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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

潜 望 镜

营连日志

带兵人手记

天空星光点点，海军陆战队某旅

宣传科干事江鹏夜间巡查结束后，在

机关楼前来回踱步。

在这次巡查中，他发现的不少问

题都是“老生常谈”，且都与岗哨有关：

有的营区岗哨安排过多，口令问答形

同虚设；有的岗哨警惕性不高，站成了

“礼仪哨”；个别单位还存在漏岗睡岗

的情况。

自 从 实 行 机 关 干 部 轮 班 夜 间 巡

查 这 一 制 度 后 ，每 天 的 交 班 会 上 总

免 不 了 会 有 个 别 岗 哨 被 通 报 。 相 似

的 问 题 总 是 反 复 出 现 ，仅 靠 通 报 批

评 治 标 不 治 本 ，根 源 出 在 哪 ？ 带 着

这 个 疑 问 ，江 鹏 决 定 利 用 这 周 巡 查

检 查 的 时 机 ，对 全 旅 岗 哨 问 题 进 行

调 研 ，按 照 他 的 话 说 就 是“要 打 破 砂

锅问到底”。

回到办公室后，他翻出巡查本，对

因岗哨问题被通报的单位进行了清点

统计。第二天，他来到了“目标”单位，

拿出连夜整理的调查问卷，找一些战

士聊天交流，并对近一月的哨兵执勤

登记本进行对比，终于找到了一些“蛛

丝马迹”。

“ 站 岗 执 勤 在 我 们 连 是 个‘ 重 活

儿 ’。 由 于 担 负 其 他 任 务 ，连 队 在 位

人 员 少 ，几 乎 每 人 一 天 一 班 岗 ，碰 上

老 兵 复 退 等 特 殊 情 况 出 现 人 手 紧 张

的时候，甚至人均一天两班岗。”在交

流 中 ，有 战 士 坦 言 ，人 少 岗 多 让 人 应

接不暇……

除了这些客观困难，江鹏发现有

的连队主官认为排岗是小事一桩，自

己并不上心，全权交给值班员或者连

队文书，甚至对连队如何排岗并不清

楚。出了问题后，习惯性地以罚代教、

以批代管，这也是导致问题反复的关

键原因。

“我们连由值班员排岗，并不按照

花名册，而是把时间段分给各班，由班

长骨干安排。”“换岗一般都是私底下

协商，并没有向连队报批，有的班长骨

干随意换岗。”“有时连队任意免岗，还

有的以岗哨为条件进行奖惩……”

