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4基层传真２０２１年３月５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张良

值班员讲评

短 评

不久前的一天上午，第 83集团军
某旅勤务保障营在旅里新建成的文
化广场召开表彰大会，为在各项工作
中表现突出的个人颁奖。

笔者发现，上台领奖的官兵除
了被上级表彰的先进个人，还有该营
评选的“学习之星”“保障能手”等。

这是为何？营长陈浩俊介绍说，
这样做就是要让大家明白，只要努
力付出、勤奋工作，就能得到组织的
肯定。

去年以来，该营各项建设成效明
显，取得了突出成绩。然而，受比例
限制，大多数官兵与表彰奖励无缘，
有的战士不免在训练中有些松劲。
一次议教会上，一名营党委委员将这
个问题提了出来。讨论中大家一致
感到，营队之所以有如此喜人的发展
势头，不仅仅是受上级表彰官兵的功
劳，更得益于全营每名官兵的辛勤付
出。只要在本职岗位尽职尽责，就是
在为强军事业做贡献，也都应该获得
认可、受到鼓励。

所以，为了进一步激发大家的
工作干劲，他们决定举办一场特殊
的颁奖仪式，开展一次群众性表彰：
采取自下而上的形式，由班排结合
年度工作表现为每名官兵画像，连

队党支部根据结果确定表彰对象，
由营党委统一召开表彰大会组织颁
奖。

修理二连中士刘振峰自学成才，
成为连队一名业余维修员。他经常
利用休息时间为连队维修营产营具、
更换水管灯泡，工作积极主动、尽心
尽责。去年因伤病影响，个人年度军
事训练成绩未达到优良，他最终无缘
“四有”优秀士兵，这让他情绪有些失
落。

这次结合营里组织群众性表
彰，修理二连配合开展“讲述奋斗
故事，分享最美瞬间”活动，连队主
官上台分享了刘振峰在凌晨下哨
后、冬夜寒风中为连队维修水电的
两个镜头，既感动了在场官兵，也
让刘振峰心里暖暖的：“真没想到
自己为连队做的一点小事，都被领
导记住、被组织肯定了。”最终，他
在群众性表彰活动中被评为“最佳
奉献个人”。
“你的努力，我们看得到。”该活

动开展以来，很多官兵都收获了一个
与自己年度工作表现最相匹配的奖
项。他们手捧鲜花、身披绶带的光荣
照被洗印成相片寄往各自家里，成为
做好新年度工作的无形鞭策。

你的努力，我们看得到

“李连长被通报了！”年初的一次交
班会上，北部战区陆军某旅机动通信营
一连连长李祥被点名批评，原因是连队
装备器材登记不规范。

这还得从机关那次督导检查说起。
一连有一台老式装备，由于列装时间较
长、平时训练使用频繁，造成装备标牌磨
损、出厂信息缺失，被装备检查工作组当
场指了出来。工作组要求连队马上联系
生产厂家核对，完成补充登记。

正在着急等待厂家回复的李连长
没有想到，上午刚送走装备检查工作
组，下午训练督导工作组就接踵而至。

查看连队训练开展情况后，工作组同样
对该装备登记信息提出质疑，并把问题
记录在案。
“在机关工作组下基层检查期间，机

动通信营一连由于装备器材登记不规
范，接连两次被通报批评。”旅交班会上
的消息，很快传到机动通信营一连，李连
长闻之倍感委屈。这也难怪，一天迎来
两个工作组，前后仅隔几小时，指出的问
题正在整改，又被通报。

月底的基层机关双向讲评会上，李
祥再次提及此事，引起大家热议。原
来，不少基层连队都有类似的经历：每
次上级机关工作组在基层查出问题后，
一般会隔天再次登门督导问效，弄得基
层手忙脚乱；有时，连队一连几天要迎
接不同的检查组，牵扯官兵不少精力；
遇到大项任务，机关各业务部门经常轮
番到基层突击检查……
“机关检查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帮带

基层，但过多过频就会干扰基层正常秩
序。”旅党委要求机关反思：新修订的
《军队基层建设纲要》写得很明白，“不
得 1个月内安排 2个以上工作组到同一
单位、就同一事项重复检查，不得在同
一训练周期对同一单位重复考核”，为
何不按要求去做？
“不能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

