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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连日志

小 咖 秀

带兵人手记

“来我们连队，一定要见见这位资

深的‘小姑娘’，正好今天我们上党课，

也把‘她’请过来了。”

带着好奇，记者走进第 77 集团军

某旅“刺穹发射连”的荣誉室，见到了这

位“资深的‘小姑娘’”——一个封面印

有藏族少女形象的笔记本，这是该连传

承了 44 年的党费登记本。

“1976 年，连队在西藏驻防时，战士

王堆汉在入党时，用自己微薄的津贴买

来这个笔记本，赠送给党支部。”该连指

导员谭志介绍说，“从 1977 年开始，这

个笔记本被用作连队党支部的党费登

记本，上面还记录了党员先进事迹、入

党申请书递交时间等内容。”

随后，谭志翻开笔记本向官兵们讲

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1978 年 12 月的一个深夜，暴风雪

突至，时任连队指导员白三保担心附

近的藏族同胞可能受灾被困，没有叫

醒熟睡官兵，只身前往察看。在帮助

受灾群众抢救财产时，白三保因过度

劳 累 、体 力 不 支 晕 倒 。 醒 来 后 ，他 的

第一句话不是关心自己身体，而是对

战 友 说 ：“ 快 看 看 其 他 藏 族 同 胞 有 没

有危险。”

当时的连队文书将这件事记在了

党费登记本中，也让后来的官兵可以透

过这些文字，了解当年的故事、感受前

辈的精神。

在记录白三保故事的那几页，还夹

着一张“特殊党费收缴表”。粮票、布

票、现金……名目繁杂。谭志说，暴风

雪过后，为了帮助受灾的藏族同胞，官

兵们缴纳了这笔特殊党费，还将平日节

省下来的面粉、肉干、毛毯等物资，第一

时间送到受灾严重的群众手上。

透过早已泛黄的纸张，记者仿佛看

到了 40 多年前，官兵们积极捐款捐物，

不遗余力帮助受灾同胞的热情与大爱。

“老伙计，我们又见面了。”为了上

好这堂党课，谭志专门将连队老兵、现

任营技术维护室技师刘宗波请到了现

场。作为目前旅里对这个笔记本最了

解的人，刘宗波为官兵们讲述了和它有

关的故事。

2006 年，随着最后一页被记满，“小

姑娘”笔记本光荣地完成了自己的使

命，走进了连队荣誉室，此后成为连队

开展教育的鲜活教材。

“我还是新兵时，指导员就拿着它

为我们讲述白三保的故事，我们听得

热泪盈眶。”刘宗波说，每逢新兵下连、

入党宣誓等重要节点，连队党支部书

记 都 会 拿 出 这 个 党 费 登 记 本 开 展 教

育，帮助大家了解连队历史，传承连队

精神。

刘 宗 波 说 ，他 印 象 最 深 的 一 件 事

是，在 2008 年汶川抗震救灾中，连队十

几名战士因表现突出，被党组织批准火

线入党。在查看他们的入党申请书时，

时任连队指导员惊讶地发现，他们都不

约而同提到了这个党费登记本。本子

中记录的故事、承载的精神，鼓舞着他

们勇敢地冲锋在救灾一线。

故 事 也 许 不 同 ，但 精 神 代 代 相

传。谭志说，前些年，连队更换主战装

备，所有官兵全部转岗，面临着不小的

挑战。在既无先例可依也无经验可循

的情况下，为了使新装备尽快形成战

斗力，全体官兵都像上了发条一样拼

命学、使劲练，在前辈精神的激励下不

断攻坚克难。

如 今 ，连 队 的 党 费 登 记 本 早 已 更

换 ，变 得 更 制 式 、更 规 范 。 但 这 个 封

面 印 有“ 小 姑 娘 ”形 象 的 党 费 登 记 本

永远是最特殊的一个。它承载的，不

仅仅是 44 年的连队简史，更是跨越时

空的精神力量。

传承44年的党费登记本
■本报记者 杨明月 通讯员 周 锐 丁 欢

“指导员，我带不了这样的兵！”