随着掌握的信息越来越多，曾担

任过指导员的江鹏心里有了结论：之

所以个别单位岗哨总是出问题，一方

面是由于人少岗多，但更重要的是连

队自身对岗哨安排不重视，造成排岗

不合理、不公平。

想 到 这 里 ，他 本 以 为 找 到 了“ 病

灶 ”所 在 ，可 无 意 中 和 哨 兵 的 一 次 闲

聊，让他发现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

“虽然说当兵站岗，天经地义，可

是在封闭的营区里要求我们时刻保持

警惕，感觉有点小题大做，内心感受不

到站岗的意义所在……”这是上等兵

小刘入伍两年来一直存在的疑惑。他

说他的第一班岗是和老兵一起站的，

走上岗亭那一刻觉得很神圣，可随着

时间的推移，这股热情慢慢褪去，连队

虽然也经常提要求，但始终没有解开

他心中的“结”。

这让负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江

鹏陷入了反思。原来问题并不仅仅出

在制度和方法上，更重要的是部分官

兵对站岗的认识出现了偏差。交班会

上，江鹏将调研情况和盘托出，最终引

发全旅官兵的广泛讨论。

“岗哨问题绝不能简单归因到管

理制度上，还要看思想政治工作是否

到位、正确的荣誉观是否树立、以情带

兵理念是否落实等等。如果官兵把站

岗当成一种负担，没有激起内心的责

任感与使命感，那与混日子式的上下

班有什么两样？”该旅政委谢志军表明

了他的看法，并安排部队管理科和宣

传 科 携 手 研 究 治 标 又 治 本 的 解 决 办

法。

部队建设发展每天都可能出现新

情况新问题，当然也会不断产生新经

验好做法。江鹏和部队管理科参谋兰

凯达成共识后，为制订合理完善的解

决方案，先后来到炮兵二连和轻机二

连“取经”。他们翻阅巡查记录发现，

这两个单位去年一年从未因岗哨问题

被通报。

接下来的一幕，也印证了他们心

中的猜想。刚走进炮兵二连，他们就

被连队岗哨热情“接待”。问清楚来意

后 ，哨 兵 第 一 时 间 通 知 了 连 队 主 官 。

在 和 该 连 指 导 员 方 伟 钢 交 流 中 了 解

到，他们注重从规章制度上入手，如连

队 的 岗 哨 由 文 书 按 照 花 名 册 一 周 一

排，并且合理区分白岗、夜岗、节假日

岗 3 种类型，如果有冲突或者因事换

岗，必须经过连队主官批准。在此基

础上，他们通过召开军人大会的形式，

公开讨论免岗的情况。因连队工作加

班到凌晨一点以后的、参与旅级以上

比武考核期间和其他身体条件不允许

的，经军人委员会讨论批准后，报连队

备案公示。

而 轻 机 二 连 更 加 注 重 从 思 想 层

面解决问题。每逢节假日战备期间，

该 连 会 设 置“ 先 锋 岗 哨 ”，利 用 点 名

时间对认真履职的岗哨进行表扬，激

发 官 兵 履 职 尽 责 的 使 命 感 。 新 兵 下

连 1 个 月 后 ，连 队 会 专 门 组 织 教 育 ，

讲清楚岗哨的意义所在，并组织新老

兵 搭 配 站 岗 巡 逻 。“ 军 人 站 岗 ，不 仅

仅 是 单 纯 的 制 度 要 求 ，更 是 一 种 责

任 ，即 守 卫 着 祖 国 、守 卫 着 人 民 、守

卫 着 朝 夕 相 处 的 战 友 。”翻 看 该 连 指

导员陈春宇的授课记录，每月都有一

小 节 关 于 岗 哨 的 内 容 ，语 言 平 实 ，深

入浅出。

这两个连队的做法让江鹏和兰凯

深受启发。他们本想拿出一套“放之

四海而皆准”的办法，可基层情况千差

万别，不同性质的连队，人数、任务各

不相同，如果制订统一的方法去简单

套用，可能还会起到反作用，不如定出

原则，画好红线，激发基层的主观能动

性，提升基层自主抓建能力。这一想

法也得到了旅党委的支持。

于是，他们分工合作，一方面，将

情况与部队管理科对接，针对不同营

区特点，重新规划调整岗哨执勤点配

置，夜间岗哨该合并合并，部分点位增

加 电 子 监 控 ，减 少 兵 力 浪 费 ；另 一 方

面 ，在 不 同 单 位 进 行 试 点 ，总 结 制 订

“岗哨执勤表要经连队主官签字；不得

以罚岗、免岗进行奖惩；夜间岗哨时间

不超过 90 分钟；固定时段设置党员骨

干先锋岗”等 12 条原则。此外，宣传科

下 发《关 于 军 人 执 勤 站 岗 ，你 了 解 多

少？》教案提纲，组织基层学习讨论，并

围绕岗哨的职责观、使命观进行讨论，

激发官兵荣誉感。

这一系列举措推出后，该旅基层

出现了可喜的变化。从巡查数据看，

岗哨问题大幅减少，脱岗漏岗睡岗等

现象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党员骨

干主动承担“二五岗”。“我又找回了

站 岗 的 初 心 与 激 情 ！”战 士 小 刘 也 拉