要’！”该旅党委对机关下基层检查调
研“约法三章”：确属必要的多项检查
必须合并进行，与战备训练结合不紧
的检查一律叫停，严禁以通报批评代
替指导帮带……

不必要的检查少了，基层官兵练
兵备战的精力更加集中，李连长的脸
上又泛起了笑容。因为，在机关科学
指导下，全连问题整改精准有效，用于
各课目的精训时间较以往同期增加了
20%，而且官兵的休息休整也得到了充
分保证。

同一个问题咋被两次通报批评
——北部战区陆军部队落实“十个不得”规定见闻⑥

■本报记者 宋子洵 特约记者 杨国军 通讯员 蔡婉芃

“依法抓建基层·一规一例”

★《军队基层建设纲要》规
定：不得1个月内安排2个以上

工作组到同一单位、就同一事

项重复检查，不得在同一训练

周期对同一单位重复考核。

值 班 员 ：武警新疆总队阿克苏

支队执勤十四中队排长 黄玺铭

讲评时间：2月24日

新兵下队已有半个月了，为使新
兵尽快熟悉工作，我们上周开始组织
岗前培训，安排老兵对新兵进行“一对
一”帮带。根据我的观察，大家整体表
现都很不错，但有个别老兵帮带新兵
不够耐心、方法不够灵活。

我发现，有的老兵只顾自己闷头
干，对一旁的新兵不管不问，一旦新兵
犯了错，便是一顿批评；有的对新兵提
出的问题解答不够耐心，常常用一句
“这你都不懂”打发他们……

同志们，本领不是与生俱来的，我
们每个人都是从不会到会，从生疏到
熟练。对于新兵来说，老兵就是他们
上岗前的“启蒙老师”，只有多一分耐
心与理解，心贴心交流、手把手帮带，
才能让他们不断拔节成长，早日成为
能够独当一面的尖兵。

（周益人、刘艺爽整理）

慎言“这你
都不懂”

营连日志

面对官兵们渴望受表扬的现实

思想和希望送喜报的内心呼声，第83

集团军某旅勤务保障营通过一场颁

奖仪式、一个视频电话，让问题迎刃

而解，方法虽然简单，却收效显著。

细细思量不难发现，该营办的两

件暖心事里，其实正蕴藏着开展好

思想政治工作的一把“金钥匙”：盯

着官兵活思想，把工作做到官兵心

坎上。正是因为把准了新时代官兵

“渴望尊重、渴望光荣”的内心世界，

才能对症下药，找到解决问题的正

确方法。

当然，把准官兵活思想，更离不

开带兵人开拓的思维和开放的思

路。勤务保障营党委没有像以往那

样，简单依靠传统的谈心疏导方法

去做立功受奖未如愿人员的思想工

作，而是创新载体和形式，把思想教

育融入具体活动中，取得了事半功

倍的效果，这一点尤其值得学习和

借鉴。

盯着活思想 做到心坎上
■第83集团军某旅政委 赵春森

“感谢指导员，您对我真是太用
心了，我一定在新的岗位上好好干！”
上周六晚上，挂断了与母亲、哥哥、指
导员的 4人视频群聊后，第 83集团军
某旅勤务保障营运输连下士张航瑞
感动不已，给指导员吴嘉浩发去了这
样一条微信。

张航瑞是一名运输车驾驶员，当
兵第 3年就达到驾驶单放技术水平，
去年年底因军事训练成绩全优获评
“四有”优秀士兵，并被连队任命为副
班长。刚刚结束的视频电话里，指导
员把他入伍以来尤其是去年的优异
表现进行了介绍，张航瑞的家人听后
脸上乐开了花。

这是该营开展“视频电话送喜
讯”活动的一幕。近期，该营的营连
主官分别与 2020 年度受到表彰的干
部、战士家人取得联系，通报表彰喜
讯，介绍工作表现，感谢支持理解。

原来，旅里电视台此前播放了
一则“各营指派专人到获得三等功
以上表彰奖励的官兵家中送喜报”
的新闻。大家看得羡慕不已，有的
战士感慨道：“要是荣获三等功以
下奖励的个人也有这样的待遇就
好了。”

呼声很快传到营领导的耳朵
里，并引起他们的思考：有什么办法
能满足大家的心愿，进一步激励官
兵崇尚荣誉？很快，营党委研究决
定：采取“视频电话送喜讯”的方式，
让每名受表彰的官兵家人都感受到

