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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感动

营连日志

编余小议

基层暖新闻

冬夜，海拔 4300 多米的高原驻训

地，气温降到了-25℃。

第 77 集团军某旅一营二连战士王

建兵顶着凛冽的寒风站在哨位。借着

手电筒的光，他从哨位桌子上的“暖心

箱 ”里 取 出 几 片 暖 贴 ，贴 在 双 膝 和 腰

间。不一会儿，暖意涌来，他长舒了口

气：“有了这些防寒保暖物品，再不用

担心深夜站哨挨冻了！”

十 几 分 钟 前 ，即 将 下 哨 的 列 兵

赵然略感胸闷、头痛，便从“暖心箱”

里 拿 出 抗 高 原 反 应 的 药 品 ，就 着 热

水 服 下 。 下 哨 离 开 时 ，他 还 从 箱 中

取 出 面 包 、牛 奶 ，准 备 带 回 帐 篷 加 热

当夜宵。

上面提到的“暖心箱”，是一个约 1

立方米大小的木箱，外面用迷彩布包

着。打开盖子，里面整齐摆放着氧气

袋、暖贴、保温壶、高原护肤品、维生素

片、抗高原反应药品和一些食物。

为 什 么 在 哨 位 上 放 置 这 样 一 个

箱 子 ？ 事 情 要 从 半 年 前 说 起 。 当

时 ，该 连 来 到 高 原 驻 训 。 这 里 空 气

含 氧 量 低 、昼 夜 温 差 大 ，随 着 天 气 变

冷 ，二 连 指 导 员 林 泽 发 现 官 兵 站 哨

时 ，身 体 热 量 流 失 加 快 、体 能 消 耗 变

大 。 尤 其 是 几 次 夜 间 查 铺 查 哨 ，看

到 哨 兵 冻 得 嘴 唇 发 紫 、面 色 发 青 ，有

的 甚 至 皮 肤 皲 裂 、长 出 冻 疮 ，林 泽 既

心疼又着急。

“大家都是第一次参加高原冬季

驻 训 ，缺 乏 抗 寒 经 验 ，我 们 应 当 想 办

法 给 夜 间 哨 位 送 温 暖 。”连 队 干 部 骨

干 碰 头 一 商 量 ，决 定 制 作 一 个“暖 心

箱”，将向上级请领的氧气袋、防寒物

资 、高 原 药 品 和 集 中 采 购 的 护 肤 品 、

食品点心等存放其中，供哨兵在需要

时取用。

为了让官兵们掌握更多的高原健

康知识，他们还邀请军医前来授课。

“暖身更暖心，这是实实在在的惠

兵之举！”在“暖心箱”上岗后，官兵们

给出一致好评。上高原后第一次站夜

哨的战士赵然说，看到连队干部骨干

如此用心，虽然身处零下 20 多摄氏度

的环境，心里却是热乎乎的。

“‘ 暖 心 箱 ’启 用 以 来 ，我 们 坚 持

每 天 补 充 更 新 里 面 的 物 资 ，确 保 它

在 关 键 时 刻 发 挥 作 用 。”林 泽 告 诉 笔

者 ，连 队 的 暖 心 举 措 还 引 发 了 一 场

爱 心 传 递 。 有 的 战 士 还 自 发 购 买 物

品 放 入 箱 中 ，让 战 友 们 感 受 到 连 队

大家庭的温暖。

上图：执勤哨兵和“暖心箱”。

李 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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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勤哨兵有了“暖心箱”
■黄腾飞 谢林沛

“ 团 里 给 我 们 配 发 的 跑 步 机 到

了 ！”这 天 ，新 疆 军 区 某 团 木 孜 边 防

连 营 门 哨 兵 激 动 地 用 对 讲 机 向 连 长

报告。

一辆满载训练器材的汽车，缓缓

驶进这个被称为“冰川哨所”的连队。

官兵们闻讯兴冲冲地跑了过来：“有了

这些器材，今后再也不用担心没地方

锻炼了！”

木 孜 边 防 连 位 于 天 山 山 脉 的 木

扎尔特冰川脚下。这里山高谷深，冰

峰 兀 立 ，积 雪 终 年 不 化 ，官 兵 们 一 年

四季棉衣不离身，面临着严寒与缺氧

的考验。

前几年，为了提升管边控边能力，

木孜边防连搬到了新营区。

由 于 训 练 条 件 所 限 ，虽 然 战 士

们 练 兵 备 战 热 情 高 涨 ，但 连 队 的 训

练 成 绩 经 常 在 全 团 排 名 靠 后 。 前 年

底 ，其 他 连 队 早 已 开 始 了 复 训 补 训 ，

而 木 孜 边 防 连 甚 至 连 一 条 像 样 的 跑

道都没有。

如 果 不 尽 快 解 决 训 练 场 地 设 施

问 题 ，新 的 一 年 可 能 又 是“重 复 去 年

的 故 事 ”，官 兵 们 的 成 绩 还 是 原 地 踏

步 。 连 队 党 支 部 感 到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压力，因此在去年初制订年度工作计

