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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军某旅

字 正 腔 圆 ，声 音 浑 厚 ，节 奏 铿

锵 …… 近日，火箭军某旅每两周一期

的“砺剑新闻”如期播出，主持人、新兵

杨昊的表现赢得战友们点赞：这个新兵

不简单！

第一次出镜就得到认可，杨昊深

受鼓舞。他在日记本上写道：“青春最

美在军营！未来，我还有更多的目标

要实现。”

看到杨昊眼中闪烁着自信的光芒，

班长孙立强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今年夏天，经过 3 个月新训，杨昊

被分配到该旅某营发射班组。根据规

定，发射专业新兵上岗前，需要进行两

个多月的专业集训。然而，刚到集训队

不久，杨昊就因病住院，治疗了近一个

月才痊愈。考虑到杨昊已经跟不上集

训进度，机关让他出院后直接归队。

此时，恰逢部队执行野外驻训任

务，杨昊直接到驻训场报到。战车隆

隆 、号 手 就 位 、装 备 展 开 …… 训 练 场

上，紧张的训练场景和战友们忙碌的

身影，让杨昊倍感压力：不懂操作、缺

少专业集训，置身训练场，自己仿佛是

个“局外人”。

为尽快融入训练，杨昊每天按照班

长制订的计划进行理论学习，还主动承

担许多日常保障工作。

一段时间过去，孙立强发现，杨昊

情绪低落，变得沉默寡言，遇到连队骨

干时也总是躲闪，还时常一个人在角落

里发呆。

新兵刚下连时，孙立强对杨昊印象

深刻：训练热情高，新训体能考核全部

达标；担任新训广播员，创办多个特色

节目……最重要的是，那时杨昊眼神里

闪着光，让孙立强一下就认定，这是个

有梦想、有潜力的好苗子。

如今，对比眼前的场景，孙立强有

些难以接受：“曾经的杨昊哪儿去了？”

孙立强主动靠上去，经常与杨昊坐

在一起吃饭、拉家常，还经常和他聊自

己的成长故事。一来二去，两人的话题

逐渐多了起来。

终于有一天，杨昊说出了心里话：

“班长，岗前集训我没赶上，专业理论学

习难度大，就算对照课程跟着学，也还

是很吃力。现在，我每天看着战友们在

训练场上渐入佳境，忙得不亦乐乎，感

觉自己插不上手，跟不上趟，心里别提

多难受了，我是不是不适合当兵啊？”

这一问，让孙立强找到了杨昊情

绪低落的症结所在：刚下连的新兵，在

不熟悉专业的情况下，突然进入高强

度训练状态，因一时不适应，容易否定

自己。

“带兵人要从细节入手关心关爱新

兵，根据新兵特点因材施训，当好他们

成长成才的‘引路人’。”孙立强说。随

即，连队召集班排骨干，围绕杨昊的性

格特点、训练进度等进行详细分析。经

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首先要帮杨昊

树立信心。

当晚，一场训练阶段性考核结束

后，孙立强带杨昊来到训练大厅。墨绿

色的导弹发射车威严列阵……第一次

走进这里，杨昊被眼前的场景震撼了！

“这就是你的号位！”孙立强指着发

射车一侧的舱门位置，让杨昊坐进去。

看着密密麻麻的操作按钮，想像着能操

作 大 国 长 剑 的 场 景 ，杨 昊 激 动 不 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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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杨昊在电视上看到威武雄壮的导弹

方阵，便对部队充满向往，如今能够近

距离接触大国重器，他更感觉使命如

山。“相信你一定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

导弹操作号手！”走下战车，孙立强拍了

拍杨昊的肩膀。

回来后，孙立强针对杨昊专业基础

薄弱的实际，为他制订了个性化学习计

划，安排骨干对他进行“多对一”教学：

下士何旭是“体能达人”，每晚带着杨昊

加 练 体 能 ；中 士 颜 晨 旭 是 专 业“ 理 论

通”，倾囊相授自己的学习经验；一级军

士长华凯峰是旅队的专业技术尖子，手

把手指导杨昊操作训练……

“领悟力很好，重难点一点就透”

