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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员讲评

互联网邮箱：jbjccz@126.com
强军网网盘：jbjccz

“为什么？”前不久，连队“双争”阶

段性评比结果公布：副班长刘正喜被评

为“ 好 ”，而 身 为 班 长 的 我 却 被 评 为

“中”。这样的结果，让我有些不解。

要知道，我是有着 6 年骨干经历的

上士班长，而刘正喜只是一名新选取的

下 士 ，论 资 排 辈 也 应 该 是 我“ 榜 上 有

名”。如今老骨干被新人后浪“拍在沙

滩上”，我以后还怎么面对大家？更何

况，这次“双争”阶段性评比期间，排长

在外参加集训任务，排里工作都是我在

负责，虽然没有太亮眼的成绩，但也没

出过岔子，班排建设管理总体安全平

稳，怎么说都有我一份功劳……

晚上，我躺在床上总想不通，索性翻

身起床，找到指导员杨鹏，打算讨个说

法。面对气哼哼的我，指导员并没有正

面回答，而是“反将一军”：“尹班长，你讲

讲自己有哪些值得评‘好’的成绩吧。”

参与连队值班、做好思想工作、落

实安全措施……我一一罗列出自己近

期的工作，但越说越没底气。讲到最

后，只剩修缮营产营具、带领大家锄草

等琐事时，我意识到了问题所在。指导

员则一语戳中我的软肋：“在日常管理

上，你的确操了不少心，但作为一名军

人，不能忽视军事训练啊。”

确实，我虽然是连队资历威望较高

的管理骨干，但在各类比武竞赛中表现

平平，平时训练成绩也只能算中规中

矩。而刘正喜在今年 7 月的集训中表

现出色，被评为“优秀学员”。不仅如

此，归队后，刘正喜还积极与大家分享

经验心得，工作训练都冲在最前面。

“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中

明确，开展评比表彰应当坚持为战导

向，突出练兵备战实绩。”指导员见我情

绪平静下来，继续说道，“这次评比，连

队不搞论资排辈、迁就照顾，就是要牢

固树立为战导向。刘正喜被评为‘好’，

是因为他训练成绩突出，获得了大家认

可。所以，你‘输’得并不冤。”

回 去 的 路 上 ，皎 洁 的 月 光 洒 满 营

盘，指导员的话犹在耳畔，使我深受触

动：这两年，由于年龄增大，我仗着自己

的“老资历”，在训练上得过且过，甚至

常以“日常管理工作繁忙”为由逃避训

练，却忘了军人的主责主业。

明白了此次评比“失利”的原因，我

下定决心改正不足，拜刘正喜为师，向

他请教训练技巧，很快训练成绩有了显

著提高。我相信，一定能在下次的评比

中追赶上来。

（吴思哲、林景阳整理）

这次评比，我“输”得并不冤
■第 72 集团军某旅勤务保障营班长 尹泽旭

“训练日累得筋疲力尽，双休日还组

织集体活动，连洗衣服的时间都没有”

“可不是嘛，文体活动太多了，课余时间

都被占满了”……上周六上午，第 80 集

团军某旅导弹二营按照计划组织各连观

看电影。集合前，指导员杨振听到几名

战士在小声议论，愣在了原地。

仲 秋 时 节 ，该 营 进 驻 西 北 大 漠 展

开 演 训 。 针 对 人 员 配 置 分 散 的 实 际 ，

他 们 在 课 余 时 间 统 一 组 织 文 体 活 动 ，

缓 解 官 兵 训 练 压 力 ，同 时 也 便 于 加 强

人员管理。每次看到活动时间官兵欢

聚一堂、热闹非凡，杨振都觉得这个做

法真不错。

“为什么战士们会有意见呢？”杨振

没有心情看电影了。活动结束后，他马

上找来几名战士询问大家的看法。“课

余时间活动安排得太满了，供自己支配

的时间几乎没有”“昨晚我刚和爸妈接

通视频，连队值班员就吹响了集合哨”

