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短 评

在 单 位 ， 我 这 个 军 士 当 得 还 挺

“风光”——不仅担任俱乐部主任，

平时管理着上千平方米的文体活动

中心，还是新闻报道骨干，拍摄的

图片不时见诸报端。另外，我还负

责旅队电视台日常运转。于是，战

友 们 常 常 称 我 为 “ 张 干 事 ”“ 张 台

长”。这当中自然有调侃的意味，但

也不乏恭敬的成分。

起初被如此称呼，我心里十分别

扭，每次都会脸红脖子粗地纠正。可

久而久之，我也就习惯成自然，不再

那么较真了，心中反倒开始暗自窃

喜，觉得“有面子”。遇到战友有事

相求，我都会拍着胸脯大包大揽，直

到那次弄得自己灰头土脸。

那是一个周日的午后，我带领放

映员刚打扫完文体活动中心的卫生。

突然，老连队的战友小姜找到了我。

原来，他们和兄弟连队约了一场篮球

比赛，想在文体活动中心的室内篮球

场进行。

“这可不行！按照规定，周日下

午是文体活动中心恢复秩序、打扫卫

生时间，不对外开放。若是特殊情

况，需要向宣传科申请和备案。”我

当即拒绝了小姜的请求。

“大主任，你的地盘还不是你说

了算？”小姜笑嘻嘻地奉承道。

“ 宣 传 科 科 长 出 差 在 外 ， 新 来

的干事又不熟悉业务，再说篮球比

赛 也 不 是 什 么 坏 事 ……”虽然嘴上

还 在 说 “ 不 行 ”， 可 我 心 里 其 实 已

经动摇。

耐不住小姜的软磨硬泡，我打开

了“方便之门”。没承想，下半场比

赛刚开始，机关检查人员就来了。

“违规开放、秩序混乱……”看

着句句属实、措辞严厉的情况通报，

我不禁愧疚得无地自容。

“ 事 虽 不 大 ， 但 要 引 起 反 思 。”

出差回来的科长得知此事后，并没

有对我进行严厉批评，而是分享了

他的一些相似经历，然后语重心长

地告诫我：“战友为你‘戴高帽’就

像 一 把 双 刃 剑 ， 既 是 对 你 的 认 可 ，

也 是 对 你 的 考 验 。 作 为 一 名 管 理

者，如果喜欢听奉承话，就会渐渐

被虚荣冲昏头脑，失去应有的原则

性、判断力。”

科长的一番话让我茅塞顿开：不

管在哪个岗位，都应该老老实实做

人，踏踏实实干事，不能被虚头巴脑

的东西所左右。

打那以后，我坚持把纪律规矩挺

在前面，严格按规章制度办事，虽然

拒绝了不少战友的不合理请求，但大

家对我的工作更认可了。前不久，连

队组织对党员骨干履职尽责情况进行

民主测评，我以全票获评优秀。

（陶 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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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没想到，早就设计制作好的

“官兵家人合影墙”，会因收不齐照片而

几乎“烂尾”。

前些日子，我萌生了一个想法：将

全连官兵与家人的合影收集起来，制作

一面照片墙摆在连队显眼位置，让官兵

每天都能看到家人的面庞，以激发大家

感恩亲人、建功军营的内在动力。

这个想法得到了连长和骨干们的

一致认可，值班员也很快将收集照片

的通知传达到了各班。我迫不及待地

开始设计照片墙的尺寸样式，并很快

制作成型。万事俱备，就只等着照片

收齐了。

两天过去，本以为会很快收齐的照

片却迟迟没有交上来。我催了值班员

几次，得到的都是“再等等”“再给点时

间”的回复。第三天，像打了败仗一样

的值班员低着头向我汇报：“指导员，收

集照片的任务实在完不成，有些战友根

本没有与家人的合影。”

