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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连队党支部研究决定，撤销樊

蓥鑫同志的八班班长职务……”话音

未落，第 82 集团军某旅某连中士樊蓥

鑫低下头，感觉全连官兵的目光都聚

焦到了自己身上，他恨不得找个地缝

钻进去。

两年前，由于各项工作表现出色，

樊蓥鑫在同年兵里脱颖而出，率先走

上班长岗位。可好景不长，他身上的

缺点和不足开始逐渐显露：

一次演习，连长安排樊蓥鑫负责

阵地警戒。由于粗心大意，他没有仔

细核对坐标，设置的潜伏哨突出冒进，

很快被蓝军捕获，成了“敌人”渗透的

突破口……

生活中，樊蓥鑫也渐渐端起班长

架子，对上级指派的任务倒手分给其

他战士，自己当起“甩手掌柜”。参加

体能训练也不再身体力行，经常站在

终点当计时员。

发现这样的苗头后，连队支委纷

纷对他进行劝导，但改观不大。随着

时间推移，八班成绩不断下滑，甚至在

全连垫了底，樊蓥鑫还出现体能考核

不及格的情况，在战士心中的威信越

来越低。为了挽回局面，该连党支部

研究决定撤销樊蓥鑫的班长职务，这

才出现了文章开头那一幕。

撤职令如同一道霹雳，击中樊蓥鑫

的心，感觉丢了“脸面”的他，干什么都

不积极。指导员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多

次和他谈心交流，却收效甚微。

不久后，恰逢旅队组织专业技能

创 破 纪 录 比 武 ，想 到 樊 蓥 鑫 曾 参 加

比 武 拿 过 名 次 ，连 长 特 意 安 排 他 给

参 赛 队 员 讲 讲 经 验 。 谈 及 自 身 的 比

武 经 历 ，樊 蓥 鑫 如 数 家 珍 ，从 专 业 知

识 讲 到 装 备 性 能 ，从 操 作 手 法 讲 到

心理调节……回想起自己曾经意气风

发而现在却迷失了自我，樊蓥鑫红了

眼眶。他在心中发誓：一定要振作起

来，找回自我，用实际行动提升自己、

证明自己。

从那以后，樊蓥鑫开始和自己较劲：

训练场上总要比别人多跑几圈，针对短

板弱项自主加班加练；对连队安排的任

务，都尽心尽力完成，看到战友忙不过来

就主动帮忙；理论学习更加走心入脑，交

流心得体会积极踊跃发言……

面对比自己兵龄短的新班长，他不

仅积极配合工作，还结合教训不时进

行提醒帮助。装备换季保养期间，他脏

活累活抢着干，效率和标准都非常高，

战友们对他刮目相看。

后来，该连党支部研究骨干调整

方案，樊蓥鑫因素质过硬、表现出色，

再次走上班长岗位。“二次上岗”后，樊

蓥鑫说：“挫折是成长的‘垫脚石’。反

思几个月来的人生起落，只有坚强地

面对挫折，勇于正视自我、认真作出改

变，才能走出低谷。今后我将加倍努

力工作，决不辜负组织的信任。”

不 知 不 觉 间 ，樊 蓥 鑫 的“ 逆 袭 ”

故 事 在 连 队 传 为 佳 话 。 教 育 课 上 ，

指 导 员 让 他 现 身 说 法 ，引 导 大 家 围

绕“ 如 何 正 视 挫 折 ”展 开 热 烈 讨 论 ，

不 少 训 练 成 绩 不 佳 和 工 作 能 力 不 突

出 的 同 志 受 到 鼓 舞 ，纷 纷 制 订 了 个

人奋斗目标。

挫折，是成长的“垫脚石”
■本报特约通讯员 杨开明 通讯员 程春蕾

营连日志

深夜，第 82 集团军某旅某连会议

室内，有关炮班班长岗位调整方案的

讨论仍在进行：“两名同志各有优势，

用谁都可以”“两个人都很上进，担任

班长的意愿比较强烈”……

大家口中的两名候选人，来自同一

个班。下士陈浩然年轻，敢打敢拼、性

格要强、工作积极；二级上士乔海峰老

练，经验丰富、做事稳妥、考虑周到。

经过充分讨论，连队最终选择了陈

浩然，希望他的冲劲能够给连队增添新

的活力，同时让年轻战士得到锻炼。命

令宣读完毕后，相比于陈浩然的兴高采

烈，乔海峰面不改色，但大家都能感受

到他很失望。

接下来的日子，乔海峰仿佛变了个

人，遇到任务总是推诿，工作标准也有所

下滑。看到他的变化，该连指导员主动

靠了上去，工作做了一大堆，可乔海峰总

是慢悠悠地笑着回答：“我没事……”

一个周末，乔海峰接到通知，由他

带队修缮器械训练场。分配好工作之

后 ，他 便 以 伤 病 为 由 回 宿 舍 休 息 去

了。现场没了负责人，工作标准可想

而知，第二天新兵训练时，固定不稳的

器材险些让战士摔倒受伤，连长得知

后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

返回宿舍途中，乔海峰看见班长

陈浩然正带着几名同志对器械进行重

新整修。“当兵这么多年，什么时候让

别 人 给 我‘ 补 过 墙 ’！”乔 海 峰 愣 了 几

秒，便跑了过去。

“我的工作失误，我自己来弥补。”

