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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营
连队“家乡话”风波平息一段时间

了，但我依然记忆犹新，内心有一些感悟

想与大家分享。

事情要从列兵张育铭说起。一次训

练间隙，官兵们围坐在一起休息聊天，分

享训练心得。在一片热火朝天的氛围

中，形单影只的张育铭格外显眼。

张 育 铭 下 连 以 来 一 直 积 极 向 上 、

乐 观 开 朗 ，现 在 这 是 怎 么 了 ？ 担 心 他

遇 到 了 困 难 ，我 上 前 了 解 情 况 。 面 对

我的询问，张育铭起初并不愿回答，只

说“没事”，在我的一再追问下，他才吐

露心声。

原来，张育铭这批新兵共有 4 人来

到连队，除了他以外，另外 3 人都是同

乡。平时工作训练人多时显不出来，但

每到三两人聊天时，另外 3 人便习惯聚

在一起用方言交流，而张育铭则成了难

以融入的“外人”。

几句家乡话看似凝聚同乡情，却也

无 形 中 拉 远 了 与 其 他 战 友 间 的 距 离 。

张育铭的经历引起了我的警觉。在部

队遇到同乡的情况不算少见，乡土情结

人皆有之，但是尺度把握不好，很容易

出现“小圈子”“唯老乡是亲”等不良风

气 。 为 避 免 发 生 这 种 情 况 ，我 开 始 思

考，如何教育引导官兵正确处理同乡战

友之间的关系。

当 晚 看 过 新 闻 ，我 便 见 缝 插 针 开

展 了 题 为“ 同 乡 情·AB 面 ”的 随 机 教

育。讨论交流中，中士安云阔直言，自

己 在 新 兵 连 时 人 生 地 不 熟 ，是 同 乡 战

友 的 相 互 鼓 励 支 撑 他 顺 利 度 过 适 应

期 。 但 也 有 人 说 ，有 的 战 友 讲 老 乡 不

讲原则，讲乡情不讲规矩，与同乡三五

成 群 结 成“ 小 团 体 ”，故 意 排 斥 其 他 战

友……

“同乡战友由于方言相通、风俗相

同 ，感 情 近 一 些 、交 往 多 一 点 是 正 常

的 。 但 既 然 来 到 部 队 ，大 家 就 是 一 家

人 ，同 乡 之 情 不 应 成 为 战 友 情 谊 的 阻

碍 ，更 不 能 打 着 同 乡 的 幌 子 搞‘ 小 团

体’。”教育结束时，我作了简单总结，不

少人若有所思。

在随后的连队生活中，我发现了不

少可喜的变化：张育铭和战友围坐在一

起，大家互相介绍家乡风情，相约日后

休假互访；一排开展“教你一句家乡话”

活动，天南海北的方言土语引得大家捧

腹大笑，融洽了关系、增进了感情……

战友关系与同乡关系相互交融产生了

奇妙的“化学反应”，整个连队的战友都

成了自己的“新同乡”，战友情谊也更加

深厚稳固。

“这次任务我想参加。”前不久，连

队 受 命 与 驻 地 学 校 展 开 合 作 ，不 少 官

兵 毛 遂 自 荐 。 问 及 理 由 ，大 家 不 约 而

同 地 表 示“ 驻 地 就 是 第 二 故 乡 ”“ 想 为

驻 地 贡 献 力 量 ”。 这 让 我 感 动 之 余 也

有了更深的思考：时代在发展，人们对

“家乡”的认知不再囿于土生土长的那

片 土 地 ，一 线 带 兵 人 应 该 教 育 引 导 官

兵跳出“同乡圈”、打开“大格局”，构建

良 好 的 内 部 关 系 ，助 推 连 队 向 上 向 好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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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针对少数基层部队炊管人员流动快、业务能
力有限的实际，军队有关伙食管理规定对伙食单位炊事员
在岗比例和专业技能提出要求，明确在岗等级厨师炊事员
比例，由以前的配备数量调整为在岗数量，规定每个伙食
单位至少保持 1名等级厨师炊事员在岗，集中办伙单位在

