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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军某陆航旅组织飞行前例行机务

检查，一架战机出现电路问题，然而机

组人员检修了近 2 个小时，始终没能排

除故障。

“我来试试！”就在这时，一名黝黑壮

实的三级军士长匆忙跑来，快速操作仪

器检查、测试电路。“问题出在这个插头

里。”很快，他找到了故障并轻松排除。

这名三级军士长，就是该旅机务一

连航电技师陈志森。

“我们是战鹰的守护者，一手连着装

备安全，一手托举战友生命安全。”在很

多人眼中，机务兵远没有飞行员驾机翱

翔来得光鲜亮丽，但在陈志森看来，这镁

光灯之外的岗位其实非常重要。他说：

“脚踏实地把每件事做好，平凡可以造就

伟大。”

“ 与 直 升 机 打 交 道 ，做 到 99%都 不

行，必须做到 100%。”多年来，陈志森始

终坚持这样的原则。为了做到这一点，

厚 厚 的 专 业 书 ，陈 志 森 看 了 一 遍 又 一

遍，白天挤在狭小的操作舱内学习维护

保养，晚上熬到深夜钻研天书一般的电

路图。

前不久，一架战机开飞前检查，陈志

森隐约听到异响，便立即示意停车。“怎

么了？”飞行员很是不解。陈志森坚持再

次进行检查，结果发现增压泵部位的电

缆插头发生松动。陈志森说：“这个问题

说大不大，但我们要始终确保不让战机

带任何隐患上天。”

“陈志森对待自己本职工作的认真

劲儿，很令人佩服。”指导员杨南山说，除

了专业所要求的专业知识，陈志森还利

用业余时间学习了民航、通航等相关知

识，并将其运用到部队日常飞行保障中。

去年，一架战机遭遇突发情况，起落

架无法正常收起。机组始终查找不出问

题所在。陈志森灵机一动，想到可以借

鉴民航检修的方法进行排查，结果很快

发现故障并进行了排除。

“陈志森保障的战机，我们飞得最放

心！”每当听到飞行员这样由衷的夸赞，

陈志森觉得自己付出的一切努力都特别

值得。

入伍 18年，陈志森已经熟练掌握 3种

机型的航电保障方法，先后排除故障 300

余起，带出了 30 多名专业骨干，还有 6 项

革新成果在单位推广。

一句话颁奖辞：排除的是故障，展现

的是技术，扛起的是责任，放飞的是梦

想，这是战鹰守护者应有的担当！

战 鹰 守 护 者
■石芝鹏 本报特约记者 赵 欣

看着军容镜里的自己，黑了，瘦了，

我对未来更有信心了。

高考落榜后，我一度陷入迷茫，身体

也开始发胖。经过几个夜晚的辗转反

侧，我坚定地对父亲说：“我要去当兵，我

要活出个样子来！”

刚到部队的时候，因为身体素质差、

体 重 过 大 ，我 的 体 能 成 绩 总 是 最 后 一

名。看着自己与同批战友间的差距日渐

拉大，我产生了自暴自弃的想法，甚至开

始怀疑当初的选择。

一次思想政治教育课上，指导员为大

家展示一张图片。图片中，一个人手拿铁

锤和凿子，一点一点去掉自己身上的肥

肉。经过雕刻后，肌肉紧致的上半身和依

旧肥胖的下半身形成了强烈对比。

“这张图片的主题叫‘雕刻自己’。”

指导员说，“在向着目标前进的道路上，

每个人都会因为自身原因遭遇一些困

难，但这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只要敢

于雕刻自己、直面挑战。这个过程可能

会很痛苦，然而经历过后，你们将成为更

好的自己。”

“敢于雕刻自己……”指导员的这段

话一下子触动了我的内心：“如果遇到一

点儿困难就畏缩不前、怀疑自己，没有迎

难而上的勇气和毅力，我怎么对得起身

上的军装？”

想改变就要付诸行动，但“笨鸟”想

要迎头赶上，必须比别人更加努力。体

能训练，战友徒手跑，我就拉着轮胎冲；

战术训练，动作不规范，我就一个细节一

个细节地抠，一次次反复练，就算膝盖和

手肘磨破了也不放弃……

付出必有收获。一次实弹射击，一

阵枪响后，只听对讲机传来报靶声：“2

号靶，50 环！”如果不是班长把靶纸递到

我面前，我都不敢确信这个“满分”是我

打出来的。战友们闻讯后围拢过来，纷

纷向我祝贺。

这时，中队的新闻报道员也赶过来

给我拍照。许久没仔细瞧过自己的我，

看着照片上棱角分明的脸庞，露出了久

违的笑容：“胖嘟嘟”的自己不见了，我向

着自己的目标又迈进了一步。艰难方显

勇毅，磨砺始得玉成，这就是“雕刻自己”

