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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名时，不要加职务！”虽说事

情已过一段时间，但我依然忘不了上

次 点 名 时 班 长 刁 先 群 的 直 言 不 讳 。

我当时虽然“红了脸”，但思想上“纠

了偏”，就是从那时起，我明白了什么

是真正地尊重老兵。

故 事 要 从 我 当 选 骨 干 第 一 周 说

起。当时，我兴奋地跟新训时带我的

班长分享了这个喜讯，他也传授给我

不少带兵方法。他特别提醒我，要尊

重身边的老兵。当我正想请教该如

何尊重时，他因为有事匆匆挂断了电

话 。“ 如 何 让 老 兵 觉 得 我 很 尊 重 他

们？”这成了困扰我这个新骨干的第

一个难题。

巧 的 是 ，我 在 随 后 的 休 息 时 间

“刷”短视频时，看到了不少“职场经验

帖”，里面生动地描述了不少职场新人

在同事面前留下好印象的妙招。急于

求成的我仿佛找到了“良药”，立刻照

葫芦画瓢地学了起来——

带队出公差，如果队伍里有军龄

比我长的同志，我就给他安排一个相

对轻松的工作；老兵提到奇闻轶事，

我也积极附和，很快就和之前并不熟

悉的老班长们熟络起来；开班务会，

我先请班里的老兵讲两句……

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多日，直到

那周，轮到我们班担负值班任务，值

班员的担子压到了我的身上。为了

进一步体现自己对老兵的尊重，我刻

意在点名时给他们加上职务，这才出

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点名结束，我专门找到刁班长想

解释一下，却被他语气严肃地“怼”了

回来：“姚燚，聪明要用在正道上！”

一时间，我感到十分挫败。老兵

为啥“不领情”呢？我实在想不出自

己 究 竟 错 在 哪 里 ，所 以 当 晚 找 排 长

请教。

“排长，您说我有错吗？”我把事

情的起因经过详细地描述了一遍，期

望得到他的支持。排长并没有急于

给出答案，而是安慰道：“这样吧，假

设你现在就是一个老兵，下周我让你

体验体验被‘尊重’的感觉。”

接下来的几天，我果然得到了充

分的“尊重”：工作上，事事不用我操

心插手；生活中，处处享受便利，就连

打饭也排在了最前面……面对这些

特殊的待遇，我不仅没感到轻松，反

而觉得不知所措、惴惴不安。

“ 排 长 ，我 明 白 了 ……”没 等 到

周 末 的 到 来 ，我 就 找 排 长 承 认 自 己

认识上的错误——机械地从网上学

习 所 谓“ 职 场 经 验 ”，不 仅 无 助 于 开

展工作，还可能疏离战友、影响内部

团结。

听 完 我 的 话 ，排 长 语 重 心 长 地

说 ：“ 连 队 不 是 职 场 ，大 家 在 一 个 战

壕 里 摸 爬 滚 打 ，真 诚 相 待 比 什 么 都

管用。”

“姚燚，你有关心和尊重老兵的

想法，我们不是不领情，但你的方法

没有用对。对待老兵，要尊重，不要

‘ 讨 好 ’。”当 天 晚 上 ，刁 班 长 也 主 动

找 到 我 ，分 享 了 许 多 同 老 兵 们 相 处

的经验。

在不久后召开的排务会上，我主

动讲出了这段经历，希望大家树立正

确的价值导向，建立清清爽爽的内部

关系。让我感动的是，战友们不仅没

有笑话我，反而为我立行立改的行为

点赞。

（刘 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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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 子 上 了 好 学 校 ，家 属 安 置 没

烦 恼 ；心 里 疙 瘩 有 人 唠 ，看 病 就 医 没

困 扰 ；伙 食 保 障 质 量 高 ，官 兵 生 活 有

微笑……”前不久，在武警德州支队举

行的一次文艺活动上，一段官兵自创

的“数来宝”赢得热烈掌声。

“掌声传递心声。”该支队干部李

学斌介绍，近 3 年来，支队党委倾心为

基层解难题、办实事，按时兑现每一个

承诺，赢得官兵信赖，激发了大家干事

创业的热情，一举扭转了多年与先进

无缘的局面，打了一个“翻身仗”。

支队发展滞后的原因在哪里？官

兵为啥没干劲？3 年前，该支队新一届

党委班子履新后，带着问题深入基层

一线，扑下身子倾听官兵呼声，查摆困

扰基层的“顽疾病根”。

“随军家属就业安置几年都办不

下来”“孩子入学也是‘老大难’，全靠

大家‘各显神通’”……

“官兵天天烦心挠头，工作何来干

劲？”大家一句句心里话让党委一班人

反躬自省。经过讨论分析，他们达成

共识：“只有把官兵的挠头事当作心头

事，把大家的烦心事办成暖心事，才能

凝聚兵心、提振士气、激发动力。”

