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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山城，陆军勤务学院学术报告

厅内座无虚席，全军保障卡管理员培训

正在进行。把目光投向授课席，你会发

现主讲人竟是一名武警中士。

一名中士何以成为全军保障卡管

理员培训班的外请专家？

原来，这位中士名叫杨兆康，是武

警重庆总队执勤第四支队军人保障卡

管理员，持有总队唯一一份军队财务专

业军人保障卡工种高级技能证书。他

不仅总结出了多条保障卡使用“干货”，

并在全军推广，更为人称道的是他办理

保障卡非常快，新兵入伍不到 1 个月就

能 拿 到 保 障 卡 ，被 大 家 誉 为“ 兆 康 速

度”。授课结束，记者采访了这位“兵专

家”。

“为什么办卡这么快？”面对记者的

提问，杨兆康直言，早在走上保障卡管

理员岗位之前，他就听过不少战友吐槽

保障卡下发慢、补办慢，所以上任第一

天，他就给自己提了一个要求——快，

并且向战友们公开承诺。

但 是 ，想 法 和 现 实 是 有 差 距 的 。

刚 到 办 公 室 上 班 ，陌 生 的 环 境 、海 量

的 数 据 一 下 子 让 杨 兆 康 慌 了 手 脚 。

那 段 时 间 ，为 了 尽 快 胜 任 岗 位 ，他 常

常 起 早 贪 黑 ，工 作 时 间 深 研 政 策 法

规 ，业 余 时 间 苦 练 系 统 操 作 ，一 有 不

懂的地方，就缠着老班长取经。短短

1 个 月 时 间 ，杨 兆 康 便 从 一 个 一 窍 不

通 的“ 菜 鸟 ”成 长 为 业 务 精 通 的 技 术

“大拿”。

“光是掌握政策法规、熟悉系统运

维远远不够，还需要沉到一线躬身实

践。”去年年初，杨兆康因身体不适，到

单位体系医院接受治疗。住院期间他

也没闲着，主动询问病友关于使用军人

保障卡的情况。不问不知道，一问才发

现许多人对保障卡的认识还存在一定

的盲区和误解。

回到单位，杨兆康将近年来战友

和家属们询问较多的问题梳理出来，

利用休息时间到多家军队医院走访调

查，总结归纳出《持卡就医 10 问，军人

保障卡你用对了吗？》《保障卡 12 条“干

货”》等 10 余篇文章，被媒体和全军军

人保障卡管理办公室转发，总阅读量

超 40 万。除此之外，遇有单位因为路

途遥远不便于办理业务，杨兆康常常

跑上门去采集信息，并积极协调银行

上门服务，确保官兵在第一时间激活

使用保障卡。

“这个工作吃力不讨好，你图啥？”

在 岗 6 年 ，杨 兆 康 听 过 不 少 的 调 侃 和

误解，但他始终不为所动。担任保障

卡 管 理 员 以 来 ，他 始 终 恪 守 职 责 ，尽

心尽力为官兵服务，积极推动财务联

审 ，按 时 发 放 工 资 津 贴 ，受 到 一 致 好

评。

前段时间，杨兆康摸索出采集官兵

血型新方法，不仅方便快捷、节省开支，

更确保了信息采集精准无误，得到专家

们的广泛认可。

一句话颁奖辞：“兆康速度”，就是

为兵服务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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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在基层代职结束后，空降

兵某旅参谋唐国平收获满满地返回机

关。“人力资源科帮助我制订《职业发展

路径规划表》，安排我进行半年的基层

主官代职锻炼，补上这一课，我今后的

发展路更宽了。”谈起个人未来，唐国平

信心十足。

“ 我 晋 升 上 尉 军 衔 已 经 满 2 年 了 ，

什么时候才能变成连级正职”“我的连

主官经历还差 1 年，往后该怎样发展”

“专业技术军官一个岗位干到底，缺乏

活力动力怎么办”……新的军官制度出

台后，在一次基层干部问卷调查中，部

分干部反映的问题引起该旅党委高度

重视：对干部成长进步，必须持续做好

引导和激励，帮助他们合理规划自身职

业发展路径。

为此，他们结合有关制度规定，按照

尉官历练蹲苗、校官合成发展的趋势，安

排业务部门到基层宣讲政策，答疑解惑，

帮助干部认识自身能力优长和履历短

板，逐人制订职业发展路线图，明晰未来

发展方向。

同时，他们还探索走开指技交流路

子，按照岗位要求和人才现状，推进指挥

管理军官与专业技术军官交叉任职，展

开军政主官换岗交流、机关基层历练交

流和代职锻炼，对人才紧缺的特殊专业

岗位，提前预置培养合适人选。

释放政策效能，激发干事动力。该

旅通过一系列举措，加速人才流动，优化

队伍结构，拓宽发展路径。如今，基层干

部普遍感到岗位晋升舞台更宽阔，未来

发展方向更明晰，在军营建功立业的动

力更足了。

干部成长有规划
职业发展更明晰

■张 哲 刘云杨

“爸，我从网上给你买了台电子血

压计，这两天就能送到。你记得每天都

测一下，看看血压控制得咋样。”一个周

末，正在高原某地驻训的第 77 集团军

某旅列兵刘亚，利用休息时间拨通父亲

的视频电话，叮嘱他注意身体。在同一

座帐篷内，刘亚的同班战友也纷纷换上

便装，取出手机，或是与父母畅聊，或是

与朋友通话，人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 过 去 想 要 联 系 家 人 可 没 这 么 方

