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两天，南部战区空军某旅对全
旅官兵手机涉网涉密问题进行了又一
轮“拉网式”清查，其中一项重要检查
内容就是不允许私存军装照。结果，
某站战士小彭因微信“收藏”中存了两
张班长的军装照、战士小刘因为“云相
册”存有自己着体能训练服的照片而
被通报批评。

为什么多次清理、再三强调，还有
战士在此敏感问题上“冒泡”？
“我年底退伍，就想留两张班长的

照片作纪念，我已经当场删除了……”

“照片我都是仔细看过的，不透露营区
环境、不涉及武器装备，体能训练服上
也没有姓名没有军衔，我以为不涉密
的……”事后了解情况时，小彭和小刘
认错态度诚恳，但话语中仍难掩失
落。再次强调手机使用规范后，该站
领导也进行了思考：保密纪律是铁律，
人人都要严格遵守，但战士想保留几
张帅气的军装照留作纪念，也在情理
之中，不应简单一禁了之。

该站就此进行调研，不少战士吐
露心声——“参军入伍尽义务是想给

青春增添亮色，军装照里都是回忆啊”
“岗位平凡、成绩普通的战士拍照机会
很少，基本只能在大型活动的合照里
露个脸，而且事后不知去哪儿讨要照
片”“休闲时间用手机拍了几张文体活
动的照片，不涉及部队武器装备和营
房设施，这也算涉密吗”……

对此，该站及时组织专题保密教
育，一方面针对部分官兵的模糊认识和
疑惑，讲清智能手机和当下部分APP后
台利用大数据搜集个人信息的安全隐
患；另一方面针对普遍诉求，开展“穿军
装什么时候能照相”“军装照该往哪儿
存”等讨论。随后，他们整理讨论内容
和官兵诉求，最终形成3条措施：每年统
一用相机给每名官兵拍摄一组军装照，
并给每人冲洗下发两张纸质照片；划拨
单机电脑专用于存放单位日常拍摄的
工作、生活的照片，有需求的官兵可申
请查看领取；退伍时，官兵遴选个人照
片，由单位制作军营回忆相册并刻成光
盘，报机关审查后带离军营。

3条措施报旅机关保密部门同意
后，在军人大会上进行宣布，获得官兵
好评。拿着冲洗出来的纸质照片、看
着专用单机电脑中记录了自己军旅之
路的照片文件夹，今年面临选退的士
官班长赖彬浩动情地说：“军装照再不
用‘东躲西藏’，不论走留，我都有一份
自己的青春记忆，有图为证的军旅生
涯更精彩！”

留存军装照不再“东躲西藏”
■羊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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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跳闸了？”“我电脑上的文档还没
存，又得重做了”……前不久的一个晚上，
我正组织夜间情况处置训练，突然，随着
“咔”的一声轻响，整个营区被黑暗笼罩，
战士们纷纷停下训练，小声议论起来。

最近，中队正在修建查课系统和营
区生活设施，导致时不时跳闸停电，大家
对这一情况已经习以为常。我等了一会
儿，见仍没来电，便赶紧安排人去检查线
路。不到 2分钟，线路故障便被排除，光
明归来，训练场内也恢复了秩序。

可这时我心里却突然打了个颤：不
管停电原因为何，突发情况下部队难道
不应该快速进入战斗状态吗？如果是敌
人浑水摸鱼断电偷袭，大家就聊着天坐
以待毙？假如在停电时有别的突发情况

发生，中队官兵能否成功处置……想到
这里，我暗自打定了一个主意。

夜训结束，战士们回到营区洗漱，我
则悄悄来到配电室，拉下了电闸开关。
又是“咔”的一声，熟悉的黑暗袭来。“又
停电了！”“应急灯怎么不亮？”“让不让人
洗漱了啊！”楼道里传来战士的抱怨，有
的人取来手电筒继续洗漱，有的人则趿
拉着拖鞋到值班室门口张望，还有人索
性倒头就睡。

就在这时，我看准时机，吹响了紧急
集合哨，楼内的闲散顿时被混乱替代。
集结完毕时，大家宛如新兵头一次参加
紧急集合，时间长不说，不少人更是“衣
冠不整”。
“停电是意外还是遭袭前的警钟没

人知道！战时随时可能停电，但军人的
战备意识绝不能‘短路’！现在只是演
练，如果真的是敌人切断电路搞偷袭，我
们今天就是全军覆没！”看着战士“丢盔
弃甲”的狼狈样子，我直接点出了问题根
源，不少战士都低下了头。

第二天的教育课上，我组织大家围绕
“如何为实战充电”展开讨论，大家纷纷自
曝问题，查找训练生活中的和平积弊。瞄
准“卧地不起”、夜训“亮如白昼”、演练“故
地重游”等 10个问题被揪出“开刀”，8个
不符合实战的老观念老思维被一一点
出。下课时，我给战士们提出要求，希望
大家时刻绷紧战备弦，“一有风吹草动，拉
弓准备射箭”。