岗等级厨师炊事员不得少于本单位炊事员总数的1/4。
“好伙食能顶半个指导员”。伙食连着官兵健康、连

着军心士气、连着部队战斗力。面对新情况新要求，如何
保持等级厨师的在岗率？东部战区陆军某旅的做法，值
得借鉴。

传授厨艺、整理档案、告别军旗、

合影留念……去年底，东部战区陆军

某旅四营炊事班班长杨爽爽办理完退

役手续，登上返乡列车。他告诉记者，

能够这样放心离队，得益于近半年来

旅里为建强炊管专业队伍推出的一系

列举措。

“想到离队，我们几个心里都挺没

底。”杨爽爽告诉记者，去年 5 月，旅里

着手开展冬季老兵选退相关工作。和

他同为等级厨师的司务长王恒、炊事

员张凯均满服役期，营里一下子要走 3

名等级厨师。这样一来，如何保证等

级厨师在岗率？营里的伙食质量会不

会因此受影响？一时间，3 人都有些担

忧。

和他们一样为此感到焦虑的还有

营长魏财宝。“前些年，炊管人员流动

快、业务水平有限一直是制约部队伙

食质量提升的难题。像杨爽爽这样炊

事经验足、管理能力强的高级厨师离

队，我们确实舍不得。”说起营里的炊

事员，魏财宝如数家珍。据他介绍，杨

爽爽、王恒、张凯在炊事岗位工作 10 多

个年头，考取了中式烹调师、营养配餐

员、中式面点师等多个等级证书，都是

营里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炊管人才。

眼看他们退役后一时没有人接手，魏

财宝心里很是着急。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去年 9 月。在

该旅的一次伙食管理会议上，魏财宝

向 旅 领 导 如 实 汇 报 了 这 个 情 况 。 旅

领导当即表态，必须按编配齐配强炊

管 人 员 ，提 高 炊 事 员 的 称 职 率 ，保 证

等 级 厨 师 的 在 岗 率 ，并 与 机 关 人 员 、

营 连 干 部 一 道 想 方 法 、出 对 策 。 会

后，一系列建强炊管专业队伍的举措

新鲜出炉。

“ 首 先 ，要 把 住 人 员 选 配 关 。”该

旅 领 导 介 绍 ，他 们 盘 活 全 旅 炊 管 资

源 ，选 拔 军 事 素 质 好 、服 务 意 识 强 的

人员充实炊管队伍，将具备相应等级

烹 饪 技 能 资 格 的 军 士 调 整 到 炊 事 岗

位，明确在岗取得职业等级资格者须

在本岗位继续服役两年以上，确保集

中 办 伙 的 营 连 在 岗 等 级 厨 师 不 低 于

本 单 位 炊 事 员 总 数 的 1/4，保 持 炊 管

队伍相对稳定。

有了旅里的政策支撑，魏财宝开

始调配力量。中士李连波和李过江在

去年 7 月考取了等级厨师证书，下士

裘德康在 2021 年通过了初级等级厨

师考核。通过民主推荐、组织批准，李

连波被任命为炊事班班长，接管杨爽

爽的工作，李过江、裘德康被定岗为炊

事员。

新的等级厨师配备到位，正当魏

财宝和杨爽爽准备松一口气时，又有

了新的情况：1 名中级厨师因为休年

假需要暂时离开岗位，1 名初级厨师

被抽调到旅里的情报处理集训队担任

炊事员。

“配备率不等于在岗率。”魏财宝

意识到，受休假、学习、集训等因素影

响，等级厨师的暂时性流动是一种常

态，营里仅配备 3 名等级厨师是远远不

够的，虽然其他年轻的炊事员能基本

完成炊事值班，但要随时保持高质量

的伙食还有难度。对此，杨爽爽深有

体会：“前些年，我们班 12 名炊管人员

全部在岗的时间不超过 1 个月。要想

保持等级厨师的在岗率，必须提升炊

事班的整体业务水平。”

正当杨爽爽打算利用退役前的几

个月，把自己所学全部教给班里战士

时，旅里传来了炊管队伍培训升级的

喜讯。

原来，对炊管人员流动性大的问

题，旅党委早有预见。为此，他们每季

度采取岗位练兵训、区域集中训、军地

携手训等方式抓好业务培训，开展“大

师名厨走基层”活动，送知识、送技术、

送服务上门，并依托地方职业技能鉴

定站组织初中高级职业技能鉴定。经

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炊管队伍能力水

平得到明显提升。

“现在，炊事集训越来越扎实，出

去 学 习 考 证 的 机 会 也 越 来 越 多 。 前

些天，班里又选派了 2 名年轻炊事员

到 地 方 培 训 。”看 到 班 里 炊 事 员 的 烹

饪技术不断提升，伙食调剂质量也跟

着水涨船高，几名即将离队的炊事老

兵 由 衷 感 到 高 兴 ：“年 轻 战 士 一 个 个

成长起来，我们离队也更加放心。相

信咱们营的伙食一定会越办越好，部

队的战斗力一定会越来越强。”

东部战区陆军某旅多措并举保持等级厨师在岗率—

炊事老兵退役，伙食质量不降
■李 仙 本报记者 孙兴维

“报告，我的成绩有问题。”近日，海

军陆战队某旅防空营防空一连组织开展

基础课目考核。单兵掩体构筑课目考核

刚刚结束，上等兵杨蛟龙就向考核组提

出了质疑，周围的战友也有不少在窃窃

私语：“杨蛟龙第一个完成掩体构筑，怎

么会成绩不及格……”

