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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望镜

在第 72 集团军某旅合成四营食堂

门厅入口处，摆放着一个红色箱子，正

面喷绘着“建言箱”三个大字。说起这

个“建言箱”，该营教导员李星很是感

慨：“让这个箱子真正助力单位建设，我

们经历了一番波折。”

最开始，四营设置的是“意见箱”，

摆放在事务公开栏旁边、食堂门口等显

而易见的地方，希望借此收集官兵们对

营连工作的意见。然而，每周打开“意

见箱”，他们发现里面都是干干净净的。

官兵们总是私底下抱怨吐槽，为什

么现在有了反映渠道却不用呢？经过

开会讨论，营党委将原因归咎于“意见

箱”的位置太过显眼了。官兵们可能担

心提意见时会被看到，给自己“捅娄子”

“找麻烦”，所以一个个默不作声。很

快，他们就将“意见箱”调整到了水房、

走廊等处角落里，原以为这招会奏效，

没想到只有零星几条意见。

按理说，官兵们都对营里工作没有

意见，营主官应该很安心，但李星却很

着急：“意见箱”里没有意见，并不代表

单位建设真不存在问题了，而是官兵们

看在眼里却不愿说。长此以往，有些小

问题，如果营连干部注意不到，就可能

变成大问题，乃至成为顽症痼疾。

为了找出官兵们不愿说的原因，李

星和其他营干部利用深入班排的机会，进

行了一番调查了解，听到了一些真实的声

音：有的认为“提意见”就是“说问题”，就

是给单位挑刺，担心自己被当作“刺头

兵”；有的说一看到“意见箱”三个字就打

心里抵触，不想参与；有的认为“意见箱”

不过是个形式，官兵们提出的意见不见得

会引起营党委的重视；还有的觉得不应该

只反映问题，还应该集思广益，征集有利

于营连建设的好建议……

“其实，真正的问题是，在我们心

里，‘意见箱’的位置在哪里。”李星说，

官兵们的担心给他们提了醒，并反思自

己是否真心实意想听到反映问题的声

音，能否正确对待官兵们反映的问题以

及反映问题的官兵。

随后，该营党委再次就“意见箱”的

问题进行了开会讨论。他们充分考虑

官兵们的顾虑，将“意见箱”更名为“建

言箱”，并摆回显眼的位置。与此同时，

他们采取“实名点赞、匿名吐槽”的方

式，每周汇总官兵建议，公示在信息发

布窗，并对大家反映的问题、提出的意

见 及 时 反 馈 ，每 月 还 会 评 选“ 金 点 子

奖”，激励官兵积极建言献策，提高单位

建设水平。

“意见箱”更名为“建言箱”，官兵们

参与的积极性显著增强。去年底一次

射击考核结束后，有位战士向“建言箱”

