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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兵人手记

闪耀演兵场

潜 望 镜

“陈杰、张志远、董礼明等同志立

足本职岗位，刻苦钻研装备实战化训

练……”近日，新疆军区某团某营组织

开展军士履职尽责讲评会，教导员卢

静重点表扬了几名战士，他们都有一

个共同的身份——大学生中士。

笔者了解到，根据新的政策规定，

首次授予军士军衔前，取得全日制专

科以上学历的大学生义务兵，在普通

高等学校就读的年数可以折算为服役

年限。因此，这几名战士是由上等兵

直接晋升为中士的。

提及大学生中士，某连连长张建

涛喜忧参半。他告诉笔者，从列兵晋

升为中士一般需要 5 年时间，而部分越

级晋升的大学生士兵，虽然具有文化

程度高、学习能力强等优势，但由于少

了 3 年的历练，一些基础能力没有打

牢，以致在工作训练中状况频出。

“与那些稳扎稳打成长起来的老

兵们相比，我感觉自己的能力素质还

有 差 距 。”说 起 刚 刚 成 为 军 士 后 的 经

历，董礼明有些难为情，因为他第一次

带队参加战备拉动演练，就出了岔子。

当时，伴随着紧急出动的号令，官

兵们迅即反应、各司其职，很快按照指

定顺序抵达车场。而董礼明带领的班

组却无法启动车辆，无奈之下，他只能

带着战友跑步前往。

“车呢？”“报告，车辆打不着火……”

面对连长的质问，董礼明羞愧地低下

了头。事后复盘，大家了解到，前一天

驾驶复训结束后，董礼明忘记关闭车

辆电源，导致电瓶严重亏电，加之缺乏

处理相关突发情况的经验，所以乱了

阵脚。

中士张志远当初也有过相似的经

历。一次任务结束后，班里的骨干临

时有事，指定他组织讲评。因缺乏相

关经验，张志远全程磕磕巴巴，不知所

云。看着战友们失望的目光，张志远

一度产生了自我怀疑。

“越级晋升中士，体现了组织的厚

望，但阅历和经验的欠缺，让我们感到

‘压力山大’。”在一次恳谈会上，中士

代本军的发言让该团领导意识到，随

着越来越多的全日制大学生义务兵加

入中士队伍，其身份与能力不相符、军

衔与实力不匹配问题将日益凸显。帮

助他们尽快适应身份转变、提升能力

素质，已刻不容缓。为此，该团党委研

究制订了一系列措施。

在日常工作训练中，他们有意识

地给留队意愿强烈的大学生士兵压担

子、搭台子，让其轮流担任代理班长、

代理连值班员，提前接触管理岗位，积

累相关经验；针对大学生中士在执行

大项任务、组训施训中暴露出的短板，

设置技术把关、特情处置、故障排除、

组织谈心等多个课题，指定责任心强、

带兵经验丰富的骨干，开展一对一帮

带；定期组织大学生军士恳谈会，交流

汇总他们遇到的矛盾困难，共同商讨

解决措施。此外，该团还扩大班长骨

干培训范围，鼓励新选晋军士、非骨干

军士积极参与，向身边典型学习经验

做法。

“不仅要会开，更要会修、会教。”车

炮场日，二级上士何树英为董礼明耐心

讲解示范一般性故障排除。董礼明有

样学样，一遍遍对照检查车辆油路、电

路，操作手法逐渐从生涩变为熟练。

可 喜 的 变 化 ，也 发 生 在 张 志 远

身 上 。 带 队 出 操 、总 结 点 评 、分 配 任

务……几个月下来，经过代理班长、代

理值班员等岗位历练，如今的张志远

站在队伍前，没有了以往的手足无措，

言谈举止尽显自信，俨然一名服役多

年的老兵。

而另一名新晋中士陈杰，也被连

里委以重任，当上了军体教员。他充

分发挥自己的体育特长，不仅训练抓

得有模有样，辅助连队骨干制订完善

军事体育训练教案，自己还在团军体

运动会上创造佳绩。

“越级晋升，能力素质也要跟上。”

该团领导介绍，补齐短板弱项，大学生

中士底气足了，在工作训练中发挥的

作用也越发明显——训练场上，有他

们带头冲锋的身影；单位建设中，有他

们出谋划策的智慧；教育课堂里，有他

们分享交流的心得……

“大学生中士是高素质军士人才

的重要储备力量，必须为他们的成长

成才创造良好环境、提供广阔天地。”

