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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基层建设纲要》明确，各级

应当建立和落实“当兵蹲连”的抓基层

工作机制。蹲点工作做得好不好、实

不实，基层官兵最有发言权。蹲点干

部代表着一级机关的形象，要靠真蹲

实帮赢得官兵尊重信赖。

“身入”更要“心入”。机关干部到

基层蹲点前，应了解蹲点单位的建设

基础、官兵情况、现实环境等，到达后

在进一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迅速有

的放矢开展工作。俯下身子、拉近距

离，自觉与官兵实行“五同”，打开官兵

的话匣子，如此才能了解基层实情。

“发现”更要“解决”。发现和解决

问题是蹲点的目的所在。在了解实情

的基础上，不能“凭经验”或“想当然”，

还应深入调查研究，站在蹲点单位实际

考虑，切实找准问题症结所在。在解决

过程中，应拿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的勇气和“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毅力，持

续跟进，确保好事办好、不留“尾巴”。

“授鱼”更要“授渔”。提高基层自

建能力是党委机关指导帮带的着力

点。蹲点干部解决问题不能只盯着表

面、只看到短期，要以“主人翁”心态立

足长远。一方面，充分发挥自身经历、

思维、业务等方面的优势，将平时积累

的好理念、好方法传授给基层干部骨

干，帮助他们提升本领。另一方面，积

极与蹲点单位官兵一同搞好全面建设

形势分析，研究对策措施、给出合理建

议 ，通 过 练 强“ 内 功 ”实 现 可 持 续 发

展。此外，还要在蹲点结束后“常回家

看看”，确保成效长久巩固。

真蹲实帮才能赢得信赖
■唐颢原

组织领导和机关干部定期下连当兵或蹲连住班，既是发扬我军光荣传统，

也是领导机关依法履职尽责、改进工作作风、密切官兵关系、促进基层全面建设

的现实需要。当前，部队各项战训任务繁重，机关和基层的时间都十分宝贵。

蹲点干部不能只满足于“蹲”到了、“帮”过了，要真蹲实帮，奔着问题去、解决问

题回，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使蹲点的效益最大化。请看来自南部战区空军雷达

某旅两则关于蹲点的故事。

蹲点，往下再蹲实一些

初春时节，随着天气转暖，南部战

区空军雷达某旅某高山雷达站的健身

房人气高涨。正在该雷达站蹲点的旅

纪检监察科科长江舟与官兵一同挥汗

如雨。看着宽敞的场地、丰富的器材，

想起自己曾为健身房改造出过一分

力，江舟感到十分自豪。

去 年 年 初 ，江 舟 到 该 雷 达 站 蹲

点。在与官兵“五同”的过程中，狭小

的健身房引起他的注意。不足 20 平

方米的健身房里，放置着跑步机、动感

单车、卧推架、拳击沙包等大小 10 余

种训练器材，看上去十分拥挤。

“以前因器材短缺发愁，现在因器

材太多烦恼。”该雷达站指导员张智

说，之前机关干部下连蹲点时，该站反

映了官兵室内锻炼器材不足的问题，

机关受理后很快为他们配发了一批训

练器材。但站里由于房间紧张，只能

将器材堆在一起，导致官兵的健身问

题只解决了“一半”。

“有没有别的办法？”面对江舟的

疑问，张智没有直接作答，而是带他来

到距离宿舍楼不远的两间装备仓库

前。“只要把待报废的方舱挪个地方就

能解决。”张智言语间有些犹豫。因为

涉及机关多个业务科室，沟通协调的