投了一份建议：可以将射击场旁边的废

弃小屋改造成储藏室，存放靶标、靶纸

等物资，减少每次射击训练都要携带的

麻烦。收到建议后，营里派人进行实地

考察和可行性论证后，采纳了这名战士

的建议，并与机关协调，最终将其改造

成射击训练保障室。

“看似简单的名称之变，实际是营

党委的工作思路之变、官兵们的观念之

变。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官兵

们都能主动参与到基层建设中。”李星

说，他们接下来将继续围绕“建言箱”的

作用发挥，把群策群力解难题这件事抓

到底，抓出更大成效。

从
﹃
意
见
箱
﹄
到
﹃
建
言
箱
﹄—

名
称
之
变
激
发
参
与
热
情

■
张

勇

刘

煜

张

朋

多加糖的
热姜汤

上等兵顾铭杰刚下连时，“水土不

服”。长在鱼米之乡，又是家里独子，他

哪吃过这样的苦：工作训练忙累不说，

海岛上还有无尽的大风、烈日以及遍地

的蛇虫……

平日，训练的累、环境的苦，顾铭杰

咬咬牙还能忍，可去年 3 月一个周末，

家人来电告诉他：从小带他的奶奶病得

厉害，还老念叨他的名字，这让顾铭杰

担忧不已，情绪随之出现低落。

张 昌 琼 最 先 发 现 了 顾 铭 杰 的 异

样。那天，班排战士到炊事班帮厨，以

往干活积极利索的顾铭杰却耷拉着脸，

把菜切得七零八落。耳尖的张昌琼还

听到，他和同年兵小何聊天时埋怨生活

苦，还悄声探讨“怎么才能溜回家”。

当时正值南方梅雨季，战士们每次

训练后身上总是半湿不干的，为此，炊

事班每天都准备了热姜汤。

这天，顾铭杰喝着热乎乎的姜汤，

感觉身上的疲惫减轻了不少。几名战

友陆续起身加糖，看到这里，他心中很

是疑惑：这姜汤不是挺甜的吗？然而一

连几天都是如此，他更加困惑了：难道

是自己口味变淡了？等尝了一口战友

碗里的姜汤，他才发现，自己这一碗明

显要比别人的甜不少。

“班长每天都特意在你碗里多放了

点糖。”在炊事班工作的小何揭开了谜底，

“生活不是挺苦吗，加点糖不就甜了？”

