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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连日志

身边的感动

记者探营

“既暖胃又暖心，我要为团里的举

措点个大大的赞！”6 月 22 日晚，在火箭

军某团通信一连三楼的砺剑生活馆，二

级上士刘婕一边吃着热腾腾的饺子，一

边满脸笑容地说。

只见室内烟机灶具、锅碗瓢盆摆放

整齐，冰箱、电饼铛等小家电也一应俱

全，俨然是个小厨房。一连指导员冯子

容说：“这里以前是连队官兵的才艺展

示室，前不久我们才把它改成了砺剑生

活馆。现在看来，真是改对了。”

几名刚值完夜班的女兵，有的热上

一杯牛奶，有的煮点面条，氛围温馨。

谈起这个变化，不得不提一段过

往。该连连续 20 多年被评为“基层建

设标兵单位”，也是所在基地的“窗口”

单位。前些年，为了丰富官兵业余文化

生活，该连结合女兵连队实际，专门腾

出了一个房间作为才艺展示室，将有一

技之长的官兵制作的手工作品进行摆

放陈列，引导官兵成长成才。

时间一长，这里就成了连队的一张

“名片”。每逢兄弟单位参观、驻地共建

联谊等时机，才艺展示室都是必去必看

的地方。

可是近年来，原本热闹的才艺展示

室变得冷清起来，也鲜有作品更新。谈

起缘由，上等兵王春蕊点开自己的手机

说：“这是我周末自拍的音乐短视频，很

多人都点赞了。随着时代的发展，官兵

们展示自我的平台和渠道更多了，我更

喜欢用这种方式晒一晒。”亲身经历了

才艺展示室的“冷暖”变化，下士吴雨

说：“宿舍现在有专门的私人物品存放

区，把我们做的一些小手工摆在那里，

随时可见，实在没有必要专门搞一个才

艺展示室。”

“凡事我们都要多听基层官兵意

见，了解他们的实际感受。”在该连蹲

点帮带的团领导发现，这个原来受欢

迎的才艺展示室，如今已经没有多少

“流量”，除了偶尔用于参观和对外展

示，大多数时间都是“大门紧闭”，利用

率很低。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该连采取多种

形式征求官兵意见，一条将才艺展示室

改为砺剑生活馆的建议，得到绝大多数

官兵赞同。二级上士崔亚茹的话很有

代表性：“我们连的官兵 24 小时轮流值

勤，有时值完夜班回来想吃点东西喝杯

热饮，在班排宿舍既不方便，还容易带

来用电等方面安全隐患，大家一直想有

个专门的场所。”

这件事在官兵中引发了热议，连队

党支部专门对此进行了研究，决定尊重

大多数官兵的意见，将才艺展示室改成

砺剑生活馆，营里团里都表示大力支

持。很快，经过一番改造，一个囊括了

生活、休闲等功能的砺剑生活馆，在该

连建成并投入使用。

生活馆受到了官兵们的青睐，不仅

满足了夜班加餐需求，还成为官兵周末

和节假日休闲放松的好去处。排长陈

淑杰说：“有时战友过生日，我们可以在

这里搞个小聚会，做些烘焙，喝杯咖啡，

幸福感满满，大家的关系比以前更加融

洽了。”