便。”挂断电话，刘亚指了指远处对记者

说，“由于驻训地位于高原‘无人区’深

处，信号覆盖不到，以前别说视频通话，

哪怕想要发送条短信，都要爬上那座小

山去碰运气，因此那个山被战友们戏称

为‘信号山’。”

登上“信号山”，却难觅信号。前不

久，某连中士小王的家属生病住院，在

最需要关心的时候，却怎么都联系不到

丈夫。虽说期间小王也曾多次尝试爬

到山上去找信号，但始终没遇见“好运

气”。直到几天后，他随车队前往附近

乡镇拉运补给物资，手机这才收到数十

条信息提醒和未接来电记录。

“驻训地虽然人迹罕至，但绝不能

让官兵‘与家隔绝’。”在听取基层官兵

呼声后，该旅机关主动与当地移动网络

运营商沟通协调，提出在驻训地搭设临

时基站，实现“WiFi 网络进帐篷”的想

法。

得 知 这 个 消 息 ，一 级 上 士 朱 良 璨

有 点 难 以 相 信 自 己 的 耳 朵 ：“ 当 了 十

几年兵，WiFi 架设到帐篷里还是闻所

未闻！”与此同时，许多带兵人也心存

顾 虑 ：不 同 于 营 区 ，驻 训 地 保 密 要 求

更 高 、更 严 ，到 底 能 否 接 入 WiFi 设

备？何况一旦通了 WiFi，手机管理定

成难题。

“一些友邻部队已在边防哨所开通

了 WiFi，此举有例可循。”“官兵为了打

电话每天顶风冒雨‘冲山头’，难道就没

有危险？”类似的辩论持续月余，最终在

请示上级机关并咨询专业人士过后，该

旅党委达成共识：“政策有依据、风险可

规避。作决策决不能因为怕出事、嫌麻

烦，就因噎废食、固步自封。”

为防范“WiFi 网络进帐篷”带来的

风险隐患，该旅领导提出“思想层面教

育把关，硬件层面技术规避”的工作思

路，一方面有的放矢开展专项教育，引

导官兵自觉落实各项保密制度及上网

规范；另一方面对网络接入设备、运营

商资质等进行严格审查把关。在实际

用网中，他们还引入“电子哨兵”设备，

采取技术手段，杜绝涉网、泄密问题发

生。

随着一台台 WiFi 设备接入帐篷，

阵阵新风也悄然拂来——体能训练时

间，某连连长张军将手机连至大屏幕，

带 领 官 兵 随 音 乐 一 起 跳 起 了“ 健 身

操”；晚饭过后，准备在明年报考军校

的上等兵徐佩瑶开始戴上耳机学习网

课 ，身 旁 的 战 友 也 纷 纷 利 用“ 军 职 在

线”“学习强军”等手机 APP 进行理论

自学；周末休息，二级上士王强约上三

五战友一同在虚拟空间“厮杀”，欢笑

声不时传来……

“开放的社会没有封闭的军营，军

人作为社会群体的一部分，同样希望在

共享国家信息化建设发展成果上更有

获得感。”看到“WiFi 网络进帐篷”带来

的种种可喜变化，该旅领导深有感触，

“WiFi 网络并非洪水猛兽，只要管好用

好，就一定能发挥出大作用。”

