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为赴高原驻训前，吴文煜（右三）利用训练间隙与刚入伍的新兵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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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

3 个多月前，还未过 21 岁生日的

新疆军区某团新排长吴文煜，风尘仆

仆 赶 赴 正 在 高 原 驻 训 的 指 挥 通 信 连

报 到 时 ，她 没 有 想 到 ，迎 接 她 的 除 了

大风和高原反应，还有军旅人生的重

要奠基。

一头扎进莽莽高原，吴文煜还未

想到如何烧好“三把火”，就被漫天的

风雪吹得睁不开眼睛。看到官兵们脸

上那一抹抹“高原红”，爱美的她把自

己从上到下裹得严严实实。每天早上

起床，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天气，然

后涂防晒霜，希望风不要那么烈、雪不

要那么大、紫外线不要那么强……

和所有新排长初来乍到一样，战

士们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吴文煜，和

她刻意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一天天下来，看到年龄和她一样

大小的战士们风里来、雪里去，她突然

明白：自己苦，战士们更苦；自己怕晒

黑，难道战士们不怕？

“排长、排长，就是一排之长、一个

排的排头兵！”吴文煜清楚记得营长对

她说的话：“你怎么样，排里的战士就

会怎么样。”

“皮肤晒黑可以白回来，姐妹们都

在看着我。”父亲是吴文煜的偶像，想

起这位在新疆干了 30 多年的老兵，对

照身边的战士，她看到了自己的差距。

“作为一名新排长，不仅要有把自

己‘种’在基层的决心，更要有从日常

琐碎中找寻意义的沉潜。从零起步，

放低姿态，谦虚上进，当好‘小学生’，

赢得战士们的信任！”父亲的话，让她

的心里亮堂起来。

“ 如 果 自 己 的 身 体 素 质 不 如 新

兵 、专 业 素 养 不 如 老 兵 、带 兵 经 验 不

如班长，如何顺利实现从军校学员到

合 格 排 长 的 角 色 转 换？”吴 文 煜 决 心

迈 出 走 好“ 官 之 初 ”的 第 一 步 ，悄 悄

藏起了化妆品。体能基础弱，她跟着

战 士 们 练 ，在 狂 风 里 与 战 士 们 肩 并

肩 ；专 业 技 能 差 ，她 主 动 找 专 业 骨 干

请 教 ，不 怕 出 丑 闹 笑 话 ；带 兵 经 验

缺 ，她 跟 着 老 班 长 学 ，看 其 他 连 队 干

部怎么做。

战士们渐渐发现，搞体能训练，吴

文煜总是第一个站上场；保温板房里

炉子需要不时加煤，她总是夜里悄悄

起 床 ，把 炉 火 烧 旺 ；战 士 有 个 头 疼 脑

热，她往往是那个照顾者……

吴文煜渐渐用行动赢得了战士们

的好感：“这个新排长，没架子，好打交

道，人还谦虚，能聊得来。”

