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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7日，陆军某旅理论骨干主持分组学习讨论，引导官兵加深对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理解感悟。 赵梦琳摄

3月，经中央军委批准，新制定
的《军士职业发展管理暂行规定》发
布施行，明确规定义务兵服现役满
一年，具备《军士暂行条例》规定的
军士基本条件，且符合有关条件的，
可以提前参加军士选改。今年军士
选改工作启动后，依照相关政策，经

过严格考核和一系列选拔程序后，
一批列兵提前晋升为中士。入伍以
来，他们在火热军营壮筋骨、长才
干，不断坚定扎根部队、矢志强军的
信念，快速实现了从“尽义务”到“履
职责”的精彩转身。

——编 者

中 士 ，请 入 列 ！
——聆听4名从列兵提前晋升中士的士兵成长故事

《军队基层建设纲要》明确，“党委

机关应当坚持依靠基层、相信基层、尊

重基层、理解基层”“党委机关应当结

合实际搞好基层建设分类指导，把领

导、指导和帮建的着力点放在提高基

层自建能力上”。尊重基层，首先应充

分尊重基层的工作安排权，让官兵在

基层建设中唱主角、当主人。东部战

区空军雷达某旅党委机关，从下达任

务、指导工作等环节入手，让基层充分

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提升

自建能力。

东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积极提高自建能力——

多一点“留白”，多一些活力
■史贺锋 许 翔 程海南

“亚军，贾华鑫！”

11 月 4 日，我从列兵晋升中士的第

65 天 。 在 旅 队 组 织 的 军 事 体 育 比 武

中，我拼尽全力夺得军士组 200 米短跑

亚军。听到旅长喊出我名字的那一刻，

我满怀激动走向领奖台。

当兵，是我儿时的梦想。曾在新疆

戍守边防的表哥，让我看到军人真实的

英武、干练的模样。去年 9 月，大学毕

业后我报名应征入伍，成为第 80 集团

军某特战旅一名新兵。

“28 人次荣立一等功，许多官兵曾

在国内外比武赛场上摘金夺银……”新

训场上，聆听指导员的介绍，我在心里

立下誓言，一定要在这里创造属于自己

的荣誉。

训练次数翻倍、时长翻倍、负重翻

倍……一次次自我加压，让我的手肘红

肿、小腿抽筋，可无法消磨我苦练的念

头。新训结业考核，各项成绩全优，我

成为同年兵中的佼佼者。

然而，刚下连我就遇到“对手”——

比我小两岁的班长丁利猛。听说班里

来了一名“全优新兵”，丁班长“谦虚”地

说：“有时间咱俩切磋切磋。”

这位年轻的老班长，用实力给我

“上了一课”。手榴弹投掷，助跑后我扔

到 60 米，他轻轻松松扔到 65 米；攀登课

目，我爬粗绳到顶需要 15 秒，他爬细绳

只需要 10 秒；只有 5 公里武装越野的成

绩我比他稍快些，但他仅用两周时间反

超我……

连受打击，我在训练场上有些发

蔫。连长看出我的异样，语重心长地

说：“特种兵的荣誉永远只属于昨天。

学 会 适 时‘ 归 零 ’，才 能 站 在 新 的 起

点。”

重新站上训练场，我抱着“归零”心

态，把每一次失败当成经验积累，把每

一次成功视为新的起点。在连队组织

的专业比武考核中，我取得多项课目第

一。

“表现不错！”前不久，我经过选拔考

核换上了中士军衔，丁班长向我祝贺。

“班长，年底的建制连队比武考核，

我一定不会输给你！”这一次，我给丁班

长下了“战书”。

（整理：冯 琪、赵常勇）

重新归零再冲锋
■第 80 集团军某特战旅武装侦察连中士 贾华鑫

“连长，我把总评第一的证书带回

来了！”

