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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

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最近，

在反复学习研读习主席“七一”重要讲

话精神时，每每读到这里，我心中总会

感慨万千。往事历历在目，我的思绪也

回到 9 年前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

2012 年 11 月 4 日，北京突降大雪，

京 藏 高 速 八 达 岭 附 近 路 段 最 厚 积 雪

达 半 米 多 ，1000 余 辆 汽 车 受 阻 ，道 路

中 断 ，2000 多 名 群 众 被 困 ，急 需 救

援。晚上 9 点半左右，支队接到命令，

官兵紧急出动，驰援高速公路上的被

困群众。

寒风凛冽，大雪纷飞，高速路上能

见度不足 20 米，当我们赶到距离阻塞

路段还有七八公里时，车再也走不动

了。战友们迅速跳下车，拿起铁锹、木

板，开始清理路面积雪。冬夜里，北风

裹挟着雪片，打在脸上如刀割一般，中

队的党员干部都冲在最前面铲雪开路，

我的心里顿时有了底：有党员带头，就

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此时，距离群众被困已经过去 10

多个小时，我们心急如焚，加快了铲雪

速度。前行了 3 公里左右，我们终于看

到一辆大客车的轮廓。我踩着齐腰深

的积雪冲过去，使劲拍打着车窗。车门

开了，当车里的群众看到我身上的“迷

彩绿”时，车厢里顿时沸腾了：“武警战

士来救我们了！”

