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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班 员：新疆军区某工兵团给水

连指导员 董远峰

讲评时间：9 月 12 日

今晚，各班召开了班务会，班长能

及时将连务会精神传达至每名同志，分

析讲评工作深入细致，班内人员也能聚

精会神参加会议，这值得肯定。但检查

中发现，有的班务会上，只听到班长发

言，其他战士全程一声不吭，这需要引

起我们注意。

我想，之所以会出现上述情况，一方

面是部分班长思想认识有偏差，觉得班

务会只要自己讲，其他人听好落实好就

行了；另一方面，部分战士参与意识不

强，认为开班务会就是班长的事，自己按

要求照做就行。

同志们，班务会不是班长的“独角

戏”，需要班内人员人人参与，而不是只

当听众。各班长以后组织召开班务会

时，要合理安排时间，发动班内人员讨论

交流、建言献策。也希望每一名战士都

能 开 动 脑 筋 ，在 班 务 会 上 积 极 踊 跃 发

言。连队下一步将加大检查讲评力度，

督促各班把班务会开好。

（李佳鹏、赵英彩整理）

班务会上别当听众

基层有约

对一些基层单位来说，无论在线上，还是在线下，“首长信箱”都不
是个新鲜事物。但毋庸讳言，有相当数量的“首长信箱”是个略显尴尬
的存在，要么只是一个摆设，鲜有人问津；要么只是挂了个“首长”的名
号，实际上由指定的机关干部负责打理，而且回复的大多是制式的、客
气的、滴水不漏的但缺少人情味的内容。这么说，绝不是质疑这些单
位的领导，我们只是在想，“首长信箱”到底是不是基层各级领导“不可
能完成的任务”？尤其在强调一级干好一级事的今天，“首长信箱”存
在的价值还有多大，甚至说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上个月，得知武警浙江总队杭州支队政委周光贤通过“首长信箱”
已给基层官兵回信 2000多封，我们采访了他。他用这些信件赋予了

“首长信箱”蓬勃的生命力，也对我们的疑问作出了回答。

——主持人 张 良

营连日志

周光贤近照。

“一面浸染了战火硝烟的令旗，见

证了惊世的交锋……”9 月中旬，第 75

集团军某旅第一期“晒晒我们的‘传家

宝’”活动如期举行，该旅某炮兵营珍藏

的 8 件“传家宝”出现在教育讲台，上士

崔高明拿出一面泛黄的发令旗，深情讲

述连队先辈 70 多年前炮击敌方军舰的

英雄壮举，感人的战斗故事深深打动着

现场官兵。

该旅诞生于革命战争年代，经历大

小战斗数百次，有着厚重历史和光荣传

统。为了将党史学习教育引向深入，他

们充分发动官兵开展“寻宝”活动，挖掘

旅队丰厚的红色资源，定期开展“晒晒

我们的‘传家宝’”活动，引导官兵传承

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

“战斗越来越激烈，敌人的反扑没

有间断，瞄准手王德才连续发射了 84

发炮弹，耳朵被震得嗡嗡响，眼睛也看

不清了。劝他撤下来，他就对我吼——

人在阵地在！”情景剧《生死 84 天》还原

了某次战斗中，炮兵连官兵坚守阵地 84

天，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壮烈景象，让台

下的不少官兵哽咽。上士秦军深有感

触地告诉笔者：“革命先辈宁可战死，也

绝不后退半步，这正是我们要永远传承

的精神！每次看到这本历经战火而留

存的战地日记，我都会热血沸腾！”

某营教导员黄晓林告诉笔者，为让

这 8 件“传家宝”焕发新的时代光芒，官

兵自导自演，通过歌曲、朗诵、小品、快

板等艺术形式，生动讲述一个个“传家

宝”背后的革命故事。

“14 时 28 分 ，地 动 山 摇 ，党 员 董

亮 用 一 盏 马 灯 照 亮 了 5 个 孩 子 生 的

希 望 ……”榴炮一连指导员叶昌发结

合“传家宝”——一盏马灯，为官兵讲

述连队战士、“全国抗震救灾模范”董

亮的故事。

13 年前，在家休假的董亮遭遇汶川

大地震，他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某中学抢

救学生，在救出 5 名学生后却得知自己

的妹妹已经遇难……返回部队后，董亮

没有对任何人提起救人的事，直至乡武

装部把 3 封感谢信寄到连队，大家才知

道英雄就在身边。曾多次参加抢险救

灾任务的四级军士长杨成良听完后深

有感触地说：“面对受灾的人民群众，真

的会忘记疼痛、忘记疲惫，脑海里只有

救人一个念头。在董亮身上，我看到了

共产党员冲锋在前的姿态。”

