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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连日志

闪耀演兵场

回访手记

4月 24日，本版刊发了第 80集
团军某旅某连干部慕佩洲的自述
文章《给连队官兵一张安静的书
桌》，主要说了这样一件事：到连队
履新后，慕佩洲发现，连队的学习
氛围不浓，爱读书的官兵不多。即
使有人想学习、想读书，连队也没
有合适的场所。为此，在他的推动
下，一间闲置的阁楼被改造成连队
图书室——“青奋书社”。从那以
后，官兵们就拥有了一个安静舒适
的阅读空间。

如今 8 个月过去了，“青奋书
社”运行情况如何？连队官兵的阅
读状况是否有所改变？他们身上
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带着这些问
题，我们进行了回访。

在基层部队，像“青奋书社”这样

的地方想必还有很多。而它之所以能

引起我们的关注，始于慕佩洲说出的

一个困惑：“在这个图书浩如烟海、唾

手可得的时代，为何读书反倒成了一

件奢侈的事？”

记者心里也有同样的困惑。细细

想来，让读书变得奢侈的，不是书籍本

身，而是能让人安心阅读的时间和空间。

先说时间。如果追问“时间都去

哪儿了”，相信所有人的回答里都绕不

过“忙”“累”两字——因为忙，所以没

有时间读书；因为累，所以没有精力读

书。但真要深究起来，真的忙得累得

连一点读书的时间都没有吗？

再说空间。在一些带兵人那里，是

不能让战士们闲下来的，他们担心战士

们 有 了 更 多 自 由 支 配 的 时 间 会 出 问

题。更有甚者，还将闲暇时喜欢一个人

静静读书的战士定义为“不合群”。如

果这种思想观念占了上风，个别连队缺

少“一张安静的书桌”便不足为奇了。

读书，看起来是个人行为，关乎一

个人的成长进步。但必须承认，置于

强国复兴的语境下，读书就带有某种

使命和责任。毛泽东同志曾说：“没有

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

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习主席深刻

指 出 ：“ 好 学 才 能 上 进 ，好 学 才 有 本

领 。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依 靠 学 习 走 到 今

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也

就是说，生活在部队大家庭里，行走在

强军兴军新征程上，乃至打赢未来信

息化战争，真的不允许我们不读书不

学习，不允许我们没有时间和空间进

行读书学习。

道理并不难懂。那么，对那些不

怎么爱读书学习的基层官兵来说，该

如何“破题”呢？

记者想到海军某部一名指导员。

他去连队报到时随身携带了一大箱子

书，令官兵们“大开眼界”。平时看书

时，他从不避着战士，甚至有意让大家

看到。时间一长，有的战士开始好奇

他在看什么，他就随手递过去一本，借

机搞一次“推荐阅读”。慢慢地，在他

的影响带动下，官兵们养成了爱读书

的习惯。你看，在读书学习问题上，领

导带头和营造氛围何其重要。

这些年，我军在建设学习型军营、

培养堪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新型军事

人才方面，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出台

了很多激励措施。比如，大力发展军

事职业教育，使其作为军队院校教育

和部队训练实践的拓展和补充，旨在

打造“没有围墙的战争学校”，构建全

员全时全域的泛在学习环境，把部队

建设急需急用和岗位履职欠缺的知识

及时推送给官兵，让官兵自主学、自愿

学、随时学。但从基层的实践来看，一

些官兵并未真正认识到军事职业教育

的重要性，把这种在线学习简单当作

完成任务，经常以刷课时、赚学分应付

了事。

当前，我军正加速向全面建成世

界 一 流 军 队 阔 步 迈 进 。 世 界 一 流 军

队，不仅要有世界一流的战斗力，还要

有世界一流的学习力。可以说，学习

力就是战斗力。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

到，现代战争的演变速度正在加快，武

器装备日益信息化智能化，作战方式

变得更加复杂，打赢战争的难度也在

增加。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加强读书

学习，不主动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

究打仗，恐怕将来很难立于不败之地。

有人说，每个人的世界都是一个

圆，学习是半径，半径越大，拥有的世

界就越广阔。战友们，养成读书的习

惯吧，把那些不经意间荒废的光阴留

住，打开一本有益的书，就一定会有所

收获；战友们，保持学习的状态吧，常

怀“本领恐慌”，知不足、补短板、求进

取 ，与 更 优 秀 的 自 己 、更 过 硬 的 连 队

“顶峰相见”。

养成读书的习惯 保持学习的状态
■胡 璞

“代师傅，走起！”这天刚吃过晚饭，

我叫上班里的战士代先锋一起去网络学

习室，讨论专业教学的细节问题。前段

时间，我们还一起合作撰写了电工专业

教案。

别看代先锋肩扛下士军衔，其实还

是一个新兵，因为他作为定向培养军士

入伍，来到连队不过几个月时间。如果

几个月前，有人告诉入伍 8 年的我会拜

新兵为师，我一定觉得这个人在胡说。

但现在，这样的事却实实在在发生了。

代先锋刚到连队时，不少战友对他

