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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人静，第 71集团军某旅炮兵
营排长高震宇沉下心来，梳理一天的工
作心得、筹划第二天重点工作，并提纲
挈领地记录下来。高震宇告诉记者，自
旅里倡导运用“微笔记”推动工作后，他
的思路更加清晰了。

几年前，该旅领导在基层调研时
发现，有的干部不愿记笔记，习惯于
“拍脑袋”作决定，工作落实常有漏项；
有的干部抓工作“东一榔头、西一棒
槌”，存在“上下一般粗、无序打乱仗”
的现象，工作缺乏条理性。

针对这些问题，该旅党委一班人
经过研究后，向全旅干部骨干发出倡
议，倡导推广运用“微笔记”促进工作

落实的做法。
旅领导向记者介绍，一方面，记笔

记有利于促进基层干部对当前和今后
工作认真思考筹划，分析利弊得失，形
成按纲抓建的科学思维；另一方面，基
层工作头绪多、事务杂，养成记笔记的
好习惯，既不会占用太多时间，又能确
保短期工作不遗漏，长期抓建不断线。

为了让大家记好“微笔记”、用好
“微笔记”，该旅还给官兵们讲授军事
运筹学、档案学等专业的知识，以及提
纲笔记法、思维导图法、九宫格笔记法
等记笔记的科学方法。与此同时，他
们还定期组织“微笔记”展评，引导干
部骨干搞好梳理归纳、总结提高，做有

心人、干明白事。
工作有笔记，思路更清晰。工兵

连连长邱虎成任连长以来，先后积累
了 10余本工作笔记，开展工作更有章
法、抓建连队更有招数，连队建设全面
开花，先后被评为“军事训练一级连”
“基层建设先进连队”“安全稳定先进
单位”。

该旅主要领导高兴地说，如今旅
里的干部骨干尝到了记“微笔记”的甜
头，大家随时都会携带一个笔记本，无
论是会议传达、战备训练、政治教育等
重要内容，还是平时生活的点滴感悟
和思考，都会被及时记录下来，作为落
实工作的重要依据和参考。

记笔记，“烂笔头”里有甜头
■李 政 本报记者 李怀坤

6月中旬，第 74集团军某旅组织了
一场全要素战斗演练。
“吴班长，我方将对‘敌’实施炮

火打击，现命你班前出对 1号区域进行
侦察，发现目标后立即报告！”目标保
障营侦察连连长代忠文一声令下，新
任雷达班班长吴涵立即带领全班人员
到达指定位置展开设备，监控区域目
标动态。

突然，雷达显示屏幕上出现许多噪
点。“报告班长，‘敌’对我实施强电磁
干扰，请指示！”负责实时监控的上等
兵徐林随即报告了情况。
“更换跳频频率，对目标实施跟

踪。”当吴涵说出自己的决定时，一名老
兵提醒他，这种方法精度不高，建议关
闭雷达发射波，采取电视监控的办法。

到底怎么办？犹豫了一会儿，吴涵
决定采取举手表决的方式选择应对方
案。经过一番讨论，吴涵按大家的意见
作出了决定，但由于决策时间太长，错

失最佳开火时机。
演练结束后，连长代忠文在复盘总

结时对吴涵提出严厉批评：“优柔寡
断、当断不断是指挥员的大忌。综合现
场情况看，你作出的第一判断无疑是合
理的，但你却在火烧眉毛的‘战场’搞
举手表决，画蛇添足。”随后，连长要

求吴涵好好反思。
“紧急情况下搞举手表决，实际是

推卸责任，根子还是能力不足。”该旅
以此为契机举一反三，深挖各级指挥员
担当精神不强、能力素质不高的问题，
并制订实际措施进行整改，教育引导大
家履职尽责、勇于担当。

举手表决，反而贻误了战机
■罗周清 刘泽闰 本报特约通讯员 黄 海

近日，某社交平台推出“拍一拍”
功能，当好友双击你的头像时，就会
出现“×××拍了拍你”的提示，战友
们也都争着尝鲜！这让我想起不久
前的考核场上，营长几次拍了拍我肩
膀的经历。

上个月底，连队组织 400 米障碍
考核，我拼尽全力想争取合格，正巧大
家在我跳深坑时因其他原因转移了注
意力，我便趁机直接绕开了这道障
碍。虽然最后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但
面对战友们的祝贺，我怎么也高兴不
起来。

连长宣读完全连的成绩后，说：“下

面请营长作指示。”
“营长？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不

会刚刚一直在看我们考核吧。”我心里
咯噔一下，顿时头皮发麻。
“同志们，400 米 障碍是考验体

能、平衡和反应能力的一个综合课
目，与实战贴得很紧，大家一定要认
真对待……”