卢静告诉笔者，团里正在研究建立更

加科学完善的骨干人才培养机制，让

更多的战士人岗相适、才尽其用。

越级晋升，能力素质要跟上
—新疆军区某团注重大学生中士队伍培养的一段经历

■梁佳伟 魏玉亮

该团大学生中士董礼明为战友纠正动作。 徐造鹏摄

前段时间，火箭军某旅某营在刚结束

的比武现场召开表彰大会，为集训中表现

突出的个人颁奖。修理连二级上士阮圳

坤手握荣誉证书欣喜地说：“‘小荣誉’也

能登上‘大舞台’，我一定再接再厉，不断

练强打赢本领，取得更好的成绩！”

笔者在现场看到，此次表彰大会颁

发的，大多是“进步之星”“训练之星”等

日常工作训练中取得的“小荣誉”。该营

营长张昆介绍，将“小荣誉”搬上领奖台，

能够有效提升战士荣誉感、满足感。

这个做法的由来，还要从两个月前说

起。当时，该营第二季度考核刚刚结束，

张昆在查看官兵训练成绩时发现，一些在

上级比武场上摘金夺银的尖子骨干，在考

核中却表现平平，这让他有些不解。

“这些‘响当当’的人物，为啥集体

‘哑火’？”带着疑问，张昆观察官兵训练

状态，深入班排调研，很快找到了答案：

部分同志认为日常荣誉“分量”太轻，付

出 与 回 报 不 成 正 比 ；有 的 同 志 见 惯 了

“大场面”，日常比武抹不开面子与能力

逊色的战友竞争；还有个别同志眼里只

盯着年底的评功评奖，平时工作训练时

紧时松……

张昆把调研情况带到营党委会上，

引发营连干部热烈讨论。大家认为，要

透过现象看本质，造成这种现象的主因

是荣誉表彰缺乏仪式感和获得感——战

士们在平时的比武考核中获得名次，就

直接发个证书了事，既未大力宣扬先进

事迹，也很少号召大家学习，更没有与个

人成长进步挂钩，造成大家对一些荣誉

并不珍视。

“要大张旗鼓开好表彰会，无论荣誉

大小，都应该充分发挥其激励作用”“荣

誉是军人的生命，对待荣誉不应挑肥拣

瘦”“参加比武考核就该全力以赴，不仅

为 了 争 创 荣 誉 ，更 是 为 了 突 破 自 身 极

限”……基于这些认识，该营决定开展

“珍惜荣誉、争创荣誉”活动，在各个宿舍

门口增设“电子荣誉榜”，滚动播放官兵

身边先进典型的事迹，营造“人人想争

优、人人能上榜”的浓厚氛围；将官兵上

榜次数记录在册，同季度“双争”评比挂

钩，把评先评优落细落实、贯穿全年；以

营连为单位，定期召开表彰大会，对工作

训练和执行任务表现突出的个人和集体

进行表彰奖励，进一步激发官兵的奋进

动力。

一系列举措推出后，很快产生良好

效果：专业能手开始重视连队组织的小

比武、小竞赛活动，积极参与、拼尽全力；

“比武达人”也不再故意谦让“放水”，不

断刷新纪录；刚下连的新同志也铆足干

劲向标杆学习，一个个“后起之秀”脱颖

而出。

修理连下士张海龙在营里组织的汽

车驾驶员培训中，因表现优异成功登上

“电子荣誉榜”，引来战友们驻足观看、点

赞学习。荣誉感“爆棚”的他反躬自省、

见贤思齐，认真查找不足，主动加练提

高。一段时间过后，他不仅被营里评为

当月的“训练之星”，还在基地驾驶员复

训中被通报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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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连日志

