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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圆桌

对每一名军人来说，在逐
梦强军的征程中，读书学习是
必不可少的“加油站”。随着
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在军营
有序使用，官兵阅读习惯悄然
改变，以手机、电子阅读器为
主要载体，以浏览网页新闻资
讯、刷微信微博、看网络小说
等为主要方式的“屏阅读”受
到欢迎。
“屏阅读”看似减少了时

间、空间的限制，但受到电子设
备硬件和网络信息传播特性的
影响，以快餐式、跳跃式、碎片
化为特征的“浅阅读”成为阅读
的新方式。如何提高阅读质
量，培养阅读兴趣，破解“浅阅
读”带来的诸多问题，东部战区
陆军某海防旅官兵展开了一场
关于阅读的讨论。在此，我们
摘选部分战友的观点看法，希
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数字化时代，如何跳出“浅阅读”
—东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官兵关于提高阅读质量的讨论

四级军士长陆小旺：想要通过阅读
提高自己的能力素质，养成阅读的好习
惯、掌握阅读的好方法非常重要。我给
自己制订了一份详细的阅读计划表，同
时也是一张成长路线图，可以直观地呈
现自己的读书情况和成长进步，以此来
督促自己保持良好的阅读习惯。我把
午饭后、晚上熄灯前的一些零碎时间作
为每天相对固定的阅读时间，采用打卡
的方式进行读书，如果哪天没有完成阅
读打卡，心里就会产生内疚感。这些
年，不论工作再忙、任务再重，我每天都
抽出时间来读书，不给惰性以可乘之
机。

排长陈志豪：忙碌紧张的生活里有很
多碎片化的时间，见缝插针式的阅读，也
是一种阅读方式。古人把马上、厕上、枕上
等小块时间用来读书，我们也可以利用好
每一段零散时间。比如，训练间隙、饭后、
集合之前，每次虽然只有几分钟，但集中
算起来是一笔很宝贵的时间资源，用于读
书再合适不过了。一天训练间隙，一名战
友掏出一本小册子认真地看了起来，我走
近一看，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英文单词。
原来，这名战友想考军校，给自己安排每
天的学习计划，利用点滴时间复习文化知
识。这给我很大触动，也催生了我利用零
散时间学习提高的动力。

排长范佳顺：在训练任务紧张
时，能够用来读书的业余时间就更
少。有目的地阅读是一个不错的选
择。读到即可能用到，不仅能够化解
部分战友认为读书反馈慢的问题，还
可以让读书直接推动工作生活，这样
读书兴趣就会更加浓厚。读书贵在
学以致用，这是读书的重要目的之
一。我经常结合工作，阅读一些党史
军史、军事科技、军事理论、心理服
务、视频图片制作等方面的图书，在
扩充自身知识面的同时，也可以很好
地运用到日常工作之中，为更好地开
展工作奠定基础。

连长王海保：人在漫长的学习过
程中，从来都不能满足于自己已经拥
有的知识。而获取知识，提升自己最
主要的途径是阅读书籍，以深化自己
的思想、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获取
知识信息的方式多样，无论是“屏阅
读”，还是“纸阅读”，“深阅读”的习惯
不能丢弃。作为新时代的革命军人，
与备战打仗密切相关的专业书籍，必
须潜心钻研下去，哪怕再晦涩难懂、
高深抽象，也要反复阅读思考。同
时，阅读还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氛
围，让官兵寻找一些志趣相投的读书
伙伴共同学习，可以共读一本书来开
阔视野，还可以定期举行“读书交流
会”，通过交流心得突破阅读的瓶颈
和障碍。

（齐永辉、曹 良、本报记者李怀坤
整理）

“深阅读”：无关载体，有关追求

上士王昌洲：现在战备训练任务
比较重，各项工作交织，官兵们每天能
够自行安排的学习时间并不多。我是
一名炊事班长，闲暇之余喜欢用手机
看看新闻，增长见识、了解世界，有时
还用手机搜集一些菜谱和烹饪技能，
为战友们改善伙食。由于时间关系，
用手机阅读只能见缝插针，阅读的内
容也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经常是看
到哪儿算哪儿，没有代入自己的思
考。对想提升文化素养的人来说，这
种快餐式的“屏阅读”，不是最佳的阅
读方式。