然而，也只是“好感”而已，战士们

对她仍有“观望”的意味。

真正的转机，是一次出公差。高

原驻训，连队每天要到 3 公里外的地方

拉水，需要一名带车干部。吴文煜主

动请缨，把这个任务承包下来。到了

拉水点，吴文煜跳下车，挽起袖子像男

兵一样抽水，不一会儿手和脸就被冻

得通红，可她丝毫不惧。战士们看在

眼里，投来了赞许的目光。

每天来回拉水，一路颠簸，和战士

们挤在狭窄的驾驶室里，距离近了，心

也贴近了。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吴

文煜第一次知道了女兵斗毛卓玛和妈

妈妹妹相依为命，父亲在她高考那年

去世；也知道了平日里性格内向的杨

亭 亭 ，来 自 单 亲 家 庭 ，从 小 由 父 亲 带

大；还了解到大学生女兵张敏 3 年 3 次

报名参军，矢志报国，终于圆梦……

当战士们真正打开心扉，把身边

这位排长视为倾诉对象时，吴文煜也

正式通过了战士们心里的“任命”。闲

暇之余，战士们越来越多地围在她身

边，毫无拘谨、有说有笑。

吴文煜发现，不少战士干工作响

当当，可个人感情还是一片“空白”，不

少战士不知不觉成为大龄剩男剩女。

在连队干部的支持下，她开办“情感讲

座”，给大家分享“恋爱秘籍”，特别受

欢迎。“学好待人接物、与人相处、控制

情绪等，这些做人的学问，走到哪里都

用得上。”吴文煜说。

此外，吴文煜总结的高原驻训“防

病指南”，被战士们视为“健康宝典”。

还有不少战士，像她一样拿起了书本，

在连队掀起了一股读书热；更多的人，

则 从 她 的 身 上 读 到 了 柔 弱 背 后 的 坚

强，读懂了一名新排长为适应新角色

付出的努力和应有的担当。

“向更高处攀登，向更远方前行，

从 来 没 有 坦 途 。”吴 文 煜 对 记 者 说 ，

“作为一名‘00 后’新排长，我必须很

努 力 、不 松 劲 ，才 能 成 为 一 名 合 格 基

层干部。”

“基层是成才的沃土，需要有扎下

根的勇气；基层是一本厚重的书，读懂

它没有捷径可走。”正如该团政委龚毅

宏所说，再高远的理想都源起于垒土

筑基。品味吴文煜的成长故事，记者

不禁感慨：从融入基层到读懂战士，从

同甘共苦到身体力行，这一抔抔来自

高原的“厚土”，垒起吴文煜这样的新

干部对基层的最初认知，垒起清晰的

角色意识，垒起和知识一样重要的实

践经验，也垒起了今后军旅生涯最坚

实的底气和自信。

21岁的新任女排长吴文煜上高原驻训3个月——

通过战士心里的“任命”
■本报记者 陈典宏

“听说了吗？二班班长狠狠地告了

新闻报道员小王一状……”4 月底，武警

北京总队机动某支队装甲中队二班班

长侯学聪在队务会上“猛烈开炮”的消

息不胫而走，引发官兵们热议。

时 间 回 到 上 周 整 理 内 务 。 那 天 ，

侯学聪带着二班打扫杂物间，战友们

干得热火朝天的场景，让侯学聪萌生

了 拍 照 留 念 的 想 法 。 谁 知 他 找 新 闻

报道员小王借用照相机时，却遭到了

“无情”拒绝：“不借，把我的相机弄坏

了谁来负责？”无奈之下，拍照留念只

好作罢。

事后，侯学聪怎么也想不明白，照

相机明明是中队的公用物资，怎么就打

上了小王的“私人标签”。于是，这才有

了队务会上的那一幕。

一 石 激 起 千 层 浪 ，这 件 事 引 起 了

中队干部的重视。调查中，他们发现

打上“私人标签”的公用物资还不少：

公 用 的 订 书 机 、裁 纸 刀 成 了 文 书 专

用 ；公用电脑被管理人员死死地捏在

手中……

“这些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小事，竟

能引发战士这么强烈的反映！”一名中

队干部感叹，“专人管理的公用物资，没

想到会异变成私人专用，处理不当很容

易影响官兵关系、兵兵关系。”