划时，把修建体能训练室列入了重点

项目。

去 年 上 半 年 ，团 里 一 名 领 导 到

木 孜 边 防 连 挂 钩 蹲 点 。 借 此 机 会 ，

连 长 彭 诚 文 将 修 建 体 能 训 练 室 的 想

法 向 他 作 了 汇 报 。 了 解 到 木 孜 边 防

连 面 临 的 实 际 困 难 后 ，这 名 团 领 导

积极帮助协调解决。3 个月后，官兵

们 期 待 已 久 的 室 内 训 练 场 初 步 建

成 。 近 期 ，团 里 又 陆 续 为 该 连 采 购

了 跑 步 机 等 训 练 器 材 ，大 大 改 善 了

训 练 硬 件 条 件 ，解 决 了 官 兵 们“无 路

可跑”的难题。

室内训练场的建成使用，激发了

官 兵 们 的 训 练 热 情 。 他 们 充 分 利 用

现有器材开展基础体能训练，成绩有

了明显进步。该连趁热打铁，把体能

技 能 训 练 穿 插 到 日 常 执 勤 巡 逻 任 务

中 ，因 地 制 宜 开 展 抗 缺 氧 、耐 力 、登

山比赛等，强化官兵能力素质。

“ 有 了 这 些 器 材 助 力 ，我 今 年 一

定 能 在 比 武 中 取 得 好 成 绩 。”刚 结 束

跑步训练的战士陈铭灼大汗淋漓，他

拍了拍跑步机信心满满地说。如今，

该连官兵都跃跃欲试，希望在今年的

比武竞赛中打个“翻身仗”，为连队争

得荣誉。

左图：木孜边防连官兵使用跑步

机进行体能训练。

庞志鹏摄

新疆军区某团木孜边防连—

“冰川哨所”用上跑步机
■庞志鹏 王岳苏皖

下连没几天，第 82 集团军某旅五

连新兵石贺予就遭遇了烦恼：指导员、

排长、班长轮流找他谈心，聊过去的经

历，谈入伍后的感受。他不禁在心里犯

嘀咕：“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了？”

新兵下连后，五连组织了一次问卷

调查，其中一项内容是让他们详细填写

入伍前的经历。当过服务生、跑过长途

运输、开过网店，石贺予毫无保留地将

自己的经历和盘托出，没想到却引起了

连队干部骨干的“特别关注”。

自此，干部骨干时不时找他谈心，

生怕他惹出什么乱子来。有一次，石

贺予请假到其他连队的同乡兵那里取

东西，班长不仅专门安排副班长陪他

一起去，等他回来后还把他叫过去问

这问那。

无 独 有 偶 ，新 兵 周 文 杰 也 遇 到 了

类似的事。入伍前，他就读于某艺术类

院校，外形出众的他不仅拍过广告，还

作为模特参加过某时装品牌发布会。

选择当兵源自从小就有的从军梦，入伍

后，他立志干出一番成绩。然而，得知

他此前的经历后，有些干部骨干却认为

他难以安心服役，无法适应部队艰苦的

训练生活。

“ 其 实 我 理 解 干 部 骨 干 的 一 片 苦

心，也明白是为了我好，可他们总戴着

‘有色眼镜’看待我的过往经历，让我感

到了很大压力。”在官兵恳谈会上，周文

杰直言不讳地说出内心的烦恼。

这一情况引起了旅领导的重视，随

后组织干部骨干展开一场关于应该如

何看待经历丰富的新兵的讨论。

营长李强对此持正面看法，他认为

这样的新兵通常思路开阔、善于思考。

这几年在实际工作、任务中，他们不仅

积极主动参与，还提出了不少好建议、

好方法。

但另有一些基层带兵人坦言，新兵

们经历丰富、思想活跃，可能会带来意

想不到的问题，干部骨干的过度关心并

非杞人忧天，而是为了准确掌握他们的

思想动态，杜绝不必要的问题隐患。

“说白了，还是我们这些带兵人底

气不足，方法理念没跟上时代变化，开

展经常性思想工作过于简单片面了。”

班长张晓鹏一针见血，“不能不了解真

实情况就先入为主，随意给新兵扣上思

想不稳定的帽子。”

