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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

基层之声

新闻前哨

“咚咚锵、咚咚锵……”1 月 7 日下

午，一阵喜庆的锣鼓声从湖南省常德

市鼎城区牛鼻滩镇栏马口村的村头响

到村尾。海军舰载航空兵某部会同当

地军分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人武部等

单位组成送喜报队伍，来到该部副部

队长袁伟家中。袁伟去年因多次出色

完成重大任务，成绩突出，荣立一等功

一次、二等功一次。

听说部队来送喜报，父老乡亲纷

纷从四面八方赶来迎接，共同见证这

一光荣时刻。乡亲们拿着手机一路跟

拍，热烈的掌声不绝于耳。

“ 儿 子 在 部 队 立 功 了 ，部 队 和 地

方领导专门把喜报送到家里，新年刚

开 始 我 们 家 就 迎 来 了 大 喜 事 ！”袁 伟

的父母袁先国、余桂英两人脸上乐开

了花。

“袁伟真厉害啊，一年两次立功！”

“袁伟这么优秀，我也想把儿子送到部

队去锻炼锻炼。”看着队伍前方“一等功

臣之家”和“二等功臣之家”两块熠熠生

辉的牌匾，闻讯赶来的乡亲羡慕之情溢

于言表。

带队送喜报的该部副政委高帅介

绍，袁伟是海军特级飞行员，入伍 16 年

驾驶过 11 种机型，安全飞行数千小时，

出色完成多项重大演训任务，曾 4 次参

加阅兵，被表彰为全国青年岗位能手、

全军军事训练先进个人，荣获中国青

年五四奖章。先后荣立一等功两次、

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一次。

在众人见证下，高帅宣读了袁伟

立功通令，为其家人佩戴“一人立功、

全家光荣”绶带，送上立功喜报，郑重

地表示感谢和祝贺。

袁 先 国 、余 桂 英 披 上 绶 带 、接 过

喜 报 那 一 刻 ，院 子 里 响 起 热 烈 掌 声 ，

乡亲们纷纷竖起大拇指，向他们表示

祝贺。

“ 这 是 我 舅 舅 得 的 大 奖 状 ，你 看

我 舅 舅 长 得 帅 不 帅 呀 ？”袁 伟 的 小 外

甥 手 中 拿 着 一 张 袁 伟 的 军 装 照 骄 傲

地 说 ，“ 我 以 后 也 要 成 为 像 舅 舅 那 样

的人！”

“这是袁伟同志个人和家庭的荣

耀，也是我们沅澧大地常德儿女的骄

傲。一个好的仪式胜过千言万语，能

让 更 多 人 感 受 到 全 社 会 对 军 人 职 业

的 尊 崇 ！”一 同 来 送 喜 报 的 常 德 军 分

区政委张冬果向笔者谈道，“这一刻，

这份喜报不只代表军人的荣誉，也是

对 军 人 家 属 默 默 付 出 的 最 好 认 可 与

褒奖。”

手 捧 着 喜 报 ，袁 先 国 有 些 激 动 ：

“感谢部队的培养，孩子才有今天的成

绩！儿子的选择是对的，我们为他的

进步感到骄傲！”

一旁的余桂英也笑得合不拢嘴：

“ 感 觉 自 己 在 乡 亲 们 面 前 特 别 有 面

子！”

与他们一样感到“有面子”的，还

有 该 部 飞 行 员 王 帅 和 彭 顺 平 的 家 人

们。与袁伟一样，两人在去年因出色

完成重大军事训练任务，分别荣立一

等功。

在重庆市九龙坡区，王帅的母亲

王朝霞对笔者说：“能够看到儿子取得

这么优异的成绩，亲手为儿子戴上一

等功奖章，我感到特别高兴。这是我

作为母亲最幸福的时刻！”

在该部这次立功人员中，彭顺平

是年龄最小的。在重庆市梁平区明达

镇，他的妻子丁巧春湿了眼眶，有些哽

咽地说：“这么高兴的日子，真是不好

意思，我不该流眼泪的。可看到老公

在部队做着他热爱的工作，我就觉得

一直支持他是值得的。”