中士胡金虎：社会生活节奏快，
人们对手机等电子产品过于依赖，大
街上低头族比比皆是。相较于“纸阅
读”，读者在“屏阅读”过程中，眼睛
停留在电子屏幕上的时间短暂，很多
内容都是囫囵吞枣、一览而过，容不
得过多的思考。这样，刷到什么看什
么，漫无目的地阅读，不仅浪费了大
量时间，而且阅读质量实在不高。我
在阅读中体会到，很多时候并不是阅
读的数量越多越好，与其走马观花式
地阅读 10篇文章，不如静下心来认认
真真地读透一篇文章。

上等兵陈嘉诚：部分战友没有养成
勤于阅读的良好习惯，经常拿时间紧、
任务重的借口推脱，说很难拿出大块时
间来静心阅读，偶尔阅读获取的信息也
都是零零星星。“时间就像是海绵里的
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这句话同
样适用于阅读。作为一名义务兵，入伍
一年多来，我一直保持阅读的习惯，每
天早饭前、午饭后都抽出 5-10 分钟时
间，阅读书中或网上的文章，简单记一
些笔记，晚上睡觉前再把白天阅读的内
容回顾一遍，日复一日地坚持下来，感
觉很充实。

教导员叶晴安：移动互联网时
代，“屏阅读”顺应了当下社会生活
节奏快、工作压力大、闲暇时间少
的趋势，可以在短暂的时间内迅速
获得丰富的信息和娱乐资源。常常
可以看到，人们在乘坐公交车、地
铁或者排队的时候，手捧手机，低
头阅读。而这种“屏阅读”的内容
大多是跳跃式、碎片化、娱乐化的
信息，很多人只是快节奏地翻看一
下，几乎不会有深入思考。身边战
友不少也是这样，经常在阅读新闻
时 ， 被 网 络 推 送 消 息 牵 着 四 处 浏
览，过后却往往想不起来看了什么
内容。时代发展，“屏阅读”的存在
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同时我们也要
清醒认识到“屏阅读”带来的“浅
阅读”效应，不要让“浅阅读”把
自己的学习带偏了方向。

跳跃式、碎片化：“屏”带来的“浅”

上士许瑞龙：“屏阅读”是数字化
时代的产物，改变了人们从“纸阅读”
中获取知识的方式。连队驻在海岛，
图书室图书品种不多，交通不便更新
周期长，官兵自购图书数量有限，加上
海岛气候潮湿，纸质图书容易发霉，不
宜长期保存，难以满足官兵阅读需
求。“屏阅读”方便快捷，读物资源丰
富，内容获取和存储方便，还可以与他
人即时分享与互动。“屏阅读”拓展了
阅读的时间、空间、内容、渠道的边界，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官兵阅读的积极
性。我也经常在休息时间用手机阅读
电子图书和微信公众号的文章，遇到
喜欢的内容，可以即时分享给亲朋好
友，交流阅读感受，这是在“纸阅读”过
程中比较难实现的。

上等兵邵宇豪：很多青年人都是
在网络环境下成长的，已经习惯了
“屏阅读”。还有的人认为“纸阅读”
是对资源的浪费，不利于环境保护。
全媒体时代信息海量丰富、渠道多元
便捷，“屏阅读”能够获得最新、最
快的信息，而“纸阅读”获取信息的
时间相对滞后。“屏阅读”逐渐成为
青年人阅读的主要方式，在很大程度
上形塑了青年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
惯，也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我比较爱好写作，每当遇到学习
或写作的问题时，我就在网上搜索相
关问题的解答、范例文章以及写作方
法等，比在图书报刊中翻阅资料效率
高很多，对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帮助
很大。

