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8基层传真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０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张科进

基层之声

Mark军营

新闻前哨

前不久，某部机关干部进行了一个

简单统计，发现自己从早到晚承办的各

类呈批件中，“临时报批”占了相当一部

分，以致白天的很多工作不得不推到晚

上加班处理。

当前，不少单位都在转变工作作

风，特殊情况“临时报批”为各级解决

燃眉之急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在倡

导为基层减负的大背景下，过多的“临

时报批”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工作忙乱

失序。

笔者认为，“临时报批”渐成常态，一

方面与个别单位预想计划不细致、突发

情况不预置、应变手段不灵活、请示报告

不及时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个别同

志开展工作浮于表面，统筹协调不周全、

对接工作不主动、提报需求不精准，遇到

一些情况不经深入调查研究就临时起

意，人为增加工作中的“变量”。

“破窗效应”告诉我们，“临时报批”

一旦成为常态，正常工作秩序受到影响

的同时，领导机关公信力也会大打折

扣。久而久之，不仅各类规章制度逐渐

形同虚设、难以刚性落实，部队安全管

理也存在较大的风险隐患。

各级领导机关在日常工作中，应着

力培养前瞻思维、整体筹划能力，统筹

工作要周全考虑各要素、周密照顾各需

求，防止因解燃眉之急而自陷于顾此失

彼的尴尬境地。

同时，还应逐步健全重大、紧急、突

发事件的应对机制，准确掌握手中资

源，合理调配相关力量，让“临时报批”

止于“临时”，而非“常态”。

“临时报批”非常态
■王 群 张 旭

班长今年考学又落榜了！公布成
绩那天，班长垂着脑袋蹲在树坑边，用
手使劲地拔树坑里的草，我们看在眼
里，急在心上。
“咱要不劝劝班长吧？”可战友们都

觉得没法张嘴。“是啊，说啥呀，这时候
说啥都觉得不合适。”仔细想想，我们都
是他带的兵，班长考学一再“栽跟头”，
不光觉得面子上过不去，在我们面前的
威信也会受到影响。瞧他今天在队列
前红着脸都不好意思看大伙，还是别往
他跟前凑了……

想来想去，一个战友想出了一个
好主意，决定采用“写纸条”的方式来
安慰他，全班战友一拍即合，决定每人
每天写一张纸条悄悄夹在班长的笔记
本里。

战友们“依计行事”。“不经历风雨，
怎么见彩虹”“站直了，别趴下”……刚
开始时，一句句励志的话语让班长眼前

一亮，但每次也都只是微微一笑。几天
过去了，班长还是打不起精神，纸条看
两眼就揉巴揉巴扔了。

明天就轮到我写纸条了，写些什么
才能打动他呢？我想着想着，鼻子一
酸，在纸条上写道：“班长，我们心疼你，
快振作起来吧！”

班长打开了笔记本，瞪着我那张纸
条看了半天，豆大的泪滴突然吧嗒吧嗒
落了下来。呀，班长哭了，我们把班长
整哭了！大伙大眼瞪小眼，紧张得不得
了。谁知，班长猛地一下抬起头来，用
含泪的目光深情地望了我们一眼，然后
站起身来，拍拍大伙的肩膀，大踏步走
出了房门。

晚饭时，队列前的班长又焕发出了
往日的荣光，嘹亮的口令声震飞了树上
的麻雀，我们那个活泼开朗的班长又
“满血复活”了。

（刘 晓整理）

“班长，我们心疼你！”
■武警湖北总队襄阳支队下士 王灿江

北纬 29 度的宁波大榭岛，北纬 9
度的南沙赤瓜礁。

跨越 20个纬度、历经 31年时间的
积淀，南沙赤瓜礁守备部队官兵与宁
波大榭中学师生跨越时空的情谊，灿
烂而芬芳。

他们的故事得从1988年说起。
那一年，我海军官兵在赤瓜礁附

近海域对入侵者实施了坚决打击，有
力捍卫了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随
后，海军官兵克服恶劣自然环境，坚
守在赤瓜礁那方寸礁盘上。

他们的英勇事迹感染着中国大地。
“ 他 们 住 的 是 茅 草 屋 ， 吃 的 是 干
粮 ……”这一天，在宁波大榭中学初

二 4班的爱国主题班会上，班主任胡四
海向同学们介绍了赤瓜礁官兵的英雄
事迹。官兵们的事迹深深感染着在场
的每名学子。“他们坚守在最艰苦的礁
盘上，守卫着祖国的南海，守护着我
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是不是该为
他们做点什么？”经过热烈讨论，同学
们最后决定以写信的方式，向官兵们
表达敬意，要让他们知道，有许多人
在默默支持他们、祝福他们。

1988年 5月，4班的师生向驻守赤
瓜礁的官兵寄去了第一封信，询问他
们的生活，汇报自己的思想和学习情
况。然而，由于路途遥远和邮寄地址
不详细，这封信直到 1990 年 8月才送
到那里。

沧海孤礁，官兵们伴着海浪声一
遍遍认真地读着同学们的来信，备受
感动和鼓舞。在征得上级同意后，官

兵们开始给大榭中学的师生们回信。
他们在回信中这样写道：“赤瓜礁虽然
远离祖国大陆，条件艰苦，但动摇不
了我们守卫南海的决心，每当我们战
风浪、斗酷暑时，想到祖国与我们同
在，你们与我们同在，我们感到浑身
充满了力量。”