立 功 喜 报 承 载 着 军 人 精 武 强 能

的 拼 搏 奋 斗 ， 是 军 人 与 家 乡 父 老 共

享 荣 光 的 纽 带 。 敲 锣 打 鼓 将 喜 报 送

到 家 ，不 仅 提 升 了 军 人 军 属 的 自 豪

感 ，也 进 一 步 夯 实 了 官 兵 扎 根 军 营 、

矢 志 强 军 的 思 想 根 基 。 采 访 中 官 兵

及 家 属 普 遍 反 映 ， 今 年 的 喜 报 寄 送

工 作 更 接 地 气 、 更 为 隆 重 ， 让 军 人

家属脸上更有光彩，让“光荣之家”更

加光荣。

“我们跨越千里把喜报送到立功

官兵家中，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激

励广大官兵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

练兵备战中去，锻造一支上得去、打得

赢的尖刀劲旅。”高帅表示，他们将进

一步立起崇尚荣誉、争先创优的鲜明

导向，激发官兵聚焦实战、干事创业的

强劲动力。

图①：军地领导、部队官兵与袁伟

的家人合影。 孙 浩摄

图②：送喜报的队伍伴随着锣鼓

声向彭顺平家中走去。 窦文博摄

图③：军地领导来到王帅家中与

其家属亲切交谈。 窦文博摄

春节前夕，海军舰载航空兵某部会同地方相关部门，将一份份立功喜报送到军人家中—

军地送喜报 军功耀门楣
■康 晨 孙桩桩 赵星全

2020年 12月，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
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
合印发《立功受奖军人家庭送喜报工作办
法》，明确了送喜报工作总体原则和军地
职责分工，规范了寄发喜报、登记建档、送
喜报等环节要求。

喜报承载军人荣光，送喜报意义重
大、影响深远。一年多来，送喜报工作明
显变得更加规范、隆重、正式，相关消息也
常常见诸媒体，不但激发了广大官兵备战
打仗的巨大热情，也在全社会营造了崇尚
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的浓厚氛围。

年终岁首，部队评功评奖刚刚结束，
又赶上春节将至，在这样的喜庆时刻送喜
报，时机正好，喜上加喜。各级各部门一
定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确保将每份喜报
按要求送到位，让功臣模范及其家人都能
分享这份荣光，开开心心过大年。

写 在 前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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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校期间就积累了一定的临床

经验，有信心把这份工作干好。”前不

久，新疆军区某团新兵三连战士周凯如

愿以偿地被分配到了卫生连，下连前他

开心地向班长保证。三连连长刘占科

告诉笔者，这样一棵好苗子差点错过适

合他的岗位。

前 段 时 间 ，该 团 组 织 各 单 位 轮 流

到新兵营与新战士见面，通过双向交

流 和 选 择 ，帮 助 新 战 士 找 到 合 适 岗

位。当卫生连来到新兵营时，三连八

班却将周凯“藏”了起来，用八班班长

的 话 来 说 ，“ 好 不 容 易 带 出 来 的 好 苗

子，可不能给别人了！”

周 凯 是 一 名 大 学 生 士 兵 ，工 作 积

极 上 进 、训 练 刻 苦 努 力 ，有 很 好 的 发

展潜力，八班班长一心想把他带回老

连队。然而，入伍前就读于某医学院

的 周 凯 ，如 果 分 配 到 卫 生 连 ，将 会 更

好地为单位建设做贡献，但八班班长

没有征求他的个人意见，就将其“藏”

了起来。

刘占科发现，像八班班长这样的骨

干不在少数，大家藏着掖着，生怕好苗

子被别人挑走了。刘占科找来一些新

战士座谈，有人坦言：“虽然很想利用这

样的机会，自主选择心仪的岗位，但又

不想看到班长难过的样子。”

针 对 这 个 问 题 ，连 队 组 织 召 开 新

训骨干会，刘占科开门见山地说：“我

非常理解每位班长的心情，放走自己

好不容易带出来的好兵，就像是被割

掉 了‘ 心 头 肉 ’。 但 好 钢 要 用 在 刀 刃

上，大家要为新战士的前途和进步着

想 ，要 为 部 队 的 建 设 着 想 ，再 痛 也 得

割爱。”

