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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营

夜幕低垂，万籁俱寂，第 74 集团军

某旅“机通尖兵”漫画工作室依然灯火

通明。工作室成员、二级上士赖泰玮和

下士陈伟强正在共同创作“新兵小铁”

系列漫画。不一会儿，一个惟妙惟肖的

新兵卡通形象便出现在电脑屏幕上。

“新兵小铁”，是漫画工作室创作的

“报告，班长”微动漫的主角。“新兵下连

后的教育课上，‘新兵小铁’系列漫画反

响 不 错 ……”某 连 指 导 员 向 赖 泰 玮 反

馈，希望他们创作更多优秀作品。

这个面向新兵的系列漫画，一经推

出 就 受 到 大 家 欢 迎 。 新 兵 们 说 ，通 过

“新兵小铁”不仅能学到很多部队常识，

还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激发

了奋进动力。

记者了解到，这个战士漫画工作室

成立 6 年来，陆续推出了“擎旗铸魂”“强

军有我”“防微杜渐”等系列约 3000 多幅

漫画作品，在各级各类报刊发表近 400

幅，成为该旅特色军营文化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

漫步该旅，排房走廊、饭堂大厅……

军旅题材的漫画随处可见，就连一些办

公场所的鼠标垫，也都设计了保密系列

漫画，时刻提醒官兵筑牢安全防线。

“漫画工作室不仅活跃丰富了军营

文化，还成为战士成长成才的舞台。”该

旅领导告诉记者，这个工作室 8 名成员

全部获评“四有”优秀个人，一名战士提

前晋升。

“加入工作室，为我的军旅生涯增

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这名提前晋升

的战士正是陈伟强，在他的自画像旁，

写着这样一句话。

大 学 毕 业 入 伍 后 ，陈 伟 强 被 分 到

了 通 信 保 障 专 业 ，每 天 面 对 着 操 作 面

板 ，让 他 感 觉 枯 燥 乏 味 ，一 度 情 绪 低

落。

一 次 ，陈 伟 强 在 走 廊 静 坐 整 理 思

绪，抬眼间，墙上几幅漫画吸引了他的

注 意 。 漫 画 中 ，一 名 新 兵 经 历 迷 茫 后

寻找方向，然后重新振作的经历，让他

内心产生共鸣。

询问了解后，陈伟强主动申请加入

漫画工作室，并如愿成为其中一员。

为了创作贴近基层生活的作品，他

更加积极地学习、训练，并渐渐理解了

“平凡”的内涵、“坚守”的意义。他创作

的第一组漫画，以“扎根岗位，也是一种

伟大”为主题，描绘了一名通信兵的平

凡一天，受到身边战友好评。

“ 火 热 的 基 层 是 教 育 创 新 的 沃

土。”谈及漫画工作室成立初衷，旅领

导回忆道，数年前，一名教导员在一次

推 门 听 课 时 发 现 ，某 连 举 办 了 特 殊 的

画 展 。 展 板 上 ，密 密 麻 麻 贴 满 有 关 党

的创新理论、“禁酒令”等法规知识要

点 的 手 绘 漫 画 。 这 些 漫 画 ，均 出 自 该

