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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员讲评

微议录

沙场绽放并蒂花
—火箭军某旅两对军人夫妻的驻训故事

■董岸松 鞠英杰 本报特约记者 冯金源

“依法抓建基层·一规一例”

2020年 12月下旬，东部战区

海军航空兵某场站着眼任务所需、

紧贴岗位实际，开展年度综合练兵

比武，全面检验官兵装备使用能

力。图为官兵在弹带排装课目中

一较高下。 熊煜昊摄

山林深处，夜黑如墨。火箭军某旅
发射六连连长孟庆原坐在猛士车内眉
头紧锁、情绪低落，不断回想 1小时前
结束的作战单元比武考核——由于人
员结构变化，号手能力相差较大，六连
的成绩不够理想。

得知此事，孟庆原的妻子、该旅
野战基本指挥所心理服务分队队长
张晨利用训练间隙，通过电话对孟
庆原进行开导。在妻子的鼓励下，
孟庆原很快重振精神，全身心投入
任务中。

孟庆原介绍，张晨专业能力强、工
作认真负责，不仅经常给自己进行心理
疏导，还多次带领心理服务分队到各宿
营区组织开展心理服务。

虽然同在一个驻训场，孟庆原与张
晨却相距几十公里，平时基本靠电话联
系，聊聊工作、说说现状。

此次驻训，主要任务是发射某新型
导弹。为了导弹飞天的那一刻，夫妻俩

在各自岗位忙碌着，他们彼此牵挂，互
相鼓励……

“马上进行搜捕！”宿营地门口，防
卫战斗班班长、四级军士长祝司辉接到
战斗命令，带领战斗小组抓捕埋伏在草
丛中的“敌特”；一旁的野战救护所内，
上士谭晓慧动作娴熟，为受伤的战士进
行包扎护理，不到 20分钟，战士便重新
投入战斗。

这两人是旅里的第一对士兵夫妻。
祝司辉挺拔帅气、性格稳重，是综

合防护连的训练管理骨干，先后 2次参
加阅兵，多次被评为“军事训练先进个
人”，还曾荣立三等功。此次任务，祝司
辉带领全班斗智斗勇，成功处置 60 余
起特情。

丈夫表现出色，妻子也不甘落
后。谭晓慧是一名卫生员，多才多
艺、开朗大方，不仅连续多次被评为
“优秀士兵”，还是旅里文化活动的
“台柱子”。平时工作，她经常主动请
缨参与各种伴随保障任务，不断提升
个人技能；业余时间，她刻苦钻研业

务知识，为考取护师资格不懈努力。
虽然一同执行任务，但由于部署在

不同方向，这对夫妻很少见面。“想念归
想念，但我们约好用最好的工作成绩作

为送给彼此的礼物。”第一次参加野外
驻训的谭晓慧说，“确定参加这次任务
时，他问我害怕吗？我说不害怕，因为
有你陪着我。”

带兵人手记

营连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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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静杰绘

洪静杰绘

★《军队基层建设纲要》规定：
不得为了迎检迎考要求基层补教

育笔记、补登记统计，不得简单用

工作痕迹来评判工作。

“把‘补笔记、留痕迹’当成落实教
育的做法不可取，扣2分。”

看着桌面上的问题通报和 3本“问
题笔记”，北部战区陆军某陆航旅无人
机连指导员周广杰陷入反思：“要是一
开始就按《军队基层建设纲要》要求抓
工作，就不会出这样的问题了。”

事情，还要从一次基层建设情况量
化评比说起。

那次评比中，旅宣传科干事吕瀚到
无人机连检查发现，一些官兵休假归
队、正在接受防疫隔离观察，但其教育
笔记本上记录的内容竟与在位官兵的
一样，一课不差，尤其是心得体会，不仅
数量齐全，而且认识深刻。
“你们已经给归队官兵补课了？什

么时间补的？他们人在隔离区，你们采取
什么方式进行补课？”面对吕干事的连环
追问，周广杰只好道出实情：为应对检查，
他们特意要求正在隔离的官兵补全笔
记。原以为“一本不少、一课不差”就能在