战士小邵刚调来班里时，性格孤

傲、不合群，几天下来仍游离在全班

之外，其他战士也对他略有排斥。当

时，班长在休假，班里事务都由我负

责。担心这种状态持续下去会影响内

部 关 系 ， 我 一 气 之 下 便 找 指 导 员 抱

怨。

“班长不在，你现在就是一班之

长。作为管理者、带兵人，面对战士

遇到情况、出现问题，只想着放弃、

打退堂鼓，如何赢得战友的尊重、树

立自己的威信？”指导员当即对我提出

批评，“换个角度想，这也是对你的考

验。带兵能力不经过磨砺，如何能提

升？你要多想想怎么才能帮助小邵更

好融入集体！”

我仔细想想确实如此：之前班级

管理一直由班长负责，作为副班长，

我就安心做好班长的助手，只要干好

他交代的工作就行，很少将自己放在

带兵人位置思考问题。

反思过后，我主动向经验丰富的

老班长请教。但方法尝试了个遍，依

旧毫无效果，这可怎么办？就在我束

手无策时，班长打来了电话，谈及此

事，他说：“工作不走心，花样再多，

你也走不进战士内心。”

班长一语点醒了我，放下心中的

浮躁，我带着真心与小邵接触。就餐

时，看到他独自吃饭，我就坐到他旁

边；出公差时，我特别申请与小邵一

组 ； 训 练 中 ， 看 到 他 方 法 技 巧 有 欠

缺，我主动上前传授经验……

在我的努力下，小邵曾经坚硬的

“情绪外壳”有了松动，但他不善言

辞，让这种变化看起来不太明显。有

时，我和其他战士因为执行任务耽误

了吃饭，他会偷偷在我们柜子里放鸡

蛋或者面包；打扫卫生时，看见战友

有事脱不开身，他会悄悄帮忙……从

这些点滴小事我看到了希望。

正好中队组织开展“为身边战友

点赞”活动，我私下里找到班里战士

商量，决定给小邵一个惊喜，让他感

受到集体的温暖。

“我要给我们班的小邵点赞。他

虽然有时看起来很‘冷’，其实是个

暖 男 ， 默 默 为 大 家 做 了 不 少 事 呢 ！”

活动开始后，我率先发言，随后战友

们纷纷登台，细说小邵的暖心举动，

并给他送上鼓励。

听着战友们的发言，常常以冷漠

示人的小邵哭了。他说：“刚来时，总

想着扮凶装酷，以为这样能让自己免

除干扰，少干点活儿。后来，在副班

长的关心关照下，我开始从心底想融

入全班，希望被战友接纳……”

