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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员讲评

指导员之家

已是 4月，北疆依然飞舞着漫天雪
花。武警兵团总队执勤第五支队某中
队学习室内洋溢着欢声笑语，原来是支
队组织的新训班长“回访团”正在和新
兵们谈心交流。
“班长，我现在挺好的……”“班

长，别听田亚嘴硬，他最近和女朋友
吵架了，晚上还在被窝里哭鼻子
呢。”面对自己的新训班长金星，新
兵户孝顺直接戳穿了好兄弟郑田亚的
“伪装”。

一番天南海北的闲聊，金星从其
他新兵口中了解到，小郑身体素质较
差，下队后每次训练都很吃力，常常
因为跟不上大家的节奏而闷闷不乐，
最近又和女朋友闹了别扭，情绪一直
很低落。
“对工作要有耐心，对自己要有信

心，对女友要贴心……”摸清了郑田亚
“苦瓜脸”的思想根源，金星拿自己曾经
的工作和情感经历开涮，一番幽默风趣
的自嘲，逗得新兵们笑逐颜开，“这都不
叫事，堂堂军营男子汉不经历风雨，以
后拿什么来回忆？”
“现在的马班长的脾气要是能有你

一半好，我就知足了……”在军营唱吧，
一曲歌罢，新兵鲁睿则向新训班长严臣
旭吐槽自己的班长不苟言笑、对班内战
士要求过于严格，以致大家平时在外有
说有笑，一进班内就默不作声，弄得气
氛很沉闷。
“马班长是我同年兵，我来跟他谈，

让他平时少绷着脸。”得知鲁睿的烦恼
后，严臣旭表示要找老战友聊一聊，“他
人很好，只是外冷内热，能力素质很强，
你要多学习。”

一番交流下来，鲁睿好似吃了一颗
“定心丸”……

新训班长“组团”到各中队回访为
哪般？事情还要从一个月前的一次问
卷调查说起。

当时，支队要对新兵们的工作生
活情况进行摸排，安排宣传保卫股干
事杜伟下基层开展问卷调查及心理辅
导。尽管杜伟一再引导，可新兵们还
是不愿打开心扉说心里话，填写问卷
大同小异，“我在中队过得很好”“无
意见建议”……

拿着一叠厚厚的问卷，尽管事前作
了心理准备，可杜伟还是眉头紧锁，因

为此前心理测查表上显示，一些新战士
心理异常指数偏高。
“我当新兵时，就喜欢和带过我的

新训班长掏心窝子。”同行的驾驶员陈
晓刚告诉杜伟，新兵之所以不愿意吐露
心声，主要是对环境不够熟悉，担心说
了实话、交了实情，会被别人另眼相看，
影响以后的成长进步。

杜伟随即与中队其他战士座谈，
绝大多数人表示，自己会经常联系新
训班长，报告近期表现情况，有战士直
言，“能得到自己首任班长的表扬和鼓
励，接下来一段时间里会信心满满、斗
志高昂。”

回到机关后，杜伟向支队领导建
议，组建新训班长“回访团”，到各基
层中队开展谈心交心活动。获批后，
各中队的新训班长当天就汇聚到郊外
某营区。杜伟首先组织他们开展工作
培训，明确相关要求，又结合各中队
新兵分布情况，对“回访团”科学分
组，确保每一名新兵都能见到自己的
新训班长。

活动中，与分别已久的新训班长重
聚，新兵们有说不完的话。入伍前在地
方饭店当过厨师的户孝顺说，自己想下
炊事班，但炊事班目前不缺人，他很无
奈；大学生士兵鲁睿说自己想考军校，因
为中队工作太忙，没时间复习，又不好意
思找干部提，班长想培养他当文书，他很
纠结……
“新战士反映的情况，我们能解决

的，主动协调解决；暂时解决不了的，向
上级汇报解决。”回来后，杜伟将这次回
访收集到的问题写成报告，呈给了支队
领导。
“一定要做好新兵‘第二适应

期’工作，缓解他们的工作压力，
消除他们的内心苦恼，为他们在军
营早日成长成才指明方向。”在支队
干部大会上，政委安会永说。随后，
他们结合回访结果，上了一堂密切内
部关系教育课，组织“圆梦军营，回
望兵之初”主题演讲比赛，开展“如
何缔造新时代官兵关系好样子”群众
性大讨论，引导干部骨干进一步端正
对新战士的根本态度，并结合新兵不
同性格特点、兴趣爱好和现实表现，
指导各中队为他们量身制订成长成才
计划……

