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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上旬，陆军某部组织突击车分队实弹射击训练，提高精准打击能力。图

为突击车射击瞬间。 张 毛摄

特别策划

仲春时节，记者到第 72 集团军某

旅采访，在连队班排宿舍看到这样一

道独特的“景观”——

每一个床铺的被子旁边，都摆放

着一本书。有文学书、历史书、人物传

记，也有工具书、专业书，林林总总、各

不相同。工作训练间隙，官兵们回到

宿舍，或一个人静心阅读，或三三两两

开卷讨论。

“自从旅里开展‘床头一本书’活

动以来，爱读书的官兵越来越多了。”

某连干部赖润祺介绍，现在有了空余

时 间 ，大 家 不 再 沉 迷 刷 短 视 频 、玩 网

络 游 戏 ，而 是 主 动 捧 起 书 ，在 书 海 里

畅游。

“不过，实现这一转变，也费了一

番周折。”旅宣传科干事郭立旭介绍，

早在几年前，该旅便开展了“浓厚读书

氛围，建设书香军营”活动，专门在机

关楼旁边建起了“强军图书馆”。图书

馆藏书丰富、设施齐全、宽敞宁静，一

经投入使用就深受官兵欢迎，前来看

书借书的官兵络绎不绝。

然而，没过多久，情势急转直下。

“好像新鲜劲儿过了，图书馆渐渐从熙

熙攘攘变成了门可罗雀。”图书管理员

刘聚超插话说，“一连好几个周末，《图

书借阅登记册》登记的名字只有个位

数，工作日更是寥寥无几。”