在等待回信的漫长日子里，大榭
中学的师生们仍然坚持给赤瓜礁的官
兵们写信，他们坚信：守礁官兵一定
能读到他们的信。
“赤瓜礁的英雄给我们回信啦！”

1991年元旦，4班的同学们收到了这份
特殊的新年礼物激动不已，一遍遍读
着来信，一次次深受感动。

再次回信时，4班同学向赤瓜礁官
兵寄去了国旗，并向守礁官兵自豪地
报告：他们的班级之所以取名叫“海
鸥班”，是因为每名学生都想做一只飞

翔在南沙的海鸥，与海军叔叔们一起
守护祖国的南海。

当时，从宁波到赤瓜礁，一封
信快则两月，慢则数月。“海鸥班”
师生跨越时空的阻隔，追寻着内心的
执着：信的那头有神圣的南沙和英雄
的守礁官兵。期间，南沙守备部队
驻地几易地址，给书信交流带来了
很大困难，但大榭中学师生仍然初
心不改。

31年来，大榭中学师生与赤瓜礁
守备部队官兵携手共进，在各自的岗
位书写着不平凡的成绩：大榭中学每
年中考成绩始终居宁波市北仑区前
列，高考录取上线率近 90％；赤瓜礁
守备部队先后有 170 多名官兵立功受
奖，在处置海空情过程中，从未发生
一起漏情错情，10余次被上级评为先
进单位。

跨 越 时 空 的 情 谊
■赵 建 本报特约记者 黎友陶

让营长的爱人交伙食费这个事，一
直让我觉得过意不去，倒不是因为营
长家属地位特殊，具体还得从几天前
说起……

那天训练间隙，营长正带着我们讨
论班排战术，文书急忙跑来报告，“营长，
嫂子来驻训点了，带了好些东西。”

跟着营长干了这几年，我们几个连
队主官都知道，他们两口子把全营的官
兵都当成自家人，不论啥时候来队，嫂子
总会带给大伙“惊喜”。

一听嫂子来了，我带着人赶紧跟了
过去，只见她拎着大大小小的袋子，里面
除了生活用品就是吃的。听营长说，嫂
子临行前一晚几乎没合眼，特意清洗了
400多张粽叶，还备齐了材料。

在烈日炙烤的戈壁滩头，厚厚一捆
粽子叶格外显眼，也给在风沙砾石中
“灰头土脸”的我们带来格外的惊喜，
“包粽子”也顺理成章成了大家共同的
期待。
“包粽子啊，我从小就会！”听说嫂子

准备带着大家包粽子，训练刚结束，列兵
王俊林赶紧把手上的油垢洗净就往炊事
班飞奔。
“大枣、江米、粽叶，全是家里的味

道。”王俊林包着包着，两行眼泪就流了
下来。“哭啥，多包几个晚上给爸妈视频

炫一下！”摸摸他的脑袋，过多安慰的话
我也说不上来。
“没关系，在部队这个大家庭也一样

能够尝到家乡的滋味……”大家包着粽
子话家常、聊过往，氛围格外温馨。那天
的晚饭，充满了欢笑和乡愁。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嫂子要
走了，司务长找到我表达了他的顾
虑：“按照来队时间算，营长家属应交
伙食费 85.35 元，要吧，她给战士们带
了这么多东西实在张不开嘴；不要
吧，又违反了财务规定。指导员，您
看我收不收嫂子的伙食费？”

一想到嫂子带了那么多好吃的，我
也犯了难，但还是磕磕绊绊对营长开了
口：“嫂子的伙食费还是免了吧？”
“你瞎说啥，丁是丁卯是卯，伙食费

是必须交的，哪能说免就免。”本想营长
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想到被他一通
教育。

看着营长把钱塞到司务长手里时，
一旁的我还是有些尴尬……

晚点名时，营长又把白天敲打我的
话重复了一遍，“大伙的心意我明白，可
公是公私是私，千万不能混了，一旦分不
清就容易出问题，我在这里代表我爱人
感谢大家了！”
（帅丽建、本报记者 颜士强整理）

嫂子的伙食费
■新疆军区某团指导员 邓赞彪

对讲机作为一种可以实时传递信
息的移动通信工具，因携带方便、无网
络限制等特点，在不少基层单位的日常
管理等活动中被经常使用。

虽然对讲机给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方
便，但从安全保密的角度来看，对讲机不
属于制式通信工具，信息传递没有经过
加密，属于开源传播。官兵在使用过程
中，如果缺乏保密意识，随意通过对讲机
讨论涉及军事训练、战备演习等重要敏
感信息时，只要使用信号接收设备或者
同频率的对讲机，经过简单调试，在一定
范围内就可以实时监听所有信息。

在此，郝小兵建议对对讲机的使
用范围、时机、场合等作出严格规范，
尤其在执行重大任务、参加军事演习
时要禁用。但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发人
深思：为什么有的单位和官兵放着电
台、通信指挥系统等不用，而偏偏钟爱
于对讲机呢？私以为，这其中既有敌
情意识不浓、打仗观念不强，为省事、
图方便的因素，也有配发的制式通信
设备不好用不敢用不愿用的问题。战
友们，你们觉得呢？
（文/邹 贝、焦晓晨 图/罗彬月、

解春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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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军某旅防空营组织驻地

小朋友走进军营参观，让

小朋友们零距离感受军营

生活。图为小朋友在官兵

宿舍参观整理内务演示。

周旭辉、盛洋迪摄影

报道

“爱我人民爱我军”教育
从青少年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