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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旗所指，团旗所向。历史清晰而深刻地昭示，矢志不渝跟党走是中国青年百年奋斗的最宝贵
经验，深深融入血脉的红色基因是中国青年百年奋斗的最宝贵财富。

今年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周年。回望百年，共青团积极组织动员广大青年踔厉奋
发，使之成为奋进中国的重要推动力量。进入新时代，我军青年工作在习主席坚强领导下，唱响逐
梦强军的时代强音，焕发出昂扬奋进的生机活力。开启新征程，部队基层共青团组织如何更好地履
行引领凝聚青年、组织动员青年、联系服务青年的职责？请看来自第77集团军某旅四营的报道。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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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

“一排全员参加，二排 12 人不能参

加。”日前，海军陆战队某新兵大队针对

即将开展的手榴弹实投训练，提前对参

加实投人数进行摸排统计，可这样的结

果着实让连长王子龙大吃一惊。

根据训练要求，手榴弹能够投到规

定距离以上、心理素质良好的新兵都可

以参加实投训练。从近几次的考核成绩

来看，二排原来有 18人不及格，到现在已

经全部及格；反观一排，一开始只有 8 人

不及格，到现在仍有 5名同志的成绩勉强

过线，而且随时可能掉下来。二排的成

绩可谓突飞猛进，可为什么到了实投检

验的时候却有那么多人“掉链子”呢？

“难道是二排的同志心理素质还不

够过硬？”带着疑问，王子龙在训练形势

分析会上向班长骨干们询问缘由。五班

班长杨威作为二排手榴弹课目强化组负

责人率先发言：“我们排之所以有那么多

同志不能参加实投，不是因为心理素质

问题，而是因为投弹动作问题。”“对，我

们班有个别新兵采取的投弹动作并不在

训练规定范围内，虽然也能及格，但参加

实投还是让人不放心。”六班班长吴诗紧

跟着道出实情。

“为什么不按规定动作进行训练？”经

过了解得知，起初二排新兵的手榴弹投掷

训练基础比一排差，不少同志没有掌握正

确动作要领，不管怎么练效果都不尽如人

意。由于每周训练评比的排名关乎班排

荣誉，为了能在评比中取得好成绩，排里

指定杨威带领不及格新兵进行强化训

练。一次训练中，杨威看到一名新兵使用

不合规的投弹动作竟然及格了。于是，当

时杨威心里便萌生了一个想法：何不根据

实际情况为不及格的新兵量身设计投弹

动作，这样既不用强制改变不及格人员的

发力习惯，也能快速提高成绩。果不其

然，经过一段时间的“特训”，有不少新兵

都打破了不及格的“魔咒”。

可惜好景不长，在一次模拟实投训练

中，不少使用自创投弹动作的新兵都“折

戟沉沙”。一名新兵在训练中习惯通过短

距离助跑提高投弹成绩，但在模拟实投时

因重心不稳导致投弹方向发生大角度偏

移，被判定无效；还有几名新兵因长期使

用不规范动作发力，导致手臂肌肉拉伤，

成绩一落千丈……

“照这样练下去，不仅提高不了成

绩，还会引发更多训练伤，给实投训练埋

下安全隐患。”看着一个个经过“特训”及

格的新兵没多久便回到最初的不及格状

态，杨威也开始对自己的教学方法进行

反思。“宁可不参加实投，也不能带着安

全隐患上场。”杨威和排里骨干商量后，

决定实事求是上报拟参加实投训练的人

员名单。

听了杨威的解释，王子龙果断叫停了

那些一味追求成绩好看而偏离实战实训要

求的做法，带领训练骨干深入剖析日常训

练中潜在的风险隐患，查摆出 10余条不符

合新兵训练实际、脱离实战标准要求的问

题，并制订相应措施对照整改。

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打那以后，

训练场上五花八门的投弹动作不见了，

五公里武装越野训练中的束枪带也消失

了……在最近一次训练评比中，二排成

绩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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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查阅连队体能训练成绩

