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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耀演兵场

潜望镜

“ 调 整 组 建 一 年 就 立 功 ，‘ 新 五

班’的战友让人钦佩！”春节过后，火箭

军某旅某连开展“我为战友点个赞”活

动，官兵们纷纷朝着五班班长、二级上

士周开景竖起大拇指。

在此前举行的全旅表彰大会上，五

班因综合表现出色荣立集体三等功。

但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个班在一年前刚

经历了人员“大换血”。

前年底，按照上级部署，连队结合使

命任务调整优化人员配置，五班只有 2

名下士保留了原专业岗位，周开景和其

他几名战士，要么是跨专业转岗，要么是

刚下连的新兵，都是十足的“门外汉”。

由于专业素质过硬、兵龄较长、有

一定的管理经验，周开景被任命为五班

班长。根据当年的年度训练计划，刚进

行人员调整的五班很快要跟随单位执

行重要任务。这意味着，在短时间内，

周开景既要提升个人本领、胜任班长岗

位，还要帮助几名新兵快速掌握装备操

作技能。

思想压力本就很大，打击却接踵而

至。转岗学习新专业没多久，周开景就

在一次实装操作考核中“出了糗”：一个

数据显示错误，他没能找到问题所在，

幸亏同班的下士雷雨龙出手相助，才最

终排除故障。

“作为一班之长，自己能力素质不

过硬，怎么带领其他战友进步啊？”周开

景有些泄气。

那些天，每当看到班里文化墙上

醒目的“人心齐、班风正、专业强、榜有

名 ”12 字 标 语 ，周 开 景 都 感 觉 如 芒 在

背。为此，他刻苦训练，虚心向班里 2

名本专业下士请教，晚上加班加点学

习专业知识，放弃周末休息时间投入

实操训练。

“感觉累时，我就看看文化墙上五

班以前的战友参加各种任务的照片，看

看大家取得的成绩和荣誉，浑身又充满

了干劲。”周开景回忆自己的这段经历

时说，班里的文化墙给了他很大鼓舞。

笔者了解到，在这个旅，每个班排

都建有各具特色的文化墙。该旅领导

介绍，为了营造官兵主动搞教育、时时

受熏陶的良好氛围，在潜移默化中激励

官兵成长成才，他们组织连队认真梳理

“荣誉资产”，在各班排建设文化墙。墙

上除了展陈班排取得的重要荣誉，还有

官兵制订的年度目标。

周开景当时制订的目标是“带领全

班把专业学精练强，完成好上级赋予的

各项任务”。这话看似简单，可要真正

做到并不容易。一次全流程实装演练，

上等兵赵俊龙连接电缆时，发现电缆展

开过长导致弯曲，难以接入插口。周开

景迅速组织大家处置，尽管问题得以解

决，但整个流程超时近 1 分钟。

从那以后，周开景带领全班与时间

赛跑，大家结成互帮互助对子，严抠细

训，不断夯实能力基础，终于迎来了“高

光时刻”——

遂行某重大任务资格认证考核来

临，周开景带领全班进行电缆连接铺

设。这一次，他们不仅用时缩短了近 2

分钟，还正确处置了考官临机导调设置

的各类特情，取得了优异成绩。回到班

里，看着文化墙上自己定下的年度目

标，周开景松了一口气，脸上露出自信

的笑容。

通过资格认证考核后，周开景带着

五班越战越勇。去年底，旅里组织军事

训练考核，五班夺得某专业全旅第二

名，加上在年度大项任务中表现突出，

旅党委给五班记集体三等功。

又是一年春来早。新年度训练展

开后，周开景和全班战友再次来到文化

墙前，撤下去年的年度目标，将“取得建

制班军事训练考核第一名”的新目标贴

了上去。

火
箭
军
某
旅
建
设
班
排
文
化
墙
，激
励
官
兵
成
长
成
才—

﹃
新
五
班
﹄
调
整
组
建
一
年
就
立
功

■
赵

磊

殷
嘉
泉

营连日志

山高路险，雪花纷飞。2 月的一天

清晨，陆军第 957 医院高原“红色医疗

队 ”踏 上 了 巡 诊 路 ，向 着 海 拔 5000 余

米 的 陆 军 某 边 防 团 驻 地 进 发 。 翻 达

坂、绕急弯，山路崎岖难行，宛如置身

云端。

“来了，他们来了！”眼见某型高原

多功能体检诊疗车缓缓驶入营区，边

防官兵们喜出望外。医护人员顾不上

休息，随即展开设备，开始为官兵检查

身体。

虽然只是一次巡诊，该医院却依托

多功能体检诊疗车，开设了内科、外科、

皮肤科、心理科等多个诊疗区域。车

内，官兵们可接受 CT、B 超、心电图等

检查。医护人员介绍，这辆车除满足官

兵日常看病、体检等需求外，还能够提

供高原心脏病、皮肤病、痛风等常见高

原病诊治，完成伤员接收、检伤分类、医

护处置等综合保障任务，如同一个小型

野战医院。

“你的血压有点高，要坚持吸氧和

定时服药。”在内科诊疗区，军医董帅结

合 CT 检查结果，为某连下士范江枫进

行诊治，并为他发放药品。

前段时间，范江枫经常头痛，但因

驻地离市区和体系医院较远，只能自行

服用止痛药物。得知第 957 医院前来

巡诊，他第一时间就报了名。“不出营门

就能够做 CT 检查，真是太方便了！”诊

疗结束，范江枫欣喜地说。

每次巡诊，“红色医疗队”都会开展

宣讲活动，针对高原官兵易患疾病，为大

家科普健康知识。“医疗队不仅为我们体

检诊疗、送医送药，还传授防病常识，真

是我们高原官兵的‘健康守护神’。”一名

前来问诊的干部说罢，向军医们竖起大

拇指。

“红色医疗队”队长陈语告诉记者，

该团官兵常年驻守在高海拔地区，官兵

高原病、训练伤多发。由于距离市区较

远，加之冬季冰雪经常封路，官兵外出

看病极不方便。为此，第 957 医院党委

决定定期派出“红色医疗队”前往该团

驻地巡诊，让官兵不出营门就能得到高

质量的医疗服务。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这支驻扎在

阿里高原的“红色医疗队”坚持每周一

次外出巡诊，足迹遍及高原驻训部队、

雪山哨所等 50 多个单位，累计行程数

万公里。

在 此 次 巡 诊 的 医 疗 队 员 中 ，医 生

王 美 淳 年 龄 最 小 ，刚 到 医 院 工 作 不

久。结束巡诊前往下一个点位前，看

到官兵们自发前来送行，她感动得热

泪盈眶，高原军医的使命责任在心中

愈发清晰：“无论山高路远，哪里有官

兵 的 身 影 ，哪 里 就 有 医 护 人 员 的 战

位。”

