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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媒视窗

2月 22日

今年年初，某靶场被评为师“感

动团体”。消息传来，不少官兵多少

有点意外。

靶场缘何获此殊荣？负责推荐

上报的某场站党委给出答案：按照纲

要自身建设抓得实。

靶场“山高路远”，条件艰苦，可

是靶场主官把单位建成了全师的标

杆。他们自制宣传短片，修缮篮球场

地，搭建沙盘模型，激发团队激情干

劲，官兵干起工作“嗷嗷叫”。

“在小散远单位也能有大作为。”

一石激起千层浪，不少人打电话“取

经”，并结合各自实际运用。

某场务连单独驻防的拦阻网小

点坚持落实轮换制度，一至两个月调

整一次人员，防止官兵出现疲惫心

态、消极情绪。某军械股股长带领官

兵铺设砖路平整土地，利用篮球场建

设余料自建羽毛球场，丰富课余生

活。某油料股深挖文化内涵，结合单

位特色总结提炼油料文化符号，增强

官兵责任感使命感。

各单位积极开展自身建设的同

时，机关还采取远程指导和实地走访

相结合的方式，对小散远单位的自身

建设提出针对性强的真招实策，优先

配发文体器材，加装空调、净水器等

设施，以暖心真心促安心尽心。

播什么种子开什么花。导向立

起来后，该师小散远单位亮点频出，呈

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官兵士气更

高，管理秩序更加正规，各项战训任务

在良好氛围下有条不紊扎实推进。

找到自建“原动力”

2月 16日，第 75集团军某旅组织官兵参加无偿献血活动，有效缓解了驻

地医院近期用血紧张情况。 孙长义摄

在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师，小散远单位星罗棋布，分散多地。通
过务实扎实的工作，该师不仅保证对这些单位的管理不断线，各单位的
自身建设还各具特色，呈现出竞相发展的良好局面。