看到小邵对战友们敞开心扉，分

享内心真实感受，我欣慰地笑了。带

兵 的 方 法 有 千 百 种 ， 但 真 心 只 有 一

颗！只要付出真心，就没有融不化的

坚冰、换不来的真情。

（龙 斌、崔建胜整理）

我给你真心，你还我真情
■武警商丘支队警勤中队副班长 张鹏飞

记者探营

在新疆军区某旅，只要提起炮兵连

检测班班长牛国亮的名字，无人不竖起

大拇指。

参军后，牛国亮工作干得有模有样，

不 仅 顺 利 留 队 转 了 士 官 ，还 早 早 入 了

党。训练场的牛班长，军姿挺拔、口令响

亮，灵活的组训方式、标准规范的技术动

作尽显军人风采。

正当其军旅生涯顺风顺水时，某型

导弹的列装骤然掀起了波澜。面对这

些 信 息 化 装 备 ，只 有 初 中 学 历 的 牛 国

亮，肚子里的那点儿“墨水”就显得不那

么够用了。

“掌握不了新装备，就不是一名好

兵！”看着胸前闪闪发亮的党员徽章，牛

国亮急了，誓要啃下这块硬骨头。

画电路图，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他

画满了 3 个笔记本 ；做练习题，他摁坏

了 2 个 计 算 器 ；练 焊 接 ，别 人 1 卷 焊 锡

用两个月，他一个月就用了 2 卷。从早

到晚，从训练场到图书室，总是能看到

牛国亮向大学生士兵请教的身影。他

还 专 门 购 买 了 学 习 资 料 夯 实 理 论 基

础 ，最 终 通 过 信 息 化 应 用 工 程 师 等 级

考试，取得了证书。

一 山 翻 过 又 一 山 ，考 验 总 是 不 期

而至。2018 年，旅编制体制调整后，新

装 备 即 将 配 发 ，牛 国 亮 过 去 掌 握 的 维

修 技 术 行 不 通 了 。 在 两 个 月 的 时 间

里 ，他 硬 是 把 新 装 备 的 各 项 性 能 指 标

一 字 不 差 背 下 来 ，不 仅 熟 练 掌 握 了 检

测 操 作 要 领 ，还 取 得 火 控 技 师 等 级 证

书。

就在他带着训练骨干继续攻关时，

新的考验再次降临：根据任务需要，某型

牵引火炮先行列装，实弹射击考核就在

一个月后。怎么办？大家一下子慌了

神。就在这时，牛国亮挺身而出，主动承

担起牵引火炮的训练工作。他说：“军人

的字典里没有‘怕’字，越是困难，越要迎

难而上！”

如今，官兵期待已久的远火新装备

配发到位。虽有前期的理论基础，牛国

亮深知理论和实践之间还有不小差距。

他不分昼夜，时而钻进车厢，时而攀上车

顶，时而趴在车底，只要有装备的地方就

有他忙碌的身影。

不到一个月，牛国亮就已熟练掌握

武器系统操作要领、战术战法，成为全

营第一位远程火箭炮教员，再次让官兵

们刮目相看。

当兵 18 年，历经 4 次换装，每一次,

牛国亮都是最拼的那一个。凭着不服输

的钻劲儿，他一点一点学、一点一点悟，

从“门外汉”成长为技术能手。提起牛国

亮，官兵们无人不由衷地说一句：“牛班

长‘真牛’！”

一句话颁奖辞：越是困难越向前，转

型路上勇攻坚。

每次换装，他都是最拼的那一个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申增强 赵新宇

7 月中旬，天山脚下，气温逼

近 40摄氏度，武警新疆总队某支

队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持续

掀起练兵热潮。图为特战官兵正

在进行应用狙击训练。

余 博摄

“ 以 前 一 借 就 给 ，现 在 为 啥 不 行

了？”前段时间，新疆军区某工兵团伪

装二连为拍摄微党课，向团宣传保卫

股借用三脚架，没想到遭到拒绝。

没有三脚架，视频录制效果肯定

大 打 折 扣 。 指 导 员 张 旭 光 只 好 将 目

光 转 向 其 他 连 队 ，结 果 令 他 很 失 望 ，

其他连队都没有三脚架，也没能从机

关借到。

“ 这 么 大 个 单 位 ，为 什 么 借 不 到

一个三脚架？”张旭光很是苦恼，于是

在 单 位 强 军 网“ 马 上 就 办 ”平 台 反 映

了这件事。

这个情况引起了该团政委任剑的

关注。看到这条消息后，任剑立即联系

团宣传保卫股股长赵远友，让他及时给

出回复。

随后，赵远友对张旭光反映的情

况 作 出 回 应 ：“ 年 初 ，团 政 治 工 作 处

已 明 确 ，基 层 可 以 使 用 俱 乐 部 经 费

采 购 三 脚 架 等 物 品 ，但 很 少 有 连 队

这 样 做 。 最 近 团 里 大 项 活 动 较 多 ，

都 需 要 录 像 ，三 脚 架 也 不 够 用 ，请 大

家理解。”

看到机关的回复，张旭光恍然大

悟 ：不 是 机 关 不 借 三 脚 架 ，而 是 连 队

可 以 自 行 购 置 。 总 是 习 惯 有 困 难 找

机关，现在基层对经费使用管理有了

更大的自主权，自己却未能转变思维

观念。

“ 对 于 基 层 无 能 力 解 决 的 问 题 ，

机 关 要 主 动 靠 上 去 ，帮 助 协 调 解 决 ；

但对于能力范围内的事，基层绝不能

有等靠、依赖思想。”由于伪装二连出

现的情况在全团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在 团 交 班 会 上 ，任 剑 特 意 以 此 事 为

