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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成为空降兵，跳伞是和吃饭睡

觉一样正常的事，可我来部队都快一年

了，愣是没跳上伞，心里别提多不得劲。

我第一次了解空降兵，还是通过中

国第一位女空降兵——马旭奶奶。那

天，老人来学校演讲，她传奇般的军旅生

涯，使我对空降兵这个兵种心生向往。

分 配 前 夕 ，我 看 见 学 校 公 示 栏 上

有 去 空 降 兵 部 队 的 名 额 ，便 果 断 地 在

意 向 分 配 申 请 表 上 填 下“ 空 降 兵 ”3

个 字 。

带着那份对翱翔蓝天的憧憬，我如

愿来到了空降兵某旅。除了参加正常

的训练，一有机会，我便向老兵们询问

跳 伞 的 相 关 事 项 ，讨 论 在 空 中 看 到 的

风景，那么令人向往。前不久，我得知

部 队 将 进 行 整 建 制 跳 伞 复 训 ，整 晚 兴

奋 得 睡 不 着 觉 ，心 想 ：“ 终 于 可 以 上 飞

机跳伞了！”

然而，第二天的一条通知给我浇了

盆“凉水”：“所有未经新训或者补差跳

训 的 官 兵 ，将 不 参 加 今 年 的 整 建 制 跳

伞复训。”由于去年来部队时正好错过

新 训 和 补 差 跳 训 ，我 自 然 也 没 有 参 加

这 次 跳 伞 训 练 的 资 格 。 得 知 消 息 后 ，

我 像 霜 打 的 茄 子 一 样 ，干 啥 都 提 不 起

精神。

我的渴望与失望被指导员胡丛看在

眼里，他既没有批评我，也没有做我的思

想工作，而是给我出了个主意：负责复训

摄像保障工作，除了背伞实跳之外，其他

环节都可以参与，为以后跳伞做准备。

指导员的话让我重燃希望，便迅速投入

到准备工作当中。

训练场上，我记录下战友们一次次

从跳伞塔跃下的特写；机场里，我记录下

战友们铺垫布、整伞、背伞、过检查线、登

机的每一个细节；起飞后，我记录下机舱

内大家齐唱《空降兵战歌》的豪迈；跳伞

时，我记录下战友们依次起立、弯腰、握

拉绳、一跃而出的场景……

经过这次拍摄，我把跳伞的每一个

流程、每一个环节都摸得清清楚楚，同时

也明白了跳伞训练是非常讲究科学、组

织严密的，我距离拿到“蓝天通行证”还

有一定差距。经过深入了解和扎实训

练，我坚信：下次跳伞，一定有我！

（罗 健整理）

下次跳伞，一定有我
■空降兵某旅下士 卢士晓

值班员：南疆军区某团九连政治

指导员 蒙钾天

讲评时间：5 月 9 日

上 周 末 ，我 发 现 个 别 同 志 通 过

微 信 和 朋 友 聊 天 时 ，不 时 发 送 一

些 以 军 人 形 象 为 题 材 的 表 情 包 ，

有 的 还 是 自 己 制 作 的 ，却 不 知 里

面 的 文 字 已 涉 及 部 队 内 部 口 令 和

术 语 。

表 情 包 是 信 息 时 代 的 产 物 ，也

是 网 络 聊 天 常 用 的 元 素 。 但 在 海

量 的 表 情 包 中 ，一 些 涉 军 内 容 不

但 可 能 有 损 军 人 形 象 ，也 容 易 在

不 经 意 间 暴 露 使 用 者 的 军 人 身

份 ，甚 至 造 成 失 泄 密 ，建 议 大 家 谨

慎 使 用 。

同 志 们 ，作 为 一 名 军 人 ，积 极

拥 抱 网 络 时 代 、接 受 新 生 事 物 、

做 到 与 时 俱 进 是 必 要 的 ，但 不 管

什 么 时 候 都 要 保 持 清 醒 头 脑 ，防

止 因 乱 制 乱 用 涉 军 表 情 包 酿 成

过 错 。

（梁 晨、刘 哲整理）

涉军表情包
使用需谨慎

这几天，排里的列兵小王经过层层

选 拔 脱 颖 而 出 ，当 选 新 一 任 连 史 讲 解

员。看着他现在干劲十足的样子，我心

里既高兴又愧疚。

事情得从新兵下连时说起。小王分

配到排里后，给我的第一印象很不好：第

一次军事体育考核多项课目排名垫底、第

一次内务卫生检查成绩靠后。对此，我虽

然嘴上不说，但在心里却默默地给他贴上

了“后进”的标签。

“小王这表现，还是别让他去了，搞

不好要‘冒泡’！”指导员要求各排推荐连

史讲解员，看到小王被班里推荐上报到

排里，我毫不犹豫划掉了他的名字，并将

其他同志上报到连队。

“我记得你们排小王入伍前是地方

大学的播音员，怎么没推荐他来试试？”

