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顾问答读者

仲秋时节，一场红蓝对抗演练在辽

西某训练场打响。面对蓝军设置的多

处障碍，指导员李龙刚带领党员突击队

率先发起进攻，他们沿着峡谷一路绕

行，从蓝军防守薄弱的侧面快速展开攻

击，一举突破蓝军的核心据点。

硝烟散尽，那面插在阵地最高处的

“战斗模范连”战旗，在夕阳的余晖下格

外引人注目。

看着猎猎飘扬的“战斗模范连”战

旗，我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回想起

来，今年是我在“战斗模范连”冲锋的第

9 个年头了。还记得刚下连时，当我看

到连队荣誉室那面布满弹孔、褪了色的

“战斗模范连”战旗，就被深深震撼了。

指导员为我们讲述连队官兵浴血奋战、

赢得战旗的光荣战史，我至今记忆犹

新。

1943 年 5 月 20 日，连队前身部队

与 200 余名日伪军展开激战。子弹打

光后，全连官兵端起刺刀、抡起大刀冲

入敌群，展开白刃格斗，敌人连续发起 3

次冲锋均被官兵击退，有的战士刺刀拼

折了，便用枪托打、用石头砸，直至将敌

人打得仓皇逃窜。战后，连队官兵因作

战顽强，被淮海军分区授予“战斗模范

连”荣誉称号。指导员讲完后，我对革

命先辈肃然起敬，庄严地向战旗敬了一

个军礼。

为了传承弘扬战旗精神，在连队每

一任党支部书记上任和发展新党员时，

连队党支部都会开展“向战旗致敬”活

动，党支部书记带领官兵重温战旗历

史，党员代表讲述战斗故事，激励引导

大家不忘革命传统、弘扬战旗精神。

在日常工作生活中，连队党员干部

带头扛红旗、打头阵，处处当先锋、作表

率。一次，部队赴高原驻训，到达当天，

在清理营房时遇到突发情况，工作量骤

增。大家从上午干到晚上开饭，还有部

分建筑垃圾没有清理。为了确保连队

官兵当晚能入住，党员自发站出来，让

我们先开饭，他们则抡起铁锹、扫把继

续收尾。直到我们吃完饭洗好餐盘，他

们才大汗淋漓地走向饭堂……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党员们一

次次冲锋在前、一次次默默付出，让我

敬佩，也让我心向往之，逐渐萌生了加

入党组织的想法。然而，我写完入党申

请书后，却迟迟没有上交，因为我觉得

自己和连队的党员们相比，还有不小的

差距。

2015 年 9 月 3 日，在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大阅兵中，“战斗模范连”战旗和武

警部队抗战英模部队方队一起光荣通

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

那一幕，令连队官兵热血沸腾；那一幕，

也让我内心激动无比。

我鼓足勇气，向连队党支部递交了

入党申请书。“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是追

求进步的表现，敢于迈出第一步，追梦

的路途就不会遥远。”指导员听完我的

思想汇报后这样说，并鼓励我在工作生

活中时刻对照党员标准，不断弥补自身

差距，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党员。

不久后，上级给连队配发了一批新

装备，要求即刻开展试训，尽快形成战

斗力。正当连队干部为缺乏专业人才

而发愁时，我自告奋勇加入由党员和骨

干组成的攻坚小组，主动受领其中一项

操作的攻关任务。我白天铆在训练场，

晚上加班研究教材，结合自己掌握的机

械操作专业知识，很快便成了“专业

通”。为了摸清寒冷天气对装备性能的

影响，我在零下 20多摄氏度的严寒中，

在冰冷的地上一趴就是 2 个多小时。

最终，连队提前完成试训任务，在之后

的实兵演练中“一炮打响”，发挥了关键

作用。

凭借着这股钻劲，我逐渐成为连队

装备操作和修理的骨干，多次在装备操

作比武中夺得名次。2017年 5月，我终

于圆了自己的梦：被连队党支部吸收为

预备党员。召开支部党员大会的那天

晚上，我激动地在日记本上写下：“站在

奋斗的新起点，我要追随英雄的战旗继

续冲锋！”

