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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休假排名制度’不错！”1月
上旬，南部战区陆军某旅防空营指挥保
障连下士李华超得知自己上报的休假
计划如愿获批，心里喜滋滋的。

每年春节前后，都是战士们申请休
假的高峰期，如何妥善分配战士休假名
额着实让人为难，今年同样不例外。为
了解决这个问题，该连在征得多数官兵
同意的前提下，决定把战士平时的表现
与春节休假挂钩，以上一年度量化评比
的分数排名作为依据，排名靠前的优先
选择休假时段。

按照连队的设计，这项制度不仅解
决了春节休假难题，清明、端午、中秋、
国庆等特定时间段，官兵扎堆休假的问
题也不难处理。更重要的是，这么做让
大家心服口服，谁也不会认为连队在休
假问题上搞亲亲疏疏。

连队指导员王玉明告诉笔者，通过
建立休假排名制度解决节日休假扎堆
的问题，也是逼出来的。

去年，连队一名平时表现优秀的士
官春节没有休上假，抱怨连队没有一碗
水端平，工作热情和积极性明显下降。

后来连队主官做了多次思想工作，这名
士官的工作状态最终有了改观，但这个
情况也给连队主官提了个醒——节日
休假事关官兵切身利益，必须拿出让大
家都服气的办法来。
“可否参照军校学员毕业分配的积

分排名制，也搞一个休假排名？”讨论
中，排长许志鹏的提议让大家眼前一
亮。经过连队党支部研究，并征得多数
战士同意，他们决定从今年开始实行
“休假排名制度”。

谈起“休假排名制度”，下士李华超

认为这个办法不错。他的军事训练成
绩优秀，而且平时表现突出，积分排名
自然靠前，上报休假计划时有优先选择
权。

几家欢喜几家愁。几名平时表现
一般、排名靠后的战士虽然不满意自己
的休假时段，但也没表现出太多的意
见，用他们的话来说，“没有哪种办法是
十全十美的，反正都能休假，总比休不
了好”。还有一名大龄士官计划春节回
家相亲，但春节休假名额都被战友优先
抢没了，他也只能作罢。

春节将至，战士们都想休假怎么办？南部战区陆军某旅防空营指挥保障连
想了一个办法—

休假搞排名，到底行不行
■陆东洲 黄玟茗 吴 阔

休假是军营的一个热门话题，一直

备受官兵关注。节日休假，不仅是官兵

个人的心愿，也是他们家人的期盼。但

是，由于军人这个群体的特殊性，休假

有一定的名额限制，不可能面面俱到，

满足所有官兵的需求。

对待休假，官兵们的态度也不尽相

同。有的官兵思想觉悟高，能够发扬风

格相互谦让，不向组织讲困难、提要求；

有的官兵性格腼腆，想休假却不好意思

张口；也有的认为休假是每一名官兵的

正当权利，该休就休。其实，官兵们各

有各的难处，也各有各的需求，谁不想

回家过年，与家人团圆呢？但很多时

候，往往是那些表现好、觉悟高、讲谦让

的老实人容易吃亏。

下士李华超所在连队设计的“休假

排名制度”，按照量化评比的排名确定

休假顺序，虽说并非尽善尽美，但毕竟

有了让全连大多数官兵认可的依据。

如此一来，好处是解决了节日休假扎堆

的棘手问题，也符合“优秀者优先、实干

者实惠”的导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激

发官兵创先争优的热情和动力。只是

有一个问题需要考虑得更周全一些：排

名靠前、表现优秀的官兵休假了，连队

一旦遇到执行重要任务、紧急任务该怎

么办呢？

制度难言完美但贵在探索
■陆军某部政治工作部主任 肖 贺

休假是条令条例赋予官兵的正当

权利，每一名符合有关规定的官兵都可

以选择在春节这样的节假日休假。但

休假不是评功评奖，也不同于竞职选

岗，与积分、排名无关。这种单纯依靠

排名解决节日休假问题的做法是把复

杂问题简单化，并不妥当。

“休假排名制度”诚然划出了“硬杠

杠”，一定程度解决了官兵扎堆休假的

难题。然而，安排官兵休假必须通盘考

虑官兵家庭变故、两地分居、婚姻恋爱

等诸多因素，不仅要做到公平公正公

开，同时也要合规合情合理，不能搞“一

刀切”、土政策。

作为基层干部和基层组织，在安排

节日休假的问题上要主动作为、敢于担

当。一方面要广泛征求官兵意见，全面

掌握官兵的思想动态及现实困难，对该

谁休、谁能休做到心中有数；另一方面

要坚持原则，不因表现好坏、关系亲疏

而区别对待。与此同时，还要加强教育

引导和心理疏导，及时化解一些未达成

愿望官兵的不良情绪。

保证官兵正常休假，节日休假、休

满假，确实是基层部队面临的一个难

题。我们应该鼓励一切致力于解决这

个问题的尝试和努力，也期待全军兄弟

单位能摸索出更好的办法来。

解决复杂问题不能简单操作
■第75集团军某旅政治委员 吴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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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下的机场，寒风呼啸、战鹰轰
鸣、灯光闪烁。1月中旬，随着夜航的最
后一架战机平安降落，陆军某空中突击旅
场务连灯光班的8名战士紧张忙碌起来。