“你的速度确实很快，但在掩体构筑

过程中，挖出的土扬得过高，声响也太

大，全程没有对附近‘敌情’进行观察，战

场意识缺乏。”面对杨蛟龙的质疑，考官

参谋郭鹏博不紧不慢地给出自己的评分

理由。对照他的话回想自己考核时的表

现，杨蛟龙低下头不再出声。

无独有偶。在另一个场地进行的通

过染毒地带课目考核，也出现了类似情

况。前出侦察、判定风向、武装防护……

上等兵刘鸣天一套动作行云流水，用时

最短，却同样与优秀无缘。“防护期间，枪

支、装具多次触地染毒，操作不规范。”负

责监考的防化连排长常一凡作出解释，

“防护类课目讲求速度，但更要注意细

节，敌情意识尤为重要，否则完成再快也

是无用功。”

考核结束后的复盘中，指导员单仁杰

针对类似情况，趁热打铁组织官兵围绕

“考核也是战斗”展开讨论，引导大家从自

身查摆问题，梳理平时训练中的薄弱环

节。“之前总觉得基础考核就是拼速度，速

度快了成绩才会好”“考核的目的是提升

实战能力，不能让考场脱离战场”……

单仁杰在讨论的最后作了总结：“训

练场对接的是战场，考核也是战斗，忽略

实战要求练出来的只是‘花架子’，想练

好真本领，就要把战斗力标准贯彻到每

一次训练和考核中。”随后，该连教育引

导官兵深挖训练中的形式主义和虚浮作

风，增强日常训练中的实战氛围，强化官

兵战场意识。

思维上的破冰带来训练上的突破。

在最近展开的导弹班战术行动演练中，

杨蛟龙带领班组成员时刻关注现地环

境，战场意识显著增强，被评为周“训练

之星”。看着连队训练质效不断攀升，单

仁杰十分欣慰。在刚刚结束的旅综合考

核中，该连凭借出色表现，取得了营队总

评第一的好成绩。

基础考核不能一味求快
■张潇赫 杨可可

前段时间，第 80 集团军某旅部队管

理科科长郑炯明连同几名机关人员下

连蹲点，其间，大家对摩步六连的印象

都十分深刻。因为该连内务规整有序，

尤其是一排，不仅物品摆放整齐划一，

各 类 生 活 用 品 的 品 牌 也 都 基 本 一 致 。

因此，机关为他们颁发了“最佳内务”流

动红旗。

得知这一消息，摩步六连指导员郭

鹏欣喜之余，带着连队骨干来到一排观

摩学习。“外侧摆放瓶装日常用品，既方

便取用，也挡住了里面的私人物品……”

听着排长崔洋洋的介绍，郭鹏打开了几

名战士的柜子，只见里面从左至右依次

是洗衣液、洗发膏、沐浴露，摆放整齐有

序，而且都是同一品牌、同样容量。郭鹏

随手拿起一瓶洗衣液，却发现这只是一

个空瓶子，而空瓶的背后其实还“藏”着

一袋洗衣粉。

郭鹏又打开几个柜子，发现基本都

存在相似的情况，于是当即叫停观摩，就

地召开骨干会。崔洋洋道出了实情：原

来，官兵私人物品五花八门，如果随意摆

放不加遮掩，看起来十分杂乱。为了在

内务检查时让机关人员“眼前一亮”，他

要求大家使用统一规格和品牌的日用

品，确实需要使用别的品牌也要遮掩一

二。这种做法虽然能让评比取得不错成

绩，但也给官兵日常生活带来了一些不

便，还有部分官兵为了凑齐一样的物品

颇费了一番功夫。

针对这一情况，郭鹏组织连队骨干

进行讨论和反思，明确指出内务设置过

度追求整齐划一，既不利于战备，也不方

便官兵生活，必须叫停。同时强调，内务

设置应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不可自我加

码制订“土规定”“土政策”。随后，郭鹏

又向郑炯明说出实情，请求交回“最佳内

务”流动红旗。

内务设置中的形式主义被一一清除，

官兵们丢掉用来装点门面的空瓶子，将各

类日用品认认真真摆放整齐。据悉，在最

近的一次检查中，摩步六连凭借良好的内

务秩序在交班会上受到了表扬。

内务设置不应自我加码
■张佳琦 于金鼎

指导员之家

新闻前哨

营连日志

业务培训中，该旅高级厨师李国盛（前）正在对炊事员所做菜品进行点评。

王贤哲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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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武警广西总队

桂林支队组织特战分队开展

武装追击、山林地搜索、抢占

坡顶等课目训练，锤炼特战

官兵战斗能力。

右图：掩蔽狙击

下图：快速出击

施晨洲摄

闪耀演兵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