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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鼓催征，旌旗猎猎。元旦伊始，

比武场上传来喜报：我连下士王枭勇夺

400米渡海登岛第一名，下士董志强、中

士张帅帅在模拟手雷投掷课目中双双

夺魁……看着他们摘金夺银、成长成

才，我为自己当初的决定感到欣慰。

去年，我从机关调整到“大功连”

任职。作为旅里响当当的荣誉连队，

“大 功 连 ”各 项 建 设 一 直 走 在 旅 队 前

列。临行前，旅领导专门找我谈话，勉

励道：“‘大功连’根正苗红人才多，一

定要主动作为、竭尽全力，带领官兵取

得新的更大成绩。”

我听后信心满满，以为只要沿用

传统做法、用好骨干人才，连队全面建

设自然会保持优势、不断攀升。

然而任职几个月后，连队各项工

作非但没有新的突破，反而出现了下

滑趋势，我感到“压力山大”，内心一度

产生疑问：都说荣誉连队人才多，可上

任这么久，我怎么没发现啊？

一次，旅里举办军体运动会，连队

在 传 统 优 势 项 目 —— 短 跑 中 颗 粒 无

收。翻看成绩单时，我惊讶地发现连

队两名短跑好手——列兵陈孔波、马

清岭连一个像样的名次都没拿到。

短跑好手为何“名落孙山”？在我

的追问之下，二人说出缘由：“我俩入

伍前曾在体校受过专业训练，但入伍

后对连队的体能训练并不适应，成绩

不升反降……”