在干部骨干的悉心帮带下，一些与
郑田亚情况类似的新兵成功走出低谷，
抓紧时间补缺补差，并在接下来的摸底
考核中取得了总评良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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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为备战上级组织的军事
比赛，第 83 集团军某旅“红一连”组织
了一次 400米障碍测试，获得全连成绩
前 4名的战士，将被推荐参加全旅的进
一步选拔。记者注意到，这前 4名里，
竟然有 3名战士来自二排。
“二排是‘飞毛腿排’，他们当然跑得

快！”面对记者好奇的目光，连长胡贯蕾
回答得很平静，在他看来这是正常现象。

1942 年 11 月 14 日，在江淮平原双
山头战斗中，为粉碎淮海地区日伪军的
“扫荡”，上级命令“红一连”执行阻击任
务。接到命令后，一连连夜奔袭 80 余
公里，最终圆满完成任务。二排由于冲
锋在前，战后被新四军三师授予“飞毛
腿排”称号。

79 年过去了，二排每名官兵都能

自豪地讲出“飞毛腿排”荣誉称号的来
历。连队每次组织 5 公里武装越野、
400米障碍等课目训练，二排官兵总是
冲在最前面。去年 11月 14日，二排组
织了纪念“飞毛腿排”授称长跑活动，
全排官兵扛着排旗，从傍晚一直跑到
深夜……

战争年代“飞毛腿”，如今依旧能冲
锋，“红一连”二排能有如此一贯的表
现，是全连官兵发扬优良传统的结果。
“作为有着 94年历史的红军连队，

我们对学习党史、军史、连史的重要性有
着更深的认识。”胡贯蕾介绍，一茬茬官
兵在学习光辉历史、赓续红色血脉中成
长成才，遇到更好的自己。

去年 5月，“红一连”下士崔文科作
为驾驶员随队备战上级组织的军事比

武。在通过凹凸路时，他驾驶的车辆
腾空而起，重重落地，崔文科整个人狠
狠地撞在方向盘上。霎时间，肋骨处
的剧痛直刺心底，豆大的汗珠从他的
脸颊滑落。
“我是‘红一连’的兵，绝对不能放

弃！”崔文科强忍疼痛，坚持完成了比
赛，最终凭借娴熟的驾车技术，同战友
一起获得了该项目的冠军。比武结束
后，崔文科疼得直不起腰，无法上台领
奖。送往医院检查发现，他的肋骨已经
被撞骨裂。

采访时，记者在连史馆见到了崔文
科，他正辅导列兵徐志锋背诵解说词。
崔文科说：“什么是连史的力量？就是
在你想放弃时，让你坚持下去的那口
气、那股劲……”

第83集团军某旅“红一连”官兵——

在学习连史中遇到更好的自己
■本报记者 周 远

“我的家乡九江是一块红色的土
地，南昌起义最早是由在九江的同志
提议的，第一面军旗也是在九江修水
县诞生的……”4月初的一天，当我登
上讲台开始为战友们讲解党史时，此
前对自己的怀疑飞到了九霄云外。

说起来，那是一个月以前的事情
了。那天，指导员上完一堂教育课
后，说了这样一番话：“党史学习教
育，我们不仅要大家一起学，还要
大家都来讲！下个月，党史学习教
育课就由咱们中队最老的党员罗建
来给大家上！罗建，你有一个月的
准备时间……”

没错，虽然我党龄不算长，但在
中队确实是最老的党员了。指导员点
将，按我一直以来的作风，从来都是
当仁不让。但备课让我很是为难，因

为我从来没有登台讲过一堂课。我感
到有些无奈：指导员也是，安排我干
啥不好，非让我讲课！

当然，我也就是在心底发发牢
骚，对指导员交给我的这个任务，我
还是像过去受领的所有任务一样，全
力以赴去完成！

这场“战斗”从查阅资料开始。党
史资料浩如烟海，刚开始翻阅时一直找
不到头绪，想不到从哪里入手。直到那
天，我发现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
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而我的家乡九江
正是起义的最初组织策划地——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
革命先辈们没有屈服害怕，而是以崇
高的理想信念和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
起义反抗，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
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

母子昂首赴刑场、朱隆财拼死护红
军、红军妈妈曾丁香……发生在家乡
的一个个红色故事让我感动不已，我
开始对讲好这堂课有了信心。

确定把家乡的红色故事作为党史
学习教育的切入点后，我和指导员交
流了自己的想法，得到了他的大力支
持。随后，我结合家乡红色文化，写
下了一份独具特色的党史教案。

由于准备充分，说的又是家乡的革
命前辈和红色故事，我整堂课讲得很流
畅，战友们都听得很认真，即便之前已
经看过我的教案、还多次提出修改意见
的指导员，也坐在台下边听边点头。战
友们的反馈给了我莫大的信心，最终，
我主讲的第一堂教育课在大家的热烈掌
声中画上了句号。