连两名战士之手。看着战士们积极参

与的场景，这名教导员意识到，漫画也

是 一 个 推 动 基 层 教 育 创 新 、打 造 特 色

军营文化的生动载体。

后来，在旅党委大力支持下，“机通

尖兵”漫画工作室正式成立。

“漫画不是装饰画，要努力将灌输

性 和 启 发 性 统 一 起 来 ，获 得 官 兵 内 心

认同。”旅宣传科一名干部说，近年来，

漫 画 工 作 室 相 继 创 作 出“做 新 时 代 的

好战士”等漫画 30 余组。从黑白到彩

色，从单幅到系列，从手绘创作到绘板

绘图……这些原创漫画较好发挥了群

众 性 自 我 教 育 的 辐 射 效 应 ，起 到 了 引

导人、塑造人、鼓舞人的作用。

如 今 ，漫 画 工 作 室 成 为 该 旅 漫 画

创 作 者 的 集 聚 地 。 一 大 批 富 有 军 味 、

战味的漫画作品进入课堂、走近官兵，

激励大家奋勇投身到强军兴军的火热

实践中。

第74集团军某旅精心打造特色教育文化—

“战士漫画工作室”成为教育新课堂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唐 凯

“漫画又上新啦！”一个周末午后，

第 83 集团军某旅营区突然热闹起来，

战士们围在几幅警示宣传漫画前争相

观看。

记者走上前看到，每幅漫画故事

生动且主题鲜明：打牌娱乐不涉赌、过

节往来不送礼、家属来队不喝酒……

内容涉及工作生活的多个方面。

“ 用 漫 画 的 形 式 呈 现 法 规 制 度

重 要 内 容 ，可 比 生 硬 的 文 字 好 记 多

了 ！”几 名 战 士 一 边 浏 览 ，一 边 热 烈

讨论。

该旅政治工作部领导告诉记者，

这些漫画都是由旅队创客工作室成员

创作的，他们将法规制度等要点，转化

为一个个生动鲜活的画面，让官兵爱

看爱学，一看就懂。

此前，某营组织条令学习时，旅检

查组发现，有些官兵学习热情不高。

学习结束摸底考核时，官兵整体优秀

率相对较低，让人意外的是，有两名新

兵竟然得了满分。询问得知，他们将

一些重要法规内容绘制成漫画，方便

了日常理解和记忆。

“青年官兵思维活跃、个性鲜明，

更清楚自身喜好需求，应当激发他们

参与教育的热情动力。”受此启发，旅

党委决定发挥官兵作用，进行教育创

新。不久后，由一些基层爱好漫画的

官兵组成的创客工作室应运而生。

“小到日常生活、官兵感悟，大到

重要教育、驻训演习，都是漫画创作的

灵感源泉。”该工作室创建者、一级上

士么军令介绍，工作室成立以来，陆续

推出了“廉政警示”等系列漫画，涵盖

战备工作、军事训练、思想政治教育、

日常管理等多个方面。其中，“以漫说

纪”等优秀作品被上级推广。

如今，在警示漫画等各类教育资

源的熏陶影响下，该旅官兵学用法规

的意识和能力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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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工作室战士施崇庆正在进行创作。 作者提供

