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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

战士邵建磊顺利晋升中士的第二

天，我接到了他父亲打来的感谢电话：

“多亏了您的那次家访。”

邵建磊是连队文书兼军械员，工

作勤恳、业务精湛，是很有发展潜力的

“好苗子”，被连队寄予厚望。但连队

在 今 年 第 二 季 度 进 行 留 队 意 愿 摸 底

时，邵建磊却含糊其词，似乎有了想走

的打算。

没过多久，我就休假了。临近假

期结束，我突然想起邵建磊老家距离

我的休假地不远，遂决定到他家进行

一次家访，了解一下情况。

家访是部队的老传统了，不过说

实话，我此前从未做过。至于这次家

访效果如何，我心里并不把握。

和邵建磊家人电话沟通时，得知

我要来家访，他的父亲连说“太好了”。

家访当天，邵建磊的父亲早早就

在村口等着了。见到我的身影，他一

路小跑过来，紧紧握住我的手，拉着我

往家里走。

邵建磊家是个明亮整洁的农家小

院，门梁上挂着“光荣之家”。

我 进 屋 刚 坐 下 ，邵 建 磊 的 父 亲

就 迫 不 及 待 地 询 问 孩 子 在 部 队 表 现

如何。

听我细数邵建磊在部队的表现和

成 绩 ，他 的 父 亲 顿 时 喜 上 眉 梢 ，对 我

说：“部队可真锻炼人，小磊休假回来

时，言谈举止都成熟了很多。”但随即，

他语气一转：“这孩子要是能一直在部

队干下去该多好！”

见状，我顺势提起邵建磊不想留

队的事。没想到，邵建磊的父亲叹了

口气，说孩子之前说过这件事。因为

父亲和奶奶身体都不算好，邵建磊想

退役回来照顾家里。

“ 您 帮 我 好 好 劝 劝 他 ，家 里 的 事

不 用 他 操 心 ，让 他 一 定 要 在 部 队 好

好干！”

至此，我弄明白了邵建磊犹豫不

决的原因。我对邵建磊的父亲说：“我

们也希望他留队！我们会努力做通邵

建磊的思想工作，这个过程还需要咱

们家人的帮助。”

听罢，邵建磊的父亲表示，一定会

配合好连队工作，争取让孩子留在部

队建功立业。

我正准备离开时，邵建磊家门前

已经聚集了不少村民。“老邵家儿子真

有出息，部队领导都来家访了！”在村

民的交谈声中，我看到邵建磊的父亲

挺直了身体，满脸的骄傲。

见我结束休假归队，邵建磊主动

找上门，说起了家访这件事。我告诉

他家里一切都好。他说，从未想过连

队干部能去自己的老家拜访。

“ 我 们 常 讲‘ 以 连 为 家 ’，咱 本 来

就 是 一 家 人 。”见 他 态 度 似 乎 有 所 松

动 ，我 趁 机 劝 说 ，“ 你 家 里 的 情 况 我

已 经 了 解 了 ，有 困 难 咱 们 一 起 解

决 。 以 后 的 路 怎 么 走 ，你 还 是 要 看

长远些。”

我给他分析了留队发展的前景，

并 告 诉 他 上 级 对 家 庭 困 难 官 兵 有 相

关的帮扶政策。说完，我拍了拍邵建

磊肩膀。这个身高 1 米 8 的小伙子眼

眶 已 经 有 些 湿 润 。 他 临 走 时 留 下 一

句话：“我一定好好干，您就看我的表

现吧！”

在这之后，邵建磊的改变有目共

睹 ，不 仅 本 职 工 作 继 续 干 得 有 声 有

色 ，在 训 练 场 上 更 变 成 了“嗷 嗷 叫 的

小 老 虎 ”，整 个 人 的 精 神 面 貌 焕 然 一

新 。 有 的 连 干 部 向 我 感 慨 ：“你 的 家

访真有效果！”