会后，刘占科把情况向新兵营领导

进行了汇报，营党委很重视这个问题，

专门召开会议，统一新训骨干的思想，

引导他们提高大局意识。与此同时，营

里向大家发出号召：把新战士送到最适

合的岗位上去！

把 更 多 新 战 士 分 配 到 合 适 岗 位 。

在机关刚刚组织的问卷调查中，新战士

对岗位的满意率同比再创新高。

好兵人人爱，选岗不须“藏”
■邹珺宇 金土生

更多精彩
扫码阅读

前不久，我们连一排利用体能训

练时间组织了一次 10 公里武装越野强

化训练，大家的训练热情很高。随后，

排长臧永兵在朋友圈发表训练感悟：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我见状主动点

赞。没想到，因为这小小的点赞，引发

了一次误会。

两天后，臧永兵主动找我汇报工

作 ：“ 排 里 义 务 兵 小 唐 最 近 有 点 无 精

打 采 ，训 练 热 情 不 高 ，日 常 工 作 也 不

积 极 ，可 能 有 什 么 心 事 。”听 到 汇 报

后，我心里产生了疑惑。小唐虽是一

名 义 务 兵 ，可 工 作 干 劲 一 直 很 足 ，不

仅训练成绩突出，还是连队多媒体小

组的组长，一向开朗活泼的他会有什

么心事呢？回顾近期工作，我实在找

不出原因，于是便利用训练间隙和小

唐谈了一次心。

“ 指 导 员 ，我 是 不 是 工 作 没 有 做

好，您对我有看法？”被小唐这么一问，

我竟然有点找不到北。“怎么会？你一

直表现很好啊！”“那为什么同一时刻

我也在朋友圈分享了动态，而您只给

排长点了赞，却没有给我点赞？”听了

小唐的话，我恍然大悟，原来竟是因为

这么一件小事！没想到我随手一个点

赞，竟然让战士产生了心理落差，影响

了工作状态。

在和小唐深入谈心后，我也陷入

了深深的思考：一个点赞，对战士来讲

就是一次表扬、一份认可！网络时代，

战士们大多时间心情反映在网上、想

法沟通在网上、休闲娱乐在网上、关注

视角也在网上，如果带兵人的关心关

怀没有及时跟到网上，思想工作没有

做到朋友圈里，官兵心与心之间很容

易产生一堵无形的墙。

“ 与 战 士 在 线 下 打 成 一 片 ，也

要在网上打成一片”。经过这件事，我

开始特别注意与战士们在网上互动，

经常关注他们在朋友圈发布的动态，

主动点赞和评论，还不时进行线下交

流。同时，在连队建立网络荐课人制

度，安排理论骨干为战士们推送“学习

强国”的好文章、网络热播的红色电影

等，努力做到“网上五同”——同学习、

同点赞、同关注、同评论、同娱乐。不

知不觉间，我感到自己与战士们的距

离更近了。

这几天，我看到休假战士在朋友圈

分享的家庭美食照，打趣地在下方评

论：“生命无价，酒后禁驾。”不一会儿便

收到回复：“我爱我家，酒后不驾。”

（杨开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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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兵人手记

1月 13日，武警浙江总队杭州支队开展“学军史队史、当红色传人”活动，组织新兵学习“一心为公

的共产主义战士”蔡永祥烈士生前事迹，并为英雄献花。 陈 杰摄

营连日志

目前，去年毕业的新排长们已在各

自岗位发挥聪明才智，开始崭露头角。

有的能说会道擅主持，在各类活动中频

频亮相、收获喝彩；有的精通各类电脑

软件，文字功底高人一筹，受到机关领

导关注……

然而，面对鲜花和掌声，个别新排

长逐渐陷入误区、迷失方向，认为凭借

这些“一技之长”就能在基层站稳脚跟，

从而忘记备战打仗的主责主业，忽视了

自身军事素质的提升。殊不知，军队是

要打仗的，一名军人的存在价值和最大

追求是胜战，其他方面只是锦上添花。

这要求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荒废

主责主业，任何军人都要主动铆在练兵

场上摸爬滚打、刻苦训练，切实把备战打

仗练成自己的“一技之长”。虽然专业有

分工、岗位各不同，但根本指向都是能打

仗、打胜仗，根本要求都是提高对战斗力

的贡献率，切不可舍本求末、剑走偏锋。

有院校专家曾对军校学员毕业发展

情况做过跟踪调研，发现那些持续钻研

军事，真正把备战打仗当主业、专业和事

业的新排长，最后大多发展得很好。而

那些军事素质不强的人，在迈向更高职

务时，更容易遇到瓶颈、止步不前。

不可否认，新排长们走出校门、进

入营门时间不长，短时间内不太可能做

到军事拔尖过硬，但只要坚持勤学苦

练、努力奋斗奋进，最终一定能迎头赶

上。这两年，随着新的军官制度改革落

地，长期服役、职业化发展的导向更加

鲜明，对军官的专业能力、军事素质提

出了更高要求，作为新排长，更要主动

适应、努力奔跑、加快成长。

强调新排长要将时间精力聚焦主责

主业，并不是让大家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而是分清主次、掂出轻重，切莫丢了西瓜、

捡了芝麻。对军人来说，练兵精武就像工

人做工、农民种田一样，是本分天职，必须

坚守好，永远不要变、须臾不能偏。

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武艺练不

精，不是合格兵。希望新排长们凭借过硬

的军事素质在基层打开局面、建立威信，

立足当下、赢得未来，早日成为建功新时

代的部队“未来之星”和“强军后浪”。

“一技之长”莫练偏
■李佳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