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师加强小散远单位管理

身虽远，心很近
■马江波 徐书航

去年上半年，该师召开蹲点帮带

工作推进会，超过半数的机关科室因

为工作不到位挨了批评。师领导现

场要求机关分析原因，再去基层尤其

是小散远单位蹲点帮带时，要拿出诚

意，蹲出“干货”。

道理大家都懂，但不少即将蹲点

的干部心里还是忍不住打鼓。师部

队管理科会同相关科室展开研究，不

少人说出自己的困惑：大部分情况

下，蹲点干部有及时发现问题的敏锐

性，却没有直接处置各类情况的能力

和权力；相关职能部门精力有限，无

法做到面面俱到。他们分析后发现，

由于缺少制度牵引，有些问题从发

现、反馈到解决的过程存在“时差”，

经过日积月累，蹲点干部动力降低，

小散远单位对机关的所思所盼也越

来越少。

蹲点帮带是经过实践验证的科

学方法，如果因为制度机制运行不畅

导致出现堵点，就应该在源头下功

夫。为此，师机关在全面细化重点领

域检查、坚持落实培训带教制度的基

础上，定期组织师团两级重难点问题

研究会，采取领导带头、机关各部门

合力攻关的方式，对反馈上来的情况

进行专门分析。如果有一时难以解

决的问题，便现场认账领账，厘清责

任界限，明确完成时限。

好 办 法 带 来 新 变 化 ，不 少 蹲 点

干部成了发现问题、反馈问题的“眼

睛”和解决问题的关键。一次，师保

障部高级工程师申长保在会上反映

一个基层小点通信不畅，接报后师

机关立即会同场站进行谋划，很快

解决问题。

健全的制度机制也需要基层监

督。为此，师机关定期收集小散远单

位对蹲点帮带工作的意见建议，采取

问卷等形式组织满意度调查。“反映

的问题在短时间内就会得到回应，这

样的蹲点帮带基层欢迎！”某油料股

股长李文博说。

蹲点“蹲”出效益

一次关于“平时疏于管理”的点

名 批 评 ，让 机 关 和 基 层 闹 了 个“ 大

红脸”。

一个星期五的清晨，某场站一名

参谋来到某导航台突击检查，发现个

别战士到了洗漱时间还躺在床上。

参谋没留情面，该导航台被当成“反

面典型”记录在案。

对待这次批评，双方各执一词。

机关认为虽然只是一次临时检查，但

此事反映出导航台平时管理不严的

问题。台长吴伟民觉得这次确实犯

了错，但事出有因，前一天台里有保

障任务，便让加班的几名战士晚起一

会儿。机关片面相信“眼见为实”，不

能全面体现台里的管理水平。

经过讨论，该场站党委认为，小

散远单位容易远离组织视线，一次检

查发现的情况并不能代表一个单位

管理水平的高低，需要常态监督和检

验，可以借助新的技术手段，让管理

评价更加科学。

为此，他们通过建立电视电话会

议系统等方式，把小散远单位管实管

细，综合运用线上查勤、点名、讲评等

途径，拉近管理距离，延伸管理链条，

拓展管理空间。

“用好网络手段，让检查监督成为

常态。”参与此项工作的干事梁家介

绍，他们还在强军网上开设专栏，请小

散远单位实时上传部队动态，机关通

过“键对键”的方式查看工作落实情

况，让监督检查有了具体的抓手。

在“技术+”的支撑下，该师某场

站对于小散远单位的管理完成了从

随机查到常态抓的转变，不再轻信

“眼见为实”，机关和基层之间的认识

差异也一点点消除。

不再轻信“眼见为实”

上等兵陶登辉：军人的舞台是

战场，站在只有两平方米的哨位，我

怎么能施展拳脚，绽放热血青春？

如果有机会，很想当一名特战队员。

中队长张杰：好巧，我们都曾

有同样的特战梦。虽然我们没有

成为特战队员，但我在你身上看到

和特战队员一样的品质：特别能战

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

能奉献。“特战”不是一个标签，而

是一种精神品质。无论战斗在任

何岗位，只要拥有了这些品质，都

可以成为“特战队员”。加油！

列兵李新义：最近感觉进入训

练瓶颈期，练得特别多还是没什么

进步，不知道是因为方法不对还是

自己的体能素质有限。

指导员冯侃：半年来，你的训

练成绩一直在中队名列前茅。你

的积极上进，大家有目共睹。要提

高训练成绩，训练强度和科学方法

缺一不可。我建议你，一是保证适

当的休息，让身体机能得以恢复；

二是可以请教中队长、班长或者从

网上找一些科学训练的方法。星

光不负赶路人，你是最棒的！

上等兵韩飞：每天要执勤、训

练，还要完成班级的各项工作，只

能利用休息时间复习功课，感觉有

些力不从心。

中队长张杰：拥有军校梦并愿

意为之努力，首先给这样的你点个

赞。目标是一个人前进的动力，有

目标就有方向，但目标的实现从来

不是一蹴而就，总会遇到各种困难

和挫折，这也正体现着实现目标的

价值和意义。每个人承受压力和

挫折的能力是有限的，这也是每个

想要实现目标的人都会经历的阶

段 。 试 着 适 当 放 慢 节 奏 ，去 唱 唱

歌、打打篮球，或者做一些想做的

事情，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学习

本身也是一个慢慢积累的过程。

上等兵张岩秦拓：明明知道解

决问题只需要主动向前迈一步，但

缺乏拉下面子和迈出这一步的勇

气，成了最大阻碍！

指导员冯侃：怪不得这两天总见

你闷闷不乐。和自己的好朋友闹了

别扭，却又要抬头不见低头见，这种

感觉确实让人心烦。不过，既然有勇

气说出自己的烦恼，相信你一定也有

勇气主动向前迈一步。勇气不能等，

越拖越泄气。就现在，走到他面前，

告诉他：“走，我们一起去打球吧！”

文字整理：解照坡、张伟建

摄影：孙 强、唐琛镒

制图：扈 硕

从“笔尖”走入“心间”
—武警天津总队某中队开展笔记批阅活动的故事

■于水鹏 张伟建

“ 好 的 心 态 是 成 功 的 开 始 。 最

近，工作任务重，要抓紧调整心态，别

给自己太大压力……”熄灯前，刚担

任副班长不久的下士聂洪亮翻开教

育笔记本，看到中队长张杰用红笔写

下的这句话，想起自己近期因岗位调

整、情绪焦虑在工作中出现了几处失

误，有些惭愧。思索片刻，他在批语

后写下自己的反思：“想成就大事，要

先扎扎实实把每一件小事做好。”