“我买了地理图册，想在课余时间认识

大 漠 地 貌 ，可 到 现 在 一 页 都 没 顾 得 上

看”……

杨振一一记下战士们的苦恼，并带

到了营交班会上。没想到，不少连队都

反映有类似的情况，不仅战士有意见，干

部也叫苦不迭：白天训练强度大，晚上研

究演习方案，还要抽时间更新文体活动

计划，实在忙不过来；精心策划组织文体

活动，却被战士嫌弃“吐槽”，心里不是滋

味……

本想通过统一组织文体活动寓“管”

于乐，没想到却成了官兵的负担。教导

员柯霖随即组织大家讨论，研究解决办

法。“制订计划前先听听官兵们的意见”

“应该给予战士足够的信任”“充分考虑

官兵处理个人事务的需求”……大家你

一言我一语，思路渐渐清晰。

随后，该营按照“课余时间自主支配

为主，文体活动调节为辅”的思路，从严

控制集体组织文化活动的次数和时间，

减少官兵参与度较低的活动，给官兵足

够的信任和空间，确保他们有时间处理

个人事务。

经过一周的观察，该营领导发现，

全营不仅没有发生任何问题，而且得到

了充分休整的官兵个个精神抖擞。列

兵冉豪告诉笔者：“现在可供个人支配

的课余时间增多了，大家工作训练更有

劲儿了！”

尽量把课余时间留给战士
■冯文星 李 鑫

西北戈壁，硝烟弥漫。“两发急促射，

放！”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数十发炮弹

呼啸而出，目标区瞬间被炮火覆盖……

连日来，第 74集团军某旅炮兵营展

开实弹射击综合演练，其中 20余名尚在

进行专业集训的新兵，也跟随部队千里

机动至指定地域，编入战斗班组，他们在

炮火硝烟中的表现，让人眼前一亮。

时针回拨到一个月前，该营接到命

令，即将赴西北某地执行实弹射击综合

演练任务。检查装备、整理物资、请领弹

药……各项准备工作顿时有条不紊展

开。按照原定计划，今年刚入伍的新兵

没有安排执行这次任务，由留守营区的

干部骨干组织他们继续进行专业集训。

那么，为何这批新兵出现在演练场

上？

原来，营议战议训会上，有人提出，执

行大项任务是对新兵最有效的锤炼方式

之一，也是帮助他们缩短“第二适应期”的

有效途径，这次综合演练可以考虑把新兵

带上。这个提议，遭到了不少人反对，理

由是这次演训任务旨在完全陌生复杂的

环境下检验官兵全域作战能力，新兵完全

没有接触过远程机动、对抗演练、实弹射

击等课目，跟着去意义不大，还有一定的

安全隐患，会牵扯带兵干部不少精力。

就在大家各抒己见、争论不止时，

营长马胜说出了自己的想法：“革命战

争年代，多少先辈第一次拿枪就是上战

场。我们营前身部队参加过解放战争，

史 料 中 记 录 的 类 似 感 人 故 事 并 不 鲜

见。让这 20 多名新兵去参加实弹射击

演练，尽早体验一下打仗的感觉，有助

于他们快速成长……”