晒晒我们的“传家宝”
■匡恒成 阳吉成

“我不服！”

“成绩摆在这儿，不服就再来。”

9 月中旬，南部战区陆军某旅组织

五公里武装越野考核，排长马振培以

1.6 秒 之 差 落 后 自 己 排 里 的 班 长 马 强

龙，在全连排名第二。

眼看两人争着争着就要背起装具

再跑一次，笔者把求助的目光转向在一

旁围观的战友：“你们不劝劝吗？”

“嗨，他俩只要一较上劲，在不影响

连队整体工作安排的情况下，不折腾到

筋疲力尽是谁也不会罢休的。”

原来，2019 年年初，二人分别从新

兵集训队和新干部集训队结业下连，马

强龙先来、马振培后到。作自我介绍

时，马振培自信满满：“我从军校毕业，

新干部集训期间，综合成绩优秀……”

轮到马强龙，他也不遑多让：“我是地方

大学生入伍，新训结业考核，获得总评

第一名……”听得出来，这俩人刚下连

就杠上了，都不想被对方比下去。

有一次，连队围绕“传承红色基因、

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组织授课，课后

以排为单位进行讨论交流。“红色基因是

一种革命精神的传承，老红军的光荣传

统不能丢。”马振培结合自己在院校打下

的理论基础侃侃而谈。而马强龙却觉得

他的发言不够接地气，直接抛出了自己

的观点：“按我的理解，这强军重任归根

结底就是 4个字——能打胜仗。”

主持讨论的连干部觉得他俩说得

都不错，就让二人把发言整理出来，贴

在了连队学习园地里，供大家学习借

鉴。得，看来这次又打了一个平手。

两 个 人 在 训 练 场 上 的 暗 中 较 量

更 激 烈 。 3000 米 跑 、单 双 杠 、仰 卧 起

坐 ……这次你超过我，下次我就打败

你，“火药味”越来越浓。

可是比着比着，各自的短板和优长

也越来越分明，比如 400 米障碍，两人

的水平高下立判。

马强龙新训期间没有接触过这个

课目，是十足的“门外汉”。而马振培在

军校读书时已经练了几年，动作轻盈、

节奏顺畅，纵观全连也是一把“好手”。

见 自 己 的 成 绩 提 升 缓 慢 ，一 个 周

末，马强龙决定“低头”向马振培请教，

但话一出口，还是带有挑衅的味道：“教

会徒弟饿死师傅，你敢教我吗？”

马振培二话不说，直接将马强龙拉

到 400 米障碍场，逐个讲解过障技巧，

可谓倾囊相授。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

马强龙的成绩很快追了上来。

从那之后，“你敢不敢教？”“你敢

不敢学？”成了两人之间特有的交流用

语 ，让 人 闻 之 忍 俊 不 禁 却 又 热 血 沸

腾。他俩的“争斗”也带动了战友，全

排“比学赶帮超”氛围日益浓厚，各项

工作水涨船高。

去年 6 月，因为岗位不同，马振培

被选中参加集团军某专业尖子集训，马

强龙则去参加新装备试训。可即便如

此，两人也要相约“隔空对战”，隔三差

五 通 上 一 次 电 话 ，开 始 说 的 是“ 下 战

书”，聊着聊着，就叙上了战友情。

孰 强 孰 弱 ，还 得 靠 成 绩 说 话 。 最

终，马振培在集训比武考核中斩获第二

名，马强龙则作为代理班长，带领全班

圆满完成新装备第一次实弹射击任务，

而且首发命中、发发命中。

两人的成绩不好放在一起比较，但

连队领导心里早有一杆秤。鉴于他俩

日常工作积极、各方面表现优异、模范

带头作用突出，连队党支部给二人同时

报请三等功，最终得到批准。马强龙还

多了一“喜”——被正式任命为班长。

看来，这“二‘马’相争”还得继续下

去……

二“马”相争：“火药味”浓，战友情重
■刘光镇 唐幼珣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 涵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