在武警天津总队某中队，开展“笔

尖上的对话”已是常态。写在战士教

育笔记本上的批语，或鼓励、或提醒、

或建议，总能拨动战士的心弦。战士

们常常会在后面写下自己的感想，一

本小小的笔记本成为沟通的“桥梁”。

“笔尖上的对话”，源于中队长张

杰的一次“谈心”经历。2021 年 7 月，

翻阅战士们关于战斗精神主题教育

的体会时，张杰发现列兵师鑫杰的笔

记本上除了关于教育内容的笔记外，

还写了几句话：“最近感觉处于器械

训练瓶颈期，虽然每晚都会加练，训

练水平一直没有突破。很烦躁，不知

该怎么办！”

想到师鑫杰近期情绪有些低落，

张杰在师鑫杰的“烦恼”下写道：“虽

然器械训练是你的软肋，可你的耐力

很好，协调性和柔韧性也都不错。只

要肯坚持，一定能进步。”

平时看起来有些“距离感”的中队

长，却对自己的训练情况了如指掌，这

让师鑫杰顿时觉得和中队长“拉近”了

距离。更让师鑫杰感动的是，中队长

专门找到他了解训练中的问题所在，

并让班长帮他制定了训练方案。

备受鼓舞的师鑫杰在训练场更

加努力。6 个月后，中队组织军事体

育创纪录活动，69 个单杠卷身上的好

成绩让师鑫杰登上了中队“龙虎榜”。

师鑫杰的转变带给张杰很大触

动。“对不善言谈的战士来说，笔记批

阅是种很好的方式，有助于及时了解

他们的想法，帮助解决问题。”张杰说。

一次队务会上，张杰鼓励战士们

在教育笔记本上写下自己的感悟或

遇到的问题，每周二、四思想政治教

育课后上交，由中队主官批阅。

当战士们慢慢打开心扉，小小的

笔记本让中队干部多了一个关心战

士成长进步的渠道。“批阅笔记不是

目的而是手段，干部要通过各种方式

去做战士心灵的‘抚琴人’。”在指导

员冯侃看来，这种互为“笔友”的交流

方式，可以更好地拉近与战士的心灵

距离。书写时能让人静下心来传递

情感，认真的表达也更容易引起重视

和思考。一些平时不太好意思说的

话、一些藏在心里的“疙瘩”，都可以

通过书写来呈现。

“与战士做‘笔友’，贵在一个‘真’

字。”冯侃说，“写下真心和真感情，他

们才会放下顾虑，把你当成值得信赖

的人，才能真正走进战士们的心里。”

“马上就要离开部队，我非常不

舍，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适应退伍

后的生活。”谈心室里，上等兵黄泽

阳一股脑儿向我道出近期的苦恼。

黄泽阳是 2021 年上半年入伍

的战士，今年 3 月面临退役。虽然

家中已经帮他联系了工作，他还是

担心无法适应新环境。我对他说：

“当年，你从地方来到军营，很快就

适应了新环境。现在，你只要勇敢

迈出这一步，没问题的！”

随着聊天的深入，黄泽阳若有

所思：“也许新环境并不可怕，是我

被自己吓倒了。”2 个小时的谈心

中，我引导黄泽阳回忆刚入伍时他

如何适应部队，如何一步步成长为

一名优秀士兵。谈心结束，黄泽阳

笑着说：“队长，我相信自己一定能

做好。等着我的好消息。”

从“笔尖上的对话”延伸到面对

面交流，如今谈心室的“上座率”很

高。一年多以前，情况可不是这样。

2021年 7月，初任中队长的我

干劲十足，立志要做被战士们信任

的“好大哥”。考虑初来乍到、对战

士们不熟悉，我提前做足功课，特

意收拾出一个房间作为谈心室，每

次都烧好开水、备好茶叶，希望让

战士们一走进来就感受到热情和

尊重。

然而，效果并不理想。虽然有

些战士能畅所欲言，可还是有不少

战士十分拘谨，谈心只能草草收场。

上等兵李鑫由于耐力和身体

协调性较差，训练成绩不理想。谈

心中，我说得口干舌燥，他却始终

用“嗯”来回答。

中队开展“笔尖上的对话”活

动后，我多次在李鑫的笔记本上写

下“最近表现不错，单杠进步很快”

“今天你在课堂上踊跃发言，讲得

很到位”等鼓励的话，可还是没有

得到李鑫的回复。

一天晚上转班时，我走进李鑫

所在班，一推门就闻见泡面味，看

到 李 鑫 正 和 战 友 围 在 桌 前 吃 泡

面。班长在一旁解释：“今天是李

鑫的生日，我们来不及准备，就把

泡面当生日面了。”看到那一幕，我

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自己作为一

名中队长很失职。

当晚，我在李鑫的教育笔记本

上写道：“忘记你的生日，队长感到

很抱歉，祝你生日快乐。”第二天，

我们安排炊事员专门做了一碗长

寿面，组织大家唱了生日歌，为李

鑫补过生日。意外的是，再次上交

的笔记本上，李鑫有了回复：“谢谢

队长的关心。”