本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可指导员

向我打听小王的情况，我才猛然意识到

自己的失误。

“ 不 能 让 有 特 长 的 战 士 被 埋 没 了

呀。”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

不着，想想白天指导员的话，又回想起这

两天小王在训练场上无精打采、心不在

焉的样子，开始意识到自己做错了。

第二天早操结束，我便找到指导员

说明了事情的原委。听我说完，指导员

严肃地对我说：“不全面了解战士，仅凭

第一印象先入为主，怎么能带好兵呢？”

看着我默默低下了头，他接着说道：“解

铃还须系铃人，相信你能妥善处理好这

件事。”

“排里推荐连史讲解员没有报你，

是 我 对 你 了 解 不 深 。”这 天 操 课 结 束 ，

我主动找到小王谈心。我既谈了对小

王的看法，希望他刻苦训练，严格要求

自 己 ，也 表 示 补 充 推 荐 他 担 任 连 史 讲

解员，让他发挥特长：“你要好好干，为

排 里 争 光 呀 。”听 了 我 的 话 ，小 王 连 连

点头。

事后，我深刻反思感到，其实每名战

士的身上既有缺点，也有闪光点。带兵

人应该深入了解战士的优缺点，别戴“有

色眼镜”，引导和帮助战士扬长补短，更

好地在军营成长成才。

（李浩爽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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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第 74 集团军某旅便携式

地空导弹连教育课上，新任指导员陈

思焕深入解剖发生在连队的一场“立

功 风 波 ”，与 官 兵 一 同 谈 使 命 、话 担

当 ，引 导 大 家 树 立 正 确 的 价 值 观 、荣

誉观。

这场“风波”要从去年年度实弹演

习说起。演习当天，狂风大作、浓云密

布，面对射击难度大的某型高速靶机，

便携式地空导弹连派出的主射手张广

训在副射手韦尚德的指引下一击命中，

打了个“满堂彩”，两人双双被演习指挥

所通报表彰。

年终总结时，张广训和韦尚德两人

成为立功热门人选，被推荐到连队党支

部。按以往惯例，实弹射击中表现出色

的主射手会被优先考虑，大家认为张广

训这次立功应该没有悬念。可令大家

没想到的是，最终连队党支部确定的立

功人选是韦尚德。

主射手没立功，副射手却立了功，

此 事 在 连 队 引 发 了 官 兵 们 热 议 。 对

此，该连党支部专门进行了说明：虽然

张 广 训 作 为 主 射 手 在 演 习 中 表 现 突

出，但综合一年的工作来看，韦尚德的

表现更加优秀。这一年，韦尚德获评

南部战区陆军防空兵专业尖子，参与

制作的课件《便携式地空导弹实弹射

击特情处置》，荣获南部战区陆军优质

微课三等奖……

“出色完成实弹射击任务，是立功

受奖的重要依据，但不是唯一依据。”教

育课上，指导员陈思焕结合此事谈道，

一些官兵干工作陷入一个误区：有的眼

睛只瞄着实弹射击，偏信只要任务中打

得准，就一定能立功，而对平时工作却

很敷衍、不上心；有的只有被分配到重

要岗位才有动力，在其他岗位则没了干

劲……

课堂上，陈思焕以此为契机组织战

士 们 进 行 讨 论 ，纠 正 大 家 的 认 识 误

区。随着讨论的深入，官兵们的心里

越来越亮堂，表示要提高立功的“含金

量”和对战斗力的贡献率。张广训深

有感触地说：“我一定再接再厉，把工

作干得更出色。”

课后，连队党支部趁热打铁，组织

官兵认真学习理解有关规定中评选先

进的标准，引导大家对标先进找差距，

推动连队建设再上新台阶。

“一击命中”就能立功吗
■本报记者 陈典宏 特约通讯员 郑 烨

前不久，第 82 集团军某旅“刘老庄

连”在组织战备拉练时，发现有战士多

带了物资，连长邢光超在讲评时指出

了这个问题，提醒大家应按要求携带

战备物资。这些战士感觉有些委屈，

不少战友在讲评后也对此议论纷纷，

认为战备物资多带不是啥问题，连长

抓制度落实有些过头，多此一举。

无独有偶，这种情况在此前也曾

出现过。战士小付按计划正好在驻训

期间休假，机动进场前他准备把回家

要带的物品塞入战备运行包中，班长

发现后当即制止，“战备物资就是战备

物资，不能和生活物资混装！”小付对

此 十 分 不 理 解 ：“ 包 里 还 有 这 么 大 空

间，为啥不能装？”

