组织考核，第一次与
大家同台竞技的我成绩不再是遥遥领
先，甚至有几个课目还垫了底。从“名
列前茅”到“名落孙山”，巨大的落差让
自尊心强的我一时间难以接受。好一
阵子，我都抬不起头，甚至觉得每个人
看我的眼光都是异样的。

自那以后，我的训练积极性跌到了

谷底。想到自己服役期将满，我萌生了
退伍的念头，开始以各式各样的理由逃
避训练和考核，把自己藏在角落里“破
罐子破摔”。

我的变化，小队长王维银一直看在
眼里。他曾多次找我谈心，但内心的自
卑感与受挫感让我没有将实情告诉他，
只是不断地阐明自己想要退伍的态度
和决心。

原以为这么做会让王维银彻底放
弃我，但他没有，还是时常来找我谈心，
对我嘘寒问暖：“今天身体好点没”“休
息时间怎么不和大伙一块玩一玩”“闷
在屋里好几天了，要不要一块出去透透
气”……终于，在他的感化下，我向他道
出了事情的原委，同时提出了调回原小
队的请求。

王小队长没有当即答应我的请求，
而是与我定下了一个约定：往后，我可
以不随队训练，但要跟他单独训练。

渐渐地，我开始适应了没有排名和

竞争的训练环境，但训练强度和训练量
一点儿没减。没有了心理负担，我进步
飞快，短短几周时间，就在多个课目上
超过了他。

正因为如此，我也变得越发自信。
一个月后，我终于鼓起勇气向王小队长
提出随队训练的请求，那一刻，我看到
他笑了，笑得很灿烂。

不久后，旅里组织狙击手集训，鉴
于我优秀的射击成绩，王小队长鼓励
我报名参加。我也没有令他失望，在
与数十名狙击尖子的比拼中，我以综
合排名第 3的成绩获得“优秀狙击手”
称号。

现在的我，可以算是一名名副其实
的训练尖子了。看到自己这一年来的
成长与进步，我感慨万千。在王小队长
的笔记本里，我偷偷塞进了一张纸条：
感谢你的“不抛弃”。
（廖晓彬、本报特约记者 赵 欣

整理）

感谢你的“不抛弃”
■第73集团军某旅中士 詹继康

茧手

“疼，每次握住冰凉的单

杠，手都钻心地疼。但，多握一

会儿也就挺过去了！”4月8日，

第81集团军某旅坦克一连下

士黄刚军在单杠一练习考核中

高标准完成15个。作为刚入

军营的直招士官，黄刚军体能

属于弱项，为了赶上战友，他每

天强迫自己拉杠60余次，手上

磨出了厚厚的茧子。

上图：黄刚军的一双茧手。

左图：黄刚军跳起抓杠。

王 鹏摄影报道
互联网邮箱：jbjccz@126.com

强军网网盘：jbjccz

墙上挂着历史沿革图，玻璃展柜
里摆放着各种史料文物，电子屏滚动
展示政治工作最新成果……4月初，
记者来到第 83集团军某旅采访，被该
旅政治工作部荣誉室深深吸引。

这个荣誉室依托会议室而建，是
该集团军第一个机关荣誉室。谈起建
设的初衷，该旅政治工作部主任张碧
波打开了话匣子。

这几年，随着“传承红色基因、担
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深入开展，基层
官兵对自己的营史连史可以说如数家
珍，而对机关的历史却知者寥寥。有
的干部坦言，自己在旅机关干了那么
多年，都不清楚机关曾受过哪些奖励，
有哪些优良传统。

相形之下，该旅长年开展“人人进
连史、个个当主人”活动，每名在连队
工作过的官兵，都会在连队荣誉室里
留下个人信息，有重大贡献、重大荣誉
的，他们的照片和事迹还会被制成小
展板，供大家参观学习。这让很多机
关干部心生羡慕，因为他们在机关即
使工作再出色，也难留下类似的印记。
“旅机关历史也是旅史的一部

分，应该把这部分历史挖掘整理出
来。”了解这一情况后，旅党委立即查
阅相关规定，经请示上级同意，决定
把旅政治工作部当作试点，充分利用
会议室的墙面等空间，探索建设机关
荣誉室。

他们一方面派人到军事博物馆、
一江山岛登陆战纪念馆、沙家浜革命
历史纪念馆等地，了解掌握旅前身部
队开展政治工作情况，收集历史资料、
实物；一方面组织梳理旅政治工作部
历史沿革，汇总该旅开展政治工作的
好方法好传统，形成电子档案。

以往，该旅政治工作部获得的奖
牌，大部分存放在库房里，平时少有人
问津。筹建机关荣誉室时，他们将这
些荣誉物品取出，一件件拂去灰尘、擦
拭干净，进行张贴、悬挂。“机关建设先
进部”“先进政治机关”……看到墙上
整齐排列的数十块牌匾，大家十分感
慨：“没想到我们获得过这么多荣誉！”

前不久，宣传科干事梁益华接到
更新基层文化环境的任务。面对各
连情况不一、需求多样、工作难度大
的实际，他心里产生了畏难情绪。一
次，他置身荣誉室，看到了这样一段
历史：旅前身所在团政治处组织股股
长叶伯善，在淮海战役中负伤，他坚
决不肯到后方医院治疗，而是以惊
人的毅力带伤继续抬担架、送物资、
做思想工作……

对照前辈不畏艰险、舍生忘死的
感人事迹，梁益华鼓起了攻坚克难的
勇气，高标准完成了这项艰巨任务。

上图：4月上旬，该旅两名机关干

部正在政治工作部荣誉室里通过电子

屏，了解前辈创造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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