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8基 层 传 真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１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徐雯

基层之声

新闻前哨

记者探营

“雷铭兴，你是装步二连第 243 名

成员，现在正式将 243 号荣誉牌授予

你 ……”11 月上旬，第 71 集团军某旅

装步二连全体官兵在荣誉墙前整齐列

队，为刚入营的 10 多名新兵举行荣誉

牌授予仪式。

与此同时，已经退役近一年的老

兵杨冬，通过视频连线见证自己的 27

号荣誉牌复制品被陈放在荣誉墙上。

随后，他向年轻战友们讲述自己在连

队服役 16 年的奋斗历程，鼓励大家岗

位建功，争创佳绩。紧接着，连长王润

杰趁热打铁，为即将开始的演习作教

育动员。

小 小 的 荣 誉 牌 ，何 以 被 如 此 珍

视？仪式结束后，王润杰向记者讲起

荣誉牌背后的故事。

原来，荣誉牌最初只是一款纪念

铭牌。2019 年底，装步二连荣立集体

二等功，该连为全体官兵定制了一块

刻有个人姓名和“集体二等功”字样的

纪念铭牌。然而，随着人员流动更替，

这块纪念铭牌也逐渐被遗忘，去年 9 月

老兵退伍时，有人甚至将它丢掉了。

“连队荣立集体二等功时，我刚入

伍，感觉和自己关系不大……”从这名

老兵那里得知原因，王润杰内心五味

杂陈，不由想起每年退伍季，总有一些

获奖证书、绶带等个人保留的物品被

随意丢弃。最近两年，连队遭遇“低谷

期”，王润杰感觉这与官兵们荣誉意识

淡化不无关系，他认为要想重振士气、

改变面貌，必须在官兵与连队之间建

立起不可磨灭的记忆与情感。

“传承的第一要务是铭记。”恰逢

电影《长津湖》上映，影片里“第七穿

插连”为每个战士编号的片段启发了

王润杰。在原有纪念铭牌的基础上，

他 开 始 组 织 设 计 制 作 一 款 可 以 随 身

携 带 的 荣 誉 牌 ，上 面 包 含 人 员 姓 名 、

专 属 编 号 、强 军 心 语 等 信 息 ，还 在 背

面预留了空白区，用于记录持有者的

服 役 时 间 与 所 获 荣 誉 。 连 队 党 支 部

为此专门建立了一套奖惩激励机制，

并 决 定 将 荣 誉 牌 的 发 放 范 围 扩 大 到

2017 年 连 队 组 建 以 来 所 有 在 连 队 服

役过的官兵。

第一批荣誉牌制作完成后，装步

二连结合新年度开训举行了首批集中

授牌，同时通过邮寄、代转等方式为离

队官兵送去荣誉牌。截至目前，该连

已共计发放 252 块荣誉牌。

一 句 强 军 心 语 就 是 一 个 成 长 故

事，一处空白填满就是一段奋斗历程。

去年底，通信技师柯其堂因工作

表现出色，荣立三等功。连队及时收

回他的 62 号荣誉牌，将这份荣耀刻在

上面。当柯其堂再次拿到荣誉牌时，

他正在外面参加新装备集训。战友们

羡慕的目光，让他浑身充满了干劲，经

常加班加点进行技术攻关。

大学生士兵苏晨鹏刚下连时，一

度不适应部队生活而不在状态。听说

年 度 考 核 不 合 格 会 被 推 迟 授 予 荣 誉

牌，他开始振奋精神，自我加压，努力

提高各项成绩，最终获得连队认可，如

愿得到了 228 号荣誉牌。

今年 9 月，下士郭川萌生退役想

法，可看到几名同年兵不是被评为“四

有”优秀士兵就是荣立三等功，而自己

的 205 号荣誉牌背面还是空空如也，

他决定留队继续追梦。“当了一回兵，

总要给连队和自己留下一些什么，否

则对不起组织培养、有负青春年华。”