部队调整改革后，连队调整为某专

业中队，新的训练大纲也开始实施。面

对一大批新的训练课目，我主动请缨，

带领大家摸索训练方法和路子。

那段时间，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

下，不少战士都颇感焦虑，看到一个个陌

生的课目无从下手。“一名党员就是一面

旗帜，关键时刻，必须要站出来、顶上

去！”我这样鞭策自己。随后，我结合课

目特点、装备性能和人员专业特长，为每

个人进行分工，带领他们加班加点，逐个

环节攻关钻研，很快取得了突破：驾驶员

徐会东待在装甲车内，一练就是一天，在

综合驾驶比武中夺魁；射手陈鹏反复摸

索车载机枪短停间射击技巧，在考核中

取得5发 5中的优异成绩；卫生员赵明雪

一心钻研新教材，写了一大本学习笔记，

成为支队战伤救护课目的教学骨干。

这几年，我先后带出一批专业骨干

人才，有 2 人被保送入学，4 人立功受

奖，12人选晋士官，我也被支队表彰为

“优秀共产党员”。

国庆节前夕，在中队最新一期“向战

旗致敬”活动中，指导员安排我作为党员

代表发言。站在“战斗模范连”战旗前，

我对战友们说出了心里话：“作为一名党

员，在强军事业中带头冲锋、不断向前，

就是对战旗精神的最好诠释和传承。”

（肖华兴、朱朝阳整理）

冲锋，让战旗永远招展
■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上士 萨础日拉胡

海军陆战队某旅供应运输科助理

员徐蔚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分管的工

作连续几个月被评为“优”的纪录，在 8

月份的月工作总结会上被终结。回想

个中缘由，徐蔚的心里五味杂陈。

今年第二季度以来，该旅扎实开

展“ 我 为 群 众 办 实 事 ”实 践 活 动 。 为

此，他们专门组织了一批基层信息员

收集官兵意见，并规定每月召开为基

层办实事总结会，机关各业务部门认

领矛盾问题、明确时间节点、细化解决

方案。一系列务实举措，赢得基层官

兵好评。

“驻训官兵训练任务重、课余时间

少，能否为我们配备几台洗衣机……”

会上，收到官兵反映的情况，徐蔚立即

认领问题。按流程上报后，旅党委很

快批准，将一批洗衣烘干一体机配发

至驻训点各基层营连。

8 月份月工作总结时，供应运输科

将此事列入为基层办实事解难题的亮

点工作。不承想，还没来得及上报，一

盆凉水就泼到了徐蔚头上：不少基层

单位官兵反映，新配发的洗衣机使用

率不高，造成了资源浪费。

暖 心 事 为 何“ 遇 冷 ”？ 徐 蔚 走 进

基层一探究竟。“驻训点电压不足，多

台 洗 衣 机 无 法 同 时 运 转 ”“ 人 多 机

少 ，抱 着 脏 衣 服 半 天 排 不 上 队 ”……

基层官兵们的一句句“吐槽”，让徐蔚

红了脸。

“工作中存在重形式、轻实效的现

象，缺乏实事求是、跟踪问效的狠劲韧

劲。”接受官兵的“吐槽”，徐蔚主动撤

下“成绩单”，向旅党委递交检讨书。

该旅党委机关迅速对基层官兵的

意见建议进行二次梳理，同时安排人

员随机走访，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落 实 情 况 大 检 查 ，发 现 诸 如“ 新 修 的

体能训练场器材维修不及时，影响训

练效果”“食堂‘定制菜单’形同虚设”

等 10 余个服务基层不见效的问题，相

关单位被旅党委责令限期整改。

很快，该旅对驻训点营房电路进

行升级改造，并通知各营，可以根据

训练计划错时安排洗衣机使用时间。

“评判机关工作绩效，要以基层官

兵是否满意为标准。这需要我们机关

干部端正态度、扑下身子，了解基层

官兵的真实需求，走出自我设计、自

我循环、自我满足的怪圈。”该旅领导

告诉笔者，“为基层办实事，就是要实

实在在解难题，决不能拍脑门、想当

然，留下‘半拉子工程’，这也是推动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走深走实

的关键一步。”