下士丛天宇：和“纸阅读”相比，读
者在“屏阅读”时更倾向于跳读和略
读，而且很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和干扰，阅读效率会大打折扣，更谈不
上与作者进行心灵上的对话。“纸阅
读”不仅是单纯的获取知识信息，还是
一种思想上的交流，读者可以强烈地
感受到作者的喜怒哀乐和想要表达的
思想内涵，从而获得启迪。纸质书本
的温润厚重能让人趋于理性，“纸阅
读”更像是一个安抚社会浮躁心绪的
文化空间，在阅读过程中给人以文化
体验和高层次的精神享受。“纸阅读”
给读者带来的愉悦体验，是“屏阅读”
所不能企及的，在“屏阅读”时代，要想
实现有深度的阅读，还是要以“纸阅
读”为主。

指 导 员 孙 斌 ：“ 最 是 书 香 能 醉
人”，获之为胜，弃之为殇。虽然“屏
阅读”似乎已成为今天阅读的主流方
式，但也不必过分夸大“屏阅读”的便
捷优势。“屏阅读”与“纸阅读”两种方
式并存，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多元
化的阅读时代。有人在纸版书中嗅
到了书香，感受到了阅读之美；也有
人将视线凝聚在方寸之间，在手指翻
飞滑屏中获取信息，同样找到了阅读
的乐趣。可能不同读者会选择不同
的阅读方式，也可能同一个读者在不
同时段会选择不同的阅读方式，无需
将“屏阅读”与“纸阅读”割裂，乃至对
立起来。无论“屏阅读”还是“纸阅
读”，读书的要义在读，“腹有诗书气
自华”，唯有热爱阅读，精神才能挺
立。每个人的心怀都是一道河水，
“再卑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多阅读
多吸收，方能心灵丰沛，奔流向前。
对青年官兵来说，只要热爱阅读，从
“纸”到“屏”，无非是载体的变化而
已。

各有千秋：“屏阅读”VS“纸阅读”

武警广西总队来宾支队定期组织“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活动，丰富官兵业余文化生活，提高官兵文化素养。图为

11月3日，象州中队官兵分享读书体会。 果志远摄

军媒视窗

“哥，敬礼时中指应微接帽檐右角
前约 2厘米处……”在武警天津总队
新兵团四大队的训练场上，队列训练
一结束，王鸿珵充当起了哥哥王鸿玮
的队列“小教员”，手把手为哥哥规范
队列动作。在战友们眼中，这对孪生
兄弟的一举一动十分引人注目。

两个月前，这对来自黑龙江绥化
的孪生兄弟还是哈尔滨科学技术学院
的大二学生。怀着对军营的憧憬，他
们一起携笔从戎。穿起同样的军装、
理了一样的寸头，兄弟俩几乎一模一
样，他们代表各自中队参加篮球赛时，
其他队员频频传错球，引得场边官兵
大笑。

尽管是孪生兄弟，但两人性格不
同且各有所长。哥哥王鸿玮活泼开
朗，是战友们公认的“开心果”，训练间
隙的才艺展示环节经常被他“包场”；
弟弟王鸿珵则安静稳重，学习领悟能
力强，撰写的文章经常在新兵团简报
上刊登，兄弟俩都是新兵团的“明星”。

训练比进步、学习比收获、内务比
标准、生活比作风，兄弟俩处处都要一
争高下。在大队，每名新兵都为自己
制订了成才计划。这对兄弟的计划可
谓“针锋相对”：弟弟定下目标要当队
列标兵，哥哥立志要进队列示范班；哥
哥定下节约计划，弟弟决心跟他比比

看谁攒钱多……王鸿珵队列动作好，
多次受到班长、排长表扬，王鸿玮就默
默加练；王鸿玮叠被子比赛得第一，王
鸿珵在整理内务时就比别人下更多的
功夫……

孪生兄弟手足情深，兄弟俩不管
谁遇到困难，对方总是比自己还急。
一次队列会操，王鸿玮“冒泡”受到批
评，思想上打起了退堂鼓。弟弟王鸿
珵得知后鼓励他：“忘了咱们入伍时的
约定了吗？争取早日往家中寄喜报！”
王鸿玮调整好心态投入训练，一遍一
遍改正痼癖动作，很快跟上了训练进
度。