事让他为难。

“回应关切”，还应多问“是否满

意”。蹲点结束后的总结会议中，江舟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回应官兵需求，

为基层配发物资器材，本是帮困解难

的暖心事。但如果对落实情况和配套

措施跟进掌握不及时，就容易给官兵

带去‘幸福的烦恼’。”不少蹲点干部和

基层雷达站主官接着江舟的话畅所欲

言，“机关为基层临时来队家属房新购

置的沙发，因尺寸略长影响开关门，人

员进出时容易磕磕碰碰”“新配发的取

暖电油汀，没有考虑营区线路老化、电

压 不 足 的 问 题 ，导 致 不 能 同 时 使

用”……10 余个前期蹲点干部带回并

已经“解决”的问题，再次被提上议程。

江舟带回的问题当场由训练、装

备、营房等业务科室共同“接单”。经过

一番协调，装备科在符合封存装备管理

规定的前提下，将待报废方舱转移到该

雷达站阵地旁空地，用其他方式进行封

盖。腾出空房后，营房科将两间库房打

通，进行墙面和线路改造装修。训练科

根据实际情况再增减部分器材。

好事办好，官兵叫好。没过多久，

该雷达站官兵就用上了崭新的健身

房，各类健身器材真正实现“物尽其

用”，成为官兵提升体能训练成绩的好

伙伴。

解决问题，不能解决“一半”
■夏火炎

“唐参谋，大伙儿真诚邀您再次到

我站蹲点帮带……”3 月上旬，南部战

区空军雷达某旅组织机动比武轮训，

该旅训练科参谋唐义满刚到训练场，

就被各雷达站训练骨干团团围住。看

着一个个熟悉的面孔，唐义满不禁回

忆起去年蹲点之后，组建军事训练巡

回帮带小组的经历。

去年 8月，由于某雷达站站长执行

驻训等任务不在位，机关选派唐义满赴

该站蹲点代职。其间，他发现该站官兵

存在参训积极性不高、训练效率低等问

题。为此，他经常铆在训练室带着官兵

开展训练。经过一段时间“督导”后，官

兵们的训练热情和训练成绩有了明显

提升。

然而，唐义满归队仅 1 个多月后，

他听闻该站在第三季度军事训练考核

中因成绩靠后受到通报批评。面对唐

义满的疑问，该站副站长张石勇连声

叹气：“机关抓一抓就见效果，一放松

又‘打回原形’。”经过反复沟通和深入

分析，唐义满认为，该站训练水平一直

不高的根源在于缺乏训练骨干，导致

组训方法单一等问题突出。

帮抓见效，不能“见好就收”，而要

多思能否收到长效。唐义满立即向旅

领导汇报情况，并建议在全旅范围内

遴选素质过硬、经验丰富、责任心强的

优秀训练骨干成立军事训练巡回帮带

小组，由他带队再次赴该雷达站，有针

对性地蹲点帮带一段时间。

这个建议很快得到批准。唐义满

再次来到站里，和帮带小组成员对该

站训练骨干进行系统全面评估，对存

在问题和薄弱环节“各个击破”，通过

传授组训方法、纠正错误做法等为该

站选拔和培养了数名训练骨干，打好

后续训练工作基础。

一石激起千层浪。此后，唐义满

接到基层的“求助”电话越来越多。在

旅领导支持下，今年年初，唐义满与帮

带 小 组 筛 选 了 6 个 骨 干 力 量 相 对 薄

弱、自主抓训能力欠缺、处于后进梯队

的雷达站，采取“蹲 10 天具体帮”的方

式依次开展专项蹲点，“解剖麻雀”拿

出解决办法，受到基层官兵的欢迎。

让唐义满欣喜的是，他的“成功案

例”正在被不断复制。旅机关在全面

摸清各基层雷达站建设薄弱环节的基

础上，集中全旅精干力量组建装备抢

修、心理骨干等小分队，分赴有需求的

基层雷达站持续开展帮抓帮带活动，

按照“上半年一对一精准帮，下半年逐

一回头看”的思路，力求实实在在提升

基层自建能力，强化基层“造血”功能，

在抓长久、抓反复中推动基层建设持

续向好发展。