暖心事“遇冷”为哪般
■李桂林

谢顾问：

您 好 ！ 我 是 一 名 新 毕 业 的 飞 行

员。来新单位报到已经 3 个月了，感觉

新单位和我想象中的并不一样。在军

校时，我能按时按质完成理论学习和飞

行 训 练 。 来 到 新 单 位 后 ，面 对 同 种 机

型，我却总感觉自己适应不了训练的节

奏。我知道不在地面把问题解决掉，是

绝不可以上飞机的。所以想请问谢顾

问，面对新挑战，我该如何快速让自己

胜任新战位？

某部飞行员 小 林

小林战友：

你好！非常感谢你的信任。看得出

来你有很强的飞行事业心，很希望自己

能较快适应新单位的工作节奏。同时你

能认识到问题不解决，不能上飞机，对飞

行保持敬畏之心，这种严谨的工作态度

是正确的。

在这里，就你提出的问题，我想分享

一些我的经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从校门到营门，面对角色的转换，面

对环境的变化，如何尽快适应基层任职

的需要，确实会让人心存焦虑，但只要找

到了方法，焦虑是能够克服的。

你在军校时，有队干部落实日常管

理，有飞行教员进行理论授课，指导地

面预习和空中实操，生活、学习中的每

一项工作都有引路人。而来到基层单

位，身份的转变，意味着我们必须学会

主导自身发展，扎实完成好各项工作，

通过提高能力素质成长进步。

首先，应当注重对飞行理论知识的

学习。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对

飞机性能的掌握是必要前提，飞机在空

中的每个正确姿态都来源于飞行员的精

准操控。系统学习飞行理论，深入掌握

飞行原理、飞行控制、动力系统，能有效

提升解决飞行中突发问题的能力。应着

力避免“爱实操，不爱理论”，原理的学习

要结合飞机实操。在院校时，我们学习

的大多是飞行的基础起降。到新单位

后，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要紧贴实战背

景深入研究每一次起飞降落，高效地完

成实际飞行任务。同时，在日常工作之

余，要积极主动向老同志请教飞行经验，

学习把握空中临机处置特殊情况的方法

与重点。飞行能力的提升来源于日积月

累，主动学习，充分利用空中时间精练每

一个动作，不要浪费每一次有限的飞行

时间。

其次，把战位当作新的“学位”，争做

学习的主人。到部队后，训练装备相同，

但训练理念更向实战聚焦。应当明确自

己在团队建设中的战位，努力在学习中

实现由院校以“训”为主向部队以“战”为

主的转变，真正带着思考学、带着问题

学。每一次升空都要有新目标、发现新

问题，回到地面后在解决问题中形成新

认识。为了团队战斗力的提升，我们必

须下苦功去“攻读”实战的新“学位”。

再次，在飞行训练中注意不断突破

遇到的“瓶颈”。新课目的学习总是由理

论出发，完成空中实操后，回到地面讲评

总结，循环递进。对于成长不能急于求

成，过大的心理压力会影响学习成效和

身心健康。新干部到基层后应找准自己

的差距，踏实做好眼前的工作。差距并

不可怕，恰恰是成长进步的台阶。缩短

差距的过程，就是成熟心智、精通业务、

增长能力的过程。

最 后 ，还 想 再 唠 叨 几 句 。 人 的 成

长 成 才 有 规 律 可 循 ，没 有 谁 随 随 便 便

就能成功。“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

之 台 ，起 于 垒 土 。”基 层 是 人 才 成 长 的

沃 土 。 在 基 层 岗 位 的 磨 炼 ，是 成 才 的

必修课。

愿每一名年轻飞行员，时刻牢记初

心使命，满怀“鹰击长空打胜仗”的豪情，

在新的岗位上锐意进取，早日实现人生

目标。

海军某部 唐 睿

“雏鹰”如何胜任新战位

10月 6日

点 评

军媒视窗

当前，随着“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逐步深入，一些单位在服务基

层、抓建基层方面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有的收集基层意见建议不准确、不到

位；有的对相关举措落地落实情况跟

进不及时……

党委机关为基层办实事不是“应急

输血”，根本目的在于形成工作机制，提

