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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耀演兵场

我们连队的两个战士高维亮和吉

里伍惹，平时关系特别好，是铁打的球

友。但前段时间我发现，他们两个周末

不再一起打球，而且交流也变少了。“他

下连后一直都是我带的，现在倒像是炮

班的兵……”一天午饭后，我恰好听到

高维亮向班里同年兵“吐槽”吉里伍惹，

终于发现了眉目。

这件事还得从连队组织的一次图

上量算考核说起。吉里伍惹不想因为

自己的成绩拖全班的后腿，于是去请教

该课目常年名列前茅的炮班班长赵常

宗。在赵常宗的指导帮带下，吉里伍惹

进步很快，而且第一次在这个课目上取

得“优秀”成绩。

对于吉里伍惹请教赵常宗这个事，

高维亮一开始没在意，直到前不久的战

场救护课目训练。训练刚一开始，吉里

伍惹就径直去了炮班的场地。高维亮

说，吉里伍惹跟着别的班训练，先不谈

是否合规，但眼看自己辛苦带的兵却和

别的班长走得更近，他心里也憋得慌：

“胳膊肘老想往外拐，这搁谁身上能好

受？”

因为这样的原因，高维亮和吉里伍

惹搞起了“冷战”，表面看起来一如平

常，但私下几乎不怎么说话。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我找到一些战

士交流。他们反映，各班都或多或少存

在类似情况，经常能听到班长说：“班与

班之间本来就是竞争关系”“你是我们

班的，不要和别的班走得太近”……

明明是一个排、一个连的战士，为

啥 要“ 你 们 班 ”“ 我 们 班 ”分 得 这 么 清

楚？是什么让班长们对战士的“归属”

这么在意……带着这些问题，我向连长

请教。

“你平日带兵是不是过于强调班与

班之间的竞争了？”连长的一句话点醒

了我。反思工作，我发现自己在平时确

实很注重“比”，比内务水平、比训练成

绩、比作风养成，有时为了“胜人一筹”，

甚至不惜撕破脸面。

我原意是希望形成良性竞争的氛

围 ，促 进 共 同 进 步 。 但 因 为 过 于 强 调

“比”的概念，反而忽视了团结教育，结

果有些战士产生了“班内一家亲，班外

是对手”的错误认知。

再 说 回 高 维 亮 和 吉 里 伍 惹 的“ 冷

战”，他们之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

高维亮对于集体的认识有偏差，吉里伍

惹的做法也不当。我把问题想清楚后，

专门找到他们两个人谈心。我坦诚地

承认，因为自己工作方法有问题，让他

们产生了错误的认识，但也直率地点出

他们身上的问题，尤其对吉里伍惹不向

班长报告，擅自到其他班跟训提出了批

评。

在我的调解下，高维亮和吉里伍惹

面对面敞开心扉。话说开了，两人的关

系随之缓和。

意识到自己才是问题的症结，我立

即调整工作方式方法，在安排任务、组

织训练时，有意打破战士们心中的界限

隔阂，不断强化“我们都是一家人”意

识。比如，让各课目成绩优秀的班长骨

干跨班开展教学，打破班建制组织文娱

活动等。此外，我们还经常联合其他排

开展训练交流活动。

正所谓：事在人为。在我的努力之

下，现在各班之间氛围明显改善，战友

关系更加和谐。

“我们都是一家人”
■第 76 集团军某旅干部 袁 笑

营连日志

严冬时节，武警兵团总队某中队开展刺杀训练，磨砺官兵血

性虎气。

任 勇摄

这天，第 80 集团军某旅二级上士王

广振，乘坐旅里安排的专车，接到了来队

探亲的妻子宗晓。在来队家属房稍事休

整后，王广振就带着宗晓到卫生连所在

医疗楼进行健康体检。

“您好，欢迎来队！我们先为您做一

下基本检查。”看到进门的宗晓，卫生连

军医徐兆慧热情问候。

虽然室外寒风凛冽，医疗楼里却暖

意融融。临近春节，该旅迎来了家属来

队探亲高峰，每天都有新来队的家属到

卫生连接受健康体检。

“这是我们推出的暖心举措之一。”

该旅领导介绍，今年，他们依托卫生连现

有条件，为来队家属提供健康体检、健康

咨询、康复理疗等服务。

其实，早在一个多月前，该旅就开始

筹划官兵家属来队探亲保障事宜。“让军

属感受到部队的温暖、增强获得感和幸

福感，是我们开展这些工作的出发点。”

