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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营

第 77集团军某旅侦察连上等兵梁
文康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有幸成为被
载入连史的“第一人”。
“梁文康，因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阅兵中表现优异，被上级表彰为先
进个人……”在这本今年 2月修订的《侦
察连连史》上，关于梁文康的记录，虽然
只有短短百余字，但在侦察连官兵看
来，每个字都重若千钧。

谈及为新组建单位谱写连史的初
衷，该旅副政委贾树鹏告诉记者，这一
切，都跟一场活动中出现的尴尬有关。

去年底，旅里结合“传承红色基因、
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举办“连史大
家讲”故事会。在其他连队，官兵们从
抗日战争讲到抗震救灾，活动进行得有
声有色，可在侦察营，却是另一种冷清
的场面。
“组建两年来，我们一直在打基础，

哪有可讲的？”追问之下，侦察营的几名
连主官道出苦衷，“好歹其他连队还有
些‘红色家底’，我们却是白纸一张。”

原来，作为新组建单位，侦察营既
没有前身部队，官兵中也以新兵、新干
部居多。这样看来，让他们讲连史，确
实有些强人所难。
“真的没东西可讲吗？”贾树鹏在蹲

点中了解到，组建以来，在侦察营发生
过许多感人的“拓荒”故事——

比如刚搬进新营区，侦察营负责全
旅训练场地平整工作。高原杂石多、土
质硬，一镐下去冒火花、三镐敲得虎口
疼，半个月下来全营工兵锹用坏了一大
半，可即便如此，官兵们仍干劲儿十足，
毫无怨言。

又比如滑降训练，许多官兵起初登
上十几米高的“反恐楼”都心慌腿抖。
为尽快形成战斗力，官兵们用安全绳将
自己悬吊在楼顶，以这种“吊大钟”的方
式克服恐高心理。不仅如此，官兵们还
以苦为乐，经常比试看谁吊得时间长。
不久后，连队“吊钟王”吴志高在集团军
组织的比武中，一举夺得冠军……

这些好故事，咋就没人讲？座谈中，
许多官兵坦言：“传承红色基因，自然是
讲过去的事，这些发生在‘今天’的事情，
咋能进连史？”“别的连队官兵讲的都是
英雄前辈出生入死的大事，我们这些‘芝
麻绿豆的事’压根儿够不上格……”

经过更深层次的调研，贾树鹏发
现，对红色基因的“认知失重”，同样也
出现在一些老牌连队：许多连队的连史
中，关于过去的记录浩如烟海，而“当代
史”却只有寥寥数言，甚至近乎空白。
“传承红色基因，不应厚古薄今。

调整组建、转隶移防本就是重大历史事
件，官兵们开局拓荒的奋斗史同样值得
铭记！”基于这一认识，该旅在筹划今年
主题教育时，将调子定为“谱新”，以开
展“官兵进连史”活动为载体，引导官兵
以实际行动延续历史、创造历史。

就这样，一场别开生面的“拓荒行
动”，在侦察营上演。

在施工中累倒的下士周传果、在
上级比武中夺冠的王小鑫……不久
后，一本本崭新的营史、连史相继出
炉，组建以来的重大事件和先进个人
都被载入其中。一名今年将满服役期
的老兵，看到自己被写入连史后，激动
地说：“以后再回到连队，我也能拿着

连史骄傲地对别人说：‘瞧，我是本连
的第一代官兵！’”

在全旅层面，他们明确规定：凡是
受到集团军以上表彰奖励，在军种以上
比武竞赛中取得名次，以及荣立二等功
以上的官兵，其事迹要在旅史灯箱上体
现；凡在演习演练和大项任务中取得优
异成绩、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都有资
格进入旅史年鉴。

采访中，作为首批被载入旅史的
官兵代表，连长陈乐乐告诉记者：“每
次路过挂有自己照片的灯箱时，他都
会提醒自己，要把连队带好，绝不能给

上了旅史的自己丢人。”正在备战上级
比武的下士郭梦袒露心声：“我一定要
夺取冠军，把自己的名字写入旅史。”
某新组建连队上等兵杨连旭则说：“每
当捧读连队的‘当代史’，总能想到后
人以我们这代官兵为教材，讲述连队
艰苦创业优良作风的场景，怎会不斗
志昂扬、热血沸腾？”

近日，该旅新建旅史馆破土动工。
该旅宣传科科长王祖俊告诉记者，他们
在设计旅史馆布局时，专门留出了一间
空白展厅，虚位以待更多的“拓荒者”将
自己的名字载入其中。