心存怀疑：凭什么一来就直接佩戴下士

军衔？他真的有一技之长吗？说实话，

我一开始也抱有这样的想法。

不过，在新兵分配前，我和代先锋

简单聊了几句，就知道他不一般，不仅

早就考取了高级电工证书，说起专业理

论也头头是道。要知道，连队的电工都

是“土生土长”的，没有经过专门培训，

手里的那点技术全靠平时任务中“摸爬

滚 打 ”得 来 ，有 时 遇 到 难 题 难 免“ 抓

瞎”。因此，对我们这个急需专业技术

人 才 的 连 队 来 说 ，代 先 锋 可 是 妥 妥 的

“宝贝”。趁其他班长还在纠结，我先下

手为强，“抢”来了这个人才。

但和代先锋进一步深聊，我发现，他

虽然有高级电工的“文凭”，但实操经验

却很少。“他不会只能‘纸上谈兵’吧？”我

心里悄悄打起了鼓，“万一这个‘抢来的

宝贝’变成‘烫手的山芋’可咋整？”

我 找 到 指 导 员 ，说 出 了 心 里 的 担

忧。指导员听后，语重心长地说：“定向

培养军士选拔有明确的标准要求，而现

在兵员整体素质和文化水平明显提高，

你不能因为自己是班长，就觉得能力一

定比这些新兵强。”最后，指导员劝我放

下偏见，发掘代先锋身上的优长，肯定会

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没过多久，连队新建的电工实训教

室马上要投入使用，连长点名让我负责

电路教学。这可把我愁坏了：让我动手

干活，再苦再累都没二话；但让我上台讲

课，确实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就在我为此挠头时，代先锋主动找

上门，说他可以承担教学工作。“反正我

也不知道怎么讲课，不如让他试试看！”

我与连队主官进行了沟通，他们都表示

赞成。

代先锋很快进入状态，工作起来颇

有章法。他先在连队调查摸底，了解大

家对电路知识的掌握情况。为了让操作

演示更加直观，他专门网购了一些元器

件，亲手制作讲解用的电路图。

课堂上，代先锋讲解条理分明，通俗

易懂。几堂课讲下来，我确实感到，他的

理论功底比我们这些老班长扎实得多。

其他战友也都说：“很多实际操作中遇到

的难题，听他一讲就迎刃而解了”“原来

一些只会操作却不懂原理的部分，现在

也能融会贯通了”……

“不愧是专业出身，水平就是不一

般！”代先锋用实际行动，打破了很多老

兵对他的偏见。抓住这个机会，我主动

提出拜他为师，向他系统学习电工专业

理论知识。

当然，代先锋也有短板，实际操作略

显生疏，而这正是我的优势。于是，在接

下来的时间里，他教我专业理论，我向他

传授实操技巧。我俩没事就凑到一块学

习讨论，在互帮互助中变得更加熟悉。

到了年底，各项工作告一段落后，连

队进入训练预备期。由于连队明年有重

要任务，但部分新兵电路知识还很欠缺，

连长把集训任务交给了我和代先锋。他

主讲理论，我主讲操作，彼此发挥各自优

势，相得益彰。在此过程中，我这个当徒

弟的，又从代先锋那里学到了很多专业

理论知识。

（本报特约通讯员徐弘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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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回顾

温馨的灯光、舒适的沙发、成套的

桌椅、贴墙而立的书架……走进第 80

集团军某旅某连的阁楼，记者终于见

到了久闻的“青奋书社”。

“‘青奋书社’的利用率很高，大家

闲暇时很喜欢来这里，看看书，思考思

考。”说起连队图书室，该连干部慕佩

洲 言 语 中 满 是 自 豪 。 但 更 令 他 自 豪

的，是连队官兵的改变，尤其是图书室

管理员、下士田康芮。

“青奋书社”正式投入使用后，图

书室管理员一职存在空缺，当时还是

上等兵的田康芮主动提出申请，还给

连队党支部写了一封信《我会和“青奋

书社”一起进步》。

在这封信里，田康芮讲了自己想

当图书室管理员的原因。他说，想以

此督促自己多读书、多学习，不辜负连

队对他的期望。他还承诺，会维护好

秩序和卫生，主动提醒战友读书。

在慕佩洲的印象中，田康芮并不

是一个爱读书的战士。此前，连队组

织官兵开展“领读学党史”活动。轮到

田康芮时，他不仅读得磕磕绊绊，还不

时被班长打断，纠正发音。

“你要多读书、读好书。”事后，慕

佩洲找他谈心，没想到就是这样一句

简单的话，点燃了田康芮的激情。

看着满纸流淌的真诚与决心，慕

佩洲深受感动，他与其他连队干部商

定，由田康芮担任图书室管理员。

其实，在这次毛遂自荐前，还有一

件事触动了田康芮。“青奋书社”建成

不久，慕佩洲拿给他一本书——《钢铁

是怎样炼成的》，要求他有空的时候好

好读一读。

起初，田康芮没怎么重视这个“任

务”。但一到闲暇时间，慕佩洲就问他

书中的情节，让他谈感想体会，“逼”得

他不得不认真翻看。读着读着，田康

芮被书中保尔·柯察金不畏艰难、勇往

直前的精神打动，并在这个过程中找

到了读书的乐趣。

“ 拿 起 书 的 那 一 刻 ，改 变 开 始 发

生。”慕佩洲说，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

希望通过读书，让田康芮有所收获、有

所改变。

成为管理员后，田康芮有了更多

的时间“泡”在图书室。“一开始就挑自

己感兴趣的书读，后来感兴趣的书越

读越多。”田康芮拿出自己的书单，记

者数了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已

经读了 20 多本书。

在“青奋书社”的书架上，摆着一

个登记簿。田康芮说，这是他设计制

作的，方便战友记录借阅书目和心得

感悟。翻开登记簿，记者发现“尹昊”