高基层建设水平，促进基层自建能力。

这就要求各级正确研判矛盾堵点、切实

找准问题症结，确保帮建工作纵向到

底、横向到边，不见成效不撒手、不达目

的不收兵；加强过程管控，形成闭合回

路，适时组织“回头看”“回头评”，既有

程序监督也有结果监督。各级党委机

关要拿出持续用力、久久为功的劲头和

敢于接“烫手山芋”、挑“千斤重担”的勇

气，看到问题背后的问题、把准需求背

后的需求，既主动靠前、积极作为，又全

程跟进、托底负责，真正把“我为群众办

实事”办成经得起实践检验、经得起官

兵检验的“满意工程”。

常问“好事办了，办好了吗”
■王汉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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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某旅组织新排长

参观旅史馆和荣誉

连 队 连 史 馆 ，学 习

旅 队 光 荣 历 史 、红

色 传 统 ，强 化 新 排

长 传 承 红 色 基 因 、

争当英雄传人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图

为 10月 11日，新排

长参观荣誉连队连

史馆。

程致远摄

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南海前哨钢八连”在党史学习教育中，通过重温连史、探访先辈足迹、重温入党誓词等方式，教育

引导官兵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艰苦奋斗、拒腐防变”的连队精神。图为 9月下旬，连队干部为战士们讲述“老班长石屋”的

故事。 本报记者 栾 铖摄

“ 古 往 今 来 有 大 成 就 者 ， 诀 窍 无

他，都是能人肯下笨功。”少数人自认

为很聪明，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只

想着事半功倍、“抄近道”，而不愿下

笨功夫，甚至不屑于下笨功夫，最终

难逃平庸的结局。“天下之至拙，能胜

天下之至巧。”很多人之所以不成功，

缺的不是才智，而是肯下笨功的精神。

笨功是一种甘把“冷板凳”坐热的

定力。坐冷板凳不易，把它坐热就更不

易。需要不为名所困，不被利所惑，不

受杂念所累，执着于内心的信仰信念。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泽山，用一个多甲子

的时光，心无旁骛地扎根于火炸药领

域，硬是把冷门专业做“火”、冷板凳坐

热。正如他经常说的：“专业无所谓冷

热，只要祖国需要，任何专业都一样可

以大有作为。国家需要就是我研究的

方向。”这样一种甘坐“冷板凳”的情怀

与担当，令人敬佩。

笨 功 是 一 种 “ 千 磨 万 击 还 坚 劲 ”

的意志。“困难与折磨对于人来说，是

一把打向坯料的锤，打掉的应是脆弱

的铁屑，锻成的将是锋利的钢刀。”奥

斯特洛夫斯基在 16 岁时，因作战腹部

与头部严重负伤，右眼失明，后又因

关节硬化而卧床不起。但他没有躺在

功劳簿上向祖国和人民伸手，而是忍

受着病痛的折磨，向着自己的目标攀

登，终于完成了巨著 《钢铁是怎样炼

成的》。

笨功是一种“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的品质。“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

虽团岂是珠。”无数事例证明，成功和

卓越都是经由下笨功而实现的。大国

工匠徐立平，被誉为航天“一把刀”。

0.5 毫米，是航天发动机固体燃料药面

精度允许的最大误差，而徐立平整形

的精度不超过 0.2 毫米，他的每一刀都

堪称完美。30 多年的练习打磨，经他

“雕刻”的火药，让一件件大国利器华

丽绽放。成就卓越需要笃定正确的人

生航向坚定前行，不气馁、不懈怠，

坚持脚踏实地，不断超越自我。

下“笨功”，获成功
■何剑平

读者论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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