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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连长，您好！听说咱们连

探索出一套独特的排岗方法，能否为

我们介绍一下？

代碧江波：好 的 。 我 就 以 今 天

（6 月 27 日）的岗表为例吧。与大家

常 见 的 岗 表 不 同 ，这 张 岗 表 的 表 头

里 多 了 一 个 标 注 —— 值 班 排 ：三

排。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张

岗 表 是 由 三 排 制 订 的 ，即 三 排 战 士

把今天的岗哨全部承包了。我们连

在 排 岗 上 的 最 大 不 同 ，就 是 把 过 去

全连官兵统一排岗变成连队统筹安

排、各排具体排岗。

主持人：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

把过去全连的“大循环”变成了各排的

“小循环”。为什么要这样改？

代碧江波：大致来说，主要是出

于 两 个 方 面 的 考 虑 ：一 个 是 更 加 灵

活。过去全连统一排岗往往一次性

排好一周的岗表，但这样安排，如果

个别官兵有临时任务需要调岗，难免

牵一发而动全身，一调就是一大串。

而交由各排排岗，由于每次只排第二

天的岗哨，就能最大限度避免这个问

题。另一个是更加公平。过去全连

统一排岗，由于循环周期等因素，会

有个别战士总是轮到“二五岗”、午休

岗、周末岗，又因为全连一张表，人数

较多，无法更好地统筹规避。如今把

排岗权交给各排，轮转的人数大为减

少，就能更好地调动个人的积极性，

合理调配力量，从而更好地完成执勤

任务。

主持人：除了这个大的改变外，还

有什么细微调整吗？

代碧江波：有。还以今天这张岗

表 为 例 ，你 会 发 现 每 一 岗 的 时 间 长

短 并 不 都 是 一 样 的 。 条 令 中 规 定 ，

卫 兵 每 次 执 勤 时 间 通 常 不 超 过 2 小

时，每日执勤时间累计不得超过 8 个

小时。我们在规定框架内作了一些

调整。

主持人：执勤时间有长有短，岂非

不公平了？

代碧江波：这 种 不 公 平 只 是 表

面 上 的 。 与 之 相 比 ，官 兵 们 更 在 乎

改 变 排 岗 模 式 对 训 练 效 益 、工 作 效

率的促进和提升。之所以各岗时长

不 等 ，主 要 是 因 为 我 们 的 岗 哨 不 再

像过去一样，不管什么时间段，都一

律 每 两 小 时 一 换 ，而 是 把 换 岗 时 间

尽 量 调 整 到 训 练 转 场 间 隙 、三 餐 饭

点和午休前后等时间节点。这样调

整 ，既 能 减 少 对 日 常 训 练 和 作 息 的

影响，又方便岗哨交接。

拿训练转场间隙换岗来说，因为每

一次操课都是一整段时间，如果中途换

岗，“半道退出”的接岗者和“半道加入”

的下哨者其实都没能很好地参训。

再比如，过去岗哨通常需要找人

临时替岗才能解决就餐问题，这样一

来，会增加交接次数，平添麻烦。如果

卡着饭点换岗，就可以让接岗人提前

一点时间就餐再接岗，这样不用单独

留餐，双方也都可以吃上热食。

主持人：就 这 么 一 个 小 小 的 调

整，就能让官兵普遍受益，为你们点

赞！

代碧江波：谢谢！您刚才问到岗

哨时长不等可能导致不公平问题，其

实我们也考虑到了。仅从今明两天

的岗表来看，确实有失公平，但如果

把视线放远，往前后多看几天，就基

本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因为我们每

次排岗都会根据此前的情况调整岗

哨次序，保证战士们在更长的时间轴

上实现相对公平。说白了，就是一个

战士今天站了午休这班岗，下一次就

必然错开这班岗。这也正体现了我

们交给各排排岗的好处，既能把每个

战士的情况都考虑进去，又能更灵活

地安排岗哨。

主持人：安排岗哨虽然是件小事，

但很考验带兵人的智慧。

代碧江波：是的。对于战士来说，

站岗执勤，职责所在，天经地义。但怎

么把岗哨安排合理则是我们干部骨干

需要考虑的。在基层部队，类似的事

情很多，比如周末外出、休假请假、公

差勤务等等。这里面都有不少学问，

需要带兵人好好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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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买下属于自己的房子，得感谢