事 后 ，中 队 党 支 部 一 班 人 进 行 了

深 刻 反 思 ，并 查 找 了 问 题 根 源 。 他

们 进 一 步 明 确 部 分 公 用 物 资 的 使 用

权 限 ，调 整 了 一 些 物 品 存 放 地 点 ，方

便 其 他 官 兵 取 用 。 与 此 同 时 ，他 们

以 此 为 契 机 组 织 了 一 次 随 机 教 育 ，

不 断 浓 厚 风 清 气 正 、团 结 友 爱 的 内

部 氛 围 。

公用物资为啥成了“私人专用”
■张寒萧 屈 敏

潜 望 镜

前不久，在上级组织的文艺骨干集

训中，播音专业出身的大学生士兵小王

考核排名倒数，让人大跌眼镜。笔者与

小王谈心后发现，小王入伍之初本立志

成为训练尖子，但因其有文艺特长被连

队作为文艺骨干培养，并为他规划了“成

长路线图”。

由于常常被安排参加广播录音、节

目主持等活动，小王被牵扯了很多时间

精力，训练成绩一直不上不下，眼看与他

入伍时矢志成为训练尖子的初心渐行渐

远。这次参加文艺骨干集训也是连队一

手操办，事先并未与小王通气，小王产生

了逆反情绪，导致考核表现失常。

设计制订“成长路线图”，本意是加

强对战士成长发展的精细化管理。但部

分带兵人不尊重战士个人意愿，仅凭一

己之见，就随意给战士定目标、画模子，

很容易让战士心生抵触。在基层，像小

王这样“被规划”成长路线的情况，并不

少见。

一个人的成长进步，固然离不开平

台和环境的助力，但最根本的，还是靠自

身的努力。倘若基层带兵人为官兵规划

设计“成长路线图”时，只要“我以为”，不

要“你愿意”，一味地大包大揽，不但无法

帮助战士成长成才，相反还会影响他们

扎根基层、干事创业的热情，既无益于官

兵自身发展，也影响部队战斗力生成。

我们常说“基层至上、士兵第一”，为

官兵设计成长路线也应如此，干部既要

结合自身经验和岗位需要提出合理建

议，又要充分考虑官兵的个人意愿和发

展潜力，力争制订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方

案来，否则成长路线可真要成为成长“路

限”了。

设计成长路线要尊重个人意愿
■叶津华 何思聪

基层之声

一直以来，我凭借出色的体能素质，

经常在比武场上摘金夺银，被大家称赞

为“体能王子”，可前段时间我却三番两

次颜面扫地，这一切都要从那次教学法

集训说起。

那天晚点名后，我像往常一样在活

动室里加练体能。文书突然找到我说，

连长决定让我参加今年的教学法集训

比武。正当我表示为难时，文书半开玩

笑地安慰我说：“没事，没有跨不过去的

坎儿……”后面的话我也没听进去，只

感觉到脑子发蒙。

“明明体能骨干比武集训马上就要

开始了，为什么让我去参加最不擅长的

教学法比武集训？”“连队有获得旅‘四

会’优秀教练员的同志，不让他们去让

我去，这不是为难我吗？”一时间，我的

脑子里全是问号。

“连长啊连长，您为什么偏偏要选我

呢？”我心里犯着嘀咕，突然想起前不久

发生的一件事。

当 时 连 队 组 织 班 长 教 学 评 比 ，我

选择了“400 米障碍”课目参评，没想到

连长给出的评价是：“用你的方法组织

过障训练，可能成绩没上去，伤病却增

多 了 。”我 很 不 服 气 地 当 众 回 了 一 句 ：

“ 连 长 ，我 就 是 这 么 练 的 ，您 看 我 不 是

好好的？”

“原来连长还记着这件事呢！”想到

这里，我暗暗赌气，硬着头皮进入了教学

法集训班。

集 训 刚 开 始 ，种 类 繁 多 的 课 程 内

容便让我手足无措。很多东西我以前

从没有接触过，尤其像“课件制作”“教

案编写”等，简直就是我的“死穴”。其

他 单 位 都 是 经 验 丰 富 的 老 士 官 ，我 跟

他 们 都 不 在 同 一 起 跑 线 上 ，更 别 谈 同

场竞技了。

果不其然，第一阶段测试，我毫无

意外地成绩垫底。“想不到奖牌拿到手

软的你也有弱点啊”“敢于挑战自己的

软肋令人佩服”“体能才是你的‘制胜武

器’，这种技术活可能不太适合你”……

战友们不经意的调侃，让一向好强的我

羞愧难当。

终于有一天，实在忍不住的我拨通

了连长的电话。“连长，我想申请退出这

次集训，我不想给连队抹黑……”说到这

里，我的声音有些哽咽，因为这是我第一

次打“退堂鼓”。

“怎么，这点挫折就承受不了？体能

素质突出是你的强项，但是不能让它成

为你的唯一强项。你现在选取了士官又

担任了骨干，必须全面过硬！”电话那头，

连长耐心地安慰和开导我说，“你是一个

好苗子，安排你参加教学法集训比武，就

是想让你早日补齐短板，为连队作出更

大贡献。”