一个小时后，满载着百余盏航灯的
车辆归营，班长黄学荣顾不上休息，带
领战友们继续检查灯光、擦拭灯具、放
电充电……所有工作完成后，记者抬起
手腕看表，已是凌晨两点半。

每一次夜航训练，灯光兵们都要提
前将十余种、上百盏航灯，准确无误地
布设在机场规定位置。红色的停机坪
灯、黄色的场界灯、绿色的入口灯……
他们用五彩斑斓的灯光，标识跑道的边
缘、机场的轮廓，为夜空中的战鹰指引
起飞归航的方向。

放灯、收灯、放灯……这样看似简
单的动作，是下士王俊宇每天的主要工
作。野战布灯车行驶在跑道上，每隔
50 米就停一次，每停一次王俊宇都要
打开车门，弯腰放下一盏航灯。狭长的
跑道总长超过 5000 米，两侧的航灯都
要布设和回收，王俊宇的腰经常疼得直
不起来。

点刹车、踩油门……这两个动作，
布灯车驾驶员陆佳琪不知道重复了多
少遍。长期的机械式用力，使得他的脚
踝患上了职业病。
“灯光班的工作虽然单调，但对夜

航飞行尤为重要。哪怕只是一盏航灯
出故障或放错位置，都可能导致战机飞
行偏离航向。”陆佳琪说，无论有无飞行
保障任务，灯光班的同志每天都会检查
检测所有灯具设备，确保航灯随时处于
最佳工作状态。

寒夜中，这些发出明亮光芒的地
方，在驾驶战鹰的飞行员眼里，便是家
的方向。班长黄学荣说：“夜晚机场的
灯光亮起来，像夜幕下一片小小的星
海，我们灯光班就守在这些星星旁，将
它们一颗颗擦亮，指引着战鹰平安起飞
和返航。”

该旅领导介绍，随着部队实战化训
练步伐加快，全时段、大场次组织陌生
地域飞行训练成为常态，有时还要在野
外场地设置起降地域、防撞警示等灯光
标识，灯光布设很有难度。

一次陌生海域实弹射击训练，要求
在岛岸上设立备降机坪。然而沿途道
路崎岖、礁石遍布，阻碍了野战布灯车

的行进。
“车能到的地方就开过去，车到不了

的地方就走过去！”遥望山那头的目标地
域，战士温乐政率先跳下车，拎起4个航
灯往前走，其他人也带上设备追了上来。

山路看着近，可走起来难。翻越礁
石、横穿丛林，他们终于在规定时间节
点前将灯光布设完毕。

夜间射击训练结束，实弹打靶全部
命中。在官兵们欢呼祝贺声中，温乐政
等人又迎着夜幕，踏上了回收航灯的崎
岖山路……

冲锋在前成就一番事业的大英雄，
也离不开背后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正
如该旅领导所言，“灯光班 8个战士甘
当绿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扎根在
保障一线，干着最平凡也最不平凡的工
作，他们是了不起的幕后功臣。”

上图：夜间飞行训练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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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营

“做军港码头维护保养的守护者，
做无惧风浪抢修险情的急先锋，做勇挑
重担优质保障的排头兵……”日前，东
部战区海军某部举办的“团队精神故事
会”上，军港维修队李涛的演讲赢得了
官兵们阵阵掌声。

为深化主题教育效果，东部战区海
军某部广泛开展“讲身边故事，学身边
先进”活动，举办以弘扬“舰艇后盾，岸
勤先锋”团队精神为主题的故事会。邀
请基层一线的 7名官兵代表结合单位

工作性质特点，讲述身边战友苦练保障
功夫、履行保障使命的先进事迹和感人
故事。

汽车运输营士官陈保锦苦练精武、
安全驾驶，练就一手“望闻问切”的高超
排除故障技术，累计安全行车 30多万
公里，10余次被评为“十佳教练班长”
和“红旗车驾驶员标兵”，他的精武故事
深深打动了大家。战士们深有感触地
说，我们一定要向陈班长学习，坚信人
人都能成长成才，立足岗位建功立业。

东部战区海军某部深化主题教育效果

讲身边故事 学身边先进
■汪天玄

值 班 员：北京卫戍区某团八连

连长 李 鑫

讲评时间：1月15日

最近组织军事体育训练时我发现，一
些同志在3000米跑时总习惯性地在弯道
处抄近道，组训骨干已经多次进行了提醒
和批评。对于这种行为，有的同志还满不在
乎地为自己辩解，认为并没少跑几步路。