乔海峰一把抢过战友手里的扳手，开

始拧起螺丝。

“别放在心上，咱们是一个班的战

友，你的活就是我们的活，我们有事也

肯定需要你啊。”听到班长的话，乔海

峰迟疑了一下，嘴上虽然挤出了一个

“嗯”字，但手明显更用力了。

自此以后，乔海峰解开了心结，不

再消极度日。一次教育课，他结合自己

的经历，第一个站起来分享感悟：“没能

当上班长，我曾有过失落与不甘，但战

友对我不离不弃，现在我明白，作为一

名战士，绝不能被一时的负面情绪所左

右。我要利用自己的经验，帮助更多的

年轻战友成长，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之后的班务会上，他积极发言，犀

利点出班里存在的问题隐患并提出整

改建议；训练中，他主动传授技巧，毫

无保留……一段时间过后，他又恢复

了往日的风采。

一次，连队组织实弹射击。随着

装填口令传出，输弹链却没有一丝动

静。“输弹链故障！”陈浩然话刚出口，

这时，乔海峰就冲了上去。只见他用

左手紧紧拉住输弹链，右手迅速拧动

螺丝，随着“咔哒”一声，输弹链弹出，

炮弹顺利入膛……

事后，陈浩然找到乔海峰道谢，乔

海峰说：“班长，你就大胆地带着咱们

班往前走，我一定全力支持你！”

失败，是成功的“加油站”
■本报特约通讯员 杨开明 通讯员 钱加乐

“康干事，有一名战士向我反映，办

理身份证需要采集照片，你协调相关业

务股室，组织全团有需求的同志再采集

一次。”刚从首长办公室出来的陆军某

团干事康哲感到很疑惑：上周已按计划

组织了一次照片采集，为啥还有基层战

士提出需求？

联系好这件事后，康哲拿出意见记

录本进行登记，看到上面赫然罗列着 10

余条信息：某营战士小胡因房屋过户需

加急办理休假手续、某连楼道广播噪音

过大需要调整……每一条都是基层直

接反映给团首长申请解决的问题。

原本基层自主抓建或业务股室就能

解决的问题，为何还反映到团领导？带着

问题，康哲到基层连队了解情况。

“有事不用找机关和连队，找首长

准好使，马上就给办！”某连一位战士跟

康哲聊天时说。

随即，一旁的班长刘陈讲起上半年

装备换季保养期间发生的一件事：当

时，该连两台车辆需要更换配件，该连

连长随即向上级请领，可请示报告送上

去却迟迟不见配件到位。无奈之下，连

长在双向讲评会上，向机关部门重申了

连队诉求，然而一个月过去，这件事依

旧没有着落。

后来，一次全团军人大会上，团党

委成员将各自联系方式向全团官兵公

开：“今后，大家有什么急难愁盼都可以

向我们反映，能办的马上就办，争取今

日事今日毕。”见此，连长便把相关问题

反映给了团领导。

团领导跟进了解情况后得知，配件

需要厂家定制发货，当时仍在调配中。

在党委的推动下，该连不久后便收到了

当初请领的配件。

随后，这位连长的经历成了基层处

理难题的“范本”，各营连官兵纷纷效仿。

听取康哲的调研汇报，团领导意识

到：党委亲抓、马上就办，本是影响带动

机关更好地为基层解难纾困，但基层过

于依赖团领导督促落实，反映出机关指

导帮建基层、主动服务基层还有不少需

要改进的地方。

“为 基 层 解 难 ，不 能 依 赖‘ 领 导 重

视’。”团机关随即要求各业务股室将业

务范围、办理流程、所需材料等进一步

明确，汇编成册下发基层，确保官兵“只

跑一次”，并完善回馈机制，对短期解决

不了的事项，要在 3 日内给出后续处理

意见。同时，将基层官兵提出的问题和

意见及时归类存档，列出办实事清单定

期向全团官兵公示。组织基层官兵对

机关服务基层情况进行评比打分，党委

实时跟进跟踪问效。

前不久，某连的电热水器无法正常

使用，向机关报告后，当天保障股就安

排专业人员上门维修。经检查，电控开

关失灵需要更换，由于配件需从厂家发

货，他们当即向连队作出解释说明。

这一处理方式，赢得了基层官兵的

理解，该连连长说：“反映完问题，维修人

员立刻上门服务，而且明确告知什么时

候能修好，这下大家就放心了。”