“是个好苗子”……在班长骨干的帮带

下，杨昊渐渐恢复了往日的精气神，专

业学习上的进步让大家刮目相看。

两个月后，杨昊随部队归建。不

久，旅队组织新兵专业考核。杨昊知道

自己的差距，加班加点学理论、练操作：

别人练操作练两遍三遍，他就练十遍八

遍；休息间隙，抓住一切机会向老班长

请教学习；晚上熄灯后，加班温习理论

基础，补充相关专业知识……

功夫不负有心人。考核中，杨昊一

举夺得专业理论第二、实装操作第一的

优异成绩，成为第一批通过实装操作资

格认证的新兵。

“越努力，越自信。年轻战士是部

队的新鲜血液，平时要多给他们搭台

子、铺路子、压担子，不断拓展他们在

军营的学习成才之路。”前不久，该旅

遴选教育课演示人员，在指导员的鼓

励下，杨昊积极报名，经过几轮筛选后

成功入选。

演示活动中，杨昊回答问题观点鲜

明、语言流畅、思路清晰，还动情讲述了

自己奋起直追、取得佳绩的故事，让战

友深受触动。

也正是通过这次活动，该旅机关干

事发现了杨昊的特长，推荐他为旅队

“砺剑新闻”节目主持人。

表现越来越精彩，杨昊也越来越自

信。战友们都说：“那个阳光自信的新

兵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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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过专业集训，新战士下连跟不上训练进度情绪低落，连队骨干倾心帮带—

那个阳光自信的新兵回来了
■本报记者 邹 菲 通讯员 张 帆

很多新兵在入伍之初，都曾立下

远大志向，有的甚至对自己的军旅生

涯作了具体规划。怀揣梦想、踌躇满

志，是新兵朝气蓬勃、建功军营的原

动力。不断激发新兵逐梦军营的动

力，关乎他们的个人进步和部队战斗

力建设。作为一线带兵人，既要帮助

他们找到在绿色军营的准确定位，更

要引导他们找到为单位建设作贡献

的有效路径。

赢得荣誉 、得到认可，是每一名

军 人 的 追 求 。 杨 昊 下 连 后 ，由 于 错

过 专 业 集 训 ，驻 训 场 跟 训 很 吃 力 ，

使 得 他 一 度 产 生 挫 败 感 。 连 队 骨

干 及 时 发 现 ，不 仅 帮 助 他 明 确 岗 位

定 位 、指 明 努 力 方 向 、及 时 补 上 短

板 ，更 从 他 的 爱 好 入 手 ，激 励 他 发

挥 特 长 、展 现 自 我 ，在 收 获 成 就 感

中 重 拾 信 心 动 力 。 这 一 事 例 也 给

带 兵 人 如 何 做 好 基 层 官 兵 的 思 想

教育工作带来启示。

信 心 比 黄 金 更 重 要 。 从 实 际 效

果 看 ，做 好 基 层 官 兵 的 思 想 教 育 工

作 ，要 善 于 帮 助 他 们 找 准 为 部 队 建

设 作 贡 献 的 路 径 ，将 每 一 颗“ 螺 丝

钉”都严丝合缝地嵌入强军链条中，

让每名官兵都能在绿色军营绽放青

春光彩。

信 心 比 黄 金 更 重 要
■火箭军某旅干部 申耿圩

参观红色文物、宣讲红色故事、传唱

红色歌曲……近段时间，本报开设“传承红

色基因 服务强军打赢——新时代军史

场馆体系建设巡礼”专栏，介绍各部队在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主题教育中，发挥红色资源铸魂育人功

能，教育激励官兵当好红色传人、建功强军

事业的新气象新风貌。我们应深入贯彻

习主席关于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

重要指示，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

凡树有根，方能生发；凡水有源，方

能奔涌。红色基因是我党我军性质宗旨

本色的集中体现，凝结着老一辈革命家

的艰辛探索和智慧韬略，承继着无数革

命先烈的赤胆忠诚与奋斗牺牲，蕴含着

鲜明的政治立场、坚定的信仰信念、先进

的制胜之道、崇高的革命精神、优良的作

风纪律。这是人民军队区别于其他一切

军队的本质特征，也是我军从胜利走向

胜利的传家宝。发挥好红色资源的作

用，可以让官兵的心灵得以滋养、灵魂得

以净化、境界得以提升，从红色基因中汲

取奋进力量。

军史场馆是保存、研究、展示党领导

人民军队奋斗历程和伟大业绩的神圣殿

堂，是传承红色基因、存史资政育人的重

要阵地。每个人内心里的红色种子，不会

自然而然地长成参天大树，需要不断地呵

护才能使其永葆生机与活力，需要不断地

培育才能使其茁壮成长。让官兵走近军

史、了解军史，能够让官兵从内心激发红

色认同、产生情感共鸣。“传统不是守住炉

灰，而是热情火焰的传递。”运用军史场馆

深化学史铸魂、研史资战、传史续脉，与这

次主题教育的总要求“学思想、强党性、重

实践、建新功”是一致的，有助于实现和完

成主题教育目标和任务。

习主席指出：“光荣传统不能丢，丢

了就丢了魂；红色基因不能变，变了就变了质。”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加快把我军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并非一帆风顺、一马平川，还有许多“雪山草地”