我专门测量了一下，每跑一圈大约要
少跑 6.8米，总共少跑 40多米。同志们，
我们不能小看这少跑几十米，日积月累下
来，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战场上，对手会
允许我们这样耍小聪明吗？

训练实打实，打仗才能硬碰硬，来不
得半点偷工减料。在日常训练中，我们
要端正训练态度，认真训练，坚决对类似
训风不实的问题说“不”，大家好好对照
反思一下。

（王安、任发源整理）

训练不能偷工减料

值班员讲评

“开马，呈二字钳羊马；掌心向上，
掌心移过中线；前臂微微旋转，向前向
外摊出……”1月 9日下午，新疆军区某
团文体活动中心内暖意融融、喊声阵
阵，该团勤务保障营战士、咏春拳组组
长刘磊正在演示咏春拳术课的授课内
容，只见战友们扎着马步，专心致志领
会动作要领。
“每逢节假日，有些营连官兵不是

围坐一团打游戏，就是独处一角刷抖
音。”教导员舒成感慨地说道，这场与手
机的“争夺战”，打得真艰难。

去年初，该营曾在课余时间组织开
展成语接龙、传纸牌、抢椅子等趣味性
游戏，刚开始效果还可以，但持续没多
久大家就不感兴趣了。不少官兵反映，
这些游戏太老套，玩多了很容易“腻”。

为了让官兵们在休息时间放下手
机，该营领导深入调查和分析青年官兵
的兴趣爱好后，决定引入拳术、轮滑、健
身等一批新潮、时尚的活动，让官兵们愿
意为之投入时间和精力。在营里的推动
和鼓励下，咏春拳组、轮滑组、健身组、摄
影组等一大批兴趣爱好小组成立了。

这些兴趣爱好小组成立后，由各组
自己组织活动、自己管理自己，营连主

要负责给大家提供保障，充分发挥官兵
们的主观能动性，营造积极向上的良好
氛围。

健身房里，动感的音乐让人热血沸
腾，健身组的战士们正在卧推、深蹲、硬
拉……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战士骆
恩旭告诉笔者，他们准备发起健体大赛
的请求得到了营里的大力支持，这些天
健身组的同志一边利用业余时间筹备
活动，一边抓紧时间训练。
“ 放 下 手 机 ，生 活 原 来 可 以 很

‘潮’！”很多战士表示，大家课余时间很
充实很快乐，玩手机的现象自然就减少
了。

放下手机，生活原来可以很“潮”
■高 群 吴立宇 本报特约通讯员 梁 晨

“食堂饭菜太可口了吧，今天又是一

个‘干饭人’！”在北部战区海军某旅地空

导弹营的一次周交班会上，一名连主官

举例“吐槽”：浏览战士的微信朋友圈，自

己看得云里雾里，上网搜索了半天才明

白“干饭人”是时下很流行的网络热词。

战士爱用网络热词，有一些干部对

此并不认可。这名连主官告诉笔者，不

少战士撰写的心得体会中，“奥利给”“社

会性死亡”等网络热词随处可见，破坏了

教育的严肃性，这种现象应该纠治。

网络热词的流行，具有很强的时代

性、社会性。现在的年轻人生长在信息

化时代，身上有着鲜明的“网生代”特征，

很多网络热词甚至就是他们创造和传播

的。作为其中的一员，青年官兵爱用网

络热词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

前不久，某平台组织的网络跨年晚

会冲上热搜，不少官兵观看视频时不时

用弹幕留言“打call”等网络热词。战士

们在聊天中坦言，用网络热词能够唤起

大家情感上的共鸣，找到身份的认同，不

知不觉间成了一种习惯。

带兵人要正确看待战士爱用网络

热词的现象，大可不必太过敏感，对其

禁用、封堵反而适得其反。带兵人适当

了解网络用语，在一些场合尝试运用网

言网语、网络热词与战士们沟通交流，

说不定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当然，凡事都要有个度，基层干部

应严格把关，决不让那些消极、恶俗和

不健康的网络热词侵蚀军营，污染战士

们的精神世界。要用先进的军营文化

引导战士们正确使用网络热词，帮助他

们积极健康地成长和进步。

战士为啥爱用网络热词
■李 涛

基层之声

互联网邮箱：jbjccz@126.com

强军网网盘：jbjccz

营连日志

新闻前哨

近日，在比武中荣获“神枪手”

称号的第80集团军某旅上士班长

徐振（图左一）载誉归来与战友一同

分享喜悦。图为下士刘佳浩拿起班

长的奖章，品尝“荣誉的味道”。

程 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