亲……”秋风送爽，塞北某驻训场临

时 搭 设 的 简 易 舞 台 上 ， 一 首 豫 剧 版

《唱支山歌给党听》 深切表达了官兵对

党的真挚感情，赢得阵阵掌声。这是

中部战区陆军文艺轻骑队深入演训一

线的第 4 场演出。

进入秋季，部队演训任务骤然增

多。该战区陆军组织文艺轻骑队开展

主题为“铁心跟党走、竭诚谋打赢”

巡 演 活 动 ， 采 取 寓 教 于 乐 等 多 种 方

式，为野外驻训官兵送上文化大餐。

1927 年 9 月 ， 罗 霄 山 脉 雾 气 沉

沉 ， 由 于 接 连 遭 遇 失 利 ， 毛 泽 东 率

领 的 秋 收 起 义 部 队 由 5000 余 人 锐 减

至 1500 余 人 ， 悲 观 情 绪 笼 罩 着 整 个

队 伍 …… 情 景 报 告 剧 《永 远 的 堡

垒》 采用情景再现的方式，生动讲述

了三湾改编时期，某旅“红一连”的

前身部队成立全军第一个党支部的过

程，让官兵们在党史故事中深刻体会

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在

血 与 火 的 斗 争 中 得 出 的 颠 扑 不 破 的

真理。

紧接着，伴随 《战洪图》 悠扬的

歌声，舞台电子大屏上再现了今年 7

月战区陆军官兵参与河南抗洪抢险的

一个个感人场景。坐在台下的战士李

晓川激动地说：“什么叫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什么叫站稳人民立场？答案

就在这些生动的画面里！”

“这是一场演出，也是一堂生动

的思想政治教育课！”演出结束，某

旅合成一营教导员刘锋瑞如此说道。

文艺轻骑队深入演训一线
■古 斌 本报记者 周 远

主持人：听说您“收藏”了一件宝

贝，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周光贤：也 谈 不 上 什 么 宝 贝 ，就

是 一 年 多 来“ 首 长 信 箱 ”里 所 有 往 来

信件的合订本。从 2020 年 5 月起，我

每天晚上与基层主官通过网上“首长

信 箱 ”进 行 交 流 。 需 要 说 明 的 是 ，这

里所说的“首长信箱”，不仅仅是反映

问 题 的 民 主 渠 道 。 早 在 信 箱 设 立 之

初 ，我 就 与 各 基 层 主 官“约 法 三 章 ”，

主 要 谈 论 思 想 政 治 工 作 领 域 的 具 体

人 和 事 ，当 然 也 包 括 意 见 建 议 、工 作

感悟或心得体会等。同时，坚持自愿

原则，基层主官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写 或 不 写 ；坚 持 实 事 求 是 原 则 ，所 写

内 容 必 须 符 合 实 际 ，不 能 光 说 好 话 ；

坚 持 简 约 原 则 ，不 规 定 字 数 ，不 给 基

层 增 添 负 担 。 然 而 ，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 ，给 我 写 信 的 除 了 基 层 主 官 ，越 来