检查中“万无一失”，没想到弄巧成拙。
不只吕瀚，作训科参谋张殿镝也发

现了类似问题。指挥通信连某天的《军
事训练登记簿》上写着“开展线路架设
训练”，可张殿镝清楚地记得，那天因下
大雨，这项训练被临时取消了。

对此，该连文书解释，因特殊情况
无法开展训练，需重新规划训练时间以
保证训练课时进度。由于时间和场地
一时确定不下来，他们干脆就按原来的
计划进行了登记。

拔出萝卜带出泥，更多补笔记、补
本子的现象被摆上台面。交班会上，该
旅领导态度鲜明：“登记了”不等于“做
过了”，“补本了”不等于“开展了”。进
行痕迹管理是必要的，但不能滑向“痕
迹主义”。
《军队基层建设纲要》明确，各级党

委机关不得为了迎检迎考要求基层补
教育笔记、补登记统计，不得简单用工
作痕迹来评判工作。其实，该旅党委机
关已经按规定进行了落实，但有的基层
单位还在弄虚作假补本。
“我们也很无奈。”对此，一名营主

官当场说出了基层的苦衷，“这规定是
对机关说的，但就怕机关严一阵松一
阵，哪天又来翻本子，所以我们只能以

不变应万变。”
“机关和基层都各有责任！”明确了

问题所在，大家就知道板子该打在谁身
上。通过旅领导带头反思、机关基层深
入自查，他们对克服和防止“痕迹主义”
达成共识——“严格落实训练教育计
划，遇到特殊情况要及时作出调整，不
能‘挂空挡’”“工作做了就是做了，没做
就是没做，登记统计要如实填写”“机关

到基层检查，不以‘本本’定高低，要着
重看工作实效”……

没有了“痕迹至上”，基层抓建逐渐
回归正轨。周广杰告诉记者，前两天，
机关工作组到连队检查，并未像以前那
样直奔学习室翻看本子，而是走进班排
组织官兵座谈，面对面了解情况。“既点
问题、教方法，又提要求、促整改，这样
的工作组我们欢迎。”

人员不在位，笔记哪里来？
—北部战区陆军部队落实“十个不得”规定见闻③

■本报记者 宋子洵 特约记者 杨国军 通讯员 陈 健

提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大家往

往先想到机关，毕竟机关掌握决策权、

手握“指挥棒”。随着新修订的《军队基

层建设纲要》印发施行，各级领导机关

更加注重依法抓建基层，反倒是有了更

多自主权的基层放不开手脚。正如文

中提到的，明明机关已经对“痕迹主义”

进行了自我纠治，不再对基层作出硬性

要求，而有的营连仍按原来的思维惯性

照做不误。

有人说，“五多”问题难治，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不绝，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

于我们既是受害者，也是制造者。如今，

基层有了更多抓建自主权，应该把心思

和精力聚焦到备战打仗主责主业上，落

实到经常性基础性工作中，自觉从繁重

的事务中摆脱出来。当然，有的基层单

位对机关“严一阵、松一阵”的那种担忧，

也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只有上面的导

向树牢了，基层的脚步才会更坚定。

给“痕迹主义”思维惯性踩刹车
■北部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组织处处长 任尊明

上个月的一天，空降兵某旅机动
指控营伞勤连连长张紫昕路过两个
班的卫生责任区，发现交界地带仍
有不少垃圾未清扫。他一眼就看出
了其中端倪，于是找来扫把，一边
打扫，一边回想前不久连务会上发
生的一幕。

当时，就是为了打扫卫生的事，班
长们七嘴八舌地提议，焦点无非是各班
卫生责任区大小不一、界线不明，希望
连里重新划分。
“连队要靠大家建，大家都是一家

人，凡事斤斤计较，容易产生隔阂，不利
于内部团结。”张紫昕不容分说，当场就
拒绝了。没想到，现在居然发生了这种
事。

打扫完毕，张紫昕既没有组织开
会，也没有批评谁，而是在那里立起了
一块告示牌，上书：“让他三尺既无妨，
多扫三尺又何妨。”

当天，路过这片区域的官兵都看见
了告示牌，虽然没人说什么，但第二天
一大早，各班卫生责任区站满了人，洒
水的洒水，扫地的扫地，交界地带很快
光洁如新。

问题得到了解决，张紫昕却陷入了
沉思——战友情金不换，上战场挡子
弹。可为什么有些同志却在一些鸡毛
蒜皮的小事上锱铢必较呢？

心头的疑惑还没消散，张紫昕又
偶然听见几名战士在小声抱怨：“不
是说‘当好一天兵、站好一班岗’吗？
那几个老兵为啥不站岗？”“是啊，他
们不站岗，我们就要多站……”原来，
考虑到几个老兵有别的任务需要熬
夜，连队暂时未安排他们站岗。没想
到，如此人之常情的一件事，也有人
反对。
“这种现象不能坐视不管！”想到这