8 月 中 旬 ，新 一 批 次 送 学 培 训 工

作 即 将 展 开 。 第 82 集 团 军 某 旅 三 营

党 委 在 梳 理 各 连 上 报 的 推 荐 人 员 名

单 时 发 现 ，中 士 刘 仁 智 并 不 在 此 列 ，

这让他们感到有些诧异。要知道，刘

仁 智 是 营 里 大 有 培 养 前 途 的 训 练 尖

子 ，急 需 通 过 送 学 培 训 完 成 能 力 升

级。带着疑问，该营领导前往某连了

解情况。

原来，该连接到推荐送学培训人员

的通知时，班长骨干调整选配工作刚刚

告一段落，经过层层选拔，刘仁智被任

命为班长。虽然从技术水平、专业对

口、发展潜力等各方面考虑，刘仁智均

是参加送学培训的合适人选，但一些同

志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好事不能让一

个人全占了”，否则不利于内部团结，强

烈建议将此次机会让给其他战友。于

是，权衡之下，连队上报推荐了另一名

骨干。

“送学培训是为了提高战斗力，咋

能推来让去？”针对这种情况，该营党委

进行了调查摸底。他们发现，个别单位

在评功评奖、入党提干等涉及官兵切身

利益问题上，仍不同程度存在论资排

辈、轮流坐庄等现象。营党委一班人认

真分析后感到，这种以“利于团结”为

由，搞“平衡照顾”的行为，反映出部分

连队干部缺乏组织原则和担当精神，习

惯当“老好人”，不敢较真碰硬，向战为

战的标准导向还没有在思想深处牢固

树立起来。

随后，该营党委要求各连本着为战

斗力负责、为单位建设发展负责、为官

兵成长进步负责的态度，重新推荐送学

培训人员。与此同时，他们以“吃苦者

吃香怎么看、有为者有位怎么办”为主

题组织开展讨论辨析，教育引导官兵凭

能力立身、靠实绩进步。

很快，新的送学培训推荐人员名单

公布，这一次刘仁智“榜上有名”。才走

上骨干岗位，又要外出进修，双喜临门

的他内心充满感激：“我一定学好本事、

提高本领，回报组织的培养。”

送学培训，不搞“平衡照顾”
■王 亚 本报特约通讯员 陶 磊

新闻前哨

前段时间，我担任连队值班员，正

赶上旅里组织检查评比，我们连因为内

务卫生存在不足被扣了分。虽然指导

员没说什么，但我从他的眼神里分明看

到了失望。

实话实说，在值班期间，我一直对

内务卫生抓得很紧，只要有时间，就四

处走走看看、检查提醒。每天操课队

伍带走前，我还会专门到各个卫生区

转一圈。

标准要求大家都清楚，平时检查也

都 没 问 题 ，为 什 么 关 键 时 刻“ 掉 了 链

子”？带着疑惑，我来到被扣分的班一

探究竟。走廊里，两名列兵正在打扫卫

生，他们的对话让我发现了端倪：“这一

上午，打扫完卫生啥都不用干了”“可不

是嘛，干不好还得挨说，我到现在还没

洗漱……”

第 二 天 早 操 后 ，我 特 意 来 到 这 个

班查看。果然不出所料，大部分军士

都在整理个人内务和洗漱，只有几名

列兵在打扫卫生。原来，这几名列兵

刚下连不久，为了在班长面前留下好

印象，主动承包了班里的卫生区，时间

一长，逐渐不堪重负。检查当天，由于

时间仓促，这几名列兵尽管已经足够

努力，还是留下一两处卫生死角没有

打扫干净。

返回连部的路上，我的脑海里涌现

出连队日常训练生活中的一幕幕：每周

食堂帮厨，各班都是列兵参加；周末连

队临时抽调公差，各排派出的多是列

兵；每逢文体活动结束，各班留人收拾

场地也经常是列兵包办……不知从何

时起，这些事务性工作似乎被贴上了

“列兵优先”的标签。“新战士看似‘工作

积极’的背后，是不是存在某种无奈？

长此以往，老兵们会不会滋生懈怠心

理，影响内部关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性，我决定借这次机会，给大家上一课。

晚上，我召集排里班长骨干就此情

况展开讨论，首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多给新兵提供锻炼机会无可非议，但

不能以此为借口推卸责任，放松对自身

的要求。安排公差勤务不能区别对待，

更不能搞论资排辈。”大家纷纷表示赞

同。随后点名时，我又围绕“列兵优先”

现象进行了点评，不仅对列兵们的工作

态度提出表扬，还动员班长骨干充分发

挥模范带头作用，勇于挑重担、乐于干

累活。

言传不如身教。第二天一早，我拿

起工具加入打扫卫生区的队伍中。在

我的带动下，一些老兵改变了往日的

“潜水”状态，纷纷“上阵”。不仅如此，

许多骨干还与列兵结成对子，帮助他们

解决工作训练生活中遇到的难题，不少

列兵相继登上了“双争”光荣榜。

（迟 博、秦张杰整理）

公差勤务，叫停“列兵优先”
■第 78 集团军某旅一连排长 卜一丁

投稿请登录强军网
解放军报投稿平台

8 月中旬，陆军某部在陌

生地域组织实弹射击考核，检

验部队作战能力。

左图：火炮射击。

下图：导弹发射。

宋石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