营长简单点评了这次考核，转身就
准备走，但他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却拍
了拍我的肩膀。虽然战友们并没有注
意到营长这个“小动作”，但我的脑袋
“嗡”的一下一片空白，我知道自己没跳
深坑肯定被营长看到了。

考核结束后，我专门到营部找营长
承认错误。营长若有所思地对我说：
“知错能改就是好同志，以后看你的行
动。”听了营长的话，我下决心一定要把
400米障碍练上去。自那以后，我开始
不断给自己加压，不但利用休息时间给
自己“开小灶”，还虚心向战友请教通过
各个障碍物的诀窍。

月底，连队准备组织 400米障碍考
核，这次营长竟然通知连长，表示要亲
自前来观摩。考核前，营长从队列前面
走到后面，在经过我身边时又轻轻拍了
拍我的肩膀，其中蕴含的深意只有我俩
知道。哨声响起，我奋力奔跑、一路领
先，最终跑出了实打实的优秀成绩。当
我奋力冲过终点那一刻，战友们都对我
竖起了大拇指。

宣读成绩后，我没想到自己会在全
连名列前茅，内心无比激动。营长来到
我跟前，再一次拍了拍我的肩膀，对我
说：“小伙子，好样的！”

我用实际行动弥补了上次的过错，
还得到了领导和战友们的认可，心里别
提有多高兴了。

（梁 晨、王红斌整理）

障碍考核，营长拍了拍我的肩膀
■新疆军区某团列兵 高煜斐

“老领导，你太不够意思了，自己
老连队也通报！”前不久，炮兵营榴炮
一连一位骨干发来的这条消息，让我
感到了压力。

当时，我在下基层检查教育落实
情况时，发现榴炮一连课后讨论环节
不认真、敷衍了事。要不要如实通报，
当时我的内心很纠结。我是从榴炮一
连成长起来的干部，对连队和连队官
兵都很有感情。如实通报，会让人觉
得不近人情；不如实通报，则是对工
作、对单位不负责任。

内心经过一番挣扎后，我最终决
定实事求是，不搞网开一面。通报下
发后，情况果然如我所料，榴炮一连的
少数官兵对此颇有埋怨，让我一段时
间都不好意思回老连队。几天前路过
老连队，指导员看到后向我打招呼，还
询问我这么久去哪儿了。

指导员的热情，让我更加觉得难
为情，于是我如实相告。听了我的话，
指导员重重地拍了我的肩膀说：“嗨，
我还以为什么事呢，你上次通报后，我
们就组织大家进行问题整改，效果也
十分明显，不信你抽个时间瞧瞧。”

看着指导员，我觉得是自己想多
了。正如指导员所说，机关干部下基层
检查是常有的事，不可避免会发现一些
问题，如果指出和纠正问题分亲亲疏疏，
那就不是帮基层，而是害基层。平常关
系越好，发现问题越不能藏着掖着。

我把老连队
通报了

■空降兵某旅政治工作部干
事 吕泓宇

列兵小郭分到我的排里后，看着
这个平时默默无闻、任劳任怨的新
兵，我对他的印象很不错。但让我有
些纳闷儿的是，排里有骨干私底下却
提醒我：“排长，你不要被小郭老实憨
厚的外表蒙蔽了”“这小子心眼多着
呢，在骨干和同年兵面前完全两个
样”“训练不积极，总想着偷懒”……

有一天，连队组织建制排 5公里武
装越野考核，明确规定以排里最后一
名成员到达时间作为最终成绩。没想
到，刚跑出去不到 1公里就有几名战士

掉了队，小郭也在其中。这时，我果
断提出“一班帮带一人”的方法，让
排里 4个班的体能尖子采用“拖、拉、
拽”等方式，想方设法帮助他们提速
完成考核。
“你不要演戏！”看着即使拖拽也跑

不快的小郭，他的班长不禁生气地大声
批评，现场不少老兵也跟着应和起来。
看着眼前这一幕，就连我都不禁怀疑小
郭是不是在偷懒。听了这些话的小郭并
没有回应，依旧继续机械地向前跑。

刚到终点，小郭便一头栽倒在地
上。看着躺在卫生连病床上的小郭，
我陷入了沉思……

几天后的早晨，还不到 5点，刚查
完哨的我发现小郭一个人在操场上跑
步，累得气喘吁吁也不肯停下。据我

观察，接下来好几天，他都提前起床
给自己“开小灶”。

静下心来了解小郭的问题，我发
现出现这样的情况并非偶然，说到底
还是班长骨干对他的关心了解不到
位。小郭的身体素质比较弱，训练上
不去并不是因为偷懒。根据小郭的实
际情况，我专门为他量身定制了训练
补差计划。一段时间后，小郭的训练
也有了不小的起色。