第77集团军某旅开展主题教育三部曲之“谱新”—

一部新连史，你我来开篇
■刘群芳 本报记者 李佳豪 通讯员 王 鹏

值班员：南部战区陆军某旅排长

叶星国

讲评时间：4月13日

昨天我旁听了各班的班务会，发

现个别班长在完成传达上级指示、安

排下周工作这些“规定动作”后，往往

就宣布班务会结束，不少战士有疑惑、

有困难想发言却没有机会，班务会无

形中开成了“班长会”。

班务会主要任务是检查小结一周

工作，要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畅所欲

言，不能搞成班长的“一言堂”“独角

戏”。特别是疫情防控期间，有的战士

出现焦虑心理，思想产生波动，班长要

发挥好班务会“小门诊”作用，组织引

导大家多发言、多交流，解开思想疙

瘩，相互加油鼓劲。

同志们，尤其是各位班长，要好好

琢磨如何开好班务会，拿捏好班长和战

士发言的时间比例，把班务会开出高质

量、好效果。（周宇鹏、许生军整理）

班务会不能唱“独角戏”

为检验战备情况，大队领导几天前
通知各中队，将随时考核以排为单位组
织实施的防冲闯处置行动。

想着前不久刚研究完防冲闯处置
行动人员编组作业，这次考核对我来说
应该难度不大。然而，全排的训练情况
却给了我当头一棒。
“到位慢、动作软、声音小，就你这

样还叫处置行动？”“你这么大个人直挺
挺地跑过去呆站着，教你的敌情意识、
战术动作和警戒姿势哪去了？”尽管经
过多次训练，排里许多战士却始终进入
不了状态，勤务训练场上，不断传出我
生气的吼声。
“一个简单的防冲闯处置行动，练

了一整天就这个水平，是我没教好，还

是你们没学好……”晚点名时，我对全
排的同志进行了严厉批评，要求大家训
练时把动作做到位。

可此后几天的训练，大家的问题仍
然没有得到改观，而且战士们见了我都
躲着走。骨干们探讨行动方案时心不
在焉，连最活跃的上等兵小钱都变得闷
声不语。眼看考核验收的日子将近，我
如坐针毡却又无计可施。

没想到，中队长主动找到我说：
“林排长，组训施训要科学、精准，对症
下药才能药到病除。训练中你一味地
批评，对问题的纠正却没有讲到点子
上，战士们自然就会越挨批越士气低
落、越不知所措。”

原来，我的窘况都被中队长看在眼
里，他帮我分析组训任教中存在的问
题，指导我如何有针对性地纠正战士们
的动作。最后，中队长又反复交代我：
“好兵是教出来的，不是训斥出来的！”

这天课余时间，我又单独找到排
里的部分战士谈心，听取他们的意
见。战士小钱对我说：“排长，我没做
好被你批评也能理解，但你一上来就
劈头盖脸地训斥，让我紧张得不得了，
越紧张动作就越不到位。”听到这里，
我不禁面红耳赤。

接下来的训练中，战士们出现问题
后我不再一味地训斥，而是耐心细致地
讲解，一遍遍做示范、手把手地教要
领。我的改变很快得到了回报，大家的
训练有了起色，士气重新高涨起来……

4月上旬，在大队考核防冲闯处置
行动时，我们排取得了优秀的成绩。大
队领导现场讲评时还对全排提出了表
扬：“人员到位快，携带装具齐全，职责
分工明确。”

这件事让我更加明白，一味训斥带
不出好兵，带兵人以身作则，远胜过以
“声”作则。

一味训斥带不出好兵
■武警福州支队某中队排长 林艺伟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南部战区
空军雷达某旅十三站严格落实上级要
求，对营区实施封闭式管理，后勤保障
实行配送制。为解决大家的日常生活
需求，站支部指定司务长通过配送司机
代购官兵个人生活物资。

到货当天，司务长把采购物资搬到
俱乐部组织分发。“我的快递前天就到
了怎么还没拿呀？”“这瓶洗发水不是我
要的牌子！”“为什么运费这么贵？”听到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埋怨，司务长气不
打一处来，自己辛辛苦苦统计信息，联
系对接，最后却费力不讨好。

原来，配送司机根据快递单上的备
注姓名领取包裹，个别官兵没有备注导
致包裹遗漏未取；一些商品超市库存不

足，无奈只能选择其他品牌；营区地处
高山之中，防疫期间雇车费用比平时要
高……

针对这些问题，指导员伍一帆立
即组织召开连务会。通过分析讨论，
大家一致认为：特殊时期特事特办，
不可能尽善尽美，官兵要多谅解。他
们一方面组织思想教育，进行形势分
析，争取官兵的理解；另一方面完善
采购办法，通过统一收件人名称避免
快递揽收遗漏，提前联系超市预订避
免采购缺货。
“大家根据采购需求找到自己的商

品，并做好登记。”再一次组织分发时，
战士们井然有序地领取所购物资，司务
长没有听到有人抱怨。

暖心采购为何遭埋怨
■田 楷 李成杰

4月 13日，连队打背包比赛成绩公
布，我取得了第一名。看着评比栏上的
光荣榜，我不禁又想起了那件“糗事”。

一个多月前，团里下发组织打背包
比赛的通知，要求各连派一名战士参
赛。当连长宣读通知时，站在队伍里的
我暗想机会来了，只要能在比赛中拿到
名次，这个月的训练标兵就非我莫属了。