今年 2 月，我代表旅队参加集团军

卫星装备操作集训。作为唯一一名列

兵选手，我在与许多军士的较量中脱颖

而出。载誉归来，连队为我举行欢迎仪

式。

“‘ 钉 子 ’打 败 了 那 么 多 老 兵 ，真

给 咱 们 长 脸 ！”战 友 们 纷 纷 向 我 表 示

祝贺。

平日里，战友们喜欢叫我“钉子”，

不仅因为我姓“丁”，还因为我经常加训

加练，像钉子一样“钉”在训练场。

大学毕业季，我被征兵视频中展现

的献身国防的精彩人生所吸引，抱着

“当兵后悔两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的

想法，报名应征入伍。

在新兵连，面对总叠不好的被子和

操场上跑不完的圈，我心生焦虑。

“只要肯吃苦过了体能关，之后的

专业训练有你大展拳脚的时候。”新训

班长的鼓励，给了我信心。每天比别人

多练几个课目，每个课目坚持多练几

遍，每次训练逼自己再快几秒……把自

己“钉”在训练场，新训结束时，我的基

础课目均达到优秀。

下连后，我来到专业种类较多的

指挥通信连。“打牢专业基础，才能适

应 岗 位 需 求 。”听 了 连 长 的 话 ，我 又

“ 钻 ”进 专 业 训 练 中 。 线 头 接 续 如 何

更 结 实 、线 扎 收 放 如 何 更 顺 畅 、攀 登

固定如何更迅速……我琢磨出很多操

作技巧，不到半个月就能独立完成通

信组网。

不久后，连长找到我，打算让我接

替空缺的卫星操作手岗位。得知这个

消息，不仅是我，连队很多人都十分惊

讶。卫星通信日常需要全时值守，战时

需要灵活处置特情、快速进行组网，把

这份重担交给一个列兵，行吗？

“这个岗位技术难度大，能胜任的

不多。你学历高，又能吃苦、肯钻研，想

不想挑战一下？”

连长一番话，激起我的斗志。钻研

理论、学习技术、苦练操作，我以总评第

一的成绩完成集训考核。集训归来，我

被任命为连队卫星通信值班员，多次参

加上级应急通联演练。

经过选拔考核，我戴上了“沉甸甸”

的中士军衔。此时此刻，我内心无比清

醒：“只要保持钉钉子那股劲儿，干一行

爱一行钻一行，一定能收获精彩的军旅

人生。”

（整理：牛伟萌、郭鹏程）

肯钻肯学当钉子
■第 73 集团军某旅指挥通信连中士 丁 阔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

誓……”高原驻训，抬头凝望湛蓝纯净

的天空，我的脑海里不禁浮现出 1 个多

月前授衔时的场景。

那天，秋阳灿烂，照在身上暖暖的，

有种被幸福笼罩的感觉。连长笑容满

面，为我换上中士肩章：“二次入伍，从

列兵晋升中士，你在咱们单位可是头一

个。部队是个好地方，相信你能干出名

堂！”