直了心中的问号，前段时间站岗期间

还 因 处 突 及 时 ，被 连 队 表 彰 为“先 锋

岗 哨 ”。 戴 上 红 袖 标 的 他 倍 感 光 荣 ，

并 决 心 要 把 好 作 风 传 承 给 一 起 站 岗

的新同志。

岗哨应该怎么排
—海军陆战队某旅优化基层管理方法纪事

■张潇赫 陈 岩

前不久，旅队下发了前期日巡夜

查情况通报，其中“四营七连”的字样

格外刺眼，“夜岗睡岗、查岗干部履职

尽责不严”的巡查结论再次让我无地

自容。

事情还要从不久前的车炮场日说

起。按计划，我们对全连主战装备进

行维护保养。在此过程中，战士小张

细致入微，发现发动机存在异响。找

到原因并向上级请示报告后，我们立

即组织力量抢修，一直忙到晚上十一

点才结束。

凌晨一点，当我起床查铺查哨时，

发 现 哨 兵 正 趴 在 连 值 日 桌 上 呼 呼 大

睡。见此情景，我一把拍醒哨兵，却发

现是刚刚连续工作 10 多个小时的小

张。当小张用疲惫的双眼望向我时，

我顿时怒火全消。拿起岗本，我犹豫

了几秒，还是在查岗情况那一栏里写

下“正常”两个字。

回 到 床 上 ，困 意 袭 来 ，一 转 身 我

就进入了梦乡。可不知过了多久，我

就 被 人 推 醒 ，睁 开 眼 一 看 ，是 教 导 员

崔恒。

“机关干部巡视，你们连的岗哨正

在睡觉，毫无警惕意识，现在距你查岗

还不过十分钟，这是什么情况？”

“报告教导员，是我的问题。考虑

到岗哨在白天维修发动机任务繁重，

我在查岗时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降

低了要求……”

教导员调整了一下语气说道：“白

天的事我都清楚，任务完成得很漂亮，

但不代表夜岗可以放松警惕。如果状

态不好，可以向值班员请示调换。”

教导员的一席话让我感到无比愧

疚与自责，自己没能履职尽责不仅让

战士犯了错，还给连队抹了黑。当晚，

我主动留下陪小张站完岗，并在心底

牢牢告诫自己：作为干部，任何情况下

都 要 高 标 准 、严 要 求 ，绝 不 能 姑 息 迁

就，埋下隐患。

（杨开明、姚赵勇整理）

我的“关爱”犯了错
■第 82 集团军某旅四营七连排长 邓云飞

“教导员，谢谢您的开导，沈阳回家

后和我聊了很多，我俩准备今天带着孩

子回老家看望爸妈……”

一个周末，我正坐在办公桌前看书，

手机铃声响起，接通后才知是营里战士

沈阳的妻子小王。听到小两口有说有

笑，我悬在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下了。这

几天，我一边帮他们处理夫妻关系，一边

疏通小王与婆婆的隔阂，煲了十几个“电

话粥”，总算让这个家庭重归于好。

不久前的一天晚上，平日开朗爱笑

的沈阳愁容满面地找我请假。原因是妻

子与同住的母亲因照看孩子意见不统

一，发生了争执，母亲一气之下收拾行李

回到乡下老家。沈阳本想先打电话劝说

妻子，不仅没奏效，反被认为偏袒母亲，

夫妻俩又闹矛盾了。沈阳心急如焚，工

作训练提不起劲头，一心想着回家处理

家事。

听着沈阳的诉苦，我内心很自责，事

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也有我的责任。因

为沈阳的指导员早前在汇报官兵家庭困

难情况时，跟我提及过此事。涉及官兵

困难补助、法律纠纷等情况，我都带着各

连主官第一时间研究解决了，唯独忽视

了沈阳这件事。

“哄一哄、让一让就过去了。”开始

我认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一家人偶

尔红个脸也是人之常情，单位插手多少

有些别扭。于是，我只是将沈阳叫到办

公室简单了解一下情况，提醒他要与家

人加强沟通，便再没过问此事。直到沈

阳找上门来，我才意识到我的想法是错

误的。

“带兵人不能只顾解决官兵看得见

的‘物质困难’，更要解决好他们内心的

‘精神困难’。家庭琐事虽小，却最牵扯

官 兵 精 力 ，影 响 单 位 的 凝 聚 力 和 战 斗

力。”随后，我同营长认真反思后决定：

尽快给沈阳批假，让他回家当面解决问

题 ；由 我 代 表 营 党 委 同 其 家 人 进 行 通

话 ，弄 清 楚 来 龙 去 脉 ，逐 一“ 攻 关 ”说

服。在调解矛盾的几天里，我切身感受

到官兵身在军营处理家庭事务的不易，

更设身处地体会到官兵身心所承受的

巨大压力。

沈阳的家事给我很大启发。前不

久，我通过手机短信给全营官兵的家人

发去一封慰问信，感谢每个家庭对官兵

和部队的理解支持，并与他们线上约定：

有事没事常电话联系，遇到困难烦恼随

时找部队。如今，调和官兵家庭矛盾已

成为我工作的一部分，虽说有些繁琐，但

每当看到一个个家庭矛盾清零、“疙瘩”