郭川说。

“就像征战赛场的球员都有自己

的号码一样，连队官兵也会带着刻有

专属编号的荣誉牌驰骋演兵场。”王润

杰介绍说，今年 10 月，趁着旅里组织各

营连建设荣誉墙的机会，他和连队干

部骨干商定，在荣誉墙设立“官兵功勋

荣誉展陈区”，每一名获得三等功以上

荣誉的官兵，其荣誉牌都会被复制一

块上墙陈放。去年底退役的杨冬，正

是第一个获此待遇的老兵。

如今在装步二连，荣誉牌不再是

那个曾被丢弃的纪念铭牌，而是一种

精神符号。记者看到，官兵们将自己

的荣誉牌或悬挂在床头枕边，或放在

胸前口袋，或固定在步战车内的战位

旁，时刻激励着他们创先争优，精武强

能。今年以来，在作战能力检验、实弹

射击考核和营战术演练中，该连官兵

表现优异，受到上级肯定。

第71集团军某旅装步二连激励官兵建功军营—

小小荣誉牌 释放大能量
■朱宇伦 刘 硕 本报特约记者 高骏峰

前段时间，我在某旅一支荣誉连队

当兵锻炼。与官兵同吃同住同训练，几

天下来，发现先进连队确实不一般，所有

工作都做得有模有样、毫不敷衍。可唯

独一个现象，让我感觉有些异样。

基层连队每天集合的次数很多，从

早上的出操，到一天三顿饭，再到晚上的

点名，一天下来起码六七次。不少连队

干部都会利用这些大大小小的集合，给

大家讲几句，或安排接下来的工作，或讲

评刚刚结束的训练。在这支荣誉连队，

干部骨干的做法也大抵相同，因为工作

确实干得出色，所以每次集合的讲评往

往以表扬为主。

但渐渐地，我开始感觉表扬的次数

实在有点多。某日，早上开饭前，6 名同

志因内务秩序好受到表扬；上午操课结

束后，两个班因训练热情高受到表扬；晚

点名时，更是全面表扬了一排的口令呼

号、9 名同志的公差效率和全体新兵的

快速融入。

我简单作了个统计，发现这个不足

百人的连队，平均每天受到表扬的人数

达到 20 余人。尤其是新兵，因为受到更

多的关注，获得的表扬也就相对多一些，

有一名新兵在一周内被连队干部骨干表

扬了 13 次，而在同样的时间里，隔壁连

队的另一名新兵被表扬了 11 次。表扬

的话说多了，说者开口就变得有些随意，

不一定次次说到点子上；表扬的话听多

了，闻者也慢慢觉得无感，左耳进右耳

出，留不下多少印象。

这不禁令人思考：表扬是对一个人

的表现给予肯定性的评价，可以起到激

励作用，可为什么在这个连队，效果却打

了折扣呢？

通过调研和观察，我发现这些面面

俱 到 、脱 口 而 出 的 表 扬 实 在 显 得 有 些

“轻飘飘”了！我将这些表扬粗略归了

类：有些表扬全员覆盖、“雨露均沾”，说

与不说差别不大；有些表扬千篇一律、

缺乏真诚，不能使官兵信服；还有些表

扬缺少依据、内容不实，既惹人反感，还

容 易 引 发 矛 盾 。 试 举 几 例 ：卫 生 区 整

治，打扫干干净净的一排和工作马马虎

虎的三排都得到了“任务完成较好”的

表扬，一排的几名班长有些愤愤不平，

三排的几名战士也颇感诧异；驾驶员因

工作性质，经常被表扬为“废寝忘食”，

却导致辛辛苦苦给他们准备“加班餐”

的炊事班战士心生怨气；一排排长为人

老 实 、做 事 踏 实 ，经 常 被 表 扬 为“ 觉 悟

高”，结果每次休假都排在其他干部后

面，自己有苦难言；三班班长因为某一

次演习赢得了“拼命三郎”的美誉，而他

平时训练大部分时间却是出工不出力，

大家意见很大……

为探及原因，我与连队几名干部骨

干聊了聊，发现根子就在他们身上。有

的当“老好人”，担心批评多了得罪人、丢

“选票”；有的感慨当下人少事多工作难

干，得用中听的话哄着大家；有的偏信

“好兵是夸出来的”，一味用赞美代替批

评、用鼓励代替提醒，不能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对待……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其实也不

难，那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因人因事施

策，奖罚分明、严爱有度，表扬值得表扬

的，批评应该批评的，不能“撒胡椒面”，

看见谁就赞美谁。

我将自己的想法与连队主官进行了

沟通，得到他们正面回应。当表扬不再

随意、当批评有的放矢，效力就会凸显出

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那些泛泛而

谈、张嘴就来的“漂亮话”不见了，表扬有

了“含金量”，批评也有了“辣味”，从官兵

们脸上看得出来，他们的内心真正受到

了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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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调换不到 3 天，衣服就到了,