咱们总队开展的‘五不一有’活动！”前不

久，武警浙江总队温州支队泰顺中队警

士张乐拿到印有自己名字的不动产权

证，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生活养成习惯，习惯造就人生。为

培养官兵受益一生的好习惯，该总队持

续开展不抽烟或少抽烟、不吃零食、不向

家人及战友要钱借钱、不违规使用手机、

不乱交往和人人有存款的“五不一有”活

动，引导大家传承艰苦奋斗精神，争做好

习惯的主人，不做坏习惯的仆人，养成积

极健康的生活方式。

时针拨回到 3 年前，那时的张乐刚

刚晋升为中士，花钱一直大手大脚。长

期的攀比消费、冲动消费不仅让他成了

不折不扣的“月光族”，甚至还开始向父

母和身边战友借钱。

“习惯是一种顽强且巨大的力量，

可 以 主 宰 人 的 一 生 ，让 青 年 官 兵 养 成

良 好 习 惯 至 关 重 要 。”该 总 队 在 调 研

中 发 现 ，“ 月 光 族 ”不 在 少 数 ，他 们 错

误 的 消 费 观 不 仅 造 成 铺 张 浪 费 ，还 很

容 易 助 长 不 良 风 气 ，给 部 队 安 全 管 理

带 来 较 大 隐 患 。 于 是 ，总 队 广 泛 开 展

“ 五 不 一 有 ”活 动 ，要 求 各 单 位 严 格 按

照“ 走 实 思 想 发 动 、个 人 制 订 目 标 、用

网 行 为 管 控 、双 向 联 管 联 育 ”4 个 环 节

抓 好 落 实 ，确 保 官 兵 消 费 习 惯 养 成 向

上向好。

泰顺中队在深入开展树立正确消费

观教育、“‘五不一有’为了谁”群众性大

讨论的同时，为张乐量身制订了戒烟和

存钱计划，并监督他执行。中队还通过

组织“五不一有”专题班务会、“涉网问题

大家谈”和“严格自律、健康生活”主题读

书分享会等活动，让大家认识到错误消

费观带来的严重后果。张乐一改往日肆

意挥霍的消费方式，除了日常必要开销

外，其余工资全部存入银行。经过 3 年

的日积月累，张乐攒够了首付款，得以在

家乡县城购房。

播种行为，收获习惯；播种习惯，收

获性格；播种性格，收获成功。近年来，

随着“五不一有”活动的深入开展，该总

队官兵将节省下来的工资、津贴等收入

用于购买婚房、孝敬父母、社会公益等，

勤俭节约蔚然成风。

从“月光族”到“有房族”
■黄 畅 本报记者 安普忠

3月 28日，本版刊登了一篇报道《岗哨应该怎么排》，介绍
了海军陆战队某旅安排岗哨的一些创新做法，引起了不少连队
干部关注。受此启发，西藏军区某旅装步五连结合自身实际，
也对排岗模式进行了一些探索，受到战士们欢迎。今天，我们
邀请该连连长代碧江波做客《基层有约》，为大家介绍一下他们
的做法，希望能给一线带兵人带来启发。

——主持人 张 良

我是一名火箭兵，驻守在大山深

处。我们连队的营房周边山连着山、树

挨着树，头顶只有一片巴掌大的天。我

喜欢唱歌，大学主修的也是音乐专业，

入伍前就憧憬着要把动听的歌声带给

部队的战友们。但让我没想到的是，入

伍之后，我竟然很长时间不想唱歌，甚

至连话也不愿说。

“出了市区进山区，下了高速走山

路；山越钻越深，路越走越险……”