原来，听到他俩的对话后，张昌琼

特地找到几名战士了解了顾铭杰的情

况，随后便有了这碗甜姜汤。

听罢，顾铭杰既尴尬又感动。那天

傍晚，他主动找到张昌琼，两人在海边

散步，聊了很久。再后来，大家发觉小

顾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去年 9 月，连队

调整岗位，顾铭杰主动找到连长，申请

加入炊事班。

不重样的
病号饭

列兵李鑫说，张昌琼的一碗清汤

面，暖到了他的心里。

清汤底，龙须面，一个荷包蛋，几根

青菜，然而等李鑫描述完，笔者却有些

不解：这碗面暖在哪？

去年底一次午饭前点名时，连长提

醒大家近期冷空气来袭，要注意保暖添

衣。而此时的队伍中，李鑫穿着短裤，

被风吹得直发抖。这让张昌琼忍不住

多看了几眼。

原来，这天连队组织工程自建，李鑫

在干活时一个趔趄磕在大石板上，膝盖

顿时被撕开了一个口子。为了避免摩擦

伤口，他按照军医的嘱咐穿了短裤。

得知李鑫受伤的情况后，张昌琼就

在心里琢磨：平时为了照顾大多数人的

口味，连队饭菜偏重口，但辣椒、生姜、

蒜等刺激性食物不利于伤口愈合，还会

加重炎症……

这天晚饭，摆在李鑫面前的，是张

昌琼单独准备的一碗清汤面。“趁热吃，

这是特意为你做的病号饭。”张昌琼一

边说着，一边嘱咐他饮食要忌口。怕他

只吃面没胃口，张昌琼后来还变着法把

汤底换成鱼汤、鸡汤、排骨汤。

这份“突然”的关心，让还在适应连

队生活的李鑫感动不已。“张班长接连给

我开小灶，让我感受到了家人般的关

心。”李鑫说，从那时开始，他才真正把连

队当成家。

一周以后，伤口痊愈重回训练场，

李鑫恨不得把攒了这么多天的劲一股

脑释放出来，他的训练成绩很快有了喜

人进步。

“变”出来的
生日蛋糕

下士陈祥龙的手机里保存着一张

生日蛋糕的照片：面包胚，刮得不太整

齐的奶油，点缀着葡萄、橙子、番石榴等

水果。乍一看，蛋糕的卖相实在一般，

但陈祥龙说，这是他长这么大吃过的最

好吃的生日蛋糕。

去年夏天，因为台风，海岛上客船

停航，这可愁坏了陈祥龙班里的战友。

马上就是陈祥龙的生日了，大家都想给

他留下难忘回忆。可事先订好的蛋糕

送不上来，岛上又没有卖蛋糕的地方。

这可怎么办？战友们思来想去，准备自

掏腰包买点海鲜，再请炊事班煮碗长寿

面、烧两个菜，就算给他庆祝了。

当他们把这个计划告诉张昌琼后，

张昌琼没吭声，心里有了另外一个主

意：早上做面包用的面粉、奶油、黄油都

是现成的，这不就是做蛋糕的材料吗？

他又从市场买来水果，在网上找了教学

视频，猫在操作间里“攻关”。

“祝你生日快乐！”这天晚上，战友

们为陈祥龙唱起了生日歌，张昌琼则悄

悄端来了特别准备的生日蛋糕。陈祥

龙看到后一愣，随即笑得合不拢嘴，还

转过身抹了抹眼角。

“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准备了这个

惊喜，生日蛋糕就像突然变出来的。”陈

祥龙说，没想到张班长会把自己的小事

这么放在心上。

在吹蜡烛许愿后，陈祥龙还大声说出

自己的心声：“希望连队这个温馨的大家

庭越来越好！”

图标绘制：吴奕照

炊事班长二三事
■曾梓煌 黄 锐

前段时间到陆军某海防旅某
海防连采访调研，笔者和年轻战士
聊天时，偶然间听到了关于一级上
士、炊事班班长张昌琼的几件暖心
事。在战士们口中，张昌琼是一个

“细微之处见真情”的老班长。于
旁人看来，他做的事可能无足轻
重，但对这些年轻战士来说却记忆
尤深、倍感温暖。一名上等兵说：

“能遇到张班长，我很幸运。”笔者
听来很受触动，想把这些温暖的小
故事分享给大家。

身边的感动

对张昌琼的初识，缘于一次到这个

海防连检查工作，我吃了他做的包子。

皮松软、馅鲜美，毫不夸张地说，那是我

吃过最好吃的包子。桌上其他饭菜也

很美味可口。当时我就想：这个连队的

炊事班班长有两把刷子，这个连队的官

兵有口福。

又一次到这里检查，我见到了张昌

琼的“真容”——黑脸剑眉，身材精壮，

眉头紧锁成“川”字，领章上挂着两道粗

拐。那会儿，张昌琼正因工作上的事批

评班里战士，语气十分严厉。我又想：

这个老班长，年轻战士们见了估计都得

发怵。

这次采访中，我和这个连的下士张

桃聊起了张昌琼。张桃曾是我带过的

新兵。我说起自己对张昌琼的印象，他

却说：“老指导员，不是你想的那样，我

们年轻战士都爱和‘老炊’一块儿玩。”

张昌琼是连队兵龄最长的军士、

“岗龄”最长的炊事班班长，年轻战士便

给他起了“老炊”这么个外号。

等到深入采访了张昌琼，我才知道

他是一位很细心的老班长、有耐心的带

兵人。

刚开始，张昌琼有些放不开，我便以

吃过他做的包子为由头引他开口。他顿

时来了劲，和面的温水要多少度、面粉和

温水比例是多少、发面揉面到哪个程度、

每个包子用多少克面团……他恨不得现

场拉开架势手把手教学。

“连队每名战士喜欢吃什么菜，没

人比我更清楚。”打开了话匣子的张昌

琼和我谈起自己的工作。问他怎么才

能抓住大家的“胃”，他说，新兵下连第

一天，他都会拿小本记下大家的籍贯、

问清他们的口味。

这个海防连的战士普遍爱吃辣，但

有的义务兵不大适应。每顿做几个辣

菜、辣椒放多少，把握好这个度对炊事

员来说并不容易。每天吃饭，张昌琼都

要到饭桌旁转转、到泔水桶边瞅瞅，问

问口味合不合、看看菜量够不够，这样

下一顿饭该咋做，心里就有数了。

上等兵顾铭杰被张昌琼一碗甜姜

汤打开心扉的故事还有后续。张昌琼

说，打那之后，他时常找小顾聊天、谈

心，帮他一点点解开心结。张昌琼专门

协调和顾铭杰站同一班夜哨，还带着他

训练，克服对 400 米障碍的心理恐惧。

等顾铭杰调到炊事班后，他又手把手教

他备菜、做菜。如今，顾铭杰已经顺利

“出师”，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粗粗算下来，帮助顾铭杰适应连

队生活，张昌琼前后花了近 9 个月时

间。聊天过程中，我发现他对年轻战士

都格外有耐心。问及原因，他回答说，

在他看来，这些年轻战士就像自己的亲

弟弟一样，“对自己的家人还能没耐心

吗？”