时，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3000 米

跑项目考核，作为连队“长跑达人”的

张 伟 连 续 4 次 成 绩 都 只 是 提 升 一 点

点。无独有偶，“单杠小王子”王豪每

次只多做一个的情况出现了 3 次。

“这是为啥？”一个问号不禁在我

脑海浮现。私底下，我找来几名同志

询问缘由，发现这种情况竟与我几个

月前的一个提议有关。

原来，在年初进行工作盘点时，我

发现连队体能尖子数量较少，许多同

志成绩不上不下，提升缓慢。为激发

这部分战士的训练积极性，我找来几

名班长商议，最终决定将进步幅度纳

入评比标准，对持续进步和进步幅度

较大的同志重点进行表扬。

此 后 ，我 率 先 垂 范 ，连 续 3 次 在

连务会上对体能进步幅度大的同志

点名表扬。接下来的一个月，战士们

体能训练的积极性有了显著提升，尤

其训练成绩处于中下游的同志成绩

进步很大。

然而，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体

能尖子们原本是连队重点表扬对象，

新举措一出，他们却变得有些尴尬：努

力拼成绩，下次便很难再突破；维持现

状，即使成绩高居榜首也很少得到表

扬。于是，考核总是“留一手”、每次进

步“一点点”，成了这些尖子们心照不

宣的共识。

本意是为激发训练积极性，却在

尖子群体中产生了相反效果。了解完

前因后果，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当

机立断，我随即组织班长对此事展开

讨论交流，并调整一味看重进步幅度

的原有做法，将进步幅度与成绩排名

综合考量，鼓励训练尖子勇于挑战自

我、追求卓越。同时，我还组织成立体

能攻关小组，帮助陷入瓶颈的同志寻

找突破之策，量身打造训练计划，推动

各个层次水平的战士共同提高成绩，

浓厚比学赶帮超氛围。

合理举措带来气象一新。训练尖

子们感受到了追赶者带来的压力，不

再“留一手”，而是全力以赴投入训练

之中，连队整体体能成绩显著提升。

张伟更是将自身保持的 3000 米跑纪

录提升了整整 15 秒。

通过这件事我感到，作为带兵人，

在制订新规定、推出新举措时不能只关

注部分群体，顾此失彼。只有统筹兼

顾、科学施策、考虑到所有人的利益和

感受，才能激发连队官兵的训练积极

性，使大家奋勇拼搏，尽快成长成才。

（余庆丰、杨智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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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完团费，第 77 集团军某旅四营

上等兵张鹏龙小心翼翼地将团费登记

本和团员证一起放入内务柜中的一个

铁匣里。在他看来，这铁匣里珍藏着

他最引以为傲的东西：除了这两个“小

本 ”外 ，还 有 今 年 初 自 己 获 得 的 一 枚

“四有”优秀士兵奖章。

然而就在去年，张鹏龙的团员证

曾一度不知所踪。

一次，连队组织统计个人信息，其

中一栏是填写入团时间。可由于间隔

较长，张鹏龙怎么也想不起自己是何

时入的团。即便把个人物品翻了个底

朝天，也难觅团员证的踪影。无奈之

下，他只得求助机关，从档案中找到团

员登记表，并凭此重新补办了一张团

员证。

团员证“失而复得”，看似是一件

小事，却引起张鹏龙所在营共青团总

支部书记赵报的注意。他发现，类似

的情况并非个例，“为何有些战士的团

员证经常不见了？”

“ 团 员 证 一 年 到 头 用 不 了 几 次 ”

“随手一放就不知道去哪里了”……这

些战士的回答风轻云淡，可现象背后

的 问 题 却 引 人 深 思 。 通 过 进 一 步 调

研 ，赵 报 发 现 ，之 所 以 会 出 现 类 似 情

况，深层原因是部分团支部作用弱化、

个别团员身份淡化。

赵 报 举 例 说 ，他 们 此 前 在 检 查

某 连 团 支 部 工 作 时 发 现 ，这 个 团 支

部 的 团 小 组 名 册 中 ，“ 组 长 ”一 栏 还

赫 然 写 着 已 退 役 战 士 的 姓 名 ，“如 此

这 般 ，基 层 团 组 织 又 怎 能 真 正 发 挥

应有作用？”