WiFi入营，不必再登“信号山”
■本报特约记者 李佳豪

小 咖 秀

一线直播间

最 近 ，上 等 兵 郑 源 被 党 支 部 指 定

为思想工作骨干，要知道他可是一名

曾经让连队干部头疼的战士，其经历

耐人寻味。

“思想不积极、训练成绩差、性格较

为孤僻……”去年 1 月，郑源还没下连，

指导员章世罕就收到新训骨干对他的

评价。章世罕听后直摇头，觉得小郑以

后肯定会“捅娄子”，当即决定由自己和

一 名 排 长 、一 名 班 长 对 其 实 施“ 三 帮

一”，并再三嘱咐新训骨干要加强关注，

一有情况及时报告。

受领任务后，班长、排长不敢有丝

毫懈怠，两人轮流“值班”，不仅将郑源

盯得严严实实，还三天两头找他谈心。

有一次，小郑因为闹肚子一晚上跑了 3

次厕所，章世罕也跟着起来了 3 次。

“小郑身上问题可真不少，骨干都

围着他转”“咱们还是和他少说两句，别

影响到他的情绪”……连队的“特殊关

照”，引起了战友们的议论，小郑发现自

己更加难以融入集体，思想状态非但没

有改观，反而更加消沉。

谈心中，小郑曾多次坦白自己思想

没问题，在新兵连时，因为刚刚与女朋

友分手，心情比较低落，训练打不起精

神，而现在已经从失恋中走出来了，可

班长、排长却不敢掉以轻心。

一次无意间，章世罕看到了郑源下

连前发的朋友圈：“加油干，去迎接新生

活。”章世罕这才意识到郑源很想干好

工作，可由于新训期间底子没打好，下

连后有些吃不消，而对他的过分关注无

疑起到了反作用。

“ 没 想 到‘ 三 帮 一 ’变 成 了‘ 三 盯

一’。”这件事引起了章世罕的反思：对

战士进行帮带没有错，可帮带的初衷是

“怕惹事儿”还是真正为战士成长着想，

这才是能不能“帮”到点子上的关键。

于是他立即取消了旧的“三帮一”，转而

由“技术大拿”潘飞、“体能达人”王绕振

和自己组成新的“三帮一”。不到 1 个

月，郑源的成绩就由及格边缘达到良好

水平，整个人也开朗起来，那颗“加油

干”的心再一次点燃了。

章世罕举一反三，一改往日靠第一

印象和直觉评判战士好坏的做法，转而

用欣赏和发展的眼光看待战士——分

流过来的中士周建华被他推荐当上了

炮长，短短一个月，就能胜任岗位；平时

爱玩爱闹的下士郑瑞堂被他安排负责

一场晚会的策划编排，精彩的创意赢得

台下官兵阵阵掌声……

“三帮一”咋变成了“三盯一”
■曲凌霄 王鹏皓

连日来，某信息通信旅一营开

展以“读红色经典、唱红色歌曲、讲

红色故事”为主题的活动，激励引导

官兵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

上图：官兵放声歌唱《唱支山歌

给党听》。

左图：官兵讲述《红色的起点》

中的革命故事。

刘葆旭、李二蒙摄影报道

传承

小何这是怎么了？

一天晚饭后，我无意间看到连队战

士何成豪发的一条“朋友圈”动态：“太

累了，看淡了，对一切事情没了兴趣。”

我心中不由得打了个问号：难道他最近

有什么思想包袱？或是遇到了什么困

难？

事情肯定不简单。我担心直接找

何成豪谈心，他会有所顾忌隐瞒。思考

再三，我决定先从他身边入手，把前期

铺垫工作做足。

“指导员，你还在休假的时候，他因

为一点小事挨了批评”“最近他在专业

训练上好像遇到了困难”……在相继找

来他的好友、思想骨干一探究竟后，我

对小何出现当前状态的原因有了一个

大致判断。

辅 助 工 作 做 完 ，我 找 来 小 何 ，一

番寒暄预热过后，就试探着问他是不

是有什么心事。他先是眼神躲闪，不

愿 意 接 过 话 茬 。 我 用 委 婉 的 方 式 把

前 面 了 解 到 的 情 况 ，跟 他 和 盘 托 出 。

见 我 并 不 是“ 走 流 程 ”地 与 他 谈 心 聊

天 ，而 是 如 此 真 诚 和 煞 费 苦 心 后 ，他

内心直接“破防”，很快向我打开了心

扉。

“疫情影响休假的事，我能理解，

后面协调好再休就成；个人感情的事，

我也能想通，过去也就过去了。但最

令我头疼的是专业训练遇到了瓶颈，

怎么都突破不了……”看到小何说得

红了眼眶，我拍了拍他的肩膀，给他递

了一杯水。

找到症结所在，就有了深谈突破

口。“油机班班长王行行，是从其他连队

转过来的，面对新专业，一开始跟你一

样找不到北，现在不也通过自身努力，

专业水平有很大提升了吗”“中士林锦

鸿因为值班需要，从一个专业换到另一

个专业，加班苦练，从未说过放弃，现在

已经能独当一面了”……我跟他细数身

边人的成长经历，鼓励他相信自己，突

破自我。

看着何成豪若有所思的样子，我趁

热打铁，拿出一个新笔记本送给他，并

郑重约定：有什么专业问题，就记下来，

不懂就问，一天哪怕弄懂一个小问题，

日积月累就能实现“质变”。

随后的一天中午休息时间，我路

过宿舍，发现何成豪正站在设备前仔细

研究，时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他的

班长欣慰地告诉我：“小何现在学习业

务的态度可端正了，每天都有看得见的

小进步。”

前不久，何成豪主动报名参加了

上级机关组织的红色歌曲视频录制。

当我看到他眼神满是坚定、越唱越豪

迈 的 时 候 ，一 股 暖 流 涌 上 我 的 心 头 ：

“他这不正是在用实际行动突破自我

吗？”那天晚上，小何找到我主动表态：

“指导员，我打算好好干下去，在学好

专业基础上，积极为连队建设发光发

热。”听到这儿，我的内心除了欣慰还

有一种成就感。

追踪一条“朋友圈”动态
■西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政治指导员 范云龙

指导员之家

互联网邮箱：jbjccz@126.com
强军网网盘：jbjccz

Mark军营

杨兆康（左一）在授课现场答疑解惑。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