随着讨论的深入，干部骨干们逐渐

厘清了认识，达成了共识：过往经历丰

富不等于存在思想问题，带兵人看待新

兵要摘掉“有色眼镜”。在了解他们的

基本信息和经历、掌握思想动态时，要

注意方式方法，避免误解，否则很容易

影响战友关系，导致思想问题出现。

思 路 清 了 ，改 变 随 之 而 来 。 一 方

面，旅机关积极指导帮带，让基层营连

将工作重点放在帮助新兵了解连队工

作任务、树立奋斗目标上，帮助他们顺

利度过“第二适应期”。另一方面，基层

带兵人及时调整工作方法，主动了解新

战士下连后遇到的困难问题，并集中答

疑释惑。

在此过程中，新兵们也渐渐卸下了

思想包袱。“少了无谓的干扰，自己现在

可以更加专注训练，争取早日适应连队

生活，成长为合格战士。”石贺予说。

别戴“有色眼镜”看待新兵
■陶 磊

“太感谢了，你们就像家人一样在帮

我们……”前段时间，海军航空大学某场

站汽车连指导员王帆，意外接到了一个

感谢电话。

电话那头，一级上士朱臣的妻子孙

静语气十分激动，连连感谢连队对他们

的关心帮助；电话这头，王帆心里感慨万

千，没想到自己只是做了分内事，却收到

了战士家属如此真诚的感谢。

时间回到去年 5 月。在对连队战士

进行思想摸底时，王帆得知，当时还是二

级上士的朱臣，和家人就是否选择年底

退役的问题产生了分歧。于是，他翻开

连队的“真情电话簿”，找到朱臣妻子的

电话，拨了过去。

汽车连有一本“真情电话簿”，上面

标注了连队所有战士家人的联系方式。

每到新兵下连、老兵退伍等重要时间节

点，连主官都会翻开电话簿，打通战士家

人的电话，聊聊战士在部队的表现，了解

战士家里的情况。

“他这人十分固执，我们都希望他能

在部队长期服役，可他就是不听。现在，

我能感受到他情绪非常焦虑……”电话

接通后，谈起朱臣想要年底退役的事，孙

静既生气又无奈。

“朱臣是连队的骨干，我们非常希望

他能长期服役。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做他

的思想工作，请您放心！”了解了孙静的

态度，王帆详细介绍了朱臣在部队的优

异表现，并承诺会和家人一同努力找到

朱臣不想继续服役的原因。

“我非常舍不得离开连队，但如今妻

子已经怀孕，身体经常出现不适，家里无

人照顾，我只能选择退役……”在同王帆

谈心交心的过程中，朱臣坦诚地说出了

自己的真实想法。

“有困难我们一起想办法，我们连不

允许有带着遗憾和后悔离开的兵！”王帆

听得出来，作出退役的选择，朱臣心里满

是挣扎和不舍。随后，他和连长商量，希

望能找到两全其美的办法。

通过咨询机关有关部门，他们了解

到，按照现行规定，家属来队探亲最多不

能超过 60 天。朱臣的留队考核在年底，

他妻子的预产期在来年年初，他们思来

想去，最好的办法是让朱臣的妻子暂时

搬来驻地生活，既方便朱臣照顾，也不影

响他准备留队考核。

王帆再一次拨通了孙静的电话。这

次通话，更像是一次家庭会议，电话这边

是连队主官和朱臣，电话那边是军嫂孙

静，大家聚在一起为小两口的未来生活

出谋划策。

经 过 深 入 交 流 ，朱 臣 和 家 人 采 纳

了 连 主 官 的 建 议 ，他 也 确 定 了 要 留 队

的想法。

令朱臣没想到的是，指导员和连长

很快帮他申请到了军人家属来队公寓。

一切准备就绪。在孙静来队那天，

指导员王帆陪同朱臣一起去接站。这让

孙静十分感动，她不停叮嘱朱臣，一定要

在部队好好干。在家属来队公寓，连长

带着几名战士送来了生活用品，欢迎军

嫂的到来。孙静说，自己第一次来到军

营，就打心底喜欢上了这个地方，感觉像

家一样。

去年底，朱臣不负众望，成功选晋一

级上士。看着丈夫佩戴的新军衔，孙静带

着欣慰与感激的心情，拨通了连队指导员

王帆的电话，便有了文章开头一幕。

这两年，通过这种方式，汽车连已为

多名战士排忧解难。如今，他们的做法

被场站推广，不少基层单位都有了自己

的“真情电话簿”。

两
次
通
话
巧
解
一
个
难
题

■
李
芊
卓

冯

磊

两 次 通 话 ，不 仅 解 决 了 战 士 面 对

的 难 题 ，还 为 连 队 保 留 了 骨 干 人 才 。

在 上 面 这 个 故 事 中 ，满 满 的 都 是 一 个

“ 真 ”字 —— 连 队 主 官 的 真 心 帮 助 ，换

来了战士家属的真心感谢。

有时候与基层带兵人交流，经常听

到一些人抱怨经常性思想工作难做，谈

心谈了不少，却难以走进官兵内心。仔

细想想，或许并不是工作难做，而是带兵

人还不够用心。

一位年轻的指导员曾经向编者感

慨，讲再多大道理，不如做一件暖心事。

确实，空谈不如实干。当官兵遇到困难

时，带兵人如果只是嘴上说说，却没有任

何实际行动，或者有所行动却没有使劲、

出力，自然不会得到官兵的正向反馈。

带兵人只要真心实意、竭尽全力解难纾

困，哪怕最后事没办成、目的没达到，官

兵也会理解并发自内心地感谢。

正如一首诗中所写：“花若盛开，蝴蝶

自来。”回到如何做好经常性思想工作这

个问题上，答案就变得简单了。带兵人付

出真心，官兵们就会报以真情，就会在工

作训练中更加努力，争创更好的成绩。

用真心换真情
■胡 璞

新年伊始，战鼓催征，武警江

西总队某支队按计划展开军事训

练，锤炼官兵敢打必胜的血性胆

气。图为官兵进行刺杀训练。

彭 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