帮抓帮带，不能“见好就收”
■李彦晓

军媒视窗

3月 21日

尽 管 过 去 了 40 多 年 ，但 在 交 流

中 ，3 位 老 兵 之 间 互 相 的 称 呼 仍 透 着

一股亲昵，仿佛她们还是当年那群风

华 正 茂 的 话 务 女 兵 。 王 莉 莉 后 来 提

干当了排长，周红勤和贺玲英亲切地

称她“莉莉排”，周红勤和贺玲英则被

称为“小周”和“小贺”。

提起在电话连的日子，她们仿佛有

说不完的话、讲不完的故事。因为，“那

是我们一生中最难忘的回忆”。

20 世纪 70 年代，人工总机作为全

军通信工作的“窗口”单位，面临着设备

相对落后、战士文化水平偏低、没有统

一教材等诸多困难。1975 年，原沈阳

军区在空军某团电话连召开现场会议，

王莉莉作为主讲人，汇报了电话连此前

连续两年被评为军区话务全程协作竞

赛优胜单位的工作经验。原沈阳军区

对电话连的先进经验给予肯定，并把编

写话务员训练教材的任务赋予她们。

电话连在全连进行挑选，最终选定王莉

莉、周红勤和贺玲英这 3 名年年被评为

“三满意”话务员的业务骨干，承担起编

写训练教材的艰巨任务。

任务“艰巨”，是因为当时 22 岁的

王莉莉和贺玲英、20 岁的周红勤虽然

是话务连的老兵，但都只有初中文化程

度。她们要编写训练教材的消息传出，

有人为她们担心，也有人认为“几个女

战士怎么能著书立说”。但在连队干部

的悉心指导和热忱鼓励下，3 位女兵勇

敢挑起重任。资料缺乏，她们认真搜集

军内外话务工作的经验，虚心向地方上

有经验的老话务员求教。个人实践经

验有限，她们发动全连战士人人献计、

共同商讨。她们还到不同型号的机台

上反复实践操作，调查了解各单位使用

电话的规律和常用军语，为编写教材提

供了可靠依据。

针对话务“四功”训练法，3 个人各

有分工。王莉莉主要负责“脑功”和“手

功”训练教材的编写。“脑功”即背记，面

对几千组电话号码和几十条线路，王莉

莉和战友们不分昼夜地在机房里背，睡

觉前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背。全连

官兵集智攻关，总结出“顺序记忆、交叉

记忆、对比记忆、跳跃记忆、形象记忆、

趣味记忆”等多种方法。

“手功”指插塞、拔塞。想要快速接

转电话，需要下一番苦功。“王莉莉的

‘手功’最快，最快时 1 分钟能接转 45 件

电话，要反复插塞、拔塞百余次。”周红

勤回忆。为了保证手“快、准、牢”和腕

“平、活、稳”，她们把整套动作分解成

“抓、提、插、拔、放”，提高了接转效率。

练习中，为了加快动作频率，她们经常

累得胳膊都抬不起来，手指也磨破了。

“ 耳 功 ”部 分 由 贺 玲 英 负 责 。 练

“耳功”要做到“听音知人”。贺玲英和

战友们扛着老式录音机，走访近千名

相关用户，采集声音，总结口音、语调，

做到一接起电话就能预判用户的姓名

和单位，提高了接转速度。“现在，我们

还记得一些用户的名字和当时的电话

号码。”贺玲英说。

周红勤负责的是“口功”。那时，很

多战士的普通话不标准，影响了话务工

作顺利进行。电话连专门成立普通话

培训小组，通过读报纸、听广播等方式

进行培训。周红勤回忆，连队加强对

“口功”的训练后，机关对话务员的满意

度达到了百分之百。

训练教材初稿完成后，经过电话连

官兵多次修改，在机台上反复进行检验

性操作，并到兄弟部队的通信分队试讲，

广泛征求意见，让教材更加充实完善，符

合实战要求。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军

第一部话务员训练教材《话务员“四功”