营长的话引起与会干部骨干深思，

会议最后决定：新兵随队参加演练。随

后，他们就个中细节反复讨论，明确为

所有新兵每人配发一个“战位编码”，按

照“新老搭配，急用先学”的原则，以老

带新结对编组进行传帮带。机动途中，

由班长骨干讲授专业知识，提出安全要

求，告知注意事项；部队到位后，抓紧开

展专业操作、班组协同和战斗体能等训

练。全程密切关注新兵思想状态，若有

异常，及时跟进做好心理疏导工作……

“没想到刚下连就有了自己的‘战

位编码’，还能参加实弹演练，我们一定

要好好表现！”听说营里作出这个决定，

新兵们非常振奋，个个热血沸腾地投入

到任务准备工作中。

到达任务地域后，新兵们刚开始时

依靠专业口袋书、口诀表才能勉强上

手，经过一段时间的强训，很快能够基

本掌握射击操作流程。他们在艰苦环

境中表现出的吃苦耐劳精神、对新知识

新技能的快速接收能力，让干部骨干们

刮目相看。

实弹射击的日子到了。地处戈壁深

处的演训场上，担任瞄准手的新兵郑日

兴接到指令后，迅速装订诸元，经过干部

把关确定无误。“轰！”炮弹出膛，雷霆万

钧、大地震动，直到命中目标，郑日兴还

没有回过神来。“当兵就要上战场！”他兴

奋地说，“虽然瞄准速度精度还比不上老

兵，虽然协同操作能力还有很大提升空

间，但这次经历让我对自己将来做什么、

怎么做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第 74集团军某旅炮兵营新兵下连不久，就千里机动至西北
戈壁参加实弹射击综合演练——

当 兵 就 要 上 战 场
■王 涵 田展东

近日，新疆军区某训练基

地充分利用驻地红色资源，邀

请“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王成帮

老人为官兵讲述党史军史故

事，激励大家坚定听党话、跟党

走的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争做“四有”新时代革命军

人。

图①：王成帮（左四）展示

自己获得的荣誉证书，讲述背

后的故事。

图②：在某农场，官兵聆听

王成帮（中）讲述移植培育“成

帮柳”的经过。

罗兴仓、何天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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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班 员：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

场站通信二连连长 罗知行

讲评时间：11 月 4 日

交班会上，我听到前来检查工作的

干事，使用手机给通信总机打电话，询问

宣保办的电话号码，值班战士迅速给出

答复，表现出过硬的业务素质。但这也

引起了我的担忧——对于陌生人或者没

有登记的来电，值班人员没有经过必要

的核实？直接转接或者提供部队号码，

岂不是存在失泄密隐患？

其实，对于这类情况的处理，我们是

有明确规定的。值班员一定要对陌生人

打来的电话进行诸如姓名、职务和单位

等信息核对。确认是军内人员后，也要

判断对方问的问题该不该回答、提的要

求是否符合规定。千万不要想当然地认

为，对方知道总机的号码，就肯定是我们

的“自己人”。

同志们，安全保密无小事。希望大

家增强敌情观念，对陌生来电提高警惕，

防止失泄密发生。

（郭昀博、田 康整理）

对陌生来电不能“有问必答”

举起右拳的那一刻，北部战区海

军某驱逐舰支队南昌舰上等兵吕文凯

的泪水开始在眼眶里打转。他站在舰

艏大声呼喊：“向海图强，建功大洋！”