该旅领导说，家人的健康是很多官兵的

牵挂，他们正好利用来队过节的机会为

军属们提供健康服务，不仅体现组织的

关心，也能消除大家的担心。

“如今，官兵们不出营门就能及时接

受检查、治疗，一些常见疾病和训练伤的

发生率大幅下降。”徐兆慧一边帮宗晓测

量血压，一边介绍旅里的医疗条件。

之所以能为来队家属提供健康服

务，正是因为该旅具备了相应条件。他

们新修建的医疗楼，在两年前正式投入

使用，设有门诊、急诊、检验室、理疗室等

科室，可以做血常规、胸透、心电图、B 超

等常规体检，还能进行训练伤防治。

“您的血压有些偏高，平时要注意合

理饮食、规律作息……”检查结束，徐兆

慧根据测量结果，给出一些健康提示。

听着徐兆慧的叮嘱，宗晓脸带笑意：“没

想到来队探亲还能享受到体检服务。天

气虽冷，心里却很暖！”

一旁的理疗室内，中士陈羿屹的父

亲正在接受腰部理疗。理疗师曾锦琛

说，这些年，旅里十分重视官兵们的训练

伤防治，不仅采购了专业设备，还选送部

分卫勤骨干参加相关技术培训，提升康

复理疗技能。他们计划利用春节这段时

间，为有需要的官兵家属提供理疗服务，

尽自己所能守护来队军属的健康。

该旅二级上士李嘉兴的家属到达营

区后，第一时间在卫生连接受了健康体

检。谈起旅里的暖心举措，李嘉兴脸上

洋溢着喜悦。他说：“家人都健健康康

的 ，我 们 更 能 心 无 旁 骛 地 投 入 练 兵 备

战！”

来队军属享受健康体检
■戴 磊 王崇嘉

翻越高耸的雪山，途经冰冻的湖

泊 ，笔 者 一 行 乘 车 来 到 南 疆 军 区 某

团 一 处 高 原 驻 训 点 位 ，见 到 了 某 连

二级上士刘卓和团宣传保卫股干事

孟帅。

一下车，刘卓就带着我们来到他

们 的 宿 舍 。 房 门 打 开 ，一 股 热 气 扑

面 而 来 ，与 室 外 寒 冷 的 空 气 来 了 个

对撞。

“这就是我女儿画里的宿舍。现

在，室内温度保持在 20℃左右。”刘卓

指着挂在墙上的温度计说，“晚上睡觉

能钻热被窝，别提多舒服了。”

刘卓口中的“画”，正是吸引我们

此次前来采访的原因。前几天，笔者

收到孟帅发来的 3 张图片和一张刘卓

微信朋友圈的截图。点击查看，笔者

立刻被这 3 张图片深深吸引。那是 3

幅笔触稚嫩的水彩画，画的分别是热

气腾腾的浴室、摆满美食的餐桌和温

暖的宿舍。

“以后谁想了解官兵们在高原点

位的生活，就看这 3 幅画。”孟帅笑着

说。

“你女儿怎么知道这里的情况，她

来过吗？”

“ 等 会 儿 再 告 诉 你 。”面 对 笔 者

的疑问，刘卓故意卖了个关子，说要

带着我们先感受感受官兵们的生活

日常。

“到过高原的人都知道，寒冷的冬

天最难熬。过去，我们取暖靠煤炉，温

度忽冷忽热，经常后半夜被冻醒。”刘

卓说，那时候，有的战士不愿站夜哨，

因为站哨回来，即便盖两床被子，被窝

里还是凉凉的。

不过，这个问题在去年得到了解

决。冬季来临前，该团为各个驻训点

位安装了水暖系统，班排宿舍实现 24

小时供暖。

“ 屋 里 暖 和 了 ，睡 觉 踏 实 了 ，大

家 练 兵 备 战 劲 头 十 足 。”孟 帅 介 绍 ，

团党委着眼驻训部队动散实际和官

兵 需 求 ，从 吃 、住 、行 、训 练 、执 勤 各

个 方 面 ，制 订 出 台 了 一 系 列 保 障 措

施。

时间来到中午，跟着刘卓来到连

队食堂，笔者见到了他女儿画的摆满

美食的餐桌——红烧排骨色泽诱人，

蒜苗炒肉香味扑鼻，菠菜面筋清爽可

口……

“以前过冬，我们主要吃冻肉和脱

水干菜，一些身体必需的维生素得不

到及时补充，不少战士出现了脱发、指

甲凹陷、口腔溃疡等病症。”该连连长

告诉笔者，去年，在上级帮助下，各营

建成了恒温菜窖，保证官兵们整个冬

天都能吃上新鲜果蔬。

吃完“碰饭”，笔者实地探访恒

温菜窖，只见整齐的货架上，摆满

了各种新鲜蔬菜水果，置于墙边的

保温设备运转正常，发出嗡嗡的声

响。

“好伙食能顶半个指导员。有了

恒温菜窖，高原官兵的一日三餐与驻

平原部队的战友没什么两样。”刘卓

说，“大家从中体会到这一切来之不

易，有些‘思想疙瘩’无需干部骨干做

工作，自己就解开了。”

