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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长方阵

去年5月，我们收到时任东部

战区陆军某海防旅排长祁龙的一封

信。在信中，祁龙表达了想当特种

兵的强烈愿望。

在我们刊发这封自荐信4个月

后，祁龙排长如愿调入第73集团军

某特战旅，当时我们第一时间报道

了这一消息——《特战旅——排长

祁龙报到！》，并从那时起开始持续

跟踪祁龙的追梦之路。

上周，我们在祁龙的微信朋友

圈里看到一张照片，照片的主角是

一双斑驳的作战靴，祁龙配文：结束

了，寿终正寝。

我们的内心被这极简的几个

字 和 这 双 穿 坏 的 作 战 靴“ 击

中”——成为特战排长的 10个月

里，祁龙走过的路全记录在这双作

战靴里！

所以，我们把祁龙的这条朋友

圈截了图，并请他配上了一小段文

字，算是这张图的说明。

还是那句话，我们关注的不是

祁龙一个人，而是成千上万个像祁

龙一样的军旅追梦人。

——栏目主持人 张 良

排长祁龙：转岗十月，战靴踏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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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9月中旬到特战旅报到时刚换的新战靴，至今10个月有余。10个月里，历

经跳伞10次，特战小队长集训6个月，长途拉练20余次，武装5公里越野和“踩绳上”

N多次……

右脚靴底因为踩绳已磨穿，下雨天积水容易从鞋底涌入，前几天又经历了分段

作业考核、连贯演练和两天一夜的综合演练，酷暑，泥泞，跋山涉水，历经“九九八十

一难”，这双战靴终于完成了它的使命。

最难忘的要数在大雨中的分段作业考核，浑身湿透、满是泥泞的样子虽然狼狈，

但我觉得，那才是特种兵该有的样子。

——特战排长 祁 龙

上图为训练中的祁龙。 廖晓彬摄

看着官兵们放心地坐在餐厅就
餐，第 83集团军某旅指导员徐志兵心
底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8月初，旅保障部陆助理来连队
检查后勤秩序，检查结束正好到了午
饭时间。陆助理便留下来吃“碰
饭”，顺便收集大家对伙食的意见建
议。刚刚坐定，他突然觉得身体重心
不稳，幸亏一旁的战士及时扶住，这
才避免摔个后仰翻——原来陆助理坐
上了一个凳面松动的座位。

心有余悸的他经询问得知：原来
餐厅里像这样损坏的凳子还有不少。
这些看上去并无差别的凳子，实际上
有的缺螺丝、有的少部件，坐上去之
前可得先好好检查检查。陆助理心生
疑惑，“每个连队都有兼职维修工，
为什么不组织整修呢？”

徐志兵解释道，此前连队已经发
现餐厅凳子损坏的情况，但由于维修
所需的配件不属于常用物资，需要单
独采购，发货周期较长。连队为了图
省事，便对损坏的凳子只做了简易加
固，结果治标不治本。
“营产营具管理不精细，维护保

养不及时，自建意识有待加强……”
听完后，陆助理给该连下发了问题整
改通知单，并一五一十写入检查通
报。

尽管挨了通报，但徐志兵并无怨
言，他认识到自己在抓连队自建时不
够主动细致，决心立即作出整改。当
天他便组织人员认真检查了餐厅桌椅
损坏情况，列出维修所需的器材清
单，并及时按程序采购，只等配件到
位就立即开展维修。

可下定决心来一场“板凳革命”
的他没想到：还未等来采购的器材，
却又等来一个通报。原来，陆助理走
后没过两天，旅联合检查组开展“逐

连过”安全大检查，又到炊事班检查
后勤秩序。结果，待整修的餐桌椅被
认定存在安全隐患，再次被“曝光”。

同一件事情挨了两次批评，遭遇
“板凳危机”的徐志兵心里有苦难
言：连队前期确实存在自建意识欠
缺的问题，可这个问题已经在积极
整改，为什么不给基层“纠错”留
点时间？
“板凳问题”的“二次曝光”引

起了该旅保障部李部长的注意。了解
情况后，他立即督促相关科室抓紧解
决该连的困难。不久后召开的基层建
设形势分析会上，李部长特意提到徐
志兵的尴尬经历。他认为，两个检查
组针对同一问题反复查，看上去是常
态督导、推动落实，实际是以检查代
替指导的“懒政”行为。“基层没有
时间精力抓整改，问题清单就是一纸
‘空头支票’。”他建议机关各部门指
导帮建基层时要合理统筹工作，灵活
整合内容相似、关联度高的检查，避
免扎堆，给足基层自建时间。