发现问题后，旅机关到各营连走

访调研，很快搜集到不少官兵的意见：

有的反映平时工作训练忙，没有大块

时间到图书馆看书；有的说连队距离

图书馆比较远，来回一趟不方便；还有

的表示图书馆不是全天开放，借书还

书时间经常对不上点儿……

“既然很多官兵到图书馆看书借

书不方便，那就把书摆到官兵的身边

去。”该旅机关认真研究后，提出了开

展“床头一本书”活动的办法，即在符

合内务设置要求的前提下，全旅官兵

人人选一本书放在床头，随时阅读，定

期更换，养成读书习惯。

各营连很快行动起来。可旅机关

渐渐发现了新的问题：不少连队过度

追求内务秩序整齐划一，要求官兵人

人放置全新的理论书籍，或一个班排

摆放同样的书籍。一段时间下来，有

些书被翻得卷起毛边，也有的书崭新

如初，一看就没读几页。

“阅读是个性化的行为，只要书的

内容健康向上、有益身心，官兵想读什

么就读什么，不能横加干涉。”旅机关

指导有关单位及时调整工作思路，叫

停了“一刀切”的做法，并定期征集官

兵阅读需求，安排旅图书管理员逐个

连 队 送 书 上 门 ，让“ 床 头 书 ”流 动 起

来。此外，该旅还与驻地图书馆合作，

动态配送新书、回收旧书。

为了鼓励官兵读书思考、分享收

获，该旅明确，官兵可以在借阅的图书

上做笔记、写心得。“这样做的目的，就

是拉近大家与书的距离，真正把书读进

去。”郭立旭道出机关此举的良苦用心。

一系列举措出台后，官兵们的“床

头一本书”变得丰富起来，越来越多的

人找到了自己想读的书，主动加入阅

读者行列。睡前饭后看几页、课余时

间翻翻书，逐渐成为官兵的生活习惯。

“其实，我以前并不爱看书。”说话

者是下士孙振凯，此时正坐在桌前，一

边读书一边写读书笔记。孙振凯告诉

记者，一次比武考核受伤后，他连续几

周在宿舍休息。那段时间，他注意到

排长一有空就拿起床头的那本《觉醒

年 代》看 得 入 迷 ，不 禁 心 生 好 奇 。 一

天，趁战友们外出训练，他就把书拿过

来翻看，不想也被深深吸引。

“读书真的需要一种氛围，大家都

在认真看书，你就不好意思闲着。”孙

振凯说，在战友们的影响带动下，他已

经 读 了 好 几 本 书 ，每 天 都 有 新 收 获 。

最近，他打算把读书体会整理出来，参

加连队的读书交流活动。

“读书交流活动可不是连队独有，

从 基 层 到 机 关 ，每 一 级 都 会 定 期 举

办。”郭立旭介绍，旅领导经常带头分

享读书体会，推荐好书，以实际行动引

领官兵多读书、读好书。有时，为了让

官兵掌握正确的读书方法，旅里还会

邀请地方高校的老师前来辅导授课。

某连中士吴华清，被该旅评为第

一季度“读书之星”。说起“床头一本

书”活动，他一个劲儿地“点赞”：“以前

在图书馆里看书，有很多注意事项，环

境也过于安静，没翻几页就犯困。如

今在宿舍里，大家边看书边讨论，遇到

不懂的地方可以随时请教战友，整个

身心放松多了。”吴华清对记者说，随

着“床头书”换了一本又一本，他不仅

尝到了以书为伴的乐趣、向书求知的

好处，个人能力素质也在潜移默化中

得到了很大提升。

官兵喜欢读书学习，“反哺”部队建

设发展。近两年，该旅先后获得“先进

师旅团级党委”“红旗团委”等荣誉，百

余名官兵在各类比武竞赛中摘金夺银。

第 72 集团军某旅开展“床头一本书”活动，浓厚基层学习氛围—

让好书触手可及 让官兵与书为伴
■本报特约记者 陈 凯

近年来，旅队加速从传统步兵向

新型合成部队转变，提升官兵学习能

力迫在眉睫。我们深深感到，读书学

习不仅仅是官兵个人的事，也是推进

部队转型发展的必然要求。

然而，调研中发现，让“网生代”官

兵自觉拿起书本似乎有点难。在周末

休息时间，他们更喜欢在网络游戏中

“刀光剑影”，在手机世界里自得其乐，

很少有人选择去图书馆。如何引导官

兵爱上阅读、爱上学习？经过商议，我

们决定把突破口放在消除官兵与书的

“距离感”上。

在我们旅，位置最远的一个连队与

图书馆相距 1000 米。这 1000 米，不仅

是地理上的距离，更是心理上的距离。

所以，官兵们在繁重的练兵备战之余，

主动抽出时间到图书馆看书借书，其实

并不容易。我们组织开展“床头一本

书”活动，就是要消除这种“距离感”，让

好书触手可及、让官兵与书为伴。

把书放在床头枕边，官兵们就一定

会看吗？刚开始时，不少干部骨干也有

这种担心。我告诉他们不要着急，要一

步一步引导。比如，先摸准官兵读书需

求，帮助他们以最低的时间成本找到自

己想看的书；再如，不动声色地指定一

些干部骨干充当阅读的“氛围组”，在宿

舍里主动读书、讨论读书、引领读书，让

阅读变得轻松、渐成习惯。此外，旅里

推出了按需送书上门、允许官兵在书上

做笔记、写心得等举措，也是促进官兵

与书之间建立起紧密的情感链接。我

们坚信，当读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无

论建设学习型军营、书香军营，还是培

养官兵成长成才，都将不是难事。

读书是一件私事，但对军人来说，

又不仅仅是私事，它事关官兵能力素

质、事关部队战斗力建设。在革命战

争年代，人民军队依靠从战争中学习

战争，赢得一场场胜利。今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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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离不开学

习，离不开每一名官兵贡献智慧力量。

各级带兵人要做学习的倡导者、

引领者、示范者、实践者，从好读书、读

好书开始，给官兵提供阅读的便利，让

官兵感受阅读的美好，从而走出“一人

一机一世界”，在书海中汲取营养，在

书香里浸润成长。

消除官兵与书的距离感
■某旅干部 康 泰

编者按 3月 27日，本版刊发了
稿件《别误读带兵人“无心之举”》，讲
的是战士不要随便揣测带兵人心思
的故事。一名基层带兵人看到后，专
门联系编辑部，讲述了一段亲身经
历。他说，在平时工作中，不只是战
士会误读带兵人的“无心之举”，有时
带兵人也会误解战士。于是，便有了
这篇“带兵人手记”——

一个周末，中士张添皓神色紧张地

找到我，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便吞吞

吐吐地率先开口：“排长，其实那天，我

真的……真的没有偷懒……”

“原来是这样啊。”我心里顿时明白

过来，发生在不久前的事情开始浮现于

脑海——

那天，连队受命清点库房，排里的几

名班长因其他工作抽不开身。考虑到副

班长张添皓平时表现踏实沉稳，我决定

把清点营区一处老库房的任务安排给

他。为确保通信畅通，临行前，我让他同

时带上对讲机和手机。

老库房内物资多而杂乱，我担心张

添皓带去的人手不够，便在他们出发约 1

小时后，通过对讲机呼叫张添皓了解情

况。可接连呼叫了 3次，对方毫无反应。

紧接着，我掏出手机联系张添皓，不

承想，号码刚拨出去就接通了。只听那

头，张添皓自信地说：“排长，这边一切顺

利，不需要加派人手，保证完成任务！”

对讲机呼叫不应答，接手机倒挺干

脆，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过了 1 个小

时，完成手头工作后，我决定自己到现场

看看情况。

“张添皓，你在干啥？”刚走到老库房

门口，我就看见张添皓蹲在那里摆弄手

机，几名战士也坐在一旁休息。虽然他

们几人看上去一身灰尘、蓬头垢面，但眼

前的情景仍让我非常生气。我把张添皓

拉到一边，严肃责问：“对讲机呼叫你不

回答，大家磨洋工也不管，你就是这么带

队的？”

“排长，我……”

“ 别 给 我 找 理 由 ，赶 紧 把 手 机 收

起 来 ！”