（彭黄碧、卓 娜整理）

战备意识不能“短路”
■武警新疆总队阿克苏支队执勤九中队中队长 汪 超

宋 健绘

一张军装照虽小，但对军人而言，

记录的是青春、承载的是军旅，是最可

贵的人生印迹之一。如果连留存一张

军装照都要“东躲西藏”，这让官兵如何

发自内心地增进军人身份认同感、荣誉

感，如何热爱自己的职业？

《军队基层建设纲要》强调要“带着

对官兵的深厚感情做工作”“把管理工作

做得既有硬度又有温度”。笔者认为，对

于基层部队的此类问题，“堵”和“疏”之

间，一字之差，但折射的是解决问题的态

度、是对待基层官兵的感情。

身着军装并非不能照相，只是用

什么来照、什么时间地点照、照好后如

何存放管理等细节问题确实需要管理

者用心考虑。基层管理工作是一项直

面战士的基础性、经常性工作，带兵人

依法抓建所做的每一项决定都与战士

权利息息相关，因此要善于从小处着

手，接地气、察实情，站在兵的角度去

解决问题，既宣示“法”的威严，又体现

“情”的温度。

有“温度”的管理更出战斗力
■唐永志

这几天，第 78集团军某旅火箭炮连
中士车延东心里很难受。

为啥？因为他在本该出彩的事上栽
了跟头。

车延东擅长小品创作演出，是旅里
有名的文艺骨干。前不久，上级要求旅
组建文艺轻骑队，车延东理所当然位列
其中，在接到机关通知后，他便打好背囊

前往机关所在营区暂住。虽然每天早出
晚归创作排练，但眼看节目日渐成形，车
延东心中成就感油然而生。

车延东本以为会就这样顺利完成任
务，谁知一次因连夜改脚本，他第二天睡
过了头，正课时间才睡眼惺忪地走出宿
舍，偏偏被纠察逮个正着。“请问您的姓
名单位。”“我是旅文艺轻骑队成员，昨晚
加班创作节目……”面对纠察询问，车延
东搬出自己的“身份”，觉得自己也算是
机关的人，怎么也能得几分“照顾”。可
在旅交班会上，部队管理科直接通报火

箭炮连，并在“双争”评比中扣除了相应
分数。
“看人家车延东，到哪都打着连队旗

号。”“原想指着你给连队争光，结果却连
累连队‘躺枪’！”战友的调侃和班长的责
备让车延东又羞又愧，思来想去，他鼓起
勇气找到部队管理科科长吴权钟讲述了
前因后果。

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吴权钟陷
入沉思：像车延东一样经常被借调到机
关帮忙抑或是“工作在机关，编制在基
层”的人员还有很多，管理教育上的这笔

“糊涂账”到底怎么算？
吴权钟把这一问题带到了旅党委会

上。旅党委一班人与基层代表一同探讨，
相应管理规定随即出台：按照“谁使用谁
管理”原则，外派人员正课期间，教育管理
与机关同步，归机关科室管理，正课以外
时间回归连队。机关基层要按照规定时
间节点做好交接工作，严禁出现超出时限
使用、未经审批私自使用等情况。

制订“铁规矩”，消除“糊涂账”。很
快，旅里要求部队管理科追回了火箭炮
连无辜被扣的“双争”积分。

借调人员犯了错，到底该问谁的责
■张光轩 张 松

互联网邮箱：jbjccz@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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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兵挺光荣的事，想拍照
留念，不存手机存哪呢……

时刻绷紧保密弦，手机
内不许存放军装照！

“手榴弹投远 69.6 米、五公里武
装越野 18 分 19 秒、400 米障碍 1 分 47
秒……”近日，武警北京总队机动二支
队举行第二届“五大技术创纪录”比武
活动。与往年不同的是，为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比武活动采取了分组实施、
平行作业的方式，装备器材定人定位，
分批取放，指定专人洗消，做到防疫训
练两不误。

据支队长李亦峰介绍，去年初，
支队组织问卷调查，官兵普遍反映训
练逐步正规，但训练对象“一锅煮”、
训练内容“一般粗”的问题不同程度
存在。为此，支队党委对表新大纲，

把官兵日常训练内容细化为射击、投
弹、刺杀、擒拿格斗和军事体育等 5大
类、12 个项目，开展“五大技术创纪
录”比武活动。为了让官兵训有目
标、比有对手，各级分别组织“擂台循
环赛”，设立“精锐之师纪录榜”，人人
都上竞赛场、个个都想争第一的练兵
热情日益浓厚。

为防止比武活动出现“两头冒尖”
“变形走样”等情况，该支队及时调整
组训模式和训练奖励机制，对进步幅
度大的官兵实施奖励，为进步较慢的
官兵量身定做帮扶计划。特战大队特
战二中队下士宋昊珂以前体能偏弱，
五公里武装越野成绩一直在及格线上
下徘徊，通过战友的“一对一”帮带，在
这次比武中，他以 18分 19秒的成绩夺
得该项目第一名。