半 年 前 ， 当 我 一 步 步 走 进 这 座 大 山

时，心情越来越灰暗。看着四周人迹

罕至，我瞬间没了唱歌的兴致，只想

赶紧离开这里。思想上的波动让我无

心训练，队列场上“冒泡”，训练场上

“掉链子”，还在一次队列会操时出了

个大洋相，直接导致我们班成了全连

的笑料。

那 天 晚 上 ，我 在 宿 舍 耷 拉 着 脑

袋，等待着班长的批评。让我万万没

想到的是，平时从来都不苟言笑的班

长竟冲着我一笑，然后讲起他初到连

队 时 的 心 路 历 程 。 他 问 我 是 不 是 想

逃 离 这 里 ，我 不 好 意 思 地 点 点 头 ，他

却坦诚地告诉我，这个想法他也曾有

过 ，但 和 守 护 的“ 宝 贝 ”相 处 时 间 长

了，就越来越舍不得离开这里了……

那晚，班长和我谈了很久。说来

也怪，班长也没讲什么大道理，甚至连

一两句“金句”都没有，但就是从第二

天天亮开始，我阴郁的心好像照进了

一道光。从那以后，我不再想着离开

这里，而是慢慢地把注意力放在了学

习训练和提高素质上。很快，我的训

练成绩赶了上来，有一次训练结束，和

战友们一起洗漱时，我竟然无意间哼

起了歌，而且是《祖国不会忘记》的旋

律。

此后，常常有战友来找我请教关于

唱歌的问题。渐渐地，在战友们的建议

下，我牵头在连队成立了兴趣小组，十

几个喜欢唱歌的战友常常聚在一起交

流、练习。不久前，连队组织歌咏比赛，

我闪亮登场，拔得头筹。

“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

我，我把青春融进，融进祖国的江河；

山 知 道 我 ，江 河 知 道 我 ，祖 国 不 会 忘

记，不会忘记我……”上周末，我们兴

趣小组在训练间隙为战友们表演已经

排练成熟的歌曲《祖国不会忘记》，大

家在空地上围坐一圈，叫好声、应和声

此起彼伏。表演结束，大家热烈鼓掌，

我和班长相视一笑。我知道，在这个

无人知晓的地方，我找到了自己成长

的舞台！

（吴 乐、杨亚石整理）

在这里，我找到了成长的舞台
■火箭军某团列兵 李家威

图①：6 月底，第 74 集团军开展主题党日系列

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1 周年，激励官兵听

党指挥、矢志强军。图为官兵重温入党誓词，铮铮

誓言响彻大漠戈壁。

杨东龙摄

图②：“七一”前夕，武警青海总队举办“强军战

歌献给党”主题歌咏比赛，表达官兵对党和国家的

无限忠诚。

吴洪峥摄

“两个连队的周计划，有一些相同的

地方可以理解，但为何错得如此一致？”

一次，第 81 集团军某旅部队管理科

参谋熊小平在检查基层日常秩序时，发

现某营一连、二连的周计划有同一处时

间点未按最新通知要求修改。再三追问

下，熊小平发现其背后另有原因。

一连连长关煜和二连连长朱礼壮都

是刚刚上任不久，由于对工作还不够熟

悉，担心出差错，所以在作重要决定前，

总是习惯性地先看看别的连队怎么干。

一连和二连的编制、专业、训练任务等基

本相同，在周计划制订上，两人经常互相

参考，有时干脆直接照抄对方，这才出现

了“雷同错误”。

离 开 两 个 连 队 ，熊 小 平 到 其 他 营

连 察 看 ，发 现 类 似 情 况 并 非 个 例 。 换

季 保 养 ，很 多 连 队 不 顾 所 属 装 备 类 型

的 区 别 ，标 兵 连 队 怎 么 干 就 跟 着 怎 么

干；登记统计，本来应该根据自身实际

如实填写，有的连队嫌麻烦，索性按兄

弟 连 队 的 范 本 照 葫 芦 画 瓢 ；全 旅 队 列

会操，事先下发了细则和要求，但有的

营 连 懒 得 去 学 习 研 究 ，直 接 到 别 的 连

队 观 摩 见 学 …… 一 时 间 ，“ 随 大 溜 、不

会 错 ，看 别 人 、别 出 格 ”似 乎 成 了 个 别

带兵人心照不宣的法则。

“正确的学习借鉴，应该是取人之

长、补己之短，而不是盲目从众、照搬照

抄。这样做虽然看起来省时省力，但长

此以往，会削弱一线指战员的思维能力

和指挥决策能力。”熊小平把这些情况汇

报给旅领导后，该旅立即展开针对性教

育整改。一方面，纠治一些基层主官“不

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的工作惰性，建

立完善“一连一策”的考评方案；另一方

面，设立“科长讲堂”和“主官论坛”，邀请

机关各业务部门负责人帮助基层指挥员

提升领会上级意图、落实上级部署的能

力，遴选经验丰富的基层主官分享自主

抓建的经验做法。

前不久，该旅组织了一次综合战术

演练。进入集结地域后，很多连队为了

疏散隐蔽时实现快速撤收，都选择不架

设费时费力的有线通信。在细致观察周

边地形环境后，一连连长关煜发现此处

容易遭受电磁干扰，便命令各班组迅速

构 设 有 线 通 联 ，以 防 接 收 不 到 上 级 指

令。“别的单位都没这么做，我们也算了

吧？”几名骨干提出建议。“不行，到底做

不做不能看别人，而要看敌情！”关煜果

断拒绝。

果然，上级下达疏散隐蔽命令后，强

电 磁 干 扰 突 然 袭 来 ，导 致 无 线 通 信 中

断。关煜下令改由有线通信指挥各班组

完成装备撤收，迅速转移阵地，而那些没

有架设有线通信的连队急得原地打转。

“作为基层指挥员和带兵人，必须摒

弃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的懒惰心态，

不断锤炼独立思考、独立决策、独立指挥

等方面能力，这样才能长本事、打胜仗！”

在随后一次“主官论坛”上，关煜道出了

自己的心得。

不该出现的“雷同错误”
■蔡济阳 张利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