天高气爽，训练场上呼号声嘹
亮。队列示范班里的王鸿珵站在排
头，动作干净利落。王鸿玮所在班也
在这次会操中取得名次，欣喜之情溢
于言表。“叔叔您好！上个月，王鸿珵
被大队评为了训练标兵，王鸿玮也被
评为进步之星。”电话里，中队指导员
冯强向兄弟俩的家人报喜。
“战友战友，亲如兄弟！”“既然来

当兵，都是亲兄弟！”这段时间，在大队
开展的各类挑应战活动中，这对孪生
兄弟“比比谁的喜报先到家”这句话，
时常被大家挂在嘴边。随着战术、射
击等新的训练课目陆续展开，大家都
争着要建功军营，早日把喜报寄回家。

“比比谁的喜报先到家”
■张天良 陈晓宇 闫宏斌

新兵入营处处皆新。如何帮助新

兵尽快适应环境、融入生活，开启军旅

人生新篇章？笔者认为，帮助其闯好

“新”关最为重要。

闯过塑形关。新兵来到军营犹如

“一张白纸”，应狠抓教育熏陶、行为感

召，帮助他们打牢思想根基，校正人生

追求。塑忠诚之心，坚持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

强军思想铸魂固本，用我党我军的性

质宗旨、优良传统和历史使命教育强

化认同，培育新兵忠于党、忠于祖国、

忠于人民的坚定信念。塑英勇之气，

利用经典战例、红色影片、驻地红色资

源，大讲革命英雄故事，激励新兵祛除

“骄娇”二气，培育“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的战斗精神。塑成才之志，积极开

展职能使命课、价值取向课、入伍动机

课，帮助新兵克服“体验生活”“当兵镀

金”“赚取资历”等想法，树立远大的目

标理想。

闯过环境关。新兵来自五湖四

海，初到军营难免会“水土不服”，应

以诚心换兵心，以关爱暖兵心，帮助

他们尽快适应部队环境。真情感

化，积极开展“暖心、疏心、聚心”活

动，组织谈心、交流、帮带，做到知生

日、知经历、知爱好、知家庭、知需

求，让其感受到家的温暖。真心帮

困，构建“家庭、部队、战友”三位一

体帮困模式，及时解决新兵遇到的

困难。真招解难，对思想有疙瘩的

新兵及时跟进疏导，对身体患病的

新兵搞好送医治疗，对家庭贫困的

新兵做好跟踪解难，对父母离异的

新兵搞好询问关心，助其放下包袱

融入军营。

闯过技能关。能力素质是胜战

之基。要站在部队长远发展的角度，

从点滴抓起，从制度严起，不断锤炼

新兵本领，积蓄持续发展的后劲和能

量。灵活组训，针对个体差异，坚持

“统训”与“分训”、“正课训”与“业余

训”、“集中训”与“单个训”相结合，不

搞“一锅煮、一刀切”。分步施训，按

照适应、强化、提高3个阶段，先易后

难、循序渐进，逐步提高训练强度难

度。激励促训，广泛开展小会操、小

比赛、小评比，佩戴训练标兵胸牌，设

置训练流动红旗，张贴训练“龙虎

榜”，广播训练典型先进事迹，让新兵

受感染、获激励。

闯过纪律关。有的新兵初入军

营，容易在遵章守纪上“开小差”，要

播下遵守纪律的种子，帮助新兵自觉

做到令行禁止。依法带兵，坚持按条

令条例抓管理搞教育，对新训纪律做

到该严则严，严而有据，严而有度，不

断强化法规制度权威性和执行力。

行动带兵，积极发挥干部骨干表率作

用，凡是要求新兵不做的，自己首先

不做；凡是要求新兵做到的，自己带

头做好，成为新兵守纪的楷模和榜

样。文明带兵，针对新兵个性差异因

材施教，谨防“微腐败”，算好“人生

账”，树立良好的带兵人形象，让新兵

从正风肃纪的生态中受到感染、形成

自觉。

帮助新兵闯“新”关
■戴 翀

11月14日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召开后，武警山西总队长治支队官兵利用宣传展板、

军营小报等多种形式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图为11月中旬，官兵在交流自己制

作的军营小报。 张志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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