最后一站，刘卓带着笔者来到他

女儿画的那个浴室。这是移动式淋浴

方舱和固定式淋浴板房组合搭建的空

间，里面安装了成排的淋浴花洒，浴

霸、暖风机、吹风机等一应俱全，一次

可同时容纳 30 人洗澡。

说话间，二级上士黄剑风尘仆仆

地走了进来。“现在，每天训练回来，

大 家 都 能 洗 上 热 水 澡 ，既 洗 去 一 身

的 疲 乏 ，还 不 用 担 心 生 病 。”黄 剑 介

绍，以前在高原驻训，官兵们很少洗

澡，除了条件不允许外，一个重要的

原 因 是 害 怕 受 凉 感 冒 ，引 发 肺 水

肿 。 如 今 有 了 这 些 保 暖 设 备 ，战 友

们心里踏实多了。

一路探访，所见所闻，笔者体会到

了该团党委关爱官兵的用心与尽心，

也感受到官兵们不惧苦寒练兵备战的

信心和决心。

“现在可以揭晓答案了吧？”临近

采访结束，笔者一把拉住刘卓，再次道

出之前的疑问，“快说，你女儿是怎么

知道这里情况的？”

“ 她 是 听 我 说 的 。”刘 卓 告 诉 笔

者，他的家人听说他到高原驻训，开

始担心他吃不好、睡不暖，每次打电

话 都 要 问 问 情 况 。 但 出 于 保 密 原

因 ，他 只 能 和 他 们 讲 讲 这 里 的 生 活

情况。

刘卓的女儿刘星妍正是对什么都

充满好奇的年龄，他和妻子通话时，女

儿也会在一旁倾听。听得多了，她的

头脑里就有了爸爸在高原生活的样

子，于是画了这 3 幅水彩画。

“知道我们一切都好，家里人就放

心了，而我们也能更加专注地开展训

练、钻研装备、执行任务。”

去年，作为通信专业教练员，刘卓

不仅攻克了新装备操作重难点问题，

还带出了技术过硬的“徒弟”，被评为

“四有”优秀士兵。

最近，一份喜报送到了刘卓的家

里。看着爸爸获得的荣誉，刘星妍又

拿起了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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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卓的女儿刘星妍正在画画。 刘卓微信朋友圈截图。 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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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空军航空兵某旅组织飞行训练。 尚洁岩摄

“没想到在野外艰苦条件下，还能有

这么好的住处……”春节前夕，第 71集团

军某旅一营二级上士杨公友的妻子王翠

娥，带着两个孩子来队探亲，看到官兵们

精心布置的板房，脸上满是欣喜的笑容。

跟随杨公友走进他们临时的家，记

者看到，面积不大的活动板房，经过合理

规划设计，被隔成一室一厅一卫，电视

机、洗衣机、微波炉、电磁炉、衣柜等家电

家具一应俱全。墙面贴着的年画、“福”

字，顿时让人感到“年味”十足。床头柜

上，杨公友特意摆了一张“全家福”。“虽

然只是临时住所，但家的温馨一点都不

少。”看着妻子满脸幸福、两个孩子嬉笑

打闹，杨公友乐开了花。

“无论在哪里，有了团圆就是家。”该

营教导员告诉记者，他们营长期在野外

执行课题攻关任务，现在正是吃劲的时

候，不少已婚官兵无法休假回家，家属来

队探亲成了他们最期盼的事。

然而，任务点位偏远，没有多余的营

房，家属来队之后住在哪里又让大家犯了

难。为此，营党委研究决定，借用友邻单

位的活动板房，将其改造成家属来队临时

住所，让有需求的官兵度过一个幸福的团

圆年。最终，有 6名已婚官兵提出申请。

杨公友就是其中之一。入伍 16 年

的他，连续 5 年没有回家过年。杨公友

告诉记者，春节期间是用水用电高峰期，

而且野外水路电路都是他牵头架设的，

不容有失。此时要是请假回家，他实在

放心不下。

“那我带着孩子去看你吧，路再远都

不怕。”妻子的理解支持，让杨公友深受

感动。营领导听说后，更加坚定了把好

事办好的决心。他们带领官兵忙活了半

个月，终于建成了 6 个“团圆之家”。

“多亏组织的关心照顾，才有了这次

团聚的机会。”正在收拾屋子的某连中士

刘照激动地说。刘照和妻子不久前刚办

完婚礼，因为任务在身，他不能陪妻子去

度蜜月。为了弥补这对新人的遗憾，连

队指导员亲自上阵，邀请刘照的妻子来

队探亲，并为他们准备好了生活用品。

随着春节的临近，6 个“团圆之家”

陆续迎来了自己的主人，本来略显安静

的点位一下子热闹起来，板房内笑声阵

阵，其乐融融。在王翠娥的张罗下，来队

家属们聚到一块，包起了饺子。“我们打

算 请 全 营 官 兵 一 起 吃 ，分 享 团 圆 的 喜

悦。”王翠娥说。

任务之地有了“团圆之家”
■本报记者 韩学扬 刘嗣予 通讯员 周 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