要过，还有许多“雄关天险”要闯。只有传承好红色基因、发扬好光荣传统，才能

始终保持冲锋陷阵的锐气、敢战强敌的勇气和决胜未来的底气。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传承红色基因作为新时代政治建军的战略任务

和基础工程，要求各级应进一步强化政治责任，加强组织领导，统筹规划部署，

切实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推动形成全方

位的红色基因传承格局。坚持从兵之初抓起，把握青年官兵特点，创新理念方

法手段，教育官兵牢记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每名官兵都要

把红色基因植入灵魂、融入血脉，在学好理论、坚定信念中传承，在爱军精武、履

职尽责中传承，在崇尚英雄、争当英雄中传承，在勇于创新、续写辉煌中传承，把

好传统带进新征程，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 （作者单位：77643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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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海军航空兵某部组织飞行训练。 郑祖霖摄

本报讯 王净、崔雅庆报道：“阵地

暴露，迅速转移！”冬日，天山北麓，新疆

军区某师某分队组织特情处突训练，官

兵动作迅速、沉稳应对，很快完成撤收伪

装，随即向预备阵地机动。训练中，官兵

展现出扎实过硬的战斗本领和雷厉风行

的战斗作风，这得益于该师持续开展的

群众性练兵活动。

“开展群众性练兵活动，立起练为战

导向，目的是把每一名单兵都训合格、每

一型装备都训到位、每一类作战要素都

训扎实，切实提高官兵打赢能力、淬炼胜

战本领。”该师领导介绍，此次群众性练

兵活动，从师党委班子成员到基层官兵

全员参与、一人不落。他们以专业技术

基础训练为主要内容，依照“专业集中、

分批集训、挂靠代训”模式，差异化编组、

精细化补差，组织装甲兵、侦察、参谋业

务等多个专业集训。他们还量化评估训

练成绩、精准分析训练成效，紧盯短板弱

项精细补差，夯实训练基础，切实提升部

队基础训练水平。

“从地形来看，此地较为开阔，取水

较为方便……”在该师某团训练中心，笔

者看到，机关参谋人员正结合训练内容，

利用数字地图、电子沙盘等综合分析研

判情况，拟制行动方案。“只有充分预想

敌情和战场环境，精准掌握数据情报，熟

练运用各类技能，才能全面精细地计划

组织部队行动。”该团领导介绍，此次活

动中，他们在强化基础训练的同时，着力

夯实参谋人员能力基础，实现平时业务

技能与战时能参善谋全面提高。

夜幕降临，随着一阵尖锐的警报声

响起，官兵迅疾穿戴战斗装具，一场高强

度多课目连贯训练火热展开……夜色

中，他们从难从严施训，多名战士取得个

人单课目训练最好成绩。

新疆军区某师开展群众性练兵活动

精细补差夯实训练基础

本报讯 李向阳、季文塞报道：“想象

一下我们躺在沙滩上，听着海浪拍打礁石

的声音……”12月中旬，在海军 971医院举

办的“爱的港湾·心灵沙龙”专题讲座上，该

院心理科宫主任为军人军属宣讲缓解心理

压力的方法，指导大家科学疏解不良情

绪。这是该院开展心理服务的一个镜头。

该院领导介绍，面对部队野外驻训时

间长、任务繁重等实际，部分官兵心理压

力较大。为此，该院心理科着眼部队心理

服务保障需求，探索建立三级心理防护网

络体系，改进心理服务模式，更好地守护

官兵心理健康。他们以医院心理科为中

心，依托体系部队基层骨干和卫生系统专

业人员，建立分为“预警—干预—诊疗”3

个层级的心理防护网络体系，对官兵心理

健康进行日常监测，及时提供服务。

实际工作中，他们紧盯战场需求开展

心理服务，心理科骨干现场跟训收集记录

参训人员心理动态等资料，帮助官兵克服

应急状态下可能出现的心理障碍，保持良

好状态；建立战时心理服务方案，规范处

置流程；指导部队卫生人员掌握识别、干

预和用药等技能和手段，提高部队应急保

障能力。同时，为服务长年驻守高山海岛

的官兵，该医院建立远程问诊机制，通过

网上咨询和线下服务相结合的方式，将关

爱送到一线前哨。

心理服务暖海疆。自建立三级心理

防护网络体系以来，该院体系部队官兵对

心理服务工作满意度不断提升。某部领

导说：“战位上有心理疏导，生活中有心理

关怀，官兵练兵备战的劲头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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