例，要求基层营连主官不断强化自主

抓建意识和能力。

同时，任剑也提醒机关干部，在工

作中，要对基层多一些耐心和热心，遇

到类似的事情多一些提醒和帮助，发

挥好党委机关的领导指导帮带作用。

会后，该团分批次组织基层主官

深入学习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

要》，邀 请 按 纲 抓 建 成 绩 突 出 的 单 位

分享经验，引导大家不断提升按纲自

主抓建本领。

很快，伪装二连使用俱乐部经费

购置的三脚架到货了，他们的微党课

摄制得以继续进行。

请理解！机关的三脚架不再外借
■李佳鹏 侯 熠 钟高恒

前段时间，我接到了出纳员小王

家 属 的 电 话 。 通 话 中 ，她 说 小 王 找

好 几 个 亲 戚 朋 友 借 钱 ，不 知 发 生 了

什么事。

小王平时工作认真负责，为人踏

实老实，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是我眼

中的“放心人”。挂断电话后，我赶紧

把他叫过来询问情况。

“教导员，没发生什么事，就是前

段时间咱们营采购了一批炊事用具，

一共花费 3 万多块钱，但当时我工资卡

里钱不够，便向熟人借了点钱。”

听完他的解释，我稍微松了一口

气，但转念一想：不对，营里正常的经

费使用，为什么要战士个人垫付？

于是，我把各连负责财务的人员

都叫过来询问。果不其然，少则几千，

多则一两万，很多人都表示有过经费

支出个人垫付的情况。

同时，他们还把自己在采购工作

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说了出来——

“教导员，现在基本都在网上采购

物品，先付款才能发货。我没有公务

卡，只好用自己工资卡支付。”

“制订连队开支计划时考虑不够

细致，遇到临时情况需要调整开支，所

有的流程都得从头再来……”

“经费报销手续繁琐，反复折腾，

两个月前的发票，到现在还没报。”

……

“没想到，大家在经费使用过程中

遇到这么多问题！”听着大家的发言，

我开始反思：去年，上级赋予基层更多

的财务支配权，我向连队提出要求，一

定 要 管 好 用 好 经 费 ，提 高 使 用 效 益 。

但对于具体工作开展情况并未多加关

注，对基层出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

既没有及时发现，也没能及时解决，仔

细想来是我的失职。

会 后 ，根 据 官 兵 反 映 的 问 题 ，营

里出台了一些措施，比如为负责连队

经费使用管理的人员办理公务卡，进

一步规范简化经费使用流程，组织经

费 使 用 管 理 相 关 规 定 集 中 培 训 等

等。目前，基本可以保证在公务卡的

还款周期内完成一轮采购结算，不再

需要官兵先行垫付。

问题解决了，但这件事给我敲响

了警钟：作为基层带兵人，一定要经常

深入一线了解情况，主动发现问题、解

决 问 题 ，想 官 兵 之 所 想 、急 官 兵 之 所

急，这样才能抓好营连建设，让官兵聚

焦主责主业，专心练兵备战。

解决了！基层的出纳员无需垫钱
■第 82 集团军某旅教导员 时国华

谭志手拿党费登记本为官兵们上课。 潘梦星摄

闪耀演兵场

记者手记 ■杨明月

44 年来，“小姑娘”笔记本上记录

着一个个人名、数字和故事，串联起连

队的奋斗历程，带给一代代官兵无穷的

精神力量。刘宗波告诉记者，每次翻开

这个笔记本，看到熟悉的名字、熟悉的

故事，他总会想起曾经和战友们并肩战

斗的日子，想起自己肩上担负的责任，

让他奋斗不止、不敢懈怠。

一个小小的笔记本蕴藏着如此能

量，这是当年购买它的战士未曾想到

的。记者不禁想起，每次到新组建基

层部队采访，总会听到这样的感叹：单

位太年轻，没有什么历史。“刺穹发射

连”传承了 44 年的党费登记本告诉我

们：即便以前没有大书特书的辉煌，但

可以从现在开始，用青春、用行动、用

成绩，创造属于我们的荣光，书写值得

后人传承的历史。

互联网邮箱：jbjccz@126.com
强军网网盘：jbjc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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