的意义吧。

（周渝凯、张靖帏整理）

雕 刻 自 己
■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二支队执勤一中队列兵 田 地

值班员：第 80 集团军某旅教导员

桑大勇

讲评时间：5 月 14 日

最 近 ，我 同 班 排 骨 干 谈 心 时 了 解

到，一些士官人数较多的班，普遍存在

一个问题：非骨干士官作用发挥不好。

有班长反映，部分非骨干士官干工作劲

头不足，训练得过且过，有时还对班长

骨干、年轻排长摆老资格。

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是因为部

分非骨干士官对于自身角色认识不足，

存在“有我没我一个样”的消极态度；另

一方面，部分连队对班长骨干过度依

赖，导致非骨干士官缺乏成长锻炼的机

会，有些同志不免产生“不在其位不谋

其政”的想法。

同志们，现在营连的士官编制逐渐

增多，培养好、使用好士官人才，对加强

战斗力建设十分重要。非骨干士官要

强化“营连建设靠大家、人人都是主人

翁”的意识，在各项工作中立起老兵应

有的样子。同时，各级带兵人要有意识

地给非骨干士官交任务、压担子，搭建

成长平台，不断激发这个群体的潜能，

让他们在基层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刘 辉、陈希望整理）

非骨干士官要发挥好作用

近年来，各级把为基层减负作为作风建设重点，精准施策、靶向治疗，收到
了良好效果。同时也要看到，彻底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必须严格落实为基层减负各项规定，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久久为
功，常抓不懈。问题在下面，根子在上面。对各级领导机关而言，就是要打破
开展工作的传统路径依赖，切实把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转到现代、科学、法治
的轨道上来。从今天起，本版“基层之声”栏目将聚焦这个问题，综合基层官兵
呼声，推出系列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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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了，火箭军某导弹旅宣传科办

公室的灯依然亮着。

敲门入内，记者发现干事陈青海的

案头摆着一份《官兵赴红色场馆参观见

学方案》，旁边还有一摞小巧的口袋书，

上面印有驻地革命英雄谱、战斗故事以

及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

“这些都是为官兵准备的，确保他

们每次参观见学都不虚此行，有所收

获。”陈青海的介绍引起了记者的思索：

赴驻地红色场馆现地教学，是部队开展

教育配合活动的一般做法，由于年年组

织，大多数官兵都已去过，为何还如此

大费周章呢？

一 问 才 知 ，问 题 就 出 在“去 过 ”二

字上。前段时间，该旅政治干部下沉

基层调研发现，少数官兵对去过的红

色场馆“一问三不知”，不仅说不出像

样的收获体会，更有甚者连基本的常

识也不清楚。原来，这些人把参观见

学当成了“红色旅游”，仅仅满足于打

打卡、拍拍照。

“表面看是官兵收获不多，实则是

我们没有组织好。”基地各级政治机关

深入反思，发现有些教育组织者潜意识

里认为搞活动就应该有声势、有阵仗，

不知不觉做起了表面文章。

以红色场馆现地教学为例，有多少

人组织活动时，考虑过参与官兵是否事

先做过预习呢？试想，如果官兵没有一

定的知识储备，如何能在一两个小时的

参观中有所学、有所悟呢？

基地政治工作部一名领导思考得

更深：“我们常说‘教育要往深里走、往

实里走、往心里走’，我想这‘三走’，指

的既是教育成效，也包含教育者对教育

的根本态度。”

“要把精力放在让官兵有感上，而

不是表面留痕上。”为此，该基地要求所

属各单位组织党史学习教育坚决杜绝

“旅游打卡”“现地留痕”等做法，多想想

教育怎么搞、为什么这么搞、怎么搞出

效果来。

前不久，该基地精心打造的红色数

字史馆在强军网开馆，坐在电脑前点击

鼠标，就可以在“云端”参观全国各地的

红色场馆，与以往不同的是，官兵的脑

子里都装着要求事先弄懂的问题。陈

青海说：“把参观当预习，接下来的教育

才有的放矢，也更加高效。”