碧海扬波，阳光映照下的军旗分

外鲜红。近日，南昌舰为初次参加远

洋航行的官兵举行了一场“英雄逐梦、

砺剑远洋”出征仪式，纪念这一段特殊

的军旅履历。

这 一 天 ，是“00 后 ”水 兵 的 梦 想 。

眼神坚毅、誓词铿锵，如今的吕文凯早

已褪去了新兵的稚气。但几个月前刚

上舰时，他还是一脸“迷茫”。

吕文凯来自沂蒙革命老区，小学

就读于由原济南军区援建的蒙阴八一

红军希望小学。他爷爷参加过抗美援

越战争，父亲也曾是一名军人。浸润

在红色家风中成长，吕文凯从小就梦

想长大后能像父辈一样参军报国。

今 年 5 月 ，吕 文 凯 学 兵 下 连 分 到

南昌舰，登上甲板后，他为自己立下雄

心壮志：“早日驾驭战舰乘风破浪！”然

而，这股热情很快被细琐的日常工作

消减，“枯燥乏味的专业学习、雷打不

动的机械检拭、常态进行的装备检修，

来到英雄舰，起初并没找到热血澎湃

的感觉”，吕文凯在日记中写下失落的

心情。

吕文凯的这一心结，在这次远洋

航行中慢慢解开。晕船，是大洋给年

轻水兵的“见面礼”。历经多次翻江倒

海般的呕吐后，吕文凯才开始逐渐适

应战舰上的生活。他领悟到，狂风巨

浪 的 洗 礼 只 是 迈 向 合 格 水 兵 的 第 一

步，掌握“人舰合一”的本领需要从点

滴做起，历经千锤百炼。

“这近 4000 海里的航程是我军旅

人生的一个起点，我一定努力精练专

业 ，争 做 一 颗 铆 在 战 舰 上 的‘ 螺 丝

钉 ’，随 时 准 备 迎 接 更 猛 烈 的 风 浪 。”

吕文凯说。

这次远航，对上等兵胡嘉豪来说，

同 样 意 义 非 凡 。 他 来 自 江 西 省 南 昌

市，中学时曾到位于赣江畔的主题公

园参观已退役的第二代南昌舰，当时

两名南昌舰退伍老兵为他讲述了南昌

舰的光辉岁月。那一天，他与南昌舰

结下了不解之缘。

后来在填报入伍志愿时，胡嘉豪

毫 不 犹 豫 地 选 择 了 海 军 。 更 幸 运 的

是，他新兵下连分到了 2020 年 1 月刚

刚列装的第三代南昌舰。来到军港，

站在码头，胡嘉豪抬头仰望这艘庞大

的巨舰，脑海中不由想起了家乡的那

艘南昌舰。“同样的舰名，战斗力却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告诉记者，

“新一代南昌舰是‘20 后’，现代化程度

更高，作为一名服役于南昌舰的南昌

兵，我感到无比自豪。”

前不久，南昌舰在大洋上组织主

炮实弹射击演练，作为对海部门主炮

弹药兵的胡嘉豪，与战友们并肩作战，

取得首发命中的好成绩。

谈及将来，胡嘉豪表示自己打算

在部队长干，成为一名优秀的水兵，继

续跟随南昌舰破浪远航。

第一次上军舰，第一次远航。在

航程中，孙文轩、孟潇芃、温涵超等多

名“00 后”水兵感同身受，纷纷许下誓

言：“战舰带我乘风破浪，我用拼搏续

写英雄荣光。”

南昌舰某部门政委陈少唯介绍，

今年以来，不满两周岁的“20 后”南昌

舰已跨越南北 40 多个纬度，航行近 3

万海里，犁出了一道道骄人的航迹，挺

立起中国海军走向深蓝征程的一个个

里程碑。

万吨巨舰，如山责任。在南昌舰的

走廊里，镶嵌着烫金舰训：“英雄城、英

雄 舰 、英 雄 兵 ，第 一 枪 、第 一 舰 、第 一

人。”南昌舰政委陈维工告诉记者，每一

名走上南昌舰的官兵，都要先学唱南昌

舰舰歌，参观南昌舰荣誉室，聆听南昌

舰的故事，砥砺开拓进取的精气神。

“每一艘战舰的诞生，都有厚重的

承载。”陈维工告诉记者，从主要依靠

国外技术生产到完全自主研发，可以

说中国海军军舰的发展史，就是一部

中华儿女书写向海图强的奋斗史。每

一艘军舰的成长年轮里，都饱含一代

代海军官兵破浪蜕变、乘风奋进的成

长故事。

青 春 誓 词 铿 锵 ，战 舰 犁 浪 前 行 。

这群“00 后”水兵放眼望去，身后是奔

涌的浪涛，前方是一片碧海蓝天。

左上图：仪式现场。

本报记者 韩 成摄

“00后”的兵遇上“20后”的舰
——南昌舰为初次参加远洋航行的官兵举行出征仪式见闻

■本报记者 韩 成 特约记者 孙 飞 通讯员 徐梦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