见我一脸气愤，张添皓不再解释，转

身回到库房里。

任务完成得很顺利，晚上点名时，连

队值班员专门对张添皓提出表扬。但我

注意到，张添皓并不开心，接下来的几天

也是闷闷不乐。

“对讲机的按钮失灵了，只能收听无

法回答。当时我正想用手机汇报，你的

电话就打过来了……”张添皓委屈地告

诉我，那天清点老库房快结束时，碰到几

个打不开的柜子，于是他安排战友先休

息一会儿，自己上网查找开锁方法。巧

合的是，大家刚停下来，我就到了现场。

听完张添皓的话，我非常内疚，于是

真诚地向他道歉。

“排长，你为啥生气我都明白，只是

希望你以后再遇到类似的事，不妨让我

们把话说完。”见我知悉前因后果，张添

皓若无其事地转身离开，我却站在原地，

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又想起了去年驻训

时的一幕。

有一天，因负责看管装备，我没来

得及吃晚饭。当晚夜训集合，在厨房值

班的上等兵迟到了两分钟，我一见到他

便不由分说地批评。可后来才知道，他

之所以迟到，是因为他猜想我可能没吃

晚饭，便中途返回炊事班，去拿两个热

馒头……

恍惚间，张添皓和那名上等兵委屈的

面孔重合在一起，我愈加后悔起来：“如果

当时，我能听他们多说几句就好了！”

几天后的连务会上，我把这两件事

和盘托出，希望大家引以为戒，没想到引

起强烈共鸣。原来，在带兵过程中，很多

干部骨干都有类似经历。分析讨论中，

我们形成一个共识：带兵人要及时发现

问题，可在下结论前，不妨让战士把话

说完，充分了解事情原委，这样才能更好

地避免曲解和误会。

战士不要乱猜带兵人的心思，带兵

人也不要随便断言战士的想法。其实，

只要平时多些耐心，及时沟通，增进理

解，不搞“先入为主”，不做“有罪推定”，

很多矛盾就不会发生。

（刘 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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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伍以来，在军事训练方面，我不

仅体能全优，还拿过旅里“器械高练

习”课目第一名，是连里的训练尖子。

但在读书学习上，我常常是“看书只翻

皮，阅读只看题”，总认为读书是“软指

标”，军事过硬、比武拿名次才是“硬杠

杠”。作为年轻战士，我们更习惯于

“指尖阅读”，利用碎片时间通过观看

短视频、阅读公众号文章等途径，获取

知识和信息。

以前，我并不喜欢读书，更体会不

到读书对于提升个人能力素质和思想

涵养的重要性。旅里开展“床头一本

书”活动之初，我为了完成任务，随便找

了一本书放在床头，并没有认真去阅

读。一次休息时间，我闲来无事，翻了

翻几名战友的“床头书”，发现有的已经

卷了边，有的很多页码做了标记，有的

空白处写满了文字。看得出来，这些战

友都在认真读书。那一刻，我感到脸上

火辣辣的，心想自己决不能落下。说干

就干，我找来一本喜欢的书，强迫自己

静下心来阅读。坚持一段时间后，我渐

渐找到了乐趣，每次回到宿舍，都会不

自觉地拿起书读上一会儿。

截至目前，我已经读完了 3 本书。

这让我认识到，以图书为载体的深度

阅读，与以手机为载体的碎片化阅读

完全不同，前者对思维层次和思考能

力的提升更为明显，使人感到充实。

前几天，连里统计阅读需求，我提

出想借一本关于无人作战方面的书。

没过多久，旅图书管理员就把书送了

过来。通过系统阅读，我了解了无人

机的发展脉络以及在军事上的应用，

对火箭炮部队如何利用无人机进行攻

防，有了初步思考。人们常说“艺多不

压身”，多读书学习，多掌握一些技能

本领，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听连队干部说，“学习力就是战斗

力”。随着“床头一本书”活动的深入开

展，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更深刻了。对军

人而言，书海何尝不是另一个阵地，知

识何尝不是另一种武器？很多战场上

的较量，其实在平时就已经开始了。战

友们，开始读书吧！让我们养成读书习

惯，始终保持如饥似渴的学习状态，将

学习力转化为战斗力，把知识优势转化

为制胜优势，为打赢未来战争锻造“勇

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

读书给我满满的获得感
■某旅火箭炮连下士 王芝续

亲历者说

图①：官兵利用课余时间在

宿舍读书。

图②：每名官兵床头都摆放

着一本爱读的书。

桂方青摄

为引导官兵多读书、读好书，很多部队建起了环

境优美、功能齐全、种类丰富的图书馆（室）。但在一

些单位，官兵读书学习情况仍不尽如人意，其中很重

要一个原因，按战士的话说，就是“我们与书离得不够

近”。第 72集团军某旅开展“床头一本书”活动，让官

兵与书为伴、爱上阅读，受到广泛认可。

在“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我们推荐他们的做法，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启发。

写 在

前 面

带兵人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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