同时，该连采用定期邀请军队专家

授课辅导、举办讲座，与驻地文化馆共

建，以及成立器乐舞蹈兴趣小组等方

式，拓宽官兵成才渠道。

举一反三，在充分听取官兵意见的

基础上，他们还对连队设施布局进行了

重新调整，官兵爱去的健身房、图书室、

心理调节室等进行了扩建，新购置器材

设备，拓展了功能。

从官兵实际需求出发，才能真正

把 好 事 办 好 。 该 团 党 委 从 这 件 事 入

手 ，组 织 机 关 开 展 服 务 基 层 讨 论 反

思 。 无 论 是 工 作 决 策 ，还 是 解 决 问

题，都更加注重听取官兵意见。过去

一些不接地气的“亮点工程”被砍掉，

一批打基础管长远的做法扎下根——

训练不再盯着上级抽检的课目练，全

团瞄准未来战场固强补弱，提升实战

能 力 ；保 障 跟 着 战 备 走 ，一 笔 60 万 元

的 建 设 经 费 投 向 驻 扎 深 山 的 偏 远 连

队……

把基层官兵放在心上，就是把强

军 兴 军 放 在 心 上 。 这 些 举 措 让 该 团

官兵的归属感获得感大大增强，也有

效 激 发 了 练 兵 备 战 热 情 动 力 。 今 年

以来，该团官兵在上级组织的群众性

练兵比武中，先后有 6 人创破纪录、摘

金夺银，圆满完成了各项演训和保障

任务。

火
箭
军
某
团
通
信
一
连
原
本
热
闹
的
才
艺
展
示
室
变
得
冷
清—

一
张
消
失
的
连
队
﹃
名
片
﹄

■
本
报
特
约
记
者

李
兵
峰

通
讯
员

李
蜜
佳

“我是 3000 米跑纪录保持者。”

“我打破了负重组合纪录。”

“五公里武装越野，我像蛟龙出海。”

“400 米障碍，我像猛虎下山。”

在空军某基地“三会一好”优秀政

治教员授课比赛现场，一对双胞胎战

士将兄弟俩从小比到大的故事搬上讲

台，现场笑声、掌声接连不断，最终他

们获得二等奖。

这对双胞胎是来自航空兵某旅的

彭英、彭豪。人如其名，一个想当英雄，

一个想当豪杰，都说“一山不容二虎”，

他们打小就互相较劲，谁也不让谁。

“ 小 时 候 ，我 送 俩 孩 子 参 加 夏 令

营，初衷就是体验生活，没想到一发不

可 收 拾 ……”双 胞 胎 兄 弟 的 母 亲 任 常

娥介绍，当时，夏令营的活动很多，皮

划艇项目还要以竞赛的形式进行，别

的孩子当作娱乐，兄弟俩却都想争第

一，总要缠着父母课后“加练”，最后包

揽了前两名。这还没完，在两兄弟的

坚持下，家里让他们报考了体校，接着

又一起进了省队，双双成为国家一级

皮划艇运动员。

初 入 新 兵 连 ，由 于 体 能 素 质 的 优

势，兄弟俩很快崭露头角。刚练长跑

时，他们遥遥领先；刚学障碍时，他们敢

打敢拼，把纪录刷新好几遍。

“但理想的船桨在新兵连的赛道上

可不好划啊！”哥哥彭英打趣道。虽然

体能不用发愁，但内务、条令对于俩“糙

汉子”而言都是难攻的“硬茬”。被子软

塌、法规不熟……为此，他们没少挨班

长训：“一名优秀的军人，不能只靠发挥

自己的特长，样样都得拿得出手！”这下

可好，兄弟俩又暗自比上了。

某日午休时间，新兵连连长王莹例

行查铺。爬了一早上战术，战士们个个

鼾声四起，唯独兄弟俩的床铺空空荡

荡，问了哨兵才知道他们在俱乐部。王

莹立马赶去准备“兴师问罪”，可看到他

们的样子，却怎么也生不起气来——彭

英正抱着板凳压被子，彭豪正捧着红本

背条令，都在给自己“开小灶”。

“看 着 两 兄 弟 先 后 逆 袭 ，长 期‘ 霸

榜’内务、条令、队列三大标兵，我们更

是‘压力山大’啊！”同宿舍的新兵胡广

明说，现在越来越多的战友加入比学赶

超的行列，全连争先创优的“火药味”愈

发浓烈。

下 连 后 ，连 队 根 据 兄 弟 俩 的 兴 趣

爱好和性格特点把他们分配到不同的

岗位，但你以为他们的竞争就到此为

止了吗？

前不久，连队开展“官兵微讲堂”比

赛，获得第一的选手将代表连队参加旅

授课比赛。得知对方报名参赛，兄弟俩

见面一瞪眼一撇嘴，谁也不服谁。两人

埋头备战，抓紧一切空闲时间，生怕比

对方少努力一点。

比赛当天，彭英讲述红色故事，彭

豪活用网络热梗，两个授课“小白”虽然

略显稚嫩，但朴实而真挚的话语直抵人

心，赢得官兵好评。

“彭英课件精致，授课声情并茂，表

现力好！”