风雪中，这支“红色医疗队”再次启

程，向更高更远的点位驶去。

“红色医疗队”的风雪出征
■郭 刚 本报记者 曹春耀

一线直播间

“感谢组织的关心关爱，及时帮助我

家解决了困难。”近日，在第 80 集团军某

旅某连举办的官兵恳谈会上，中士陈帅

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

“只有全面、及时、准确地了解官兵

思想动态和心理状态，才能知道他们在

想什么、需要什么。”谈及陈帅家中困难

的有效解决，该连排长牛贺光说，这得益

于旅里实行的一条规定：一线带兵人要

对所属人员基本信息做到“一口清”。

按 照 这 一 规 定 ，前 期 进 行 情 况 摸

底 时 ，牛 贺 光 了 解 到 陈 帅 的 奶 奶 和 母

亲 身 体 状 况 欠 佳 。 有 一 天 ，他 突 然 发

现 陈 帅 无 论 工 作 还 是 学 习 都 不 在 状

态，推测是他家中发生了变故，便及时

与 其 家 人 联 系 。 果 不 其 然 ，他 的 奶 奶

和 母 亲 相 继 生 病 住 院 ，家 庭 陷 入 困

境。随即，牛贺光将此事上报，连队党

支 部 为 陈 帅 申 请 了 慰 问 金 ，并 安 排 专

人与其家人对接。

“爱兵要爱到心坎里，就必须熟悉了

解兵之所思所想、所求所愿。”该旅领导

说，去年底，他们在一次关于官兵关系的

调研中发现，有的干部骨干由于态度方

法的偏差和能力素质的短板，在带兵育

人过程中，不同程度出现了关心不够、用

情不深、底数不准等情况，这引起了旅党

委的高度重视。

为此，他们在全旅范围内组织开展

“尊干爱兵、兵兵友爱”活动，机关指导组

不定期对连队主官进行“背对背”点名提

问，要求他们对所属人员基本信息做到

“一口清”；常态组织官兵恳谈会、爱兵育

人典型宣讲等活动，引导一线带兵人与

战士增进了解，深化官兵甘苦与共、生死

与共的革命情谊。

半 年 前 ，某 连 干 部 杨 海 军 走 上 连

队 主 官 岗 位 。 任 职 初 期 ，他 抱 着 一 腔

热 情 急 于 展 开 工 作 ，却 没 能 全 面 掌 握

战 士 们 的 基 本 情 况 ，导 致 个 别 工 作 安

排 不 合 理 、一 些 问 题 处 理 不 妥 当 。 久

而久之，一些战士渐渐与他产生隔阂，

甚 至 开 始 刻 意 疏 远 他 。 结 合 此 次 活

动，杨海军沉下心来，深入了解连队每

名同志的性格特点、特长爱好、家庭环

境 等 基 本 情 况 ，还 探 索 建 立 了 部 队 和

家庭联培共育机制。

“知兵‘一口清’，爱兵见真情，才能

有针对性地做好一人一事思想工作。”杨

海军坦言，对战士基本情况的全面掌握，

让他真正走进了战士们的内心。现在，

大家都愿意向他敞开心扉，分享喜怒哀

乐，提出意见建议。杨海军也在与大家

的谈心交心中不断改进工作方式方法，

连队内部氛围越来越融洽，凝聚力、向心

力明显增强。

知兵“一口清” 爱兵见真情
■郭华辉 严庆良

新闻前哨

茅文宽茅文宽绘绘

近日，新疆军区某团利用高

原高寒特殊环境，组织火力分队

实弹射击考核。图为炮弹出膛

瞬间。 庄龙龙摄

“红色医疗队”正在某点位巡诊，为边防官兵送医送药。 穆永超摄

“电脑桌面文档要及时清理、办公室

资料书籍要注意分类存放……”前不久，

第 81 集团军某旅某营文书归洪康整理

资料时，遇到了机关的一次突击检查。

让他没想到的是，机关参谋魏昊林点出

问题后，并没有像往常一样登记姓名、现

场拍照后一走了之，而是找到该营主官，

商讨整改措施，明确整改时限，并向他们

下发了一张《问题整改通知单》。这是该

旅纠治机关指导基层“重通报、轻帮带”

问题倾向而采取的新举措。

记者接过《问题整改通知单》看到，