连长的话说到了我的心坎里。大

学毕业后，我两次入伍。如果说第一次

入 伍 是 向 往 ，第 二 次 入 伍 完 全 是 因 热

爱，对军营这片热土深沉的爱。

爷爷是一名老兵。他驾驶战车驰

骋沙场的军旅往事，他的胳膊上那块自

认为是“勋章”的伤疤，都让我萌生了做

一名“军营男子汉”的想法。

然 而 ，我 的 入 伍 之 路 一 波 三 折 。

大 二 、大 三 时 ，我 连 续 两 年 应 征 报 名 ，

却 因 体 检 不 合 格 、名 额 有 限 等 原 因 与

军 营 擦 肩 而 过 。 2018 年 大 学 毕 业 后 ，

再次报名应征的我终于成为一名火箭

军战士。

穿上梦寐以求的军装是幸福的，新

兵蜕变的过程则是痛苦的。我的体能

素质一般，要想不掉队，只能利用休息

时间加练。每当快撑不下去的时候，我

都咬牙告诉自己：“你是来部队当男子

汉的，再坚持一下，别轻言放弃……”下

连时，军事素质明显提升的我留在新兵

连，第二年成为副班长，单独组织新兵

训练。

两年的军旅生涯转瞬即逝。进退

走留之际，连长劝我留队，但因家中突

生变故，我无奈提交了退伍申请。

泪 别 军 装 ，泪 别 战 友 ，我 回 到 家

乡。处理完家中事务，我找了份工作。

每天，我依然会在 6 点 05 分准时醒来，把

被子叠成豆腐块，习惯把所有物品摆成

一 条 线 。 那 段 日 子 ，我 一 直 睡 得 不 踏

实。可能是因为听不到熄灯号声，听不

到战友的呼噜声，更没有训练一天腰酸

背痛后躺在床上的幸福感。我发现，自

己更习惯军营的生活，更习惯军人的身

份，甚至比刚退伍时更想念部队、想念

战友。

2021 年，家中境况好转。我再次报

名应征入伍。虽然没能重回老部队，但

能成为空降兵的一员，还是让我兴奋不

已。

这一次，我来到光荣的上甘岭英雄

部队。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比第一次当

兵 时 做 得 更 好 ，训 练 场 上 要 对 自 己 更

“狠”。在同年兵中，我率先完成示范跳

伞，被评为伞训标兵，带着一枚金闪闪

的跳伞纪念章来到新连队。

下 连 后 ，本 是 高 炮 专 业 操 作 手 的

我 ，被 连 队 推 荐 参 加 卫 勤 培 训 。 培 训

中，我对保障岗位有了新的认识：只要

心系战场，平凡岗位也能创造精彩。

我重新校正了军旅方向。结业考

核，我以优异成绩通过卫生员资格技能

鉴定。前不久，我作为卫生员随队参加

演习。炮火硝烟中对“伤员”进行施救、

转移，帮助军医进行分类诊断，一种不同

以往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得知出台列兵提前晋升军士的政

策 后 ，我 郑 重 地 向 连 队 党 支 部 提 出 申

请。经过层层选拔和考核，我终于如愿

佩戴上中士军衔。

从 火 箭 军 到 空 降 兵 ，变 换 的 是 兵

种 和 驻 地 ，不 变 的 是 我 对 军 营 这 片 热

土 的 热 爱 。 我 的 军 旅 奋 斗 路 ，才 刚 刚

开始。

（整理：朱海涛、云伟亚）

二次入伍终圆梦
■空降兵某部高炮连中士 邵秋阳

如果没有当兵，我现在应该是一名

体育老师。我所学专业是体育教育，在

新疆伊犁师范大学就读期间考取了高

级中学教师资格证。

大学毕业后，我报名参军入伍。影

响我改变人生轨迹的，是大三暑假实习

时遇到的一名羽毛球教练，他曾在新疆

某边防连戍边 16 年。

“在高原当兵，脸上黑、心里甜，一

辈子都光荣，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

会 。”教 练 有 时 会 和 我 们 聊 起 戍 边 经

历。巡逻途中掉进雪窝子的危险、“吃

一顿煮熟的大米饭就很满足”的艰辛，

在他的嘴里云淡风轻，不由令我心生向

往。

我从小身体素质不错，入伍后来到

天 山 脚 下 某 边 防 团 ，却 没 有 想 象 中 的

“如鱼得水”。2200 多米的海拔，让在学

校塑胶跑道上健步如飞的我，没跑几步

就气喘吁吁。巨大的心理落差，让我一

度怀疑自己的选择。

有 一 次 ，新 兵 连 进 行“ 信 任 背 摔 ”

训 练 。 我 一 时 走 神 ，导 致 战 友 小 吴 狠

狠 摔 在 地 上 。 班 长 快 步 向 我 走 来 ，我

以 为 他 会 数 落 我 ，他 却 只 是 把 我 叫 到

一旁。

“你看那山，是不是离我们很近？”

“嗯，看着是挺近的。”

“ 望 山 跑 死 马 ，其 实 它 离 我 们 很

远。想到山脚下，要走很长的路。你想

一想，自己走出真正的第一步了吗？”