“彭豪巧设互动，课堂气氛活跃，感

染力强！”

到了评分环节，官兵小声议论，众

评委竟一时拿不定主意。可旅里的参

赛名额有限，怎么办？

“要不他俩都第一，搞个组合一起

去旅里 PK？”现场一句玩笑话打开了僵

局，得到了官兵一致赞同。

“比 拼 这 么 多 年 ，没 想 到 最 后‘ 合

体’了。”兄弟俩说。去上级单位比赛，

兄弟俩心里都没底，但不懂就学，倒是

十分默契。自此，他们一到休息时间就

铆在图书室，通过强军网等平台，观看

历届优秀选手的授课视频。又经历多

次试讲，虚心向领导、战友请教意见建

议，反复打磨教案课件。最终，他们凭

借新颖的选题、接地气的叙述方式脱颖

而出。

“归 队 后 咱 还 接 着 比 。”走 下 领 奖

台，兄弟俩相视一笑。

军营双胞胎 从小比到大
■刘运昊 王 昊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

誓……”寂静的深山里，铿锵有力的誓

言久久回荡。

近日，某工程兵大队四队新兵刚下

连，队长刘倚明、指导员胡金诚就带着他

们来到驻地烈士陵园，开展“祭扫烈士

墓、抒发报国志”活动。

“陵园不大，地处偏远，但这里一直

是我们连队的‘精神矿藏’。”胡金诚告诉

笔者，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连队的第一

批建设者中，先后有 15 人为国防工程建

设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们长

眠于此，每逢清明节、烈士纪念日、新兵

下连，连队都会组织官兵到烈士陵园祭

扫追思。

“先辈们睡帐篷打地铺，施工全靠

肩扛人背。烈士曾世全入伍不到一个

月就参加大项施工任务，牺牲时年仅 19

岁……”宣誓结束后，指导员胡金诚随

即展开了一堂思想教育课，讲述连队艰

苦卓绝的创业历程和先辈们筚路蓝缕

的奋斗故事。

队伍里，大学生士兵覃广培听得格

外认真。在祭扫烈士墓时,他被墓碑上

的 铭 文 所 吸 引 ：“ 黄 九 荣 烈 士 ，1942—

1964，中国共产党党员，1964 年 10 月 21

日为国防建设光荣牺牲。”22 岁，是黄九

荣烈士牺牲时的年纪，这让覃广培想起

自己刚刚过去的 22 岁生日。那天，班长

特地给他订了一个蛋糕。“听指导员说，

黑面馒头已经是那个时代工程兵们最好

的伙食了，烈士牺牲前应该连蛋糕都没

有尝过吧。”想到这里，覃广培眼眶湿润，

他轻抚墓碑，内心充满羞愧。

刚到连队时，面对大山里的艰苦生

活，覃广培总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活动结束回到连队后，覃广培像变了个

人，他在笔记本里郑重地写下：“我要像

先辈们一样，把青春奉献给这座大山，以

苦为乐，以队为家……”