当时，一句话在我脑海里浮现：带

兵千万招，真情第一招。我们常说“以

情带兵”。什么是情？在我看来，是对

连队自发产生的真情、对身边战友自然

流露的亲情。感情越真实，兵心就越

暖；关系越紧密，官兵就越亲。

采访时，每个战士都能随口说出几

件“老炊”的暖心事。张昌琼的做法，并

非轰轰烈烈，却包含着涓滴细流的关心

和竭尽所能的帮助。

带兵人都想抓住战士们的心。怎

么做？无他，惟诚而已。带兵人把对

战士的关爱化作实实在在的具体行

动，才能让战士心无旁骛投身单位建

设，让连队、班排凝聚成心心相印、同

甘共苦、风雨同舟的战斗集体。

带 兵 千 万 招 ，真 情 第 一 招
■曾梓煌

采访手记

“小王，明天由你代理班长职务。”

前段时间，连里组织“一日班长”活

动，让年轻战士体验班长的工作日常。

接到代理班长的任务后，我相信

自己肯定能出色完成。在此之前，我

因为自己是大学生士兵，觉得班长的

工 作 难 度 不 大 ，不 过 是 传 传 话 、派 派

活、喊喊口令。

我上任后的第一项工作是安排 2

名战士出公差，参与卫生区大清扫。我

直接拿出提前准备好的公差派遣表，很

快就将任务分配完毕了。

然而，完成任务归来，战友小赵向

我报告，说一同出公差的小李发烧了。

其实小李早上就出现了低烧，但还是按

照我的安排，忍着不适出了公差。结果

任务完成后，人烧得更厉害了。

“王班长，以后安排公差最好事先

了解一下每名战士的情况……”小赵的

话让我很惭愧，因为自己考虑不周让战

友病情加重了。

此前，班长每次派公差时都会询问

一下大家的情况，我当时觉得班长的做

法是多此一举，现在自己经历过了，才明

白他的良苦用心。这给我的启发是，安

排公差勤务，既要做到公平，还要考虑随

时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

下午，连队组织队列会操。我们班

被选为示范班，连主官示意我带队进行

讲解示范。事前毫不了解情况的我只

得“赶鸭子上架”，努力回忆班长平时教

授的内容。但面对场下上百双眼睛，我

的大脑一片空白，连简单的口令下达和

基础动作要领讲解都磕磕巴巴。

“报告，请求接替指挥！”眼看我愈

发局促，班长及时出面解围。站在队

列里，听着班长流利下达口令，看他镇

定自若地指挥，我为自己此前对班长

工作的轻视感到很羞愧。当班长只需

一纸任命，但当好班长却要经过日复

一日的经验积累，凭借全面过硬的能

力素质立身。

也就是那一天，我才真正懂得组织

开展“一日班长”活动的真正用意。这两

年入伍的年轻战士，很多人和我一样对

班长工作存在误解，在工作理念、方法上

与班长骨干存在冲突，甚至有人不服从

管理。因此，连队希望通过这样的体验

活动，让战士们增强对班长工作的认识

与理解。

回顾代理班长的一天，虽然工作完

成得不尽如人意，但对我来说却是一次

宝贵的经历，让我理解了班长的不易，

也认清了自己的不足。今后，我会更加

积极配合班长工作。

（李永先、何 鑫整理）

那天，我理解了班长的不易
■第 80 集团军某旅上等兵 王光煜

营连日志

近日，第 78集团军某旅组织开展无人机侦察训练，提升作战能力。

上图：放飞无人机。

下图：无人机小组巡察战场环境。 宁春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