是图书室的“常客”。

“他经常带着攻关小组来这里讨

论学习。”慕佩洲介绍，尹昊是连队的

年轻干部，今年身担重任，带领专业骨

干开展新装备攻关。

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话音刚

落，尹昊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有时攻关走进‘死胡同’，我心里

很容易浮躁 ，但抬眼看看墙上的‘青

奋’两个字，就会找回信心和平静。”尹

昊说，“青奋书社”给他提供了绝佳的

学习研究环境。

有一段时间，尹昊带领的新装备

攻关小组，在研究某型装备实战应用

时 ，遇到了瓶颈 ，怎么也找不到破解

方法。这时，看在眼里的田康芮主动

建议：“要不看看这些书吧？”说着，便

将几本有关现代战争形态和新兴科学

技术的图书放在他们面前。

原来，该连针对专业特点、任务性

质和训练需要等实际，专门采购过一

批军事科技类图书。作为管理员的田

康芮，对“青奋书社”的藏书显然比尹

昊更为熟悉。

“感觉视野一下子被打开了。”尹

昊说，田康芮推荐的几本书帮助他们

拨开了迷雾，找到了突破方向。循着

新的思路，他们初步摸索出新装备的

战法运用，现在只待训练实践的检验。

回访中，记者了解到，除了尹昊带

领的新装备攻关小组，一些技术骨干

也常常在“青奋书社”开课。进入训练

预备期后，该连还将教练员备课试教

也放在了这里。尝到甜头的尹昊说：

“这地方没有外界干扰，大家学习钻研

特别专注，工作效率特别高。”

这 个 变 化 是 连 队 干 部 始 料 未 及

的。“最开始，我只是想提供一个安静的

阅读场所，让官兵们修身养性，提高文

化素养。没想到，‘青奋书社’现在成了

连队的训练研究基地。”慕佩洲说。

攀 谈 间 ，又 有 几 名 官 兵 走 了 进

来。记者注意到，他们从书架上抱下

来一大摞书，似乎在翻找什么。

“这和我们连今年组织的一项活

动有关。”慕佩洲解释说，今年第二批

主题教育开始后，连队配合开展“寻找

那些藏在金句里的典故”活动，引导官

兵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

每次教育课前，慕佩洲都会专门

留出时间，交由官兵分享自己发现的

典 故 及 其 背 后 涉 及 的 历 史 文 化 知

识。从那以后，“青奋书社”里的历史

文 化 类 书 籍 和 成 语 词 典 变 得 格 外 受

欢迎。

从闲置落灰的阁楼到安静明亮的

图 书 室 ，不 到 一 年 时 间 ，在“ 青 奋 书

社”，有人收获了知识，有人开阔了眼

界，有人在拔节成长……

“在我们连队，去‘青奋书社’读书

思考，已经成为新风尚。”慕佩洲说，

“今晚在书社给你占个座吗”甚至成了

官兵之间的问候语。

如今在旅里，“青奋书社”火出了

连队，成了“标杆”，旅领导多次提出表

扬，其他连队也纷纷派人前来取经。

“对于‘青奋书社’，你们接下来有

什么计划吗？”采访临近尾声，记者向

慕佩洲提问。

“我想打造一个图书沙龙品牌。”

慕佩洲说，除了继续丰富藏书、引领官

兵读书外，他还打算“走出去”，在全营

乃至更大范围开展好书分享、读书心

得交流等活动，让阅读这件事惠及更

多官兵。

“拿起书的那一刻，改变开始发生”
■本报记者 胡 璞 通讯员 顾洪武 张玉健

入冬以来，武警重庆总队某支队组织开展专业技能训练，锤炼官兵实战能

力。图为一名战士在进行快速索降训练。

王湛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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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长河奔流，总有一些美好沉淀在时光里，
温暖着人们的记忆。

2023年，通过“基层传真”版，我们“遇见”了很多
人，他们有思想、肯担当、能吃苦、敢探索，在本职岗
位上作出了不凡业绩；我们也“见证”了很多事，有基
础训练领域的创新，有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探索，有
惠军利兵政策的落实问效，也有机关服务基层、抓建

基层带来的改变，等等。这些来自练兵备战一线的
新闻，如青萍风起、似平湖微澜，让人收获感动，给人
启迪思考。

回顾过去，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即日起，本
版以“回访”的形式，推出系列报道，看看这一年“我
们报道过的那些人和事”有什么新变化、新进展。
敬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