透过这件事，该旅机关结合学习
贯彻《纲要》活动，认真反思指导帮
建基层时服务态度、工作方法上存在
的问题，各部门之间也达成共识：严
格控制检查的总量和频次，涉及多部
门的检查组团进行，计划共同商定，
结果部门共享；同时开通“580 我帮
您”热线，及时收集基层无力解决的
矛盾问题。

减少了非必要的检查，机关、基
层都感觉轻松不少。这一天，刘参谋
计划检查营区执勤人员应急处突能
力，他结合卫生科提供的防疫检查细
则，现场检查突发情况下哨兵的处置
速度和防疫洗消作业情况，只用一次
检查就找出了多方面问题，并当场给
出改进意见和整改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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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规

定，党委机关应当坚持依法抓建基层，

“不得1个月内安排2个以上工作组到

同一单位、就同一事项重复检查，不得

在同一训练周期对同一单位重复考

核”。

坚持问题导向历来是实事求是的

工作作风体现，通过检查督导防差堵

漏、激发干劲是指导帮建基层的重要

举措。但不少机关干部错误地把问题

清单当成检查的“成果榜单”，那边查

完这边查；把频繁检查当成督导落实

的“回头看”，而且一步三回头，根本不

给基层喘息机会抓整改。结果问题常

查常有，整改却不了了之。长此以往，

不仅无益于解决问题，还可能滋生更

多问题。

看病代替不了治病，查错也代替

不了改错。查摆问题只是开始，抓好

整改才是目的。基层建设需要久久为

功、持续发力，党委机关检查指导基层

时，要遵循基层建设的客观规律，既要

核准“诊断报告”，也要定实“诊疗方

案”。如有问题需要常搞“回头看”，多

杀“回马枪”，也要给基层留出整改时

间。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基层的

主观能动性，把党委机关的帮建指导

落到实处。

要给基层整改问题留出时间
■第83集团军某旅政委 赵春森

“听口令，人员倒下，车辆启动……”
指挥员话音一落，3名官兵顺势躺在壕
沟里，一辆运输车缓缓从官兵身上“碾”
过，受训官兵个个镇定自若、沉着应对。
这是不久前，记者在东部战区陆军某旅
心理行为训练场上看到的一幕。

8 月初，记者走进该旅心理行为
训练场，瞬间就被眼前的场面吸引住
了——一张张迷彩伪装网、一个个燃
烧的火门、一股股浓浓的“硝烟味”，
伴随着不时响起的枪炮声，俨然一个
逼真的战场。

训练场上，刚刚结束“穿越火线”
课目训练的下士陈宏盛心情久久不能
平复：“当我跨越火沟的那一刻，耳边
夹杂着烈火燃烧和阵阵爆炸的声音，
仿佛置身于战场之中，这与以往的心
理行为训练相比实战味道更浓了。”

该旅领导介绍，自新修订的《军
队基层建设纲要》颁布以来，旅党委
班子认真学习贯彻相关精神，坚持把
战场心理适应能力训练作为官兵筑
牢心理防线、锻造血性胆气、增强意
志品质的着力点，锤炼官兵的战场心
理素质。

为此，他们专门邀请军队院校专家、
专业研究机构和有资质的地方企业，依

托现有训练场地和营房设施，高标准建
设心理行为训练场和心理抗压训练馆，
同时配备具有较高科技含量的生命体征
采集和情绪识别系统，实现官兵战场心
理适应能力训练场馆化和专业化。

训练场地的改善带来训练效能的
提高。据了解，心理抗压训练馆采取
“闯关升级”的设计思路，一共设置了
“密室追击”“解救人质”等 8种情境体
验关卡，全副武装的参训官兵要在密闭
空间内完成定时“炸弹”拆除、“血池”寻
找钥匙、黑屋关闭煤气阀门等任务，以
此让官兵身临其境接受感官刺激和心
理震慑，强化心理承受力和意志耐挫
力。第一次体验心理抗压训练课目的
上等兵方欣伟激动地说道：“这里面的
环境，堪比战争大片！”

在闯关过程中，官兵的实时心率、
呼吸、脉搏等 10 多种生理、心理数据，
都会被生命体征和情绪识别系统全程
记录下来。在数据采集中心记者看到，
上士王清恒的数据在经历 10多次的心
理抗压训练后，各项指标由最初的剧烈
波动到现在的平缓稳定，达到合格标
准。在该旅，像王清恒这样通过训练达
到合格标准的官兵越来越多了。