时间临近军士选晋考核，邵建磊

的父亲给我打来电话：“小磊说正在积

极备战考核，压力有点儿大，您感觉他

能考好吗？”我告诉他，邵建磊的训练

成绩很不错，稳定发挥就可以，请他放

心。过后，我专门找邵建磊谈心，帮他

分析训练成绩，开导他放下心理包袱，

抓紧时间补短板、固强项。最后的结

果令人欣慰，邵建磊凭借优异的表现

顺利留队。

回顾整件事，我从没想过，休假期

间 的 一 次 家 访 竟 给 连 队 留 下 了 一 个

“好苗子”。

去年到连队任职之初，我曾听资

深的带兵人谈到部队和家庭联培共育

的事，但当时没太在意。而且以前通

常逢年过节，我才给战士家里打打电

话，从未想过官兵家庭能在连队工作

中发挥多大的作用。

但 这 一 次 ，我 改 变 了 看 法 。 家

人 是 官 兵 们 非 常 重 要 的 情 感 支 柱 ，

对 他 们 的 思 想 和 心 理 状 态 影 响 很

大 。 可 以 说 ，部 队 是 官 兵 实 现 自 我

价 值 的“ 前 方 ”，家 庭 是 官 兵 安 心 扎

根 军 营 的“后 方 ”。 如 果 双 方 形 成 正

向 合 力 ，就 能 有 效 解 决 很 多 看 似 棘

手 的 思 想 问 题 ，激 发 官 兵 们 的 干 事

创业热情。

“如果我表现得更好，您能不能也

到我家家访？”最近有一些战士主动向

我提出这样的要求。说实话，受限于

路程、时间、工作任务等原因，逐一去

战士家里做家访并不现实，但好在如

今通信便利，以后我会更加重视“电话

家 访 ”，充 分 发 挥 家 庭 的 联 培 共 育 作

用。当然，我也会利用休假等时机继

续进行实地家访。

（杨庆宇、本报特约记者付君臣整

理）

一次家访，给连队留下“好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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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兵人手记

“您不能只安排工作，却不明确具体

要求……”这天晚上，翻看官兵写下的意

见建议，陆军某团榴炮一连干部王粤华

陷入了沉思。

前段时间，因为连队干部在外集训、

探 亲 休 假 等 原 因 ，王 粤 华 一 人 身 兼 多

职。他原本以为问题不大，没想到连队

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

一天，营里通知该连负责设置训练

场 地 。 当 时 ，王 粤 华 正 准 备 去 团 里 开

会，于是赶紧叫来连值班员张小强，安

排他带人完成。受领任务后，张小强正

想询问具体要求，王粤华匆匆说道：“这

事你自己把握，我看结果就行，注意人

员安全。”

按理说，经验丰富的班长骨干完成

设置训练场地任务应该驾轻就熟，可等

王粤华开完会回来检查时发现，到处都

是问题，而且和营里的要求很不一致。

“ 忙 活 了 一 早 上 ，结 果 全 是 无 用

功！”王粤华先将张小强批评了一顿，紧

接着带领全连官兵加班加点重新设置

训练场。

似乎事情到此就该告一段落，晚上

点名后，张小强主动找到王粤华：“今天

设置训练场地，我都是按以前的标准进

行的，严把各个环节，但您说回来只看结

果就匆匆离去，我不知道上级有新的要

求……”

听到这，王粤华才反应过来，在安排

这项任务时，他忘了传达营里的新要求。

可谓“一语惊醒梦中人”。王粤华反

思发现，自己在工作中确实存在类似问

题：安排工作时，一味强调结果，很少明

确具体要求，而且对官兵们是否遇到困

难关心不够，以致一些工作推倒重来，影

响了大家的积极性。

王 粤 华 意 识 到 ，如 果 照 此 发 展 下

去，连队工作可能会出现更多问题，于

是决定找个机会，和骨干们开诚布公地

谈一谈。

“ 最 近 任 务 多 、压 力 大 ，我 却 当 起

了‘ 甩 手 掌 柜 ’，安 排 工 作 重 结 果 轻 过

程 ……”连务会上，王粤华率先进行了

自我检讨。随后，骨干们针对这段时间

连队工作开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

和反思，并就日后如何高效开展工作进

行了探讨。

“以后安排工作任务，我一定‘多说

几句’！”连务会结束时，王粤华明确表

态，他会改变工作方式，既压担子也教

方法，并及时跟进指导，让大家明明白

白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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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陆军某旅某连战士周先龙领

取手机后，迫不及待地和战友交流游戏

“战术”。

“ 语 音 聊 天 时 要 注 意 安 全 保 密 。”