为了能参加团里比赛并拿到名次，
我每天只要有空闲时间就加班练习，打
背包的速度也显著提升。可是，连队连
续组织几次打背包比赛，我总是输给同
班战友小李。

离连队选拔参赛人员的日子越来
越近，可不管我怎么努力，都赶不上小
李的速度。如果任凭这样下去，连队肯
定派他去参加比赛，我急得像热锅上的
蚂蚁，有什么办法能打败他呢？

团里比赛前一天晚上，连队组织选
拔赛。赛前，我做了件见不得光的事：
瞅了个空，我把小李压在褥子下的背包
绳藏在自己作训服的口袋内。当连长
吹响紧急集合哨时，我快速打好背包第
一个冲到了操场上，而小李却因找不到
背包绳没能完成比赛。比赛结束时，连
长当场宣布由我代表连队参赛。

第二天一大早，随着裁判员一声令
下，团里的比赛开始，可意外情况出现

了：我的口袋里装着小李的背包绳与自
己的背包绳，两根绳子不知什么时候缠
在了一起。我顿时慌了神，等捋完背包
绳准备打背包时，我已经被很多战友甩
在了后面。

事情暴露后，连队对我进行了严厉
批评。全连军人大会上，我深刻检讨了
自己的错误，并诚恳地向小李道歉，请
求原谅。
“争当训练标兵、渴望进步是有进

取心的表现，但绝不能‘玩猫腻’。”指导
员的话说得很严肃，“搞歪门邪道不但
得不到尊重，还会让自己付出惨重的代
价，希望你引以为戒、不能再犯。”
“玩猫腻”让我丢人又丢分，教训

刻骨铭心。经过连队干部骨干的帮助，
我下决心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
打这以后，我在训练中更加刻苦努力，
各课目成绩得到快速提高。这不，连里
又一次组织打背包比赛，我凭实力光明
正大地赢得了第一名。

（梁 晨、高 翔整理）

这回，咱光明正大拿第一
■新疆军区某团下士 郑梦柯

“好的方面就不说了，主要讲讲存
在的问题。”4月初，在第 72 集团军某
旅三营坦克六连的班务会上，班长张
书行一脸严肃地进行讲评，“高栋本周
引体向上考核没有达到优秀，拖了全
班的后腿，下周由我负责帮带……”

这是一个有“辣味”的班务会，张
班长指出了不少问题、批评了不少同
志、分析了深层原因、制订了整改措
施……但班务会的效果却与张班长的
期望大相径庭：一连好几天，在班务会
上被严厉批评的战士总不在状态。
“辣味”十足的班务会怎么开砸

了？张书行私下一打听，原来是他在
班务会上“火力”太猛，把大家的工作
积极性都批没了。“这点儿批评都禁不
住，也太脆弱了吧。”得知原因，张班长
心里直嘀咕。

教导员宋成雷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发现，像张班长这样缺乏召开班务会

技巧的骨干还有不少，他们批评多、表
扬少，讲评问题时喜欢扩大化，表扬先
进时又泛泛而谈，使战士们的积极性
很受打击。

随后，他组织全营骨干进行了一
次学习教育，再次重温了共同条令，并

针对“怎样开好班务会”的问题，组织
了班长座谈、专题辩论赛和士兵讲堂，
请经验丰富的老班长谈心得，让战士
和班长们“角色互换”谈看法，把开好
班务会的“金点子”梳理汇总，发给班
长们学习，效果十分明显。

“辣味”班务会怎么开砸了
■姬鹏飞 肖雨轩

历史学家克罗齐曾言：“一切历史

都是当代史。”透过时光的剖面，我们不

难发现，每一部厚重的历史，无不是由

彼时的“当代人”谱写并向前推进的。

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每个人，都是历

史的创造者、书写者。

传承红色基因，不仅是“旧址的

守护”，而是“火焰的传递”。用怎样

的眼光打量历史，所影响的绝不仅仅

是对过去的定义，更是对未来的开

创。因此，只有用历史照亮现在，才

能做到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

承，让优良传统始终不断线、持续焕

发新活力。

开拓者是自豪的，创业者是光荣

的。作为一支新组建部队，我们在主题

教育中大力开展“官兵进连史”活动，引

导官兵写好自己的“奋进史”，一方面体

现出对优秀官兵的表彰激励；另一方面

也是超越局限、在更大的范围传承红色

基因，促进优良传统在这支新组建部队

中更好地发扬光大。

写好自己的“奋进史”
■第77集团军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彭 云

带兵人手记

梁 晨绘

4月4日，第75集团军某旅

“大华山英雄连”在主题教育中重

温连史，缅怀革命先烈、牢记初心

使命。图为指导员黄封宾（右一）

讲解连队荣誉称号由来。

本报特约通讯员 黄远利摄

传 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