上面既登记了受检单位、检查时间和主

要问题，还详细写明了整改目标、措施、

时限和受检单位负责人等内容。受检单

位收到通知单后，需按照时间节点完成

整改，并将通知单交回机关科室。随后，

机关科室将逐一对问题整改情况进行

“回头看”，做好跟踪问效。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该旅去年

底进行的综合检查期间，不少营连都收

到了机关业务科室开具的《问题整改通

知单》，官兵们对这种新的指导帮带方

式纷纷点赞。

一张《问题整改通知单》缘何收获

如此好评？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一次官兵恳谈会上，某连文书班国

鑫讲述了一段迎检经历。那天连队外

出训练，只有他在连部值班，机关两名

纠察直接推门而入，检查日常工作秩

序。只见他们将问题记录在案、拍完照

片便匆匆离去，而至于究竟哪里存在问

题、存在什么问题，班国鑫并不知晓。

第二天，通报下发，连队多个问题

被曝光。因情况不明、整改不力，班国

鑫受到连队干部严厉批评。“我承认自

己可能没有把工作做到位，但也要有人

告诉我问题出在哪里、该怎么改啊！”班

国鑫感到很委屈。

“频繁通报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还

容易激化矛盾”“为啥不能当面指出问

题，给出整改意见”“能够现场纠改的就

没有必要‘兴师动众’”……一石激起千

层浪，很多基层官兵议论纷纷。他们认

为，机关在抓建基层过程中有时过于体

现自身存在感，注重“留痕”，不给出具

体指导意见，只是一味通报批评，不仅

会打击基层官兵工作积极性，造成心理

负担，还会影响机关公信力，使机关和

基层产生隔阂。

“机关检查的初衷是为了督导工作

落实，检查只是手段，指导帮助基层解

决问题才是目的。”该旅领导了解情况

后，立即组织开展专题教育，带领机关

人员对照基层反馈深入反思，查摆指导

帮建基层工作中存在的思想不端正、方

法不科学、作风不扎实等问题，并制订

整改措施。在此过程中，他们还认真学

习相关文件规定精神，研究探索符合实

际、行之有效而又不折腾基层的抓建思

路和方法。

在学习《军队安全管理条例》时，附

录里的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让部队管

理科负责人陶明仁深受启发。他结合

旅队实际，拟制了一份《问题整改通知

单》。经旅领导初步审核后，他又向营

连官兵代表、机关科室人员征求意见。

经过反复修改完善，这份通知单最终形

成正式文件，连同全新的检查指导方式

在全旅推广。

为了切实做好检查指导“下篇文

章”，该旅建立了检查反馈机制，既看检

查发现了什么问题，更注重帮带解决问

题的效果，努力将每一个环节落在实

处、抓出成效。此外，他们还对下发基

层的周工作简报进行了“瘦身”，过去繁

杂冗长的问题通报不见了，取而代之的

是简明扼要的“问题通知单派发情况

表”，问题类型、整改进度、完成情况等

信息一目了然。“机关为我们想招法、出

对策，我们干工作更有方向，劲头更足

了。”一名连队干部说。

“通报批评少了，通知整改多了。”

机关改进指导帮建方式，基层官兵满

意度持续提升。前不久，该旅组织开

展综合检查，魏昊林带队再次来到归

洪康所在单位。归洪康热情相迎，坦

诚接受指导帮带。他感慨地说：“真心

关爱基层、帮助基层的机关工作组，到

哪里都受欢迎。”

第81集团军某旅改进机关指导帮建基层方式—

通报批评少了，通知整改多了
■杨鹏飞 郭 力 本报记者 韩 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