“战备物资到底能不能多带？”战

士们的疑问，引起了在连队检查指导

战备工作的营长朱国斌重视。随后，

他在全营范围内展开了走访调研，发

现不少干部骨干和战士在看待这个问

题上持有不同看法，存在模糊认识。

随着调查了解的深入，朱国斌也大

致摸清了问题的症结。一些连队干部对

战备工作规定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

要求战士执行，却没有进行合理的解读，

以致战士们的认识产生偏差。就拿战备

物资携带规范来说，战士们虽然清楚需

要携带的种类和数量，但不知道其中的

门道，认为只要自己不少带就可以了。

“如果对战备规定只要求落实，不

讲明原因，很容易使战士对规章制度的

理解产生误区，影响正规秩序。”营议战

议训会上，朱国斌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和

大家展开探讨，一起制订出有针对性的

解决办法。该营通过成立规章制度学

习小组，查阅相关资料，开设解读课堂，

让战士们对战备训练的各类规章制度

有了更深的理解。

“ 原 来 这 里 面 还 有 如 此 多 的 学

问！”经过学习，官兵们认识到，战备物

资带什么、带多少都是相关部门通过

对作战任务精确测算、对部队运力科

学安排后作出的决定，带少了完不成

任务，带多了会成为负担。如今，大家

都能主动维护规章制度，不随意增减，

不搞变通。战备拉练时，再也没有多

带或少带的争议出现。

战备物资携带多少有学问
——第82集团军某旅深化规章制度落实一例

■张钰林 梁琦鑫

“本周体能考核，周学平 3000米跑 12

分03秒、引体向上14个……”前几天，连长

宣布了上周军事体育考核成绩，看着周学

平脸上灿烂的笑容，我知道从前那个乐观

向上、活泼开朗的大男孩又“满血”回归了。

两个多月前，我刚刚休假归队走进

连队的营院，远远就看到一名双手固定

着夹板的战士，此人正是四班战士周学

平。我从大家口中得知，周学平不久前

在 400 米障碍考核中不慎从云梯摔下，

双手腕部骨折。

了解情况后，我专门嘱咐周学平所

在排排长，要安排一名人员负责照顾周

学平日常生活，并让他待在宿舍安心静

养，暂时不要参加工作。没想到的是，后

面事情的发展出乎我的预料。一周后，

四班班长突然私下找到我，说周学平最

近情绪低落，还经常发脾气，可能思想上

出现了问题，希望我能做做他的工作。

我立刻找来周学平，想听听他心中的

真实想法。谈心中，周学平表示自己突然

被大家特殊关照感到十分不自在，特别是

一些干部骨干总把关心伤病号挂在嘴上，

让他觉得自己好像成了“重点人”。“指导

员，出现伤病很正常，我不想得到大家过度

关注和特殊照顾……”

周学平的倾诉让我恍然大悟，原来

他误解了大家的一片好意。周学平是一

个很敏感、也很要强的人，战友们的关心

关爱反而给他造成了困扰。于是，我解

释说排里对他特别关照是我交代的，希

望他不要想太多，同时我也承认只顾关

心他的身体伤病，却没有考虑到他的内

心感受。听了我的话，周学平眼里泛起

了泪花，但他仍然坚持要求我取消对他

的特殊关照：“我虽然身体有伤病，但还

能干很多力所能及的事，天天在宿舍里

让大家照顾，整个人都待废了！”

过度关注反而事与愿违，这让我对

如何带兵有了更深的认识。随后，我召

集干部骨干开会，以此事为例引导大家

端正对伤病号的态度，多在心里关注、少

在嘴上提及，特别是要及时做好他们的

心理调适工作，避免因身体伤病引发心

理问题。

随着身体的恢复，周学平又重新活跃

在训练场上，脸上洋溢着笑容。

（方晓志 本报特约通讯员 徐明章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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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第 78集团军某旅

组织开展防化专业综合应急救援

演练，检验部队毒剂侦检、沾染检

查、洗消作业等应急处置能力。

图①：演练正式展开。

图②：防化兵穿越“毒障”。

王麒淞摄

从这里走向战场

带兵人手记

记者探营

这篇稿件提到的事情虽小，问题也

不大，但其中蕴含着大学问、大门道。

多带战备物资挨批，战士之所以

觉得委屈，其根本原因是他们不清楚

战 备 物 资 带 多 带 少 有 讲 究 。 如 果 带

兵人能讲清原因，让战士们知道背后

的考量，并举例说明多带和少带的危

害，相信大家落实战备制度将会更加

自觉。

懂规矩才能守规矩，这是一个十

分朴素的道理。无论是战备制度、操

作 规 范 ，还 是 纪 律 规 定 ，如 果 一 味 只

靠行政命令要求战士遵守，而不是让

大家知道为什么要遵守，他们就很难

发 自 内 心 地 主 动 自 觉 遵 守 。 如 此 一

来 ，落 实 规 章 制 度 就 容 易 打 折 扣 、搞

变通。

一些带兵人之所以讲不清这些道

理 ，归 根 结 底 是 因 为 自 己 也 不 太 了

解。以其昏昏，如何使人昭昭？这就

需要带兵人加强学习，提高对规章制

度 的 理 解 力 ，只 有 熟 悉 规 矩 、了 解 规

矩、讲清规矩，才能更好地执行和落实

各种规矩。

懂规矩才能守规矩
■张科进

值班员讲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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