一 旁 的 该 连 指 导 员 听 到 后 ，赶 忙 提

醒 。 前 不 久 发 生 的 一 件 事 ，让 他 现 在

仍心有余悸。

那天，指导员和几名排长一起到各

班检查。发觉指导员进屋后，大家纷纷

起立齐喊：“指导员好！”当时，有战士正

在跟游戏里的好友“连麦”交流。

虽 然 只 是 一 声 问 好 ，却 无 意 间 暴

露了军人身份。这件事引起了指导员

的 重 视 ：官 兵 们 缺 乏 对 网 络 泄 密 的 警

惕，有时不经意的一句话，就可能存在

失 密 泄 密 的 风 险 。 当 天 ，他 就 组 织 全

连官兵围绕网络安全保密问题进行了

讨论。

“与陌生人‘连麦’交流时，要注意

周围环境中的声音，严防涉军信息传入

网络平台”“与随机匹配的好友聊天时，

内容要仅限于游戏本身”……官兵们你

一言我一语，细数上网用网时可能存在

的安全隐患问题。

“筑牢保密防线得从细处抓实、从

小事做起，让官兵们时刻绷紧安全保密

这根弦。”该连抓住这次机会，采取了一

系列举措：开展防范网络泄密专题警示

教育，组织官兵对照旅里编发的“手机

自查清理十步法”自查自纠；要求干部

骨干做好日常教育、检查工作，引导官

兵养成安全用网习惯，及时发现并消除

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

“同志，请注意保密！”一天休息时

间，该连中士王麻吨在操场上发现一名

战士正在拿着手机进行通话，而旁边几

个战士却在大声讨论近期的训练内容，

他连忙上前提醒。指导员得知这件事

后，专门对王麻吨提出了表扬，并号召

全连官兵向他学习。

游戏“连麦”，谨防密从口出
■王祥湘

一个周末，我正在宿舍思考下周排

里工作，战士小李突然走过来报告，说他

想申请马上休假。

当时，我满脑子都是工作上的事，没

等他说完就下意识地反问：“很急吗？能

不能等一等？”

小 李 的 声 音 戛 然 而 止 ，停 顿 了 几

秒 后 才 开 口 说 ：“ 我 也 不 是 很 急 ，您 先

忙吧！”

等我感觉到不对劲时，小李已神情

落寞地离开。这个画面一直在我的脑海

里挥散不去，那天下午，我便有意识地关

注小李的一举一动。

小李依旧在认真工作，只是眉头紧

锁着，还主动避开与战友交流，明眼人一

看就知道他有心事。

后来偶然的机会，我无意间听到小

李和妈妈打电话，终于弄清了他想休假

的原因。小李的妈妈身患疾病、久治不

愈，他想趁着休假带妈妈到大医院看看，

否则无法安心工作训练。

想了想，我心里有了主意。我找到

小李，先就上午的态度向他道歉，随后立

即带着他找到连长说明情况，用最快时

间办完了休假审批手续。我还特意写了

一封信，让他转交给他的妈妈。信上，我

表扬了小李近期的优异表现和取得的成

绩，并叮嘱她注意保重身体，有什么困难

可以向部队提出来。

当一切落定，小李连连对我表示感

谢 。 我 突 然 想 起 读 军 校 时 的 一 段 经

历。一次越野训练，我不小心崴了脚。

为 了 不 耽 误 日 常 学 习 训 练 ，我 忍 着 不

适，谁也没告诉。直到紧急集合，我在

下楼梯时，一个没站稳，径直摔了下去，

结果伤上加伤。

我一瘸一拐走进学员队队长办公

室，还没开口，队长就对我说：“先把伤治

好，再过来说明情况。”就这么一句话，温

暖了我许久。事后，队长知道了原委，对

我进行了批评教育，告诫我身体不适要

及时汇报，不要带病参训。

换位思考，如果当初队长反问我“你

怎么这么马虎？下个楼都能受伤”，那我

得有多伤心啊！

“ 怎 么 这 么 慢 ？”“ 你 做 得 很 好 了

吗？”“这就是你的标准？”……回想日常

带兵过程中，有时战士们的表现不能令

人满意，我会不假思索进行反问。虽然

并无恶意，但对战士们来说，这些话可

能如利箭扎心。

那 天 晚 上 就 寝 后 ，躺 在 床 上 反 思

工作，我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暗下决

心积极改正：以后，无论在工作还是生

活中，对待战士少用反问句，要耐心倾

听 、主 动 提 醒 、积 极 回 应 ，营 造 和 谐 温

暖的集体氛围，当一名合格的带兵人。

（雷雪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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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上旬，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一支队组织开展队列训练，塑造军人形象气质。

郭传伍摄

新闻前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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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感言 ■胡 璞

家访是部队的老传统，方法并不

新鲜。如今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更

加便利的联系方式，取代了这个看似

跟不上时代步伐的“老传统”。但同

时，越来越多的年轻基层干部，愿意

利用个人休假时间，专门去战士家中

做家访，单单这件事本身就足以令人

欣喜。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站在

“局外人”的角度看，这名基层干部的

家访之所以能起到积极作用，为连队

留下人才，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用心

工作、用情带兵”。编者与他沟通时，

他的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带兵的方

法并不需要多花哨，关键是要以真心

换真心、以真情共真情。”是真正想把

工作干出实效，还是仅仅满足于“完成

了”，带兵人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

最后得到的结果。

“ 你 尽 管 努 力 ，生 活 总 会 还 你 惊

喜！”在编者看来，带兵的逻辑也是如

此。只要一心想干事，努力去干事，最

后就一定能够干成事。请相信，用心

的付出终将有所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