我以此为契机，教育排里的班长
骨干要多关心、帮助和信任战友，不
要轻易给人下定论。在我的带动下，
排里氛围越来越好，几名体能较差的
列兵也逐渐跟上了队。这事同样也告
诉我，要用自己的眼睛和心去带兵，
而不要轻易听信议论。

不要轻易给战士下定论
■第72集团军某旅防空营便携式地空导弹连排长 朱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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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兵人手记

这两则新闻报道了与记录有关的

基层“微创新”，做法易学易操作，值得

有心的带兵人借鉴。但，无论是“微笔

记”，还是《军旅周记》，两个单位的创

新之举看似简单易行，但如何使之成

为落实工作的“催化剂”、沟通情感的

“连心桥”，其实并不容易。一个不小

心，还有可能会沦为形式主义的“花架

子”、落入“痕迹主义”的窠臼。

依编者看来，基层部队不乏这样

的创新点，它们之所以能取得好的成

效，形式只是其表征，关键还在于相关

带兵人用了心。不用心，为创新而创

新，难免落得个虎头蛇尾的结局；用了

心，创新便如虎添翼，成为部队建设的

“倍增器”。

编者想要提醒我们带兵人的是，

越是创新之举，越是要用心去做。一

日曝十日寒必致思想断线、工作断续，

久久为功才能蜕变成长、推陈出新，让

创新的价值得到充分释放。

创新之举要用心
■张科进

“指导员，我想通了！”经过深入
谈心交流，前不久因训练不慎扭伤肩
膀的空军武汉基地某场站警卫连列
兵武文浩，终于放下思想包袱安心养
伤。看到武文浩在《军旅周记》上的
留言，指导员孙佳伟悬着的心总算放
下了。如今，越来越多的官兵愿意在
《军旅周记》上记录真情实感，这令孙
佳伟很欣慰。

上任之初，为更快地熟悉连队情
况，孙佳伟加入篮球队、开展谈心交流
活动，但战士们那种“尴尬而不失礼
貌”的距离感，让他迟迟不能和大家
“打成一片”。加之连队执勤点位分
散，官兵真实思想很难掌握，咋办？
“不清楚战士想什么、关注什么、

需要什么，政治工作根本无从做起。”
究竟怎样才能打开战士们的“话匣
子”，真正走入他们内心？孙佳伟反复
琢磨后，决定在连队推出记《军旅周
记》的做法。
《军旅周记》一周一记，战士们可

自由记录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内容、
字数均不限定，每个月上交一次，由指
导员批阅。“周记是个自由表达的平
台，有利于破除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
疏离感。”孙佳伟告诉笔者，“在信息传
递方式高度发达的今天，‘下笔书写’
仍有价值，能够更好地唤起情感共鸣，
引导大家思考。”

准备、布置、动员，《军旅周记》终
于正式上线。一开始，大家把写周记

当完成任务，不是很看重。然而，孙佳
伟认真负责的态度渐渐打动了大家，
特别是通过批阅周记帮助官兵解决了
几个棘手问题后，大家写周记的积极
性被慢慢调动起来。
“电影《哪吒》真不错，建议连队组

织观看！”“这次汇演连队拿了第一名，
过去的辛苦努力是值得的，我感到非
常骄傲自豪！”“有件事儿我想不明白，
最近很郁闷……”连孙佳伟也没想到，
《军旅周记》竟然这么火。

当战士们的“话匣子”被打开，当
真情实感跃然纸上，孙佳伟与全连官
兵的距离越拉越近，工作开展得越来
越顺利。这不，警卫连的工作多次受
到上级肯定。

写周记，纸来笔往也连心
■刘艺爽

营连日志

战斗行动中，“听我指令”是指挥

员常说的一句话。话虽简单，分量却不

轻，关系着战友们的生死和战斗的胜

败。官兵们严格执行指挥员的指令，代

表了他们对指挥员的信任，而指挥员也

要担起相应的责任，平时努力提升临机

指挥决策能力，有效应对战场上各种突

发情况，战时则要有为战斗负责的勇

气，切实担起“听我指令”的责任，不

负重托。

要有“听我指令”的担当
■第74集团军某旅政委 刘文彦

端午前夕，武警安徽总队合肥支队执勤二十

二中队官兵带着大米、水果、书本等慰问品，来到

长期帮扶的贫困女童小畅畅家中，大家一起包粽

子、话民俗、共迎端午佳节的到来。图为女干部

杜珍珍教小畅畅包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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