训练教材》诞生了，话务兵的“脑功、耳

功、口功、手功”系统训练法由此推广至

全军。这套教材也成了该连的“传家

宝”，被一代代话务兵传承下来。

时光荏苒，薪火相传。当年的装备

设备已更新换代，电台和插塞、拔塞变

成纵横环绕的银线电波。面对新时代

新特点，话务女兵再次群策群力，开发

了模拟训练软件，进一步总结提炼出新

“四功”训练法，让话务工作训练方法有

了新的飞跃。

视频交流中，3 位老兵看到年轻的

话务女兵坐在电脑前，手指轻轻敲击键

盘接转电话，不禁感慨：“40 多年过去，

变化可真大。现在一机一线就可以传

达号令，真好！”

“正因为接过了你们的‘接力棒’，

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成果。”话务连指导

员高悦洋向 3 位前辈介绍，经过该连一

代代“话务人”的努力，她们先后被表彰

为“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全军巾帼建功

先进集体”和“全军先进话务台站”，荣

立集体一等功 1 次、二等功 3 次，连队党

支部连续多年被上级评为“先进基层党

组织”。

岁月如歌。无论是老一辈电话连

女兵，还是新时代话务女兵，三尺机台

始终是她们青春闪光的战位，备战打赢

永远是她们矢志不渝的追求。

图①：原沈阳军区空军某团电话连

女兵进行业务交流。

图②：王莉莉（左一）正在介绍快速

拨号经验。

图③：原沈阳军区空军某团电话连

女兵开展“四功”训练。 王莉莉供图

图④⑤：北部战区空军通信某旅话

务连女兵进行业务训练。 徐浩钧摄

图⑥：北部战区空军通信某旅话务

连女兵组织宣誓活动。 杨 盼摄

制图：扈 硕

三尺机台 芳华绽放
——北部战区空军通信某旅话务连女兵从三位前辈的事迹中汲取奋进力量

■李 爽

北部战区空军通信某旅话务连荣誉室，橱窗

里最显眼的位置，摆放着一张 1976 年 3 月 8 日出版

的《解放军报》。

历经岁月洗礼，报纸微微泛黄，但报纸中央的

一则消息依旧醒目，刊载了话务连前身部队——

原沈阳军区空军某团电话连的 3 位女战士“编写

出一部话务员训练教材”的事迹。

当年，该电话连 3 位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女

兵王莉莉、周红勤、贺玲英，系统总结了话务工作

的规律和训练方法，编写了我军第一部话务员“四

功”训练教材，经原通信兵领导机关修改审定后，

在全军通信兵有关单位推广使用。

整理话务连史料的过程中，该旅负责宣传工

作的同志了解到 3 位老兵王莉莉、周红勤和贺玲

英的近况。近日，话务连女兵们和 3 位老兵取得

联系，了解那段光荣历史背后的艰辛付出，在寻

找话务女兵的精神之光中续写“强军有我”的青

春篇章。

女兵·悟

刚 入 伍 时 ，我 其 实 算 一 名“ 后 进

兵”。记得报到当天，我还梳着两条及

腰的大长辫子。晚上，我在屋里收拾东

西，没去参加晚点名。听到屋外的战友

们大声答“到”、大声唱歌，我心里还想

着“她们说话、唱歌怎么都那么大声”。

第二天，班长让我把长辫子剪掉，我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第三天，连队紧急

集合，要求我们背着背包跑到营区对面

的小山上。那天下着雪，山路特别滑，我

掉在队尾，落下很远。我一急之下脱了

大头鞋，光着脚追了上去。从那天起，我

终于知道和老兵之间有多大差距。

起初，我的体能和业务水平都不如

其他战友。可领导和战友们经常鼓励

我。我在业务训练上更加努力，一步步

地成长，终于迅速成长起来。

——原沈阳军区空军某团电话连

二排排长 王莉莉

当年，我们这批女兵大多来自城市，

入伍后一时难以适应部队的艰苦生活。

不过，我们明白入伍是十分光荣的事，都

积极要求上进。那时部队提倡去除“骄、

娇”二气，我们每天都想着怎么提高自

己，身在苦中不言苦，还比着“吃苦”。

东北的冬天，冰天雪地里，我们跳