天 亮 以 后 ，大 雪 还 没 有 停 的 意

思 ，救 灾 指 挥 部 决 定 ，把 被 困 群 众 转

移到八达岭隧道暂避，由救援车辆统

一 运 往 临 时 安 置 点 。 我 们 逐 一 疏 导

车上的群众下车，护送他们徒步向隧

道 进 发 。 一 路 都 是 上 坡 ，一 路 风 雪

交 加 。 我 和 战 友 们 把 棉 帽 和 军 大 衣

脱 下 来 ，裹 在 老 人 和 孩 子 身 上 ，或 搀

或 背 或 抱 ，把 群 众 全 部 护 送 到 隧 道

里。

就这样，我们从晚上一直奋战到第

二天下午，清理积雪、护送群众，迷彩服

里面是汗水，外面的雪水已经冻成了冰

壳。但看到群众都已经安全脱离险境，

我们心里感觉热乎乎的。

“承担最危急险重的任务是我的光

荣，战之必胜是我的责任。关键时刻，

我将毫不犹豫献出一切。”这是我入党

时写下的铮铮誓言，而这个誓言，一直

激励着我前进。

我的爷爷是一名参加过抗战的老

兵，在战斗中火线入党，反“扫荡”时多

次参加“敢死队”。爸爸是一名村支书，

带领着村民奋进在小康路上。18 岁那

年，我入伍来到武警北京总队，成为一

名光荣的首都卫士。

“好好表现，争取在部队入党！”这

是爷爷和爸爸临行前对我的嘱托。入

伍后，为了早日向党组织靠拢，我时刻

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

习，刻苦训练。第二年，我凭着过硬的

军事素质成为一名战斗班班长。

刚当班长那段日子，怎样管理同年

兵以及老士官是摆在我面前的第一道

难题。为了打开局面，训练场上，我处

处带头，和大家一起练体能、跑障碍、爬

战术；生活中，我无微不至，帮助战友盖

被子、解思想“疙瘩”、打病号饭……慢

慢地，战友们认可了我。一次晚点名

后，前任班长当着全班战士的面第一次

叫我“班长”，那一刻，我感觉所有的付

出都值了。

随后，全班白天忙训练，晚上学理

论，几个月下来，大家的思想认识和军

事技能都得到较大提升。不久后，我们

接到了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庆典活动安保任务的命令。任

务之前的每次演练，我都是从凌晨站到

天亮，连续 6 个小时，昂首挺胸，岿然不

动。等到演练结束时，我才发现双脚早

已麻木，双腿不能打弯，想走，却根本抬

不动脚。

庆典活动正式举行时，我几乎两

天 一 夜 没 有 合 眼 。 累 得 站 不 住 的 时

候 ，我 就 想 起 爷 爷 讲 过 的 战 斗 故 事 ：

“ 为 了 打 破 日 伪 军 的 围 剿 ，很 多 敢 死

队 员 ，在 腿 被 打 断 的 情 况 下 ，仍 爬 着

向 前 冲 ……”每 每 想 到 这 些 瞬 间 ，我

又重新燃起了斗志。任务结束，我们

班荣立集体三等功，我也通过了入党

积 极 分 子 考 察 ，成 为 一 名 预 备 党 员 。

在 入 党 宣 誓 的 时 候 ，我 告 诫 自 己 ：党

组织对我的考验远远没有结束，战士

的 一 切 属 于 党 ，战 士 的 一 切 为 了 人

民！

入党以来，我又参加了多次重大活

动的安保任务。每一次，我都将完成任

务当作一名党员的责任、一名战士的光

荣。

今年，我们支队又接到了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文艺演出活动的

安保任务。虽然我没有直接参加这次

任务，但我带过的很多战士都已成为支

队执行任务的主力军。只要有时间，我

就回到班排和操场，给战友们讲党史故

事和执勤经验，了解大家的思想动态，

力所能及为执行任务增添动力。

在 实 现 中 国 梦 强 军 梦 的 新 征 程

上，我再次向党保证：为了党和人民的

利益，关键时刻，我将毫不犹豫献出一

切！

（武炎龙整理）

关键时刻，我将毫不犹豫献出一切
■武警北京总队机动某支队四级警士长 李长雁

陆军第 75集团军某旅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充分发挥旅队红色资源优势，

通过开展“书香军营·朗读者”、学习心得交流会、党史知识竞赛等活动，激发

官兵学习热情，提升教育质效。图为近日，该旅警卫勤务营三级军士长赵苏

鹏在荣誉室给战友们讲连史。 陈 亮摄

谢顾问：

您好，我是一名基层单位的干事，平

时喜欢向家人倾诉一些工作上不如意或

不顺心的事情，既是想和他们商量解决

的办法，也为了缓解一下心里的压力。

然而，碰到工作任务紧、压力大时，自己

难免会产生一些负面情绪，并在与家人

交流时将这些情绪带给家人，让家人为

我担心。

请问谢顾问，对这种负面情绪带来

的影响怎么认识，有没有什么缓解压力

的有效方法？

某部干事 小崔

小崔战友：

你好！非常感谢你对我们的信任。

看得出来，你有些苦恼，因为你觉得自己

的负面情绪影响到了家人，并且想寻求

解决问题的办法。

先分析你说的这种现象吧。你因为

在工作中产生了压力，想通过跟家人沟

通来减压，这是人之常情，我也很能理解

你现在的感受。不过，一味抱怨的减压

方式会产生一些负效应，因为负面情绪

有一定的感染性，也会给家人造成负面

影响。

心理学上有一种个人的自适应倾

向，叫做心理防御机制。我们会在生活

中不自觉地应用它，甚至成为一种个体

本能。有一种心理防御机制，能解释发

生在你身上的事情，这种机制叫做“转

移”。举个例子，小李在单位被领导批

评了，他心里很窝火，于是回到家里跟

妻子说话时，不自觉地会带着一些“火

药 味 ”，妻 子 听 了 心 里 自 然 也 不 很 舒

服。过一会儿，妻子辅导孩子做作业，

孩子可能做错题或写错字，被妻子严厉

批 评 ，孩 子 挨 了 批 评 觉 得 很 委 屈 。 最

后，孩子看到家里的小猫在挠沙发，感

觉很不顺眼，于是走上前去踢了小猫好

几脚。这就是“转移”的心理防御机制，

也被形象地称为“踢猫效应”。故事中

的小李、妻子、孩子的行为都是无意识

的、不自觉的，但是负面效应就这样不

可避免地产生了。

心理防御机制是一种自动化的自我

保护机制，能够让我们无意识地释放内

心的压力和不安，但是它也可能会顺带

地影响和伤害别人。对照你身上发生的

事情，是不是也是这样呢？你可能无意

之间因负面情绪影响了家人。

人 是 理 性 的 动 物 ，我 们 会 反 思 自

己 身 上 发 生 的 事 情 ，当 你 发 现 自 己 的

行 为 可 能 是 错 误 的 ，你 又 会 陷 入 新 的

困惑中——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我想，

应该理性分析自己的行为。自己在工

作中的一些事情，是应该跟家人分享，

这样能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与感情，也

能减少家人的一些担忧。但是，我们跟

家人说的事情以及说的方式，应有所选

择，这样效果也会更好一些。

至于自己面对的压力，并非只有倾

诉一种缓解方式，还可以找一些更合理

的方式去释放。我不妨为你介绍几种常

见的减压方式：

1. 重新解释自己所面临的压力，因

为每个人都会面临压力，而且压力有好

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关键看你怎么

解释它，如果你把压力解释为一种动力，

那么你就会更从容地应对。

2.调节压力。通过合理制订工作和

生活计划，对目标进行分解，从而把压力

调整到自己可控的范围内。

3. 通过运动、与朋友聊天、写日记、

听音乐、唱歌等方法给自己减压。

衷心希望你能够处理好这件事，心

情愉快地生活！

执笔：95795 部队教研部讲师、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 许 闯

不做负面情绪的“携带者”