听他俩说完，我这才想起来，早在

我任职之初，两个人就曾私下找到我，建

议改进体能训练方法。由于当时我一门

心思想着如何弘扬“大功连”的好传统，

就简单把连队的所有训练方法当成“金

科玉律”，要求大家严格落实、不准创

新。没想到，此举竟产生了“负”作用。

搞清楚来龙去脉后，我与连队其

他干部商量，作出决定：让陈孔波、马

清岭担任短跑教练员，充分发挥他们

的特长，提升全连官兵的体能水平。

“体能训练不同于体育训练，两个

新兵能教啥？”起初，不少老兵对这一

决定表示不解。“所谓‘大道相通’，不

妨让他们试试看！”在我的鼓励下，陈

孔波和马清岭组建了集训队，将自己

的 专 业 所 学 倾 囊 相 授 。 一 段 时 间 过

后，很多官兵反映，自从掌握了科学的

训练方法，体能训练不再像以前那样

累了，成绩也有大幅提升。

“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看到连

队发生的变化，我更加坚定了内心的想

法，很多年轻同志纷纷崭露头角——臂

力过人的战士董志强担任连队投弹教

练员，在他的悉心调教下，几名长期“吊

车尾”的同志改掉了痼癖动作，投弹成

绩实现了从“及格”到“优秀”的跃升；名

牌医科大学毕业的战士杨洪机主动请

缨，担任连队战场救护教练员，从人体

构造讲到外伤救治，大家开展卫生救护

课目训练不再似懂非懂，而是“知其然，

知其所以然”……

别 看 这 些 招 法 并 无 多 少 新 奇 之

处 ，但 产 生 的 正 能 量 却 让 我 始 料 未

及。连队“比学赶帮超”的氛围日益浓

厚，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到了当

年 年 底 ，我 们 捧 回 了“军 事 训 练 一 级

连”的牌匾。

这段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基层

天地广阔、官兵藏龙卧虎，关键就在于

如何搭建平台、培养人才。千万不要

以兵龄长短、年纪大小、资历深浅论高

低，只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每名

官 兵 身 上 都 有 自 己 的 闪 光 点 。 更 何

况 ，随 着 高 学 历 青 年 不 断 涌 入 军 营 ，

“列兵武教头”“士兵发明家”等早已屡

见不鲜，何不打破常规用人所长，使人

尽其才、才尽其用？

在平时工作中，除了积极为专业

能手、特长官兵创造展示自我的机会，

我还特别注重发掘战士潜能，并以此

作为突破口，做好一人一事工作。

有段时间，上等兵陆恩整天郁郁

寡欢，嘴里念叨着想要退伍。我找到

陆恩的班长宋金昌了解情况后得知，

因为训练成绩不理想，陆恩感到自己

前途无望。

“如何让陆恩找到自身价值，重拾

自信？”带着这个想法，我认真翻阅陆恩

的个人资料，并与他的亲友和学校老师

取得联系。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陆恩

曾对电脑软件比较痴迷，我当晚就让他

参与某课目演示展板制作。

我清晰地记得那一幕：当陆恩端

坐在电脑前，熟练使用各种制图软件

时，他脸上散发出前所未有的自信光

彩，活脱脱就像换了一个人。短短几

天，陆恩便出色完成了任务，受到旅领

导肯定。

看到陆恩喜笑颜开的样子，我没

有追问他为何“深藏不露”，而是趁热

打铁，帮他卸下思想包袱，直面训练短

板。在我和其他战友的帮带下，陆恩

打消了退伍的念头，加快了追赶的步

伐。两个月后，他便在射击考核中打

出“满堂彩”，成功实现“逆袭”。

又是一年奋起时。前不久，连队

党支部开展新年度工作筹划，针对每

名官兵的特点特长，为他们制订了工

作目标和成长路线图。“连队官兵就是

一块块‘璞玉’，只要用心发现、精心雕

琢，假以时日，他们一定会成才成器，

焕发出夺目的光彩。”作为连队主官，

我对此深信不疑。

（陈 凯整理）

把一块块“璞玉”雕琢成器
■第 72 集团军某旅“大功连”指导员 羊晓楠

“全连集合！”

冬 日 的 一 天 ，空 军 某 部 某 连 晚 点

名 刚 刚 结 束 不 久 ，一 阵 急 促 的 哨 音 在

营 区 响 起 。 连 队 集 合 完 毕 后 ，干 部 刘

彦辰开始传达关于学习某单位经验做

法的通知。

通知传达完毕，官兵们回到班排纷

纷抱怨起来：“原来紧急集合只是为了传

达 经 验 做 法 ”“ 洗 漱 时 间 又 不 够 用

了”……面对大家的吐槽，刘彦辰感到很

无奈，因为像这样要求立即传达的非紧

急通知，他已不是第一次收到。

“非紧急通知为啥要连夜传达？”正

在基层蹲点的该旅一位领导对此展开调

查。通过梳理基层收到的文电通知，他

发现，有些通知涉及风险预警、安全提示

等重大事项，确实需要紧急传达，而大部

分通知的内容都是一般性事务，次日再

组织传达学习也来得及。更让人不解的

是，这些通知经常是赶在每天下班前才

下发。

为了弄清真相，这位领导又与部分

机关人员进行了沟通。一名参谋说，有

些时候，由于担心基层落实工作“慢半

拍”，在下发通知时特意标注“紧急”，希

望引起基层的重视。一名干事坦言，有

些通知要求连夜传达，并不是通知的事

项紧急，而是经办人员心急，没有考虑基

层实际，完全按照自己的工作节奏行事。

“需立即传达的通知，一刻不能耽

误；非紧急事项，严禁连夜传达。”机关交

班 会 上 ，这 位 领 导 摆 出 自 己 发 现 的 问

题。该部党委一班人态度鲜明，要求机

关有关部门作出整改，“开展工作、部署

任务要区分轻重缓急，心里始终装着基

层，不能随性而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此外，他们还举一反三，对机关下发

文电通知的流程进行了规范，要求签发

通知的领导严格把关，不得随意提高密

级，不准搞层层加码。同时，教育引导机

关干部加强工作统筹，提高办事效率，抓

好跟踪问效，不能认为会议开过了、通知

下发了、任务布置了就完成履职了，更不

能从个人和部门利益出发，随意干扰基

层秩序，增加官兵负担。

通过一段时间的教育整改，刘彦辰

明显感到，需要连夜传达的通知明显减

少，而且机关在下发通知前，经常会提前

了解基层正在干什么、有没有时间。“机

关不折腾，基层少忙乱。”他说，上下一条

心、拧成一股绳，才能实现“双向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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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望镜带兵人手记

人们常说，“谁拥有人才，谁就拥

有 未 来 ”，由 此 可 见 人 才 对 于 一 个 单

位、一支军队或者一个国家的极端重

要性。

而 现 实 情 况 是 ，有 的 单 位 并 非

缺 少 人 才 ，而 是 没 有 把 人 才 用 好 。

“ 聚 天 下 英 才 而 用 之 ”，一 个“ 用 ”字

重 若 千 钧 。 也 就 是 说 ，人 才 是 培 养

出 来 的 ，更 是 用 出 来 的 。 不 使 用 ，一

个 人 就 得 不 到 充 分 的 历 练 ；用 不 好 ，

人 才 就 无 法 发 挥 应 有 的 作 用 。 第 72

集 团 军 某 旅“ 大 功 连 ”指 导 员 羊 晓 楠

的 带 兵 育 人 之 道 ，正 是 念 好 了“ 用 ”