除此之外，该旅还采取多种方式

提升官兵的战场心理适应能力：常态
化组织旅心理服务小分队深入班排、
训练一线，对官兵进行心理调适；利
用新兵入营、老兵复退、关键岗位人
员编配等时机，组织官兵进行心理筛
查；开展集 5 公里武装越野、400 米障
碍、“穿越火线”和限时射击于一体的
“精气神”对抗，在长时间、高强度、全
方位的实战环境中，锤炼官兵超时
长、超负荷心理承受能力；组织同专
业擂台赛、同岗位挑战赛、同建制对
抗赛、同职级排名赛，将心理调控和
心理防护等内容贯穿全程，让官兵在
一次次竞技比拼中提振敢战血性和
抗压耐性。
“练兵先练胆，强兵先强心。制胜

未来战场，必须强化心理适应能力训
练。”该旅领导还向记者介绍，他们充
分利用战术演习、实兵对抗等时机，将
战场心理适应能力训练与完成使命任
务同步思考、同步策划，促使两者同频
共振、同步推进。

今年开训以来，该旅数 10 个兵种
专业实装实弹训练全面展开，在上级组
织的阶段性考核中，官兵们克服时间
紧、强度大的心理压力，总体成绩较去
年同期有了明显提升。

东部战区陆军某旅组织开展战场心理适应能力训练——

让官兵有颗强大心脏
■张毅宇 本报特约记者 赵 欣

值班员讲评

值班员：南部战区陆军某旅教导员

梁越飞

讲评时间：8月10日

近期，我发现个别同志认为在微信
聊天中及时撤回发送的有关工作信息，
就可以实现“了无痕迹”，其实这是掩耳
盗铃，大错特错。

保密无小事，泄密一瞬间。《内务条
令》明确规定：“严禁使用公网移动电话
谈论、传输、处理和存储涉密信息。”发
送工作信息，首先是违反了条令规定；其
次，手机内留下的缓存文件，也可能成为
不法分子窃密的“突破口”，为失泄密埋
下隐患。

同志们，这种“发送撤回”做法，说
白了就是侥幸心理在作祟，说明对保
密工作重要性认识不到位。作为带兵
人，既要加强官兵保密教育，立起保密
工作的严肃性，同时也要做好阐释说
明，围绕条令规定向官兵讲清“为什
么”，使官兵们“知其然而后戒其所
为”，增强执行条令的自觉性、主动性，
切实消除这种掩耳盗铃之举。

（许生军、周宇鹏整理）

“发送撤回”保不了密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8月
12 日，西部战区陆军某旅通信值勤营
有线连组织“月读一书”交流活动，中
士褚君超声情并茂地讲述近期阅读
《心胜》一书的感悟，台下官兵纷纷鼓
掌点赞。会后，褚君超感慨道：“这样
开展读书活动，再也不会感到有什么
心理负担了，大家阅读的积极性越来
越高！”

原来，为了提高官兵的文化知识，
帮助官兵拓宽视野、增长见识，该连决
定开展“月读一书”活动。活动起初，
连队为大家制订读书计划，精心挑选
书籍，氛围异常浓厚。但没过多久，该
连连长高蓉就为这个活动犯了愁！

一天晚上熄灯后，高连长例行检
查就寝秩序，发现学习室内灯火通明，
几名战士正抓耳挠腮在笔记本上写东
西。起初，战士还吞吞吐吐不肯说明
真相，几经询问后中士褚君超才解释
道：“明天连里要开展‘月读一书’交流
会，指定让我发言，平时训练忙，抽空
看书的时间少，这都火烧眉毛了，才发
现书还没看几页，为了应付，只好临阵
磨枪……”

为何好好的读书心得交流竟成了

官兵们的负担？听了中士褚君超的话，
高连长陷入了深思，客观原因是平时训
练忙，看书时间少，但主要原因还是大
家没有养成阅读的习惯和兴趣。

第二天的读书交流会上，该连没有
按照原定计划让战士上台发言，而是就
活动本身让官兵提出意见建议。“‘月读
一书’活动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如果给
每个人定任务指标，非但不能激发大家
的积极性，反而增加了不少负担”“有时
连队还要规定书目，有些书自己本来就
不感兴趣，硬逼着自己看，得不到多少
收获”……

根据大家反馈的意见，高连长以《读
书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为题，结合自己近
几年的读书感悟，同大家进行深入交流，
引导大家充分认识到读书的益处，培养
阅读兴趣。连队还对读书活动做了调
整，不再规定必读书目，也不要求必须写
心得体会，而是通过分享阅读、好书推荐
等形式，利用教育训练之余，让大家坐在
一起互相交流，分享阅读收获。

如此一来，大家没了负担，自发
阅读的积极性反而更高了，休息时间
特别是周末，连队学习室里总是书香
四溢。

“月读一书”不再是官兵负担
■姜雪伟 强俊龙

新闻前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