解开，我的心里就舒坦很多。让组织的

温暖融进每一个小家，让官兵轻装上阵、

状态满格建功军营，是基层带兵人的使

命和责任。

（张贺雷、本报记者韩 成整理）

官兵家务事，该管也得管
■中部战区陆军某旅五营教导员 陈 亮

“爱兵”二字千钧重，千金难买战

友情。回顾我军历史，无论是战争年代

还是和平时期，团结友爱和谐纯洁的内

部关系，是经过无数战例证明了的克敌

制胜法宝，也是保持部队安全稳定的基

础。进入网络信息时代，官兵关系出现

不少新情况新问题，“整天面对面，难

以心贴心”等现象屡见不鲜，令一些带

兵人颇感头疼。面对新变化，我们理应

改进工作作风，真正知兵、真情爱兵、

真心育兵，透过历史找方法，弘扬传统

开新局。

带兵先知兵，真心换真情。聂荣臻

元帅曾说：“做人的工作，是一项最细

致的工作，也是很艰苦的工作，要做得

细、做得活，要针对不同的觉悟水平、

不同条件的人，采取恰当的、有效的、

对症下药的工作方法。”当前，部队官

兵成分结构发生很大变化，高学历多、

独生子女多、特殊家庭多，每名战士都

有自己的特点、不同的经历，都有千差

万别的想法和复杂多变的心理，即使同

住一个宿舍里，也做不到“一把钥匙开

多把锁”。这就需要带兵人直面学历攀

升带来的新情况、网络发展带来的新挑

战、任务繁重带来的新变化，更要妥善

掌握官兵因战训任务重、生活压力大等

不同原因产生的心理压力。比如，对有

事愿意找网友不告诉战友、有问题问百

度不问干部的“网生代”，要与其保持

同一话语体系，尝试从“发文心情、分

享状态、聊天对象、点赞习惯、游戏偏

好”等方面切入，主动融进他们的“朋

友圈”。

爱兵当事业，战士当亲人。长征

途中，红军头上是敌机盘旋，脚下是

坎坷泥泞，前有围堵后有追兵，再加

上补给不足、缺衣少粮，面临着很多

难 以 想 象 的 困 难 。 在 这 种 艰 苦 条 件

下，广大干部心中始终装着战士，为

他们扛枪背弹药，搀扶他们爬雪山过

草地，一到宿营地，干部就深入战士

中嘘寒问暖，为战士排忧解难。正是

这种关心关爱，激发出红军无穷的精

神 力 量 ， 创 造 出 彪 炳 史 册 的 人 间 奇

迹 。 如 今 虽 不 用 天 天 面 对 枪 林 弹 雨 ，

但 一 事 当 前 ， 同 样 要 把 困 难 留 给 自

己 ， 把 方 便 让 给 战 士 。 基 层 无 小 事 ，

枝叶总关情。作为带兵人，要一日三

餐 “ 眼 看 到 ”、 饥 寒 冷 暖 “ 手 摸 到 ”、

困难疑惑“嘴问到”、行动任务“身跟

到 ”、 安 全 问 题 “ 心 操 到 ”， 以 慈 母

心、兄长情真心关爱战士，与大家一

起面对挫折，让每名战士感受到集体

温暖。

既关心冷暖，更关注成长。著名

的爱兵模范王克勤任班长时，在全班

开 展 思 想 、 技 术 、 生 活 三 大 互 助 活

动，使全班团结得像一个人，班里每

名战士的优点和长处都能得到最大限

度的发挥，而每个人的不足和短处又

能在其他同志的帮助下，迅速克服和

解决。新时代的战士学历高，成才需

求迫切，除了需要关心他们的身心健

康、苦累、冷暖、饥饱外，更应关心

他们的成长成才。要正视官兵的成才

愿望和求知需求，增强引导官兵学习

成才的责任意识，充分发挥部队“大

熔 炉 ” 的 优 势 ， 不 断 提 高 官 兵 的 政

治、文化和专业素质，把军营建成求

知的课堂和育人的学校，让官兵成为

筑梦强军事业的“四有”新时代革命

军人。

直面新变化 莫忘好传统
■徐立敏

基层之声

3月 21日，武警云南总队春季入伍新兵起运。图为武警云南总队接站现场。

李 义摄

闪耀演兵场

天降飞虎，伞破苍穹。近日，陆军某旅开展多课目、多伞型低空跳伞训练，不断提升部队敌后渗透、立体突击的作战能力。

马志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