进猪圈刨猪粪。一锄头下去，冰碴直接

溅到脸上，没有一个人抱怨。在地下室

值班，练习插塞时，我们的双手冻得几

乎没有知觉。

当兵之前，我们没吃过这些苦。越

是艰苦的条件，越是严格的训练，对我

们来说越是一种磨砺和淬炼。后来，即

使离开了军营，我们也不怕面对各种难

题和困境。

——原沈阳军区空军某团电话连

二排六班班长 周红勤

新兵下连后，我被分到作战台，离市

区很远。那个年代，战备任务很重，只要

警报声一响，我们便要从山下快速跑到

山上值班室，说是百米冲刺也不为过。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我终于能够

从容处理各种突发情况。只要我值班，

战友们都比较放心。作战参谋一听到

我的代号，就会说“小贺在”。大家的信

任，激励着我不断在业务上精益求精。

后来有很多人问我，在山里值班，

夏天山洞积水，蚊虫很多，冬天山洞结

冰，冻得人打哆嗦，在那么艰苦的环境

当兵，后悔过吗？我每次都会坚定地

说：“不后悔！”能被分配到任务最艰巨

的岗位，说明组织对我很信任，苦点累

点又算得了什么？

——原沈阳军区空军某团电话连

三排十二班班长 贺玲英

初到话务连，我有些失落，觉得这

里的岗位单调又枯燥。听班长讲连队

历史，得知老前辈曾编写出第一本话

务员“四功”训练教材并推广至全军，

我忽然明白，平凡背后有伟大，每一名

话务兵都必须接受艰苦的历练。

当年，前辈们不舍昼夜地背记几

千组号码，夏天遭蚊虫袭扰，冬天冻得

满手疮，只为了当铃声响起时，能以最

快速度进入工作状态。她们当时的年

龄比我小，却有着令我钦佩的拼劲和

冲劲。随着时代发展，话务工作少了

繁琐的接转流程和繁重的记忆量，在

这么好的工作环境中，我们新一代话

务兵更应该苦练“四功”，把前辈吃苦

耐劳、敢打敢拼的精神传承下去。

——北部战区空军通信某旅话务

连列兵 赵芝欢

入伍前，我遇事不够自立自强，凡

事总等着别人冲在前面、干在前头。

下连后，在话务连这个享有全军荣誉

的优秀集体，我感觉压力很大。

这一次，我听到前辈王莉莉讲述

她的军旅经历，得知她是从一名“后进

兵”蜕变为编写训练教材的业务骨干，

我不禁想到了自己。和前辈相比，我

入伍时的“起点”并不低，起步却走得

并不顺畅。归根究底，在于自己没有

充分认识到话务岗位的重要性，少了

军人敢于拼搏的精气神。

“ 岗 位 就 是 战 位 ，值 班 就 是 打

仗”。三尺机台虽小，却担着大使命、

扛着大任务。我明白，只有像前辈那

样，立足本职、刻苦训练，在磨炼中不

断进步，才能和过去的自己“告别”，遇

见更好的自己。

——北部战区空军通信某旅话务

连列兵 张馨予

随着话务知识学习的深入，我们逐

步了解“四功”的具体内容。然而，班长

常对我们说一句话：“我能看到你们的

进步，但你们身上还是缺了一股劲儿。”

班长口中的“一股劲儿”究竟是什么，我

一直没弄明白。直到听完前辈们的讲

述，我终于知道我们缺少了什么。

当年，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前辈

们克服各种困难，日夜奋战完成组织

交给的任务。她们创立“四功”训练

法，不仅为我们留下业务训练的“传家

宝”，更为我们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军队是一个复杂的整体系统，我

们的任务就是确保这套系统的神经网

络高效、畅通、精准。作为新一代话务

女兵，我们必须将老一辈的话务精神

发扬光大，用更加刻苦的业务训练、更

加强烈的使命意识提升电话接转和指

令传达效率，在属于我们的“战场”打

赢每一场战斗。

——北部战区空军通信某旅话务

连上等兵 陈炳旭

（李 爽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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