为基层解难，不能依赖“领导重视”
■郑 钞 丁潇潇

领导重视，事就好办，于情于理都

说得过去。但一级有一级的责任，各级

都要扛起属于自己的那份责任，主动担

当作为，机关的同志更应如此，不能事

事都要靠领导的行政指令，不推不动，

或者推一下动一下。

就这篇报道来看，问题的症结是机关

对基层反映的问题没有及时处理、对官兵

提出的需求没有及时回应。要知道，机关

服务基层，解难纾困是关键，实时反馈也

很重要。一件事到底能不能办，一个困难

究竟能不能解决，最好尽快给个准话，实

在依靠本级力量解决不了的，也要作出解

释说明，别让官兵望眼欲穿。

细细想来，个别基层官兵之所以有时

对机关不满意，并不单纯因为机关的同志

办事能力不足，更多的是他们对待基层的

根本态度。按官兵的话说就是，“机关有

没有把基层当一回事，有没有把官兵呼声

放在心上”。如果有，即使有的服务不到

位，有的事情没办好，相信大家也能理解

和谅解，毕竟机关也有自身的难处。

应该提倡的处理方式是，遇事逐级

反映，履职各尽其责，解难依法依规。《军

队基层建设纲要》明确，“属于本级职权范

围的应当限时予以解决，属于上级职权

范围的应该主动协调解决。对基层反映

的问题，师旅团级单位应当在 7个工作日

内、军级以上单位应当在 15个工作日内

予以答复，特殊紧急事项应当及时答复。”

希望各级都能按照这个要求抓好落实。

解难纾困，一级有一级的责任
■钧 梁

一天傍晚，正在办公室忙碌的我被

文书打断：“小宋刚刚因为站岗的问题跟

同班的战友吵起来了！”这已经是我最

近第二次听到小宋跟战友相处不愉快的

事情了，对此我很是不解。

小 宋 被 大 家 称 做“ 老 黄 牛 ”，工 作

任 劳 任 怨 ，是 干 部 骨 干 眼 中 的“ 放 心

人 ”，最 近 却 问 题 频 发 ，这 是 为 啥 ？ 带

着疑问，我找到小宋谈心。这才得知，

正 是 因 为 小 宋 平 日 办 事 认 真 、乐 于 助

人 ，如 今 他“ 身 兼 多 职 ”，不 仅 作 为 战

士 代 表 撰 写 发 言 材 料 ，还 要 带 头 出 公

差、协助处理班里事务，手头的工作一

直 没 断 过 。 听 说 家 人 突 发 疾 病 ，他 一

时心急，没控制好情绪，就与战友起了

冲突。

了解情况后，我与小宋家人取得了

联系，得知病情并不严重，小宋这才放

心。随后我帮小宋协调办理军人家属异

地就医备案，并将相关任务分派其他同

志。“越到关键时刻，越要沉住气。这次

考核，你可不能分心。”在我的疏导和鼓

励下，小宋终于释然。

然而，小宋的事却让我陷入反思。

官兵之事无小事，各个班排的“放心人”

是班长骨干的得力助手，但他们作为一

名普通战士也有自己的需求和难处，却

很容易被带兵人忽略。为此，我与连队

的各个班长骨干进行谈话，要求他们关

心班里的每一个人，并注意工作合理分

工，防止“能者过劳”。

前几天，专项考核如期进行，不再事

务缠身的小宋经过充分准备，顺利通过

考核，并踏上了回家探亲的路。临行前，

他向我道谢：“您放心！我今后一定好好

干，我还要把我这一年取得的成绩告诉

爸妈，让他们高兴高兴！”

（刘葆旭整理）

“放心人”也要多关心
■某信息通信旅干部 尹 超

以上两篇报道，反映的问题很常见，

道理也很朴实，但两名战士面对挫折和

低谷，能够在组织和战友的帮助下，迅速

转变心态、调整状态，恰恰说明拥有一颗

坚强的心有多重要。

眼下，新生代官兵正在成为军营

的主体，为强军兴军事业注入了新鲜

血液和强劲动力。但不得不承认，受

成长环境的影响，个别年轻战士性格

敏 感 、情 绪 不 稳 、心 理 脆 弱 ，受 到 批

评 、遇 到 挫 折 很 容 易 自 暴 自 弃 ，缺 乏

迎难而上、知耻后勇那股不服输的劲

头，这与军人应有的血性和战斗精神

并不相称。

恩格斯说：“枪是不会自己射击的，

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去使用

它们。”因此，对于一名合格的战士来

说，除了掌握过硬的军事技能，练就强

大的内心也至关重要。特别是刚踏入

军营的年轻同志，一定要做好吃苦受累

的心理准备，正确看待一时的挫折，勇

于面对人生的坎坷，自觉接受风雨的洗

礼，最终通过血火的考验，达到“心胜”

的境界。一位军事专家说：“战胜对手

有两次，第一次在心中。”“心胜”并非胜

利的全部，却是迈向胜利的第一步。跨

过这一步，我们才有资格走向未来战

场，才能战胜任何敌人。

“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愿广大

战友都能练就一颗坚强的心，成为“心

胜”“自胜”的强者。

练就一颗坚强的心
■刘伟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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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11 月初，第 78 集团军

某旅组织开展基础课目强化训

练，锤炼官兵体能。

孙成伍摄

下图：11 月上旬，第 72 集团

军某旅开展实战化演练，提升部

队实战能力。

刘 龙摄

潜望镜

带兵人手记

闪耀演兵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