说实话，这样的结果让我十分惊

讶 ，而 现 实 就 是 如 此 ，全 连 不 少 官 兵

“交了白卷”。再翻看交上来的照片，

情 况 也 是 层 出 不 穷 。 有 些 官 兵 交 的

是自己儿时的照片，因为成年后再没

与家人合过影；有的官兵临时与家人

视 频 通 话 ，用 手 机 截 图 凑 数 ；有 的 用

制 图 软 件 将 自 己 的 照 片 与 父 母 的 照

片合成在一起……

如何处理这件事，给我这个刚上

任 不 久 的 指 导 员 出 了 一 道 难 题 。 我

当 即 找 来 部 分 没 有 提 交 照 片 的 战 士

询问情况。有的解释，父母是土生土

长 的 农 民 ，性 格 含 蓄 内 敛 ，感 觉 和 孩

子 合 影 难 为 情 ；有 的 说 ，当 兵 在 外 与

家人聚少离多，拿不出时间与父母亲

人照张相……

他们的回答在我的预料之中，可事

实真的如此吗？据了解，部分官兵休假

时，将外出旅游作为首选，家乡反倒成

了短暂停留的“打卡地”；或醉心于和同

学朋友的感情维系，早出晚归参加聚

会，和家人见不上几面；有的官兵手机

里与女朋友的合影动辄上百张，却拿不

出一张全家福。

我开始审视，一些官兵没有与家

人合影这一情况背后有深层次问题。

作为指导员，我不能简单定性指责，因

为表达爱的方式有很多，但是拍摄全

家福，定格美好记忆，给父母亲人留下

念想是作为子女应该做的；休假回家，

主动与父母合影留念，让父母感到“孩

子在部队里长大了、懂事了”是值得赞

扬的；带着合影返回军营，给自己训练

生活添一分动力、一种激励是应该倡

导的……这也是我提出设置合影墙的

初衷所在。

随后的教育中，我以“与家人合张

影需要多长时间”为题，在全连组织了

一场讨论交流。“打一局手游需要 20 分

钟，看一部电影需要 2 小时，参加一次

同学聚会需要一下午……和父母亲人

站在一起拍张全家福，仅仅需要几分钟

甚至几秒钟……”随着我不时插话引

导，现场气氛愈发热烈，官兵们纷纷开

始反思。

“ 指 导 员 ，这 是 我 刚 与 妻 子 孩 子

照的一张相。”课后，在家休假的战士

肖 顺 鹏 通 过 微 信 给 我 发 来 了 一 张 新

拍 的 合 影 ，照 片 里 一 家 人 其 乐 融 融 、

让 人 羡 慕 。 不 久 后 ，合 影 墙 顺 利 建

成 。 如 今 ，官 兵 们 经 常 驻 足 墙 前 ，或

默 默 观 看 ，或 互 相 交 谈 ，脸 上 写 满 了

幸福和思念。

（魏 熙整理）

“官兵家人合影墙”是这样建成的
■第 80 集团军某旅电子对抗营某连指导员 慕佩洲

这是上等兵李金泽入伍以来笑得

最开心的一次——日前，在第 78 集团

军电子对抗专业比武中，首次参加比武

的李金泽与队友密切配合，一举夺得综

合成绩第一名。手捧奖牌，李金泽灿烂

的笑容被抓拍下来，贴在旅里精心打造

的“笑脸墙”上。

“ 每 一 张 笑 脸 背 后 ，都 有

一个感人的强军励志故事 。”

该 旅 领 导 介 绍 ，今 年 野 外 驻

训 以 来 ，官 兵 们 克 服 高 温 酷

暑、风餐露宿等恶劣条件 ，把

心 思 和 精 力 全 部 投 向 练 兵 备

战 ，涌 现 出 一 批 矢 志 打 赢 的

身边典型。

先 遣 部 队 抵 达 驻 训 地 的

当天 ，恰逢暴雨如注 ，第一次

参加野外驻训的列兵梁文杰，

并 没 有 被 这 种“ 阵 仗 ”吓 倒 。

他与其他战友一起，顶风冒雨

搭设加固帐篷，赶在大部队到

达 之 前 圆 满 完 成 设 营 任 务 。

看 着 一 顶 顶 帐 篷 在 风 雨 中 挺

立，浑身被雨水浸透的梁文杰

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而这一幕

恰 恰 被 手 拿 相 机 的 一 名 报 道

员捕获。

“官兵们在野外驻训场留

下了辛勤汗水，也留下了许多

精彩瞬间，把大家一张张灿烂

的笑脸收集起来，就能绘就一

道亮丽的风景 。”经基层官兵

提议 ，该旅政治机关倡导 ，打

造演训场上“笑脸墙”计划正

式启动。短短数月，他们就收

录了 2000 余张官兵照片。而后，他们

将这些照片按照不同任务、场合等进行

归类区分，打造出“奋斗”“争先”等 10

个板块，成为持续激发官兵练兵备战热

情动力的重要抓手。

“这是咱们营张中阳与乔治文参

加集团军操舟机集训比武时的照片。”