他 们 把 收 集 到 的 堵 点 难 点 问 题

梳理列表，划分责任田，限定时间办，

并 采 取 跟 踪 问 效 、承 诺 践 诺 等 方 法 ，

确保问题整改落到实处。同时，开通

解 难 帮 困 服 务 热 线 、首 长 信 箱 ，随 时

倾听官兵意见建议，协调办理官兵求

助事项。

解难帮困暖兵心，单位建设上台

阶。随着一件件实事、好事、暖心事接

连办成，官兵干事创业劲头十足，支队

建设迈上新台阶，多次受到武警部队

表彰，跨入先进行列。

解难帮困暖兵心 单位建设上台阶
■黄 瞻 本报记者 安普忠

大山腹地，热潮涌动。火箭军某

团 野 外 驻 训 场 上 ，某 型 装 备 应 急 班

组 正 在 进 行 全 要 素 合 练 考 核 。 记 者

在 现 场 看 到 ，辐 射 侦 测 组 将 战 场 信

息 回 传 到 指 挥 所 后 ，各 班 组 成 员 迅

即 投 入 相 应 处 置 行 动 ，多 个 洗 消 站

点 依 次 开 设 ，去 污 喷 洒 车“ 火 力 全

开 ”，应 急 处 置 用 时 再 次 刷 新 纪 录 。

该 团 某 营 营 长 李 栋 介 绍 ：“ 能 够 取 得

这 一 喜 人 成 绩 ，主 要 得 益 于 团 领 导

通 过 调 研 学 习 、集 智 攻 关 探 索 出 来

的科学组训方法。”

记者了解到，以往组训中，该团官

兵虽整体成绩不差，但单兵基础差距

较大，训练水平提高较慢。为挖出问

题症结，该团党委常委利用蹲连住班

时机深入基层参训督训，广泛开展调

研，最终发现根本原因出在部分官兵

存在思想偏差，基础能力不够牢固，面

对 瞬 息 万 变 的 战 场 环 境 不 能 迅 速 反

应。为此，团领导在反思总结的基础

上深入开展研战研训学习讨论，借鉴

兄弟单位优秀经验，组织制订了一套

“个体精训、班组合训、整体联训”组训

方案，引导官兵重视基础课目训练，全

面夯实战斗力根基。

“知是行之始。唯有学深悟透，才

能强化自身能力。”该团领导介绍，去

年以来，该团党委严格按照上级要求，

从“看、学、议、辨、践”5 个方面，制订党

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年度学习规划，推

开“专题式学习、课题式研究、对策式

研 讨 、实 践 式 运 用 ”理 论 成 果 转 化 模

式 ；构 建 抓 党 委 带 机 关 、抓 领 导 带 部

队、抓骨干带全员的理论学习机制，压

紧压实学习责任。

学习下苦功，工作见实效。前不

久，该团政治工作处主任申报有关基层

一线带兵骨干思想行为的课题后，多次

深入训练一线展开调研，与干部骨干面

对面座谈。回到机关后，他和相关部门

干部将官兵意见建议归纳整理并制订

相应举措，进一步打牢一线带兵人能力

基础。

深入调研学习 注重成果转化
■吴 乐 本报特约记者 张新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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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祖国和人民，面对装备精良的

敌 军 ，我 们 100 多 人 毫 不 退 缩 ，英 勇 作

战，大多数战友壮烈牺牲……”前不久，

一场“老兵访谈”活动在北部战区海军某

队训练场举行，志愿军老兵郑振华在讲

述抗美援朝的战斗经历时几度哽咽，官

兵们无不动容。

在此前的一次比武考核中，该队成

绩下滑明显，官兵士气低落，工作积极性

受挫。为了让官兵重拾信心，从失败的

阴影中走出来，他们决定邀请老兵走进

军营，为官兵讲述战场故事和光荣传统，

引导官兵培塑血性胆气，磨砺战斗意志，

争当训练尖兵。

老兵张遗曾亲眼见证该队前身部

队修建某军用机场的全过程，他用“苦

干惊天动地事，甘做隐姓埋名人”来勉

励官兵：“面对高温高湿、噪声震耳的施

工环境，以及经验匮乏、装备性能差等

种种难题，老一代工程兵没有抱怨，日

夜奋战、攻坚克难，高标准提前完成建

设任务……”