效率真高！”前不久，身高 1 米 98 的陆军

某团支援保障营上等兵张勇赶在野外

驻训前领到了合身的新军装，喜悦之情

溢于言表。驻疆某储供基地保障队领

导介绍，特体军服的调换之所以如此快

速，得益于他们进一步推进被装精细化

保障。

“特体军服需求数量少、生产周期

长，能不能及时配发更多时候要看库存

情况。”谈及特体军服的保障，保障队仓

库保管员黄青春告诉笔者，21 式作训服

设计更加人性化，号型分得很细，在提

升官兵穿着舒适度的同时，也意味着每

个号型的适体范围相对缩小。加之与

常用号型军服相比，特体军服一般是先

统计上报需求再组织生产，所以无论首

次发放，还是后期调换，都需要较长时

间。

据了解，新疆军区某师火力团野外

驻训期间，部分官兵的作训服和作战靴

磨损严重。因团机关为他们申领补充

被装时，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号型，两名

身型较小的军士只能继续穿着打补丁

的军服、裂口的作战靴，军容风纪和生

活训练均受到了影响。

“如果官兵军服穿着不合身、补充

不到位，影响了工作训练，那我们就是

第一责任人。”经过一番研究讨论，该

保障队拿出了解决方案：与上级业务

部门对接需求，与供应单位建立信息

共享平台，与服装生产厂家协商特体

军服临时供应事宜，构建“需求-调配

（生 产）-速 递 ”保 障 链 ，按 照“ 发 一 备

一”的储备标准，精简供应环节，提高

保障质效。

某 炮 兵 旅 列 兵 马 辰 昊 身 高 1 米

95，入伍前错估了衣服尺码，导致配发

的军服号型偏小，当地人武部几经协

调调换未果。来到部队后，新训机构

通过全军被装精确申领服务平台为他

申领适体的被装。该储供基地受理并

核实相关信息后，迅速组织分拣和快

递配送，不到一周，马辰昊就收到了被

装包裹。

“官兵无论高矮胖瘦，让他们及时

穿上合身的军服，是我们一贯的工作追

求。”该保障队领导说，如今，在他们的

努力下，特体军服供应保障已不再是难

题。

驻疆某储供基地保障队推进被装精细化保障—

特体军服供应实现“发一备一”
■李合林 肖承槟

值班员：第 80 集团军某旅合成四营

火力连连长 戚一明

讲评时间：12 月 18 日

时值年终，部分官兵出现了一些思

想波动，个别人甚至发起了牢骚。对此，

各位干部骨干反应迅速，及时跟进做好

教育引导，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在此

过程中，有的同志还是习惯于“只堵不

疏”那套做法，简单用行政命令进行压

制，这是不可取的。

牢骚话不是凭空而来的，大多都事出

有因，反映出我们在工作中还有这样那样

的问题。此时不妨坐下来，与官兵们开诚

布公地聊一聊，听听大家所怨何事、怨从

何起，千万不能闭目塞听，拒人千里，否则

只会导致问题累积、矛盾升级。

牢骚话里也有“金点子”。希望干

部骨干正确对待战士们的逆耳之言、抱

怨之语，从中发现并解决问题。同时，

扩大民主、广开言路，鼓励官兵们多为

连队建设出主意、提建议，努力形成大

家 心 往 一 处 想 、

劲 往 一 处 使 的

工作局面。

（李嘉琛、常

皓博整理）

思想引导，要善听官兵牢骚

值班员：第 79 集团军某旅防空营教

导员 刘 芳

讲评时间：12 月 14 日

这 段 时 间 ，

各连能够在开展

理论授课时创新

方式方法，课堂氛

围浓厚，官兵参与

热情较高。同时我也发现，个别干部在授

课中过分注重形式，淡化了对理论要点的

阐释分析，战士们反映教育效果并不理想。

大家敢于走出“舒适区”，勇于探索

教育创新，值得肯定。但一定要明白，形

式是为内容服务的，不能次序颠倒、舍本

逐末。好的形式可以为内容“增色”，但

不可与内容“争辉”，否则授课看起来热

热闹闹，就是无法入心入脑，根本达不到

铸魂育人的目的。

思想政治教育要牢固树立起“内容

为王”的导向，一切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 都 要 紧 紧 围 绕 内 容 展 开 、为 内 容 服

务。下一步，营里将组织各连队召开议

教会，分析教育形势、总结经验不足、汇

聚官兵智慧，结合官兵的思想和实际问

题，找准教育创新的突破口和发力点。

（吕旭、刘文轩整理）

教育创新，别只图形式热闹

值班员讲评

战士高文宪的 249号荣誉牌。

图片均为陈 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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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4日，陆军某旅组织战场机动演练，锤炼官兵遂行任务能力。 黄腾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