在 连 长 的 鼓 励 下 ，我 重 新 振 奋 精

神，全身心投入到集训中。不会制作课

件，我就主动请教有经验的战友；不会

编 写 教 案 ，我 就 熬 夜 加 班 梳 理 成 功 范

例；不会教学，我就对着路边的树反复

试讲……

集训结束时，我的考核成绩处于中

游水平。没能帮助连队摘金夺银，我感

到很遗憾，但连长却夸我进步很大，说：

“你是没有奖牌的冠军。”

（周 伟、薛维高整理）

连长夸我是“没有奖牌的冠军”
■第 71 集团军某旅下士 陈楚雄

“爸爸，你陪我玩会儿吧？”利用晚饭

前的一小段空闲，北部战区陆军某旅三

营支援保障连四级军士长姜晓宇打开手

机，与远在老家的儿子视频聊天。听到

儿子稚嫩的声音，姜晓宇脸上露出了灿

烂的笑容。

“现在想看看儿子可方便多了。”姜

晓宇介绍，机关取消了统一安排手机使

用时间的规定，赋权连队自行安排，官兵

们只要在课外活动、休息日、节假日等个

人支配的时间，都可以使用手机。

记者了解到，类似这样的变化，在这

个旅还有不少。

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施行

后，这个旅专门组织对基层的工作安排

权、人员使用权、财务支配权等落实情况

进行摸底，发现不同程度存在机关越权、

侵权现象，使营连在很多事情上说不上

话、插不进手，官兵意见很大。

某旅五连连长周鹏以去年的考核经

历向记者举例：从共同课目考核、单兵专

业考核再到战术协同考核，机关和分队

军官的普考需要一周，战士考核也需要

一周。再加上考核前后的拟制计划、协

调装备、布置场地、评分定级等工作，总

共耗时一个多月。

“这么做太耽误时间、牵扯精力，效

率并不高。”周鹏说，全旅有几十个专业、

上百个岗位，集中组织考核就必然要集

中装备、占用场地，有的官兵等了一个上

午仅仅考完一个课目。

新大纲明确，士兵的普考，通常由

连级单位组织，小兵种专业可由营级单

位或者相关业务部门组织。也就是说，

按照规定，部分考核本可以由营连自行

安排。

对于基层反馈的意见，该旅党委经研

究后作出决定：机关对营连有决定权的事

不插手，对有推荐权的事不包揽，对有安

排权的事不干扰，特别是在干部晋升奖惩

建议权、士兵考学提干和选晋士官推荐

权、骨干调整配备决定权、官兵请假休假

审批权、经费物资使用支配权等敏感事项

上，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做到不该过

问的不过问，不该干涉的不干涉，厘清了

机关指导营连筹划和开展工作的界面。

除此之外，为了防止机关在不知不

觉中“收权”，这个旅专门建立了由纪检

部门、基层官兵参与的监督网络，随时对

干预侵犯基层自主权的人和事进行问

责。在此基础上，为确保“还权基层”不

反弹，他们还建立了“周查月讲”制度，发

现问题及时纠正，并结合每季度“双向讲

评”，组织营连评议机关履行“还权基层”

职责情况，防止机关越俎代庖。

狠抓还权基层，出现新气象。如今，

在抓建基层中，这个旅党委机关坚决按

照《纲要》明确的“不得随意上收基层权

力、提高基层事项的审批权限”要求，主

动放权不揽权、服务到位不越位、科学帮

建不代建，把工作重心放在帮助基层提

高自建能力上，赢得了营连官兵的一片

掌声。一些营连干部反映，机关归还了

原本属于基层的权力，营连自建放开了

手脚，各项工作都有了明显起色。

还权基层，营连自建放开了手脚
——北部战区陆军部队落实“十个不得”规定见闻⑦
■本报记者 宋子洵 特约记者 杨国军 特约通讯员 仲崇岭

★《军队基层建设纲要》规

定：不得随意上收基层权力、提

高基层事项的审批权限。

4 月底，北部战区海军某旅组

织“四会”教练员教学集训，鼓励参

训教练员自己动手设计制作教具，

有效地提高了教学水平和教学质

量。图为参训教练员结合教具讲解

授课。

张闻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