有了这次的交流，我发现李鑫

变 得 开 朗 了 ，遇 事 也 比 较 主 动 。

考虑到 3 公里跑是他的弱项，我们

为他制订了训练计划，每天早晚

“监督”他各跑一次 3 公里。看到

他奔跑的速度越来越快，我们都

为他高兴。

前不久，一堂理想信念专题教

育课后，李鑫找到我：“队长，今天

的教育课让我很有感触，我专门写

了一首诗，您一定得看啊！”晚上查

哨后，翻开李鑫的笔记本，我看到

这样一段话：“从背上行囊离开养

育自己的家乡，用笃定的脚步迈入

威严的警营大门，我已携青云之

志，决心将青春献给祖国。”

带兵的方法有千百种，但真心只

有一颗。我相信，只要付出真心，就

没有融不化的坚冰、换不来的真情。

带兵方法千百种，真心只有一颗
■武警天津总队某中队中队长 张 杰

今年春节，中队举办了一场文

艺晚会，我被点名上台参加节目。

节目中，主持人大声问台下：“战友

们，彭宏雨为大家做了什么？”

“画板报”“装饰图书室”“做生日

贺卡”……战友们争先恐后地回答。

“今天我们也送他一份礼物，

好不好？”

“好！”

大家一拥而上，把我围在中

间，几十张贺卡塞进我手中。“感谢

你为中队每个人做的一切，我们都

记在心里”“善良、热心、体贴这些

美好的品质在你身上展露无遗，愿

友谊长存”……

打开一张张贺卡，我的眼眶湿

润了。几个月前，我还在为无法融

入这个“大家庭”而苦恼。如今，我

有了新的“家人”。

去年 3 月，我作为湖北美术学

院 2022 届“ 优 秀 毕 业 生 ”参 军 入

伍。然而，腼腆的性格、较弱的体

能以及对日常严格管理的不适应，

让我的军旅梦与想象中不同。集

体活动中“不合群”，训练考核中

“拖后腿”，我难免有些心灰意冷。

后来，中队开展“笔尖上的对话”

活动。那一次，我又在5公里跑中垫

底。一堂业务专题教育授课后，我在

教育笔记本上写道：“我也不想成为

中队的‘拖油瓶’，可是……”没几

天，笔记本下发后，我发现指导员

给我写了回复：“中队是个大家庭，

我们不会放弃任何一名战友，但首

先你不能放弃自己。每个人都有

闪光点，发挥你的特长，你就会闪

闪发光。”

说实话，类似的话语班长跟我

谈心时都说过，但当这句话用红笔

写下来出现在我眼前时，那种对内

心的“冲击力”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一遍遍看着这句话，回想自己入

伍后的种种表现，细细“咀嚼”话中

的深意。

过了几天，指导员专门找我面

对面谈了一次心。在他的鼓励下，

我来到中队“生日墙”前，认真记下

每名战友的生日。从那以后，每个

战友过生日，我都会结合他们的爱

好和性格特点，精心绘制一张专属

的生日贺卡。每当把贺卡送给战

友，看到他们惊喜的表情，听到他

们感谢的话语，我就觉得自己的心

门又打开了一些。

战友们的认可，让我的自信心

越来越足，开始承担更多的工作。为

中队图书室制作展板，为各项专题教

育绘制宣传画……在点点滴滴的付

出中，我逐渐找到自己的“坐标”。

笔记本上，我写下的“问题”也

越来越多。从个人愿望到成长规

划，从训练中的困惑到日常生活中

的烦恼，指导员或中队长大都能给

我“有的放矢”的指导，我在工作生

活中积极性越来越高，与战友们相

处更加融洽。在大家的帮助下，我

最薄弱的引体向上成绩，从最初的

一两个变成了 11个。

打开心扉，热情地“拥抱”警

营，就会遇见闪闪发光的自己。那

晚，坐在图书室，我在笔记本上写

下一句话：“此心安处是吾乡。”

打开心门，遇见闪闪发光的自己
■武警天津总队某中队列兵 彭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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