一个个鲜活的英雄故事，如催征战

鼓，敲响在官兵心头。“我一定吸取教训，

振奋精神、精武强能，把失去的荣誉夺回

来！”新兵李铮回忆起比武考核的经历，

心有不甘：由于缺少经验、临场紧张，他

在自己的优势课目上发挥失常，一度深

陷自责与懊恼中。革命前辈的奋斗精神

激励他下定决心，在哪里摔倒，就在哪里

爬起来。

听完老兵的故事，党员骨干王忠鑫

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他自我检讨道：

“我总是把失利原因归咎于场地条件差、

训练时间短等因素，而不去想自己究竟

缺了什么、差在哪里……”

特 殊 一 课 ，让 参 与 过 多 项 国 防 施

工任务的技术能手王岳感触颇深：“老

前 辈 们 在 困 难 面 前 一 往 无 前 ，我 们 有

时 遇 到 点 挫 折 就 灰 心 丧 气 ，想 想 真 让

人汗颜。”

为进一步凝聚军心士气，在“老兵访

谈”活动结束后，该队趁热打铁，围绕“奋

斗拼搏怎么看、奋斗状态怎么样、奋斗强

军怎么干”开展大讨论，引导官兵强化事

业心责任感，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

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近 日 ，该 队 通 过 组 织 薄 弱 课 目 补

差练、多个课目连贯练等方式，夯实基

础 能 力 ，提 高 训 练 成 绩 。 官 兵 们 士 气

高 昂 ，信 心 满 满 地 迎 接 下 一 次 考 核 的

到来。

“老兵访谈”励斗志
■赵林浩 陈 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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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近日，第 72 集团军某旅女

特战队员们在打了一场“胜仗”后露

出阳光的笑容。

特约摄影：某部干部李 旭

图②：不久前，西部战区空军雷

达某旅组织机动作战比武。图为比

武结束后，3 名战士在雪山脚下笑着

回忆比武中的趣事。

特约摄影：某部干部范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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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连的照片墙

5 月 8 日，是“世界微笑日”。在

此，编辑选择了两张迟来的照片，

晒一晒战士的笑脸。

踏上“战场”，他们满脸威严，

每个毛孔都透露出“杀手”的无情；

可一走下场来，笑容瞬间从心底涌

起，他们又变得像孩子一样纯真。

笑容，是一种传递喜悦、幸福、

友好、满足的表情。从战士们晒出

的这些“咱们的笑脸”上，我们可以

解读出无数的内涵，看出他们所在

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集体，猜出是什

么让他们如此开心。或许，战士的

表情就是一本书，值得带兵人深读

细悟、良久品味……

（张 良）

吃过“碰饭”，但没见过“碰考”。5月

初，记者跟随新疆军区一位领导来到阿

黑吐拜克边防连，就目睹了这一幕——

指挥室内，连长赵皓男正在介绍防

区情况，突然被这位领导打断，只见他指

了指地图，随机出了一道“考题”：“这个

点位出现不明身份人员越界，请你即刻

带队处置。”

特情一出，赵连长有些不知所措。

原来，连队早上派出一组人员赴边执勤，

其中就有应急分队官兵，如果再派人处

置特情，只能临时抽组。而当时，其他官

兵正在多个点位开展文化活动。因此，

当赵连长将人员收拢，准备完毕时，时间

已经过去了 8 分钟。

站在队伍前面，这位领导发现，几名

临时抽组的官兵没有携带执勤器材包，

便当场指了出来：“真把不法越界分子抓

住了，你们拿什么押解？”一句话，问得赵

连长面红耳赤。

不久后，特情解除，这位领导和随行

的机关干部接着展开复盘，就这次“碰

考”暴露出的多个问题提出整改意见，要

求该连举一反三组织针对性训练。事

后，赵连长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他没

想到，自以为“过关”的边防勤务还有这

么多短板和不足。

记者了解到，从今年2月下旬开始，新

疆军区派出多名领导和机关干部深入基

础薄弱、条件艰苦的基层单位蹲点帮建，

为一线营连解决了一批日常训练、边防执

勤、教育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其中很

多问题，就是通过这种“碰考”发现的。

“碰 考”
■周 辉 本报特约记者 黄宗兴

记者探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