前不久，作战支援营教导员顾礼开展

主题教育时，专门把“笑脸墙”上营队

官兵的照片收进教案、搬上讲台。那

一课，他详细介绍了营里数十名官兵

笑脸背后的感人故事，有效鼓舞了全

营的训练士气。

自“笑脸墙”亮相野外驻训场以来，

前来参观的官兵络绎不绝，大家的训练

热情被“点燃”，训练成绩开始整体攀

升。首次担任导弹射手的反坦克导弹

连下士王上珉打出了首发命中、发发命

中的好成绩；列兵王飞在首次参加某型

单兵火箭实弹射击考核中，打出优秀成

绩……

“一张张笑脸，生动展现官兵矢志

强军的精气神。”该旅领导介绍，今年野

外驻训展开后，官兵们针对演训任务中

的重难点课目专攻精练，一大批训练尖

子、精武标兵脱颖而出，成为全旅上下

争相学习的榜样。

下图：“笑脸墙”合成图。

刘议闪制作

2000余张官兵笑脸“点燃”演训场
■陶 李 孙德志 本报记者 牛 辉

早 餐 过 后 ，空 气 里 透 出 一 丝 凉

爽。马上要组织密切内部关系教育，

武警江西总队萍乡支队萍乡中队官兵

听到哨音，迅速跑到操场列队集合。

这时，中队指导员侯天宇从库房

里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两根略显“沧

桑”的扁担。“搞教育，还是搞劳动？”官

兵们面面相觑，不知道指导员葫芦里

卖的什么药。

“今天的教育课和扁担有关！”见

大家不解，侯天宇领着官兵来到营房

旁的草地上席地而坐。

“这两根扁担是多年前中队官兵

留下的，刚才我特意找出来，就是想用

直观的方式和大家分享两个故事。”侯

天宇的开场白，吊足了官兵胃口。

“第一个故事是‘朱德的扁担’。

井冈山革命时期，红军被敌人封锁，粮

食奇缺，身为红四军军长的朱德同志

带头往返几十公里到山下挑粮，脚被

磨出了血泡。战士们心疼他，多次将

他的扁担藏起来。他又新做了一根扁

担，写上自己的名字，坚持和年轻的战

士一起挑粮上山。”

“ 第 二 个 故 事 是‘ 旧 军 队 的 扁

担’。在国民党领导的旧军队，军阀

作 风 根 深 蒂 固 ，打 骂 士 兵 几 乎 是 家

常便饭。一位起义士兵当年被国民

党 军 官 用 扁 担 打 折 了 手 指 ，再 也 无

法 伸 直 ，几 十 年 后 老 人 回 忆 这 段 遭

遇，依然痛恨不已。”

一样的扁担，不同的用途，反映的

却是两支军队天壤之别的带兵方式和

治军理念，让官兵听来很受触动。

“ 实 践 证 明 ，官 兵 友 爱 、上 下 同

心 就 能 激 发 无 穷 的 战 斗 力 ，反 之 只

能 一 败 再 败 ，最 终 被 历 史 抛 弃 。”看

到 大 伙 儿 的 目 光 都 集 中 到 自 己 身

上 ，侯 天 宇 不 失 时 机 地 引 导 官 兵 踊

跃发言。

“刚到部队时，我训练成绩老上

不去，班长耐心讲解，手把手地教，让

我进步很大”“要不是战友及时‘拉袖

子’，我当时真有可能违反纪律”“我

永远忘不了，除夕夜是中队长帮我站

的岗”“前年，我家人生病住院，支队

及时给我申请了困难补助，战友们还

慷慨解囊，帮我渡过难关”……

“ 同 志 们 ，平 时 同 甘 共 苦 ，战 时

才 能 生 死 相 依 ，我 们 要 巩 固 和 发 展

团结、友爱、和谐、纯洁的内部关系，

打 造 坚 如 磐 石 、能 打 胜 仗 的 战 斗 集

体。”

“战友，战友，亲如兄弟，革命把我

们召唤在一起……”授课结束，官兵齐

声合唱《战友之歌》，高亢响亮的声音

传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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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不击不扬，人不激不奋。战争年

代，一句“下一场硬仗，还交给你们打”，

就可以让一支部队热血沸腾、舍生忘

死；和平时期，一面红旗、一纸奖状，就

可以让一批官兵顽强拼搏、勠力前行。

由此可见，善用鼓励激励方法手段，有

利于调动官兵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从而激发强大的凝聚力创造力战斗力。

上文中，第78集团军某旅在野外驻训

场打造“笑脸墙”，深挖每一张笑脸背后的

强军励志故事，将官兵身边看得见、摸得着

的典型写入教案、搬上讲台，这种做法为该

旅官兵精武强能、苦练本领凝聚兵心士气，

发挥了很好的鼓励激励、正向引导作用。

基层是部队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

基础，青年官兵又是基层的主体力量。

当代青年官兵朝气蓬勃、富有激情，要

用好用活鼓励激励的方法手段，为完成

各项工作任务，培养更多打仗人才、打

赢精兵凝心聚力。“心中播下荣誉的种

子，就会盛开英雄的鲜花。”我们坚信，

在光荣传统的教育感召下、在典型荣誉

的激励推动下，更多优秀的新时代革命

军人将不断涌现、拔节成长。

用好用活鼓励激励方法手段
■焦 扬

官兵正在分享合影背后的亲情故事。 吴忠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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