越多的义务兵、军士和排长也加入到

对话的行列，“首长信箱”的内涵和外

延也随之不断拓展。截至目前，已累

计 收 到 一 万 多 封 来 信 ，每 一 封 我 都

尽可能看完，重点回复了其中的 2000

多封。

主持人：看来这个“首长信箱”很

火爆、深受官兵欢迎。您这么做，出于

什么考虑？

周光贤：单 位 实 际 使 然 吧 。 其

一，我们支队有 40 多个点位，散布在

驻地的角角落落，有些点位支队领导

经 常 去 ，而 有 的 很 长 时 间 才 能 去 一

趟，导致掌握的情况不均衡；其二，支

队 领 导 平 时 与 各 基 层 主 官 直 接 交 流

的机会并不多，即便是到各点位现地

检 查 ，也 大 多 停 留 在 工 作 层 面 ，对 他

们缺乏深入的了解。不深入了解，就

很难谈得上激励与监督，最终受影响

的 是 干 部 队 伍 培 养 和 选 人 用 人 ；其

三 ，支 队 很 多 决 策 部 署 需 要 统 一 思

想 ，需 要 问 计 官 兵 ，而“首 长 信 箱 ”能

够 很 好 地 解 决 这 一 问 题 。 当 然 ，“ 首

长 信 箱 ”最 核 心 的 功 能 ，还 是 拉 近 党

委机关和基层之间的距离，包括思想

上 、认 知 上 以 及 情 感 上 的 距 离 ，更 好

地 树 立 起 党 委 机 关 的 威 信 和 良 好 形

象，这样不仅推动支队党委的建设理

念 、决 策 部 署 直 达 基 层 末 端 ，也 能 及

时以基层的视角，回看党委机关的思

路和举措是否正确，并作出调整。

主持人：阅读一万多封来信，写了

2000 多封回信，工作量很大，您是怎样

坚持下来的？

周光贤：设立“首长信箱”本身就

是向全体官兵许下的承诺，代表的是

党委机关的形象，必须说话算数。如

果半途而废或者虎头蛇尾，我们这一

级组织还有啥公信力可言呢？此外，

基层官兵对“首长信箱”期望很高，很

多营连干部不是每天晚上给“首长信

箱”写信时才去看，而是早中晚必看一

次，看看大家反映了什么问题，我是怎

么回复的。有的基层主官谈到，每当

自 己 单 位 的 做 法 在“ 首 长 信 箱 ”被 表

扬 、被 转 发 时 ，感 觉 一 整 天 都 干 劲 十

足。单凭这一点，就足以成为让我坚

持下去的理由。

主持人：截至目前，“首长信箱”已

经设立了 1 年零 4 个月，您认为它给单

位建设发展带来了哪些变化？您本人

又有哪些收获？

周光贤：我认为最主要的变化，就

是党委机关在基层官兵中的公信力得

到有效提升，政治工作的威信进一步

立起来了，党委机关与基层、支队领导

与官兵联系得更紧了，彼此间的认同

感、信任度都得到了巩固加强，上上下

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对我个

人而言，最大的收获是让官兵们感到

党委、领导和机关一直在关心关注他

们，“基层至上、士兵第一”这句话没有

蹈空走虚。同时，群众的智慧是无穷

的，我也通过“首长信箱”学到了官兵

们的好思想好作风；还有一点非常重

要 ，就 是 借 助“首 长 信 箱 ”，我 达 到 了

“识人”的目的，基层干部哪些想干事

创业、哪些能主动担当作为、哪些有发

展潜力等等，通过长时间的信件交流

有了一定的了解和掌握。

主持人：“首长信箱”的效用不是

立竿见影的，而且绝大部分是“隐绩”

而非“显绩”，您如何看待这一点？

周光贤：其实，“首长信箱”里发生

的一切实质上就是抓基层、打基础工

作，是需要久久为功、善作善成的。就

像栽花，如果离开肥沃的土壤，再好的

品种也存活困难；但若是我们用心培

育土壤，外加浇水施肥，鲜花盛开只是

早晚的事。正因如此，我选择先去培

育土壤。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个

“福”，时间有长短，成效有隐显，就看

你树立什么样的政绩观了。如果哪一

天，我离开现在这个岗位，官兵们说我

还 是 做 了 一 些 实 事 ，我 就 心 满 意 足

了。当然，身为党委书记，我追求的更

高目标是给单位留下一个心气顺畅的

工作环境、一支积极向上的人才队伍、

一个凝心聚力的党委班子。

这
个
﹃
首
长
信
箱
﹄
为
何
如
此
火
爆

■
王
成
滨

本
报
记
者

张

良

写 在 前 面

9 月 16 日，火箭军某部举行欢迎新兵

仪式，让新兵一下车就感受到部队大家庭

的温暖。

李盼锋摄

欢迎你
新战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