荣光。
“可别小看这样一个活动，它起

的作用大着呢。”教导员段松方没想
到，原本只是想回应一下官兵的呼
声，却收到了“1+N”的多重效果。

前不久，修理二连六班班长田
赛赛心情低落。因为他感到在父
亲眼里，自己一直是个长不大的孩
子，无论是当兵、转士官还是找对
象、谈恋爱，什么事都按照父母的
安排进行，这让他心里很不自在。
这不，最近因为一件小事，他跟家
人吵了一架。

连队主官了解情况后，正好趁着
送喜讯的时机，把田赛赛这些年的成
长进步、德才表现向他的父亲进行了
介绍，同时建议他父亲放手让儿子去
自由打拼、搏击风浪。听到连队领导
亲口夸赞儿子评上了“四有”优秀士
兵，成了优秀班长，带出了标兵班，田
赛赛的父亲既惊又喜：“看来以后真
要对他刮目相看了。”

不久后，田赛赛高兴地跑到指导
员房间汇报：“感谢连队，我爸爸开始
让我自己决定很多事情了。”

截至目前，“视频电话送喜讯”活
动效果还在持续发酵，有的军嫂更加
理解了丈夫在部队的辛苦与不易，对
丈夫的支持更多了；有的战士的弟弟
听到哥哥在部队表现这么出色，也立
志将来要当兵；而更多的是，那些“喜
讯”中的官兵，在新年度工作劲头更
足了、标准更高了……

你的表现，家人会知道

让每个兵都闪光
—来自第83集团军某旅勤务保障营的一组报道

■石良玉 本报特约通讯员 徐水桃

钻密林、穿峡谷、爬雪山、过沼泽、
蹚河流……尽管边防基础设施建设今
非昔比，戍边条件有了极大改善，但徒
步进出墨脱，仍是艰巨的挑战。“徒步巡
逻路，最难墨脱行。”据统计，西藏军区
某边防团先后有 30名官兵倒在了这条
路上。

2 月初，该团嘎布杰边防连官兵
展开冬季武装巡逻，每人携枪带弹、
身负背囊，由墨脱出发，向海拔 4000
多米的巡逻点位挺进。记者只随队跟
行了一天，就感受到那种刻骨铭心的
累与痛。

原始森林里，大树盘根错节，几乎
没有路。为防止雪水湿鞋，官兵们不得
不穿上雨靴，再用胶带缠住裤脚。可以
想见，穿着这样的行头，走在这样的路
上，该是何种滋味。

团长侯云走在队伍的最前头。任
现职前，他曾两次带队参加国际军事比

赛，征服过欧洲最高峰厄尔普鲁士山，
对登山很有经验。当团长后，每次参加
武装巡逻，他都在前面开路。

巡逻路上，会遇到很多大大小小的
断崖。每一次，侯云都先爬上去，再把
战士一个个拉上来。而到了危险的湿
滑陡坡，他会留在队伍后面，把战士一
个个推上去。

随着海拔升高，眼前的绿色慢慢
被白雪替代，气温越来越低，大家的
呼吸越来越沉重。攀爬 3 个多小时
后，我们已是一身疲惫。侯云拿出随
身携带的微型汽油炉，煮起了咖啡。
大家喝着热乎乎的咖啡，啃着冰凉的
压缩干粮稍事休整，脸上满是惬意和
满足。

又走了 4 个小时，夜色中到达宿
营地。大家捡来一些干枯的树枝，
生火做饭。晚来天寒，官兵们头顶
塑料布挡住雨雪，身下垫着树叶展

开睡袋和衣而卧。战士们睡在靠近
火堆的地方，侯云则把铺盖搬到了
最边上。

一个月前，就在这条路上，身患感
冒的侯云咳嗽不止。到了海拔 4000 多
米的野外宿营点，他病情加重，被随队
军医连夜下送。在医疗点治疗一天后，
侯云返回追上大部队，坚持完成了那次
巡逻。

都说每一名墨脱军人都有一双走
不烂的“铁脚板”，这既缘于边防官兵的
忠诚与坚守，也有赖于各级带兵人的身
先士卒。记者问战士次仁旺堆巡逻到
底苦不苦？他这样回答：“有团领导跟
大家一起巡逻，就不觉得苦啦！”

图①：巡逻途中官兵煮咖啡提神。
图②：每次巡逻，某边防团团长侯

云（前一）都在前面开路。

图③：官兵协力攀爬路障。

徒

步

巡

逻

路

，
最

难

墨

脱

行

■
本
报
记
者

马
三
成

摄
影
报
道

②② ③③

①①

Mark军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