那一刻，我豁然开朗。自此，操场

上多了一个伴朝霞而出、伴星星而归的

身影。带着“优秀新兵”的荣誉证书，下

连后我来到团里的“红军连”。

在连队荣誉室，我看到一把锈迹斑

斑的菜刀。“三顶帐篷，一口锅、一把菜

刀、一把勺，就是红石山哨所初建时的

全部家当。上士梁加庆为了让战友能

吃上一顿青菜，两天一夜步行往返 160

多 公 里 去 镇 里 买 菜 ……”指 导 员 的 讲

述，让我萌生了上哨所的想法。

我成为同年兵里第一个主动申请

到 边 防 哨 所 的 人 。 第 一 次 参 加 巡 逻 ，

每人负重近 15 公斤的物资，途中翻越 7

座 黑 戈 壁 山 。 20 公 里 巡 逻 路 ，回 到 哨

所时已太阳落山。看到脚底几个红色

的 血 泡 和 脚 后 跟 渗 出 的 鲜 血 ，我 心 中

莫 名 升 起 一 股 骄 傲 ，感 觉 身 上 开 始 刻

下军人的印记。

4 个月里，我参加巡逻 80 余次，穿坏

4 双 靴 子 。 每 一 次 巡 逻 我 都 认 真 做 记

录。我暗下决心，要像熟悉自己身体一

样熟悉巡逻路上的一草一木。

今年 8 月初，我第二次向连队党支

部提交留哨申请。不久后，我接到指导

员的电话，问我要不要转改士官，并给

我详细讲解相关政策。

“今年团里只有一个名额。因为你

能吃苦、表现好，在符合条件的人里得

票数最高，连里决定推荐你。”指导员对

我说。

说实话，我当时有些进退两难。入

伍 前 ，我 跟 父 母 说 好 来 当 两 年 兵 。 那

晚，跟父亲视频通话，看到他眼角的皱

纹，作为家中独子，我心中有了深深的

愧疚。

“ 留 下 吧 ，人 家 看 重 咱 ，是 看 得 起

咱。留下就好好干，别给家里丢脸。”父

亲身后的墙上，贴着好几张奖状，是我

入伍后寄给家里的，如今成为父母最珍

视的宝贝。

从列兵晋升为中士后，我感觉肩上

多了一份责任，有了新的目标。“告别了

城市的喧嚣，来到了祖国的边疆……”

哨所官兵的歌声，又一次在清晨的黑戈

壁响起，我的歌声愈发响亮。

太 阳 出 来 了 ，阳 光 照 在 哨 所 大 门

上，22 个字的连魂熠熠生辉——

“为人民保边疆甘受苦中苦，心向

党献青春亦觉甜中甜”。

（整理：王梦缘、黄家茗）

边防虽苦亦觉甜
■新疆军区某边防团支援保障营中士 吕世宽

军媒视窗

11月 2日

“连队制定的工作方案应更加贴合

自身实际，而不是照搬机关要求。”10月

11 日，该旅机关工作组到某雷达站检

查指导，发现该站一项安全活动方案与

机关方案相似度较高。

对于工作组指出的问题，该站指

导员张中华有自己的苦衷：“机关方案

对活动的组织实施、方法步骤都规定

得比较细，我们只能严格对照执行。”