“车辆驾驶室未锁门、岗哨携带执

勤器材不全、炊事人员操作灭火器不熟

练……”前不久，一份安全检查问题清

单摆在陆军第 80 集团军某旅摩步一营

营长孙强面前。按照以往的惯例，孙强

会立即要求各连针对问题制定整改措

施，但眼前的问题清单“似曾相识”，对

照前几个月的清单，大多数问题都是

“老面孔”。

“相同问题为何顽固存在？”在几天

后营里召开的安全形势分析会上，孙强

抛出自己的疑问。

“制定的整改措施遇到任务冲突容

易搁置，导致落实效果打折扣”“练兵备

战压力大，各项工作头绪多，一些看似

普通的问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各

连主官纷纷倒苦水，问题背后的原因逐

渐清晰。

“关键是纠治的决心和力度还不

够。”孙强一针见血指出问题，“客观原

因确实存在，但更多还是我们干部骨干

缺少一抓到底的决心。”

会上，大家对清单上的问题归纳分

类，以营为单位制定整改清单，确保每

类问题责任到人，明确整改的时间节点

和落实步骤。

在该营蹲点的旅侦察科科长袁烨，

参加完安全形势分析会后也进行了反

思：老问题反复出现，固然有基层整改

不力的原因，机关是否也存在督导帮抓

不到位的情况？

随后，袁烨将此事报告旅党委，并

到营连进行座谈和调研，官兵的“吐槽”

证实了他的猜想——

“机关检查的内容总是老一套。”

“有的问题基层自身难以解决。”

“部分机关干部为了通报而通报。”

……

这些辣味十足的“吐槽”引起旅党

委重视。他们认为，列出问题清单的目

的在于发现问题、剖析原因、解决问题，

清单上的问题总是“老面孔”，既反映了

基层整改问题思路不清、方法不当、韧

劲不够，也暴露出机关检查浅尝辄止、

流于形式，没有做好督导整改的“下篇

文章”。机关基层必须双向发力、下力

纠治，确保检查问题有深度、整改措施

有力度。

该旅随即开展管理骨干集训，校正

思路方向，以破除问题迷雾，要求机关

明职责、重督导，基层强制度、严落实；

规定每月召开机关基层双向讲评会，对

突出问题组织相关业务部门联合“会

诊”，现场剖析“病症”，将整改措施列入

工作计划，按时挂号销账；建立连队自

查、各营互查、机关抽查的联合检查整

改机制，充分汇集官兵智慧，调动管理

骨干履职尽责的积极性，激发基层自建

活力。

机关基层双向发力，问题清单见底

清零。近日，该旅结合当前野外驻训情

况，严密组织综合性检查，机关在细致

深入检查的基础上，记录矛盾问题、提

出整改意见。笔者看着新出炉的问题

清单，“老面孔”已不复存在，一批练兵

备战急需解决的新问题被及早发现。

问题清单上的“老面孔”不见了
■孙 林 于 晨

列出问题清单，目的是发现问题、

剖析原因，纠治和解决问题。然而，现

实工作中，在处理问题清单时，有的单

位“雷声大雨点小”，让清单的作用大打

折扣；也有的片面把直面问题、暴露问

题当作一种工作成绩，热衷于晒问题、

列清单，违背列出问题清单的初衷。之

所以出现问题“一晒了之”的现象，既有

机关责任心不强、检查指导浮于表面的

原因，也有基层“讳疾忌医”，把精力用

在应付检查上，而在整改问题上“放空

炮”，导致纠治不彻底的问题。

马克思曾说过：“一个问题，只有当

它被提出来时，意味着解决问题的条件

已经具备了。”机关应与基层共谋解决

问题的“下篇文章”，谨防问题清单沦为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新花样；基层也

要敢啃硬骨头、狠下苦功夫，下大力气

清除清单上的“常客”，使部队建设在列

出问题清单、深入剖析症结、下力纠治

整改的闭合回路中稳步前进。

问题不能“一晒了之”

7月 25日，台风

“烟花”在浙江舟山

登陆，东部战区海军

航空兵某旅闻令而

动，紧急投入防汛抗

台抢险救援中。图

为该旅应急分队官

兵在受灾严重区域

加固堤坝。

李恒江摄

进入 7 月，一大批院校毕业学员

走出校门，带着梦想和激情奔赴祖国

各地的军营。排长，是大多数毕业学

员的第一任职岗位。新排长下连任

职后，不仅需要尽快适应部队的生

活、工作节奏，更需要在实践中学习

如何带兵育人、组训任教等。

在工作中，新排长会面对很多“意

想不到”的问题。为帮助新排长顺利

完成从“校门”到“营门”的跨越，本报

“读者之友”专版从即日起开展“新排

长，你准备好了吗”主题征稿活动。

欢迎广大战友结合基层工作实

际，分析新排长工作中可能遇到的矛

盾和问题，给出科学合理的意见建

议，帮助他们迅速融入火热的军营。

征稿要求：采取“提问+回答”的

形式，每篇字数在 1200 字以内。

征稿时间：从即日起到 2021 年

年底，“读者之友”专版将在“谢顾问

答读者”专栏择优刊发。

投稿电子邮箱：junbaoduzhe@

163.com（来 稿 请 注 明“ 新 排 长 ”征

稿）。

征稿启事

点 评

7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