里，张紫昕马上找到指导员孙楚洋商
量，两人决定以组织一场“以连为家”主
题交流会为牵引，开展尊干爱兵、兵兵
友爱活动。

会上，连队干部骨干引导官兵就
“日常工作分配要不要一碗水端平”
“‘分外之事’该不该做”“战友如兄弟，
就该明算账吗”等议题进行讨论，纠正
一些人的思想认识偏差。

“连队建设，人人有责”“选择了当
兵，就要把个人得失置之身后”“互帮互
助才是战友，吃点亏不算啥”……听着
大家的“一句话感悟”，张紫昕露出了欣
慰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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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士李文泽是连队重点培养的骨
干。为让他早日挑大梁，我会特意给他
多压担子。

前段时间，营里组织理论知识竞
赛。我第一时间想到了李文泽，替他报
了名，为他制订了备战计划。但李文泽
得知后毫无热情，在比赛中也表现平
平。我觉得以他的能力，不应该“发挥失
常”，便批评了他一顿。

尽管如此，我仍十分看好他。最近
旅里组织更新装备数据，文书忙不过来，
我又想到了李文泽：“这几天连部任务
重，你有空就过来帮帮忙，顺便了解一下
连部的工作，这对你以后的发展有好
处。”没想到，他在关键时刻“掉链子”：上
报的数据居然出现了错误。因为事关重

大，我忍不住将他狠狠批了一通。没想
到，从那以后，李文泽连招呼都不主动跟
我打，更别说一起聊天、打球了。

我以为他只是闹闹小脾气，过两天
能自己调整好，就没往心里去。直到有
一天，我无意间听到他向战友倒苦水：
“有些活动我压根就不想参加，可指导员
全替我做主了，也不问问我的意见、看看
我在忙什么……”
“明明是为他着想，他为何不领情？”

一时想不通，我便找到经验丰富的教导
员请教。“人才成长是有规律的，要压担
子，但不能用力过猛，否则就把好苗子压
坏了。”教导员的话让我豁然开朗。细想
一下，还真是这样，我潜意识里不但要把
李文泽培养成“人才”，还想把他锻造成

“全才”。
晚饭后，我找到李文泽谈心。他也

向我吐露了心声：“指导员，您的良苦用
心我都知道。可上次备战竞赛，我白天
进场维护保养忙活一天，晚上真的没有
精力准备比赛；去连部帮忙，我也想把工
作干好，但确实非我擅长啊……”

李文泽的话让我深感惭愧。因为，
我考虑问题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认为
给战士压担子就是器重，却未顾及他们
是否能够承受。

最后，反倒是李文泽安慰了我：“指
导员，也不能全怪您，是我抗压能力不够
强，您以后该派任务派任务啊……”

看，多可爱的战士！
（李骐光、何 鑫整理）

别把好苗子压坏了
■第80集团军某旅指导员 吴振麒

值 班 员：火箭军某旅连长 钟齐武

讲评时间：2020年12月21日

新兵下连已有一段时间，我最近发
现，在培养锻炼新同志方面，一些班长骨
干容易走入两个极端：有的担心新同志

把事情搞砸，不敢交任务、压担子；有的
把任务安排给新同志之后就不管不问，
当起了甩手掌柜。

这两种方式都不利于新兵的成
长。目前，新兵对连队还不熟悉，此时
给他们适当安排一些任务，反倒能够促

使他们快速融入连队生活、进入工作状
态；而只交任务不教方法，新兵不但干
起来很吃力、走弯路，还会背上很重的
心理包袱，不利于他们建立归属感和自
信心。

同志们，大家都是从新兵走过来的，
想必都对自己的“兵之初”印象深刻，也
知道下连后遇到一个好班长意味着什
么。所以，今后再有任务，班长骨干要主
动带着新同志一起干，手把手、面对面地
教他们思路和方法。同时，对新同志提
出的合理意见建议要虚心采纳，对新同
志一时出现的失误要给予包容，让他们
感受到连队大家庭的温暖。

（邓韶华、李宏杰整理）

培养新兵，要交任务教方法

最美的约定

共同的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