（龙 斌整理）

我的第一堂课，从家乡讲起
■武警河南总队商丘支队中士 罗 建

值班员：北京卫戍区某警卫团教导

员 靳盛皓

讲评时间：4月13日

近段时间，我发现各连队在组织“突
发情况处置”课目训练时，翻来覆去还是
“老三样”，没充分考虑到敌社情和任务
实际。这样的训练，时间一长就成了花

架子，难以提高哨兵应急应变能力。
同志们，站岗值勤不能有当“和

平兵”思想，大家要以破除“突发情
况处置”课目训练中的形式主义为抓
手，举一反三，深挖和平积弊，从严
从难锤炼精细的观察、科学的判断、

快速的记忆、机敏的反应、过硬的格
斗、严密的控制、精确的反馈报告、准
确的政策把握等 8种能力。大家要时刻
牢记一句话：哨位就是战位、执勤就
是战斗。

（袁 烨、崔玉坤整理）

突发情况预想不能“老三样”

回想兵之初，我曾在连队文书岗
位上干过一段时间。不得不说，这段
任职经历使我备战士兵考学有了相对
充足的时间，而且对提升能力素质帮
助很大，为我走上指导员岗位奠定了
坚实基础。

然而，当我希望把自己的成功之路
“复制”到列兵阮浩身上时，却失败了。

大学毕业后，阮浩参军入伍，凭
借较强的文字功底在各级新闻媒体崭
露头角，是个值得重点培养的好苗子。
于是，我照着自己的成功经验，抱着为
他好的心态，准备将阮浩安排到连部当
文书，希望他能够在工作中努力提升文
化水平，通过考学像我一样加入军官
的行列。

与连长通气后，我在连务会上宣布
了关于阮浩岗位调整的决定：先到连部

工作，待条件成熟后接替文书工作。然
而到了连部后，阮浩一改往日的积极主
动，干啥都有些心不在焉。

眼看着阮浩的表现正逐渐偏离我
为他设计的轨道，我索性直接替他定下
人生目标：现在好好干文书，将来考学
当军官。

然而，阮浩却一次次对我的好意
不太“感冒”。那天，我准备着手对连
队的固定资产进行彻底清查，便想给阮
浩具体交代一下。可来到连部，我发现
他居然“擅离职守”，而这已经不是他第
一次这样做了——最近，修理厂家来队
面对面指导帮带，他肯定又在修理间观
摩见学。

果然，我在装甲车方舱中找到了他，
劈头盖脸便是一顿批评：“让你干文书就
是给你考学创造便利条件，你怎么就不
珍惜？我苦口婆心屡次给你讲道理都是
为你好，你怎么就不明白？”

我的字字句句裹挟着失望，硬生生
地砸向阮浩。待怒火渐渐平息，我才注

意到他双手沾满油污，额头上布满汗
珠。他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在我的质
问之下弱弱地为自己辩解着：“我就想
干好一名修理兵，就想和战友们一起
忙碌……”而这一刻，我才意识到，我自
始至终都没有真正问过阮浩，他到底想
要什么。

从一开始，我就凭着自己的主观经
验认定，干文书、考军校、当军官才是成
长成才的最优选项。殊不知，在愈加开
放与进步的军营里，成长途径更加多元
多样，成为一名军官虽然令人羡慕，但
想当好一名修理兵难道不应该得到称
赞吗？

想明白了这一点，我让阮浩从连
部搬回了班里，回到他无比热爱的维修
岗位。此后，我时常为他加油打气，鼓
励他在精武强能的道路上努力奔跑，而
他也没有辜负我的信任与期待，更加刻
苦钻研专业技能，在最近上级组织的技
能考评中获评优秀。

（田鸿儒、郭钱峰整理）

为战士着想，要先知道他们想要啥
■第77集团军某旅指导员 唐著越

近日，第75集团军某旅紧贴实战背景，从严从难组织狙击手实弹射击训

练，锤炼狙击手实战能力。图为观察手罗炀（右）为狙击手侯庆辉（左）进行伪

装。看着对方脸上的油彩，俩人露出了灿烂笑容。

阳吉成摄

上图：武警广东总队执勤第

三支队执勤三中队日前举行“红

心向党话强军——功臣入列”仪

式。成飞、陈震、卢哲和徐锦扣4

名刚刚荣立三等功的官兵在战友

们的热烈掌声中，亲手将自己的

功臣牌贴到中队荣誉墙上。

廖 键摄

左图：4月15日，第6个全民

国家安全教育日当天，火箭军某

团官兵走进驻地实验小学，与师

生一起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日主

题活动。图为该部战士梁嘉凯

正在为学生们介绍国家安全相

关知识。 张 旭摄

营连日志

一对好搭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