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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媒视窗

我 们 连 的 主 体 是 90 后 、00 后 战

士，骨干普遍年龄较大。年轻战士对

骨干往往敬重却不亲近，遇到问题想

倾诉又不知如何张口。如何走进战士

内心，成为他们想倾诉的“第一人选”，

是带兵人的必修课。

见“微”知著，听懂心声

前段时间，我与入伍不久的列兵李

英荣谈心，问他是否想家。李英荣稍有

迟疑，随即眉毛上挑，换上一脸“微笑”：

“不想家了，指导员……我已经适应这

里的生活，班长、排长也很关心我。”

其实，我了解到李英荣最近因内

务标准不高被班长批评，情绪低落。

战士都想把好的一面展现出来，要想

真正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要从日常

点滴的观察中获取信息，再在谈心中

通过“微表情”“微语言”印证判断。

我 从 李 英 荣 的 表 情 和 语 言 分 析

得出：迟疑和眉毛上挑，说明这个回

答可能是“加工”过的——“微笑”代

表他认为自己说出了最佳答案；停顿

后的内容，可能与实际情况相反，所

谓的“适应”，其实是内务标准达不到

要求；“班长、排长也很关心我”对应

被班长批评了……

不久后是李英荣的生日，连队精

心为他筹划了一次生日会，让李英荣

红了眼眶。在连队“三互”小组帮带

下，李英荣的内务水平达到班里平均

标准，训练表现也越来越好。

推己及人，纾解心结

一天熄灯后，我去二排抽查手机上

交存放情况，发现手机柜里少了一部手

机，机主竟是平时遵规守纪的二级上士

邓军。我找到他询问原因，他却支支吾

吾说不出。我初步判断，邓军有难言之

隐，只是叮嘱他早点休息，以后超出规

定时间使用手机要向我申请。

第二天中午，邓军主动交了一份

检查，并向我道明原因。原来，他最近

失恋了，夜里使用手机是想挽回与女

友的感情。我对他的错误进行了针对

性批评，但没有过多指责，而是开导他

积极面对。

我理解，规章制度是管理的标准，

但不是管理的全部。有时候，当我们

发现官兵的反常行为后，要留有余地、

搞清原因，注重换位思考，给他们一些

自我反省的时间和空间。帮助官兵思

想转变的，不能只是法规的硬度，也应

有情感的温度。

量体裁衣，规划成长

前段时间，一排排长向我汇报，列

兵小陈的训练状态时好时坏。入伍前

小陈很受家人宠爱，下连后不太适应，

产生畏难情绪。班排长试过很多方

法，总是激不起他的训练热情。我鼓

励有美术特长的他加入板报组，小陈

出的两期板报受到大家点赞。慢慢

地，他感觉找到了方向、实现了价值，

不 仅 出 板 报 加 班 加 点 ，训 练 也 没 落

下。趁热打铁，我建议他报考军校，帮

他规划长远发展，他欣然同意。在今

年学员苗子摸底考核中，小陈取得全

旅第三、全营第一的好成绩。

实践中我感到，做好个别战士的

教育转化工作，要制定专属方案，引导

他将个人目标和单位建设统一起来，

循序渐进由小到大、由远及近达成目

标，实现自身价值。

（摘自《政治指导员》杂志2024年

第 4期，稿件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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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伴随一辆辆卡车的到来，在

高原驻训的新疆军区某部官兵迎来新

一批物资补给，除了粮油蔬菜，还有近

期的《解放军报》。

作为一名军报记者，不久前初上海

拔 5000多米的高原某驻训地采访，我就

想了解驻训官兵阅读军报的情况。从

驻训部队一位领导那里，我了解到由于

驻训地地处偏远，运输不便，每一次补

给物资都要提前做好统筹安排。不过，

物资清单中有个选项始终“画着勾”，那

就是《解放军报》。

“每周四，我们单位都会进行宣传

报道业务骨干培训，重点是学习和研究

军报文章。军报的很多报道，比如关于

高原训练法、预防训练伤的稿件，对我

们改进训练方式很有借鉴……”交谈

中，这位领导谈及不少运用军报开展教

育、指导工作的事例，还向我发出邀请，

“欢迎随时到部队采访调研”。

一个周日，午饭过后，我带上便携

式吸氧罐，徒步前往 5 公里外的该部驻

训 地 。 此 时 ，内 地 已 经 入 夏 ，绿 意 葱

茏。可高原的路仍不好“走”，一片荒芜

中，寒风呼呼作响。赶在氧气罐中的氧

气耗尽前，我终于抵达该部驻训地。

报明身份和来意后，门岗哨兵联系

值班人员，并允许我进入岗哨休息。等

待间隙，我和哨兵聊了几句。

“平常看军报吗？”

“看，我们每天有读报时间，会读

军报。不过如果有任务的话，可能就

没时间了。”挂着上等兵军衔的哨兵，

一脸认真。

“看电子版还是纸质版？”

“我们连队看纸质版，有的连队看

电子版。”

没过多久，该部宣传部门负责人赶

来，安排一级上士郝宣给我当向导：“想去

哪个连队了解情况，让郝班长带路就行。”

很快，服役 22年的某连二级军士长

李海全，坐在了我的面前。截至今年，

他已经九上高原驻训。

李海全说，他刚当兵时，连队没有多

少报纸杂志，军报对大家来说很珍贵，看

完后总是整整齐齐收在抽屉里。他最喜

欢看军报的“长征副刊”，抄录了很多本

读报笔记。或许是担心我不相信，李海

全从手机里翻出一些照片：“有时候工作

忙，来不及阅读，就把报纸版面截个屏，

等有空时再慢慢读。”