人人都上竞赛场 个个都想争第一
■毛嘉文 赵世伟

7月14日，第73集团军某旅出动3700余名官兵，跨省机动数百公

里，火速驰援江西余干受灾地区。 汪书弘摄

风急雨骤，洪水滔滔。7月 20日上
午 11点，鄱阳县珠湖联圩国家湿地公园
段出现塌方险情。

危急关头，第 73集团军某旅“拥政
爱民模范连”七连官兵跳入浑浊的洪水
中，铺防雨布，压实沙袋，抛石固脚……
历时3个多小时，险情得到控制。
“我们一直保持着出征时的战斗状

态。”指导员吕俊激动地回忆道，14日下
午 5点，部队从驻训场返回营区，次日凌
晨 5点，依令开赴抗洪一线。6天以来，
他们始终斗志昂扬。

征尘未洗再出征。他们的动作为什
么这么快？

作训科科长段虎办公室案头的一
摞材料颇能回答问题：机动方案、兵力
预置方案、紧急出动方案、防汛抗洪专
项行动方案、物资补充调配计划、军地
通联表……这一切，都是该旅在接到预
先号令后，不到两天时间拟定的。

从军事行动一“键”切换至非战争军
事行动，离不开指挥中枢的高效运转。
记者了解到，从演习场返回机动途中，旅
指挥员动中指挥、前瞻部署，物资器材准
备、组织先期勘察等诸多工作，在滚动的
车轮上就已有条不紊地展开。
“听说汛情加剧的消息，大伙儿急

得就像煮开的水一样，每个人都处在
沸点！”政委张功贵动情地说道，他们
是 98 抗洪第一个发现九江决口险情、
第一个拦截组织沉船、第一个组织群
众撤离的单位。22年间，该旅 4次驰援
抗洪，曾排除重大险情 69处，普通险情
150余次，救护群众 600余人，构筑围堰
675 米。这一次，官兵返营后，顾不上
休整，便马不停蹄地投入到紧张的出
动准备中。

听说由于伤病，自己可能会被连队
安排留守，刚推迟腰部微创手术、正往背
囊里塞止痛喷雾剂的合成三营七连班长
郭儒芳坐不住了，他唰唰写下一纸请战
书径直来到了连长房间。
“医生说你需要休息！”“不，我更需

要战斗，请连队批准！”郭儒芳和连长
“杠”上了。

去前线、上大堤、战洪魔！在卫生
连，连长蒋伟伟也被战士们请战的热情
搅得很头疼，全连 45名官兵竟无一人愿
意留守。女兵班集体按下红手印向党支
部请战，在外休假的官兵纷纷要求提前
归队……无奈之下，选而又选，最终，膝
盖半月板损伤的上等兵康柔敏被强行留
了下来。

请战！请战！反坦克导弹连连长何
桂健因韧带损伤，上个月左脚踝刚刚做
完手术。出发前，他带领官兵走进连队
荣誉室，注视着那面连队前辈 98抗洪时
用生命换来的“抗洪模范连”连旗，脚踝
仍在隐隐作痛的何桂健举起右拳宣誓：
“人在堤在，我们誓与大堤共存亡！”

夜幕降临，一切准备就绪，忙碌的营
区归于平静。指挥控制连连长胡军掏出
手机拨通了妻子徐晓艳的电话。上周，
他们不满 5岁的孩子被查出患有先天性
肾积水，他答应妻子演习回营就休假回
家的承诺落空了。电话那头，知书达理
的妻子嘱咐他注意安全，这个身材魁梧

的西北汉子噙着泪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夜深了，检查完所有需要调整补充

的器材，已经确定跨单位任职交流的作
训科参谋闵文桂满身疲惫走进宿舍，看
到来队探亲的妻儿已安然入睡，无比满
足的他悄然转身又回到了办公室。这次
出征，或许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全旅行动，
所以每一分钟，他都要冲锋。

凌晨 3点，作战支援营炊事班的灯
亮了，司务长彭远鹏带着炊事班的战士
正在争分夺秒准备早饭。尽管官兵们带
足了一天的干粮，但彭远鹏和炊事员们
仍然决定“子夜行动”，让战友出征前吃
上一口热饭。

洪水无情急如火，快马加鞭未下
鞍。凌晨5点，几千人的部队准时开拔！

跑步进“战”场，昼夜战洪魔。截至
20日下午 1点，该旅累计协助地方封堵
管涌、处置泡泉 51处，整修塌方 4处，加
固堤坝 7700 多米，开挖导渗沟 1.1 万多
米，装填沙袋 6.8万余个，挖运土石上千
方，在灾区百姓心中筑起一道钢铁长城。

第73集团军某旅从驻训场归营，12小时后开赴抗洪一线。

本报特约记者随队出征，请看他发回的报道——

急！快马加鞭未下鞍
■本报特约记者 徐 鹏 通讯员 汪书弘 汪加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