此举在某旅产生了以点带面的“场

效应”。一些来自“红色家庭”的士兵自

发地走上讲台，结合参观所学，把自己的

红色家史融入我党我军历史之中，与战

友分享心得体会。几场活动下来，无论

是教育者还是被教育者，都纷纷感叹：用

身边人身边事讲党史，一下子拉近了时

空距离，感觉当年的峥嵘岁月就在眼前。

今年 4 月，《关于构建新时代人民

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意见》印发全

军，要求教育检查考评从重形式向重效

果、重痕迹向重实绩转变，从简单看登

记、查笔记、考背记向知行合一考查转

变。该基地一名领导对此深有感触地

说：“近些年，我们一直在讲‘为基层减

负，让官兵有感’，其实教育不也是如此

吗？效果好不好，关键还得看官兵内心

的收获啊！”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配合活动，决不能仅仅满足于组织官兵到处“打卡”。
请看火箭军某基地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系列报道之二——

参观见学要让官兵有感
■李正基 本报记者 邓东睿 通讯员 孙天硕

“ 现 在 有 一 个 最 大 的 转 变 ，就 是

单位领导大都坚持亲自动笔写稿，给

我们松了绑、减了负。”在一次领导作

风转变专题调研中，某单位一名机关

干部感慨地说。笔者闻之，不禁大声

叫好。

应当看到，领导干部除了把方向、

作决策之外，还担负着教育动员官兵

的重大责任，而讲话则是进行实时思

想领导和工作指导的一个重要方法和

手段。从工作实践看，即使是语言表

达水平很高的领导干部，事先一般都

要准备讲话材料，以便讲话更有针对

性 、更 具 感 染 力 ，正 如 邓 小 平 同 志 所

说，用笔领导是领导的主要方法。毛

泽 东 同 志 就 是“ 用 笔 领 导 ”的 光 辉 典

范，他强调革命者不仅要学会使用枪

杆子，而且要学会使用笔杆子，其重要

文稿绝大多数都是自己动笔，《中国的

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论持久

战》《论十大关系》等不朽名篇更是成

为统一思想、团结人民、克敌制胜的重

要思想武器，指引着中国革命和建设

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之江新语》一

书所收录文章，全部来自习主席对工

作实践的深切感悟，读之如饮甘露、大

受裨益。

现实中，一些讲话之所以讲不到

官兵心坎里，引起不了思想共鸣，达不

到应有效果，其实并不是材料水平高

不高的问题，而是照本宣科式的讲话，

大都缺少领导者的独立思考、独特视

角 和 独 有 话 风 ，效 果 自 然 难 如 人 意 。

事实表明，领导干部讲自己经历的事、

讲自己想讲的话、讲自己思考的东西，

往往最能吸引人、打动人、感染人。推

而言之，领导干部亲自动笔写材料，念

自己起草的稿子，讲出自己的思想和

主张，讲出自己的感情和风格，更容易

拉近与官兵的距离，大家自然喜欢听，

也听得进去。

毋庸置疑，能够一步一步走上领

导 岗 位 的 同 志 ，大 都 有 着 较 高 站 位 、

丰 富 经 验 、宽 广 视 野 和 过 硬 能 力 ，亲

自 动 笔 撰 写 自 己 的 讲 话 稿 并 非 难

事。少数同志之所以不愿动笔、不敢

动 笔 、不 会 动 笔 ，原 因 是 多 方 面 的 。

有的对单位全面建设谋划不多、思路

不 清 ，有 的 对 基 层 实 际 调 查 不 细 、底

数 不 明 ，有 的 对 现 实 难 题 思 考 不 深 、

研 究 不 透 ，没 有 形 成 自 己 的 真 知 灼

见 。 古 人 讲“ 纸 上 得 来 终 觉 浅 ，绝 知

此事要躬行”，没有实践作源头，没有

思想作支撑，语言再优美也难以在官

兵心海里泛起涟漪。

领导干部亲自动笔的益处在哪？

有人这样总结：可以倒逼自己走出办

公室、走向训练场、走进官兵中，进行

深入广泛的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

料；可以倒逼自己静下心来，对工作实

践进行理性思考，从现象中看到本质，

从纷乱中理出头绪；可以倒逼自己主

动学习，把书中所学和实践所思结合

起来，走出惯性思维，不断解放思想、

提高工作站位；可以倒逼自己改进文

风 ，归 纳 提 炼 出 跃 然 纸 上 的 生 动 文

字 。 如 此 ，写 出 来 的 稿 子 ，讲 出 来 的

话，才会让广大官兵有“接地气”的感

觉，从而引发官兵心中的共鸣。

领导干部要善于“用笔领导”
■周燕虎

近日，第 72集团军某旅

组织开展进攻与防御战斗红

蓝对抗演练，通过构设贴近

实战的环境条件，检验提升

官兵的战术执行能力。

图①：蓝方利用障碍物

阻击红方先头分队。

图②：红方分队向纵深

发起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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