对此，不少共青团干部也感到很

无奈。某连团支部书记吉扎结合自身

经历谈道：“以我为例，我既是团支部

书记，还是副连长，同时还担任着党支

部青年委员、军人委员会主任，经常忙

得脚打后脑勺，有时只能抓大放小。”

“战备训练、带兵建连、党建工作

是 基 层 重 点 ，把 这 些 工 作 干 出 色 了 ，

往 往 能 得 到 营 连 主 官 的 肯 定 。”某 连

团 支 部 书 记 潘 胜 良 坦 言 ，“因 此 相 比

较之下，总感觉团务工作似乎不是那

么重要。”

“ 然 而 共 青 团 工 作 真 的 不 重 要

吗？”赵报说，“基层青年官兵中绝大多

数都是共青团员，基层团组织发挥着

党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对于

部队建设而言，做好新形势下党的青

年群众工作意义重大、使命光荣。”

基于这一认识，该营共青团总支

部下决心谋求改变——在旅党委和旅

共青团委的支持下，他们一方面强化

教育引导，广泛开展“学团史、明职责”

主题活动，通过回溯旅前身部队“山西

青年抗敌决死队”的光荣历史，不断强

化青年团员的使命感、责任感；另一方

面加强政策激励，将团组织建设成绩

和团员、团干部作用发挥纳入实绩考

察，作为基层评先、官兵评优的重要参

考依据，同时结合评选表彰树先进、推

典型，立起“建好先进团组织、当好优

秀共青团员同样吃香”的鲜明导向，激

励所属团支部、团干部和青年团员奋

发作为。

“现在真的不一样了！”谈及种种

切 身 可 感 的 新 变 化 ，吉 扎 深 有 感 触 ，

“从去年开始，旅里的许多重大活动都

交给我们共青团来承办，团干部有了

更多出彩出众的舞台。团支部自主开

展活动也有了充足的时间、场地和经

费保障，我们连相继成立了‘团员突击

队’‘红旗标兵岗’，基层青春活力和蓬

勃朝气更加充盈。”

这不，前不久四营组织群众性比

武竞赛，张鹏龙所在的“团员突击队”

主动请缨，代表连队出战。经过连续

数日多课目激烈比拼，这支“团员突击

队”脱颖而出，荣获第一名。

载誉而归，连队团支部为张鹏龙

等人举行了简短而不失隆重的凯旋欢

迎仪式。在《光荣啊，中国共青团》歌

声中，张鹏龙等人郑重地披上“共青团

员标兵”绶带，并将自己的照片贴在连

队“光荣榜”上。

“失而复得”的团员证说明了啥
■本报特约记者 李佳豪 通讯员 贾文鑫 马耀辉

营连日志带兵人手记

习主席要求共青团组织“不断创新

工作思路，增强对青年的凝聚力、组织

力、号召力，团结带领新时代中国青年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

程中不断开拓创新、奋发有为。”作为基

层共青团组织，我们必须坚决贯彻落实

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紧密结合新时代

青年工作实际，切实找准自身定位、不

断创新工作思路，通过激发组织活力、

建强干部队伍等手段，确保共青团发挥

好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作用，让青春活力

在基层持续释放。

让青春活力在基层持续释放
■北京卫戍区某团十二连团支部书记 李成荫

过去一段时间，部分基层团员青年

身份角色淡化，主要是所在团总支、团

支部作用弱化所致。要想充分激发青

年官兵的干事创业活力，首先须从建强

基层团组织抓起。作为共青团干部，我

们必须强化阵地意识、杜绝“边缘”思

想，切实把共青团工作当成党的一项重

要事业来抓、来干，在落实团的制度中

尽心尽责，在引领青年官兵成长中倾心

倾力，在服务青年官兵中主动作为，通

过充分发挥基层团组织作用，不断凝聚

起共筑中国梦强军梦的青春力量。

要充分发挥基层团组织作用
■空军工程大学某部团宣传委员 徐梓灵

日前，第 83 集团军某旅防空分队开展强化训练。图为官兵正

在苦练瞄准技能。 董 鑫摄

6月 22日，海军航空大学某团组织飞行学员开展实弹地靶攻击

训练。 刘 冰摄

闪耀演兵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