延伸阅读

“这是我们在海洋馆游玩的照片，你

看我女儿笑得多开心”“我带老爸做了健

康体检，这下心里踏实了”“我在假期参

观了几处红色纪念馆”……春日午后，第

82 集团军某旅某连宿舍里，几名刚刚归

队的官兵讲述着各自的休假经历，喜悦

之情溢于言表。

看到这几名官兵精神饱满，干劲十

足，该连指导员十分感慨。

此前有一次，下士小刘选晋军士后

休假探亲，但归队后并没有心情愉悦，反

而愁眉苦脸。了解得知，为了那次探亲，

他不仅购买了多件高档衣服，还多次张

罗与亲朋好友聚会。虽然一时很有面

子，但消费大大透支。还有中士小马，休

假期间先是一路游玩，风尘仆仆回家后

又沉迷在网络世界里，陪伴父母的时间

不多。临行前，看着二老不舍的眼神，小

马感到十分自责和懊悔。

几名官兵的休假经历，让这名指导

员陷入沉思。为了保证官兵安心休假，

旅队结合工作任务制订细致计划，将“不

得擅自更改休假计划”“严禁随意召回休

假官兵”等列为硬性要求，较好保证了官

兵休假时间。但是，在如何引导官兵过

一个有意义有质量的假期上，单位还缺

乏相应举措，导致有的官兵出现“休假归

队身心疲惫”等现象。

深入调研后，该连党支部向上级反

馈了这一问题。该旅党委非常重视，召

开恳谈会听取官兵想法。

“休假时间本来就是自己安排，只

要遵纪守法，怎么安排都无可厚非”“休

假期间过于放纵，归队时愉悦感消失，

空虚感油然而生，必然影响工作训练状

态”……对于这件事，基层讨论也比较

热烈。

“对一名军人来说，探亲休假不仅

是与家人亲友团聚的宝贵时机，也是调

节身心、积蓄能量的重要方式。因此，

利用好休假时光，关乎官兵个人健康成

长，也关系部队战斗力提升。”一次座谈

交流中，一名旅领导说，家人朋友最想

看到的，是官兵经过军营历练发生的变

化，思考问题是不是成熟了，身板体魄

是 不 是 强 健 了 ，作 风 素 质 是 不 是 更 硬

了，而并非有多大排场、多大面子。各

级要教育引导官兵抓住休假时机“充电

蓄 能 ”，多 做 些 有 意 义 的 事 ，不 虚 度 时

光，不空留遗憾。

为引导官兵提高休假质量，旅队研

究 制 订 了 具 体 措 施 。 比 如 ，广 泛 开 展

“给你一份叮咛、布置一份作业、带回一

份收获”系列活动，做到离队前有教育、

有谈心，督促官兵制订休假计划，自觉

将时间用在刀刃上；鼓励官兵带家人做

一次体检、拍一张全家福等，多与家人

沟通交流增进感情；要求连队干部定期

与休假官兵及其家人联络沟通，避免失

管失控；叫停休假官兵携带家乡特产归

队等行为；组织群众性讨论，鼓励官兵

介绍自己家乡的红色文化和风土人情，

等等。

新举措带来新变化。近日，该旅训

练场上，官兵精神振奋，挥汗如雨。在训

练中表现出色的战士小王说，他休假期

间每天坚持锻炼，还参观了几处家乡的

红色场馆，收获满满。

让
休
假
愉
悦
身
心
增
进
感
情

■
郭
杰
峰

本
报
特
约
记
者

陶

磊

“这两个月的岗位实习收获满满，

我一定努力学习，把专业练好练精！”前

不久，第 77 集团军某旅某连列兵定岗工

作结束，得知自己被分配到某专业，列

兵赵信十分激动。

定岗前还有“实习期”？笔者了解

到，这是该连探索人岗相适、人尽其才

的一个做法。

“以往新兵下连，都是在定岗后，再

开始接触相关专业内容，这期间经常出

现人岗不适配的情况，要等到年底才能

进行调换，不仅不利于战士个人的成长

进步，也会影响战斗力提升。因此，连

队在符合相关规定基础上，进行了这方

面探索。”该连杨连长想起了往年新兵

下连定岗的一些经历。

一次，一名战士因为新训期间表现

不错，被确定为计算兵。但在定岗后的专

业训练中，他的成绩却低于预期。尽管每

天训练刻苦，也有骨干倾心帮带，但这名

战士成绩仍无明显起色。最终，连队只能

重新选拔人员，不仅让这名战士的自信心

受到打击，还差点耽误整体训练进度。

今年新兵下连前，连队党支部就这

一课题展开调查研究。“人岗适配很重

要，简单通过新兵表现来选拔定岗，是

对战斗力的不负责”“不能重使用、轻培

养，选配岗位应给新兵一个适应期”“如

果因选拔把关不严而造成被动，不仅影

响练兵质效，还会让这个岗位慢慢失去

吸引力”……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在讨

论 中 达 成 共 识 ：既 然 定 岗 的 权 限 在 营

连，就要聚焦人才培养和战斗力建设，

通过创新提高工作质效。

随后，他们研究决定，为刚下连的

新兵提供一段“实习期”，对新兵能力特

长和岗位需求进行再次观察和检验，并

及时进行调整，尽可能做到人岗相适、

人尽其才。

列兵马明因为新兵时实弹射击成

绩稳定，在下连后被分到高射机枪专业

实习。实习期间，迫击炮班班长张云林

发现马明反应快、心算能力强，就建议

把他调整到更能发挥特长的迫击炮专

业担任一炮手。在班长骨干的悉心帮

教下，马明进步明显，在一炮手小比武

中成绩突出。

为刚下连新兵设置“实习期”，引导

战士走上最合适战位，这个做法受到官

兵欢迎。记者从该连了解到，在今年的

专业课目小结考核中，列兵考核优良率

相比往年有明显提高。

第 77 集团军某旅某连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新兵下连定岗有了“实习期”
■张建国 张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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