字诀。

史书记载，战国时期楚国人才济

济 ，但 并 未 因 此 成 就 大 业 ，最 终 殁 于

群雄。后人分析：“才不得展，疑且小

之，有才而不善用之，岂不同无？”意

思很明了——用好人才，才是真正拥

有人才。

战场上的较量，说到底是人才的

竞争。谁能做到“必使有材者竭其力，

有识者竭其谋”，形成竞相奔涌、百花

齐放的人才格局，谁就胜人一筹。希

望各级都能培养使用好各类人才，为

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

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坚

强支撑。

用好人才，才是真正拥有人才
■刘志强

延伸思考

“洗漱间水压很低，每次洗漱都是

人 挤 人 ，训 练 了 一 天 ，洗 个 澡 都 不 痛

快 ！”一 个 周 末 ，北 京 卫 戍 区 某 团 列 兵

袁 俊 坤 拿 出 手 机 ，扫 描 公 示 栏 上 的 二

维码进行留言。团机关很快便派人前

来 实 地 勘 察 ，然 后 对 洗 漱 间 的 设 施 进

行改造升级。

“ 为 机 关 雷 厉 风 行 的 办 事 作 风 点

赞！”袁俊坤见状欣喜不已，他没想到自

己的一句话，几天时间就换来了眼前实

实在在的生活便利。

“这是我们团畅通民主渠道，提升为

兵服务质效推出的新举措。”某营干部商

庆斌向笔者介绍，战士只需用手机扫描

公示栏上的二维码，即可匿名向团机关

反映问题，提出意见建议。

去年，为了更好地帮助基层排忧解

难，该团组织多场座谈，面对面了解实际

情况，但效果并不理想，很多官兵存在思

想顾虑，或支支吾吾故意岔开话题，或干

脆回答“没有难处”。

“官兵们不愿当面反映问题，那就换

一种方式。”针对这种情况，团机关马上

调整策略，组织制作二维码，下发营连公

示，借助信息化手段听取基层呼声。

措施一变，效果立现。“当时，二维

码公示仅 3 天，团机关就收到了大量意

见 建 议 ，单 是 涉 及 我 们 营 的 就 有 10 余

条。”商庆斌说，“这些意见建议很有针

对性，为营党委及时改进工作提供了重

要参考。”

“开展调研座谈，遇到官兵闭口不

谈，不能一味责怪他们，应该设身处地想

一想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只有不断改进

工作方式和作风，才能收获真知实情。”

该团一名领导说，为官兵服务、为基层解

难贵在真心实意、真抓实干，只要情况属

实就立即整改，只要建议合理就马上采

纳，这样才能充分尊重官兵的主体地位，

激发他们的干事创业热情，为建设全面

过硬基层凝聚力量。

一“码”架起“连心桥”。为推动新年

度工作起好步、开好局，该团组织官兵积

极建言献策。笔者发现，最近几天，各营

连公示栏前，经常可见扫码的战士。商

庆斌说，从机关反馈的情况看，这次大家

又贡献了不少“金点子”。

北京卫戍区某团借助信息手段提升为兵服务质效—

一“ 码 ”架 起“ 连 心 桥 ”
■汪 琳 杨恒山

“这堂课贴合当前官兵思想实际，

讲了很多身边人身边事，战士们听得入

神，取得了不错的教育效果。”前段时

间，海军某部领导到基层“推门听课”，

对某连李指导员的授课高度认可。

授课得到肯定，李指导员心里一块

石头落了地。要知道，就在不久之前，他

参加政治教员比武时，曾被点名批评。

原来，那次比武前，李指导员从网

上下载了精美模板，还向战友要来成熟

的教案，将其整合成自己的课件。比武

当天，他信心满满地完成授课，不承想，

评委却给出了“课件模仿痕迹太重，部

分内容与连队实际不符”的评语。

一盆冷水泼下来，李指导员的心情

一落千丈，一名机关领导看出他的心思，

主动找他谈心。“只有‘思想懒汉’，才会

产生‘模板依赖’。学习借鉴他人的优秀

成果不能照搬照抄，必须结合自身实际

消化运用，这样才能不断取得进步。”

经过反思，李指导员发现自己存在

严重的“模板依赖”，不仅备课经常套用

模板，就连撰写心得体会、工作总结等

也习惯“复制粘贴”，独立思考、独到见

解越来越少。更要命的是，自己的这种

作风已经潜移默化影响了部分官兵。

于是，他决定以自身为靶子，对此类现

象进行纠治，随即便向上级领导作了汇

报。

不久之后，一场关于“鼓励思想创

新，克服‘模板依赖’”的自查自纠活动

在该部展开，一系列提升官兵能力素质

的举措同步推出：邀请优秀教练员、教

员授课，分享组训组教思路方法；组织

观摩学习，与兄弟单位交流建设经验；

大兴学习之风，定期组织专题研讨、集

智攻关……

如今，该部读书学习的氛围越来越

浓厚，官兵们精武强能热情高涨，大家

开展工作、日常训练、执行任务不再被

动应付，而是结合实际主动思考，提出

了很多“更优解”。

李指导员也是其中的受益者。“自

从有意识地摆脱‘模板依赖’，我的眼界

一下子打开了，教育授课多了创意，带

兵育人也有了更多好招法。”对于自己

的改变，他深有感触地说。

摆脱“模板依赖” 不做“思想懒汉”
■张 鑫

新闻前哨

营连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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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图为战机起飞。 于青雷摄

新年伊始，阿里军分区某边防团官兵踏雪巡逻在边防线上。 刘晓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