机关“事无巨细”，基层“亦步亦

趋”。看似抓到了末端，但也无形中束

缚了基层自主开展工作的手脚。工作

组在后续检查中，围绕类似问题在多

个基层单位开展了座谈调研。

在某海岛雷达站，指导员钟伟仁

将 近 期 机 关 下 发 的《教 育 任 务 通 知

书》和 参 加 上 级 授 课 情 况 进 行 了 汇

总，每月机关规定的教育内容均在 10

课 以 上 ，连 队 自 主 开 展 的 教 育 距 离

40%要求还有一定差距。此外，查看

部分基层单位支委会会议记录时，传

达上级通知比重较大，但对本单位情

况研究部署不够透彻的问题也有一

定普遍性。

该旅基层单位独立驻防，且大多

属于小散远单位，机关在抓建中既存

在“放心不下”的忧虑，同时也容易引

发“越俎代庖”的问题。

“机关抓建基层应‘到位’而不‘越

位’，否则可能导致基层主体地位的

‘缺位’。”在抓基层领导小组会上，旅

领导深入听取机关、基层意见，围绕基

层单位被动落实多、主动作为少的问

题进行研究探讨。

由于各基层单位担负任务、驻地

情况均存在一定差异，面对的矛盾问

题也不尽相同。机关在抓共性问题

的同时，如何给基层足够空间化解个

性问题，是推动基层建设水平提升的

关键。

该旅针对自身特点，对各级工作

权责进行细化梳理，保证基层在开展

工作中的自主空间和主体地位。在谋

划开展重点工作中，充分征求基层意

见建议，对各项“规定动作”严格把关，

防止“一刀切”制约基层活力。同时，

结合落实“双帮双到”工作机制，广泛

了解基层单位矛盾困难，挂钩领导协

同业务科室共同研究解决，推动帮带

基层由“标配”向“定制”转变。

基 层 唱“主 角 ”，官 兵 站“C 位 ”。

机关抓建中的新理念和新举措，进一

步释放了基层的能动性和创造力。前

不久，在该旅组织的“成功一例、管用

一招、精品一课”等“三个一”特色活动

中，一批来自基层一线的鲜活做法和

实践经验让人眼前一亮，基层活力得

到进一步释放。

指导工作不越位

9 月 26 日，笔者在东部战区空军

雷达某旅近期下发的文件中发现，“立

即”“迅速”等曾经的“高频词”明显减

少，各项重点工作均分阶段、分类别合

理有序部署。

这些变化，源于旅党委机关的前

期调研：机关任务安排过多，某雷达站

计划每月开展的“阵地故事会”，几次

挂了空挡；技术保障队原定上半年组

织各专业骨干到厂家跟班见学，一直

没有腾出时间落实……类似情况在其

他基层单位也不同程度存在，引起旅

党委的关注。

为何机关下达的指令性任务普遍

能按时完成，但基层单位自主安排的

工作计划，却没能落实？

某雷达站站长宛亚宁认为，机关

对工作安排的“满”和“赶”，一定程度

上 导 致 基 层 在 落 实 中 产 生“ 忙 ”和

“乱”，尤其是文电中动辄提出“立即”

“迅速”等时限要求。“作为主官虽然也

想‘ 弹 好 钢 琴 ’，但 着 实 有 些‘ 吃 不

消’。”他无奈地说。

据 统 计 ，该 旅 机 关 各 部 门 要 求

“立即传达”的文件月均在 2 份以上，

还有不少“迅速开展”“本月完成”以

及“立即上报”等指令性任务。个别

单位为了在限定时间内完成任务，存

在应付式、交差式做法，导致落实效

果打了折扣。

指令性工作“扎堆”带来的问题并

不只此。雷达部队驻地分散、独立驻

防，基层单位立足自身开展的工作往

往针对性、实效性更强。“想干没工夫

干”的矛盾，对提高基层自建能力十分

不利。

“把任务完成时限尽量往前赶，

有利于提高时效性，但如果超出基层

负荷，则会适得其反。”该旅对照空军

《关于进一步解决“五多”问题的若干

措施》，进行检视反思和集中会诊，明

确限定时间内安排指令性任务不得

过多过满，不得随意提出“立即”“迅

速”等要求，通过加强横向协调、搞好

纵 向 对 接 ，下 足“ 统 ”的 功 夫 ，落 细

“分”的工作。

机关在下达文件通知时，注重区分

缓急、统好节奏、形成长效，确需第一时

间传达和落实的，经旅领导审定、牵头

部门备案后下发基层，确保不层层加

码。每月首长办公会，各部门对本月重

点工作进行集中梳理，逐条逐项做好关

闸限流，避免“各自为战”“单打独斗”等

问题。在拟制文件中，注重对“指令性

要求”和“指导性意见”进行细化区分，

不搞“一锅煮”式安排任务，释放基层单

位自主开展工作的空间和动能。

任务不“扎堆”，基层少忙乱。前

不久，笔者再次来到该雷达站，看到贴

在墙上的月工作进度表中，该站自主

安排的工作也在按计划有条不紊开

展。“如今机关指令性任务安排更合

理，我们疲于应付的事情少了，主动作

为的空间更大了。”宛亚宁高兴地说。

下达任务不扎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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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丁阔演示卫星装备操

作步骤。 杨 琪摄

图④：贾 华 鑫 进 行 战 术 训

练。 张年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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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吕世宽参加翻轮胎课

目比赛。 石贤博摄

图②：邵秋阳进行战场救护

训练。 周章凡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