和覃广培一样受到“精神矿藏”滋养

的还有排长马兆乾。他曾在驻澳门部队

服役，军校毕业后便来到了这里。从繁

华之地到寂寞深山，马兆乾也曾一度情

绪低落。胡金诚察觉后并没有多说什

么，而是交给马兆乾一项任务——帮助

烈士寻亲。

“当年参加国防施工的部队有好几

批次，此后经历调整改革，建制都打乱

了，不少烈士的信息很难核实。帮烈士

找到亲人，是咱们部队官兵一直以来的

心愿。”听完指导员的话，马兆乾感到一

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他立即行

动起来。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马兆乾和战友

先后为 3 名烈士找到了亲人。寻亲过程

中，工程兵前辈战天斗地的英勇事迹就

像养分沁入了他的内心，让他更加懂得

坚守与拼搏的意义。不久前，该队展开

某施工任务，面对装备新、任务重、时间

紧等考验，马兆乾带领全排昼夜奋战，圆

满完成对某设施的升级改造。

大山深处的“精神矿藏”
■谷永敏 刘 先

“指导员，谢谢您让我感受到了自

己在连队的重要，我干工作的劲头更足

了。”上周五晚饭后，上等兵小郭找到我

吐露心声，看着他脸上洋溢的笑容，我

的心情也舒畅了许多。

战士为何找我致谢，这事还要从一

周前说起。

下连之初，小郭由于体型偏胖，引

体向上一直是他的“老大难”。但平时

生 活 中 ，他 又 有 点 管 不 住 嘴 ，爱 吃 零

食。一周前，连队组织体能考核，成绩

出炉，他的名字出现在了全连末尾。看

着垫底的成绩，我气不打一处来，当众

批评了他：“平时你管不住自己的嘴，训

练时你咋能迈开腿？我看你能合格才

是偶然，不合格是必然！”

没想到，那次批评后，小郭像遭遇

了重击，整个人像霜打的茄子。经过一

番调查，我才了解到，那次点名后，班里

的同志也以小郭成绩垫底、拖了全班后

腿为由轮番对小郭进行埋怨……

得知实情，我懊悔不已，深切感到

因为自己的不当言行伤了一名战士的

自尊心和进取心。

第二天，我在操场上遇到正在跑步

的小郭。“作为指导员，我先给你道个

歉，不该那样批评你；再代表班里同志

给你道个歉，更不应该那样说你。”看我

一脸坦诚，小郭有些手足无措，忙解释

说，“指导员，别别别，都是我不好，自控

力太差，让大家失望了。”

“你 看 你 ，虽 然 体 能 弱 了 点 ，但 还

是有许多闪光点和长处的，楼道内的

墙画是你的杰作，营区文化氛围营造

你 也 出 力 很 多 ，你 是 连 队 的 重 要 一

员。”听我这么一说，小郭眼睛一亮，心

结也解开了。

那两天，情绪有点反常的下士小徐也

进入了我的视线。小徐平时机灵活泼、踏

实肯干，经常受到表扬，这又是咋了？

“好心提了几次建议，指导员光嘴

上说好，就没下文了，以后再也不提建

议了，反正自己在这里人微言轻……”

第二天中午，我路过三楼宿舍，隐约听

到小徐正向班长倾诉自己的苦衷。

我才想起前几天小徐找到我，提了

一条关于让高学历战士参与连队教育、

提升连队教育质效的建议。我听后拍

手称赞，并表示马上采纳。后来，因为

事务繁忙加之参加上级组织的培训，一

时间我便把这个好建议忘得一干二净。

深夜，我躺在床上，分析这两名同

志的情绪变化和近期的表现，觉得自己

确实需要深刻反思。我感到，这两件事

有一个共性特点，就是没有让战士感到

自己在这个集体里的重要性。

接下来，我借助连队组织自主教育

的时机，以“我对连队有多重要”为题，

给大家上了一堂课。课上，大家畅所欲

言，进行热烈的讨论，逐渐达成共识：作

为连队的一员，每名战士都很重要，或

许作出的贡献有大小，但无不是为集体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课后，我开始想尽办法使每名战士

都认识到自己对连队的重要性，充分调

动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现在，大家

脸上洋溢着自信，连队建设发展也跟着

“水涨船高”。

让每名战士都能感到自己的重要
■新疆喀什军分区某营三连指导员 胡 铮

带 兵 人 手 记

左图：7 月初，第 80 集团

军某旅在野外驻训场组织“奋

进新时代、强军新征程”主题

歌 咏 比 赛 ，激 励 官 兵 练 兵 备

战，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李 鑫摄

下图：今年是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1 周年，武警第一机动

总队某支队开展“我与党旗合

张影”活动，坚定听党话跟党走

的政治信仰。

何小根摄

Mark军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