“多年看军报，有什么收获吗？”我

问道。“遇到事，能知道该怎么办。”李海

全说，当兵不能当糊涂兵，要了解国防

和军队建设的大形势，军报上的很多文

章特别是理论文章，能增长知识见识、

拓宽思维眼界。

“谈军报，庞指导员最合适，他可在

军报上发过大文章。”采访中，许多官兵

向我推荐某连指导员庞双双。庞双双

曾在军报发表过《随机教育：新时代须有

新解法》等反映基层抓建工作的稿件，他

本人也数次作为“主人公”，出现在反映

基层官兵心声的稿件中。

与庞双双聊天时，他最先提到了

“听报”。庞双双说，在高原驻训，报纸

由邮局定期打包送到后方物资输送点，

再由保障人员送上高原，因此会出现读

报“延时”。为了让官兵能及时阅读军

报，他会每天打开军报手机客户端，遴

选文章复制下来，粘贴到文字阅读软件

中，让官兵在读报时间一起“听报”。

“ 对 我 而 言 ，军 报 不 仅 是 一 份 报

纸，更是伴我前行的良师益友。我从

军校毕业生成长为连队主官，很多知

识和工作方法都是从军报上学来的。”

庞双双说，“军报就像一座高山，如果

你有心走近它、攀登它，肯定会看到不

一样的风景。”

采访中，我还结识了 00后上等兵秦

锐森。他与军报“结缘”于一次拍摄任

务。那一次，军报一位编辑向该部约拍

几张照片，任务交给了秦锐森所在连

队。入伍前喜欢拍照的秦锐森，借用单

位宣传部门的专业相机精心拍摄，照片

如期刊发。

秦锐森说，指导员特意给他留了一

份照片刊发当日的军报，退伍后他要把

报纸带回家好好收藏，还要买一部专业

相机学习摄影。说话间，这个年轻的小

伙子一脸灿烂。

采访结束，该部宣传部门负责人派

了辆车送我回去。途中，郝宣说：“朱记

者，您想不想知道我是怎么看军报的？”

听闻我先是一愣，然后有些不好意思。

郝宣一直陪着我采访，我竟忽略了他的

想法。

郝宣说：“那一年，我参与执行一项

任务。任务地点不通电，手机没有信

号，除了生活训练物资，只有军报能送

上去。我和战友们一看到补给车来了，

就去找军报，想了解国家发生了什么大

事，也想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我们边防

军人。那段时间，是军报给我们提供了

精神食粮和精神动力。我觉得，军报就

是一份我们官兵自己的报纸。”

高原很高，军报不“远”
■本报记者 朱宏博

从我记事起，家里不时有客人来。

母亲告诉我，他们是父亲一条船上的战

友。饭桌上，除了父亲张罗的饭菜飘香，

还回荡着他们的欢声笑语。

一次，父亲和战友们聊得正欢，一位

叔叔非常激动，一把把我抱到大腿上。他

告诉我，父亲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机电兵，

当兵第二年拿到专业比武第一名，第三年

入了党。要不是爷爷住院需要人照顾，父

亲肯定不会那么早就退伍。

那时的我，不知道什么是“机电兵”，

只知道父亲好像什么都能修。

清晨，父亲早起锻炼，晚上会准点坐

在电视机前收看新闻。只要看到有关船

艇的节目，他一准入迷，任谁叫都“听不

见”。母亲有时会因此发牢骚，但让她省

心的是，一旦家里的电器出故障，父亲总

能第一时间修好。

我 9 岁那年，一家人去微山湖玩，坐

船向湖深处驶去。船开到湖中央时突然

不动了，船上的工作人员很着急，不知该

怎么办。父亲检查了一下，认为是发动

机出现故障，很快就修好了。同船的游

客都觉得不可思议，纷纷竖起大拇指。

在部队当机电兵时学到的技能，父亲

一点都没生疏。不仅如此，家里后院有块

空地，父亲把它打理成小菜园。父亲说，

以前在部队，蔬菜不能保证每周供给，每

个班都有一块自留地，战士们从老家带回

种子，精心种植，保证平时能吃到蔬菜。

那时主要种土豆，船上易携带，也管饱。

家 里 有 个 木 箱 子 ，装 着 父 亲 的 军

装。担心长霉斑，父亲常会把军装拿出

来清洗晾晒，有时来了兴致，会穿上军装

在镜子前细细打量，敬一个军礼。我常

常拿走军帽，戴在自己小小的脑袋上，煞

有介事走路的样子，总让他忍俊不禁。

“想戴军帽，长大后去部队，每天都

能戴上。”父亲说。

入伍前，我是一名美术特长生。那

一天，我画了一张自己身着军装的画送

给父亲，告诉他自己想报名参军。没过

多久，在父亲的目送下，19 岁的我登上

离家的列车，奔赴向往已久的军营。

下连后，我成为一名航海兵，登上

“属于”自己的船。船身很大，甲板明亮

整洁。荣誉墙上，我看到这艘船的历史

沿 革 。 这 艘 船 由“ 英 雄 37 号 ”传 承 而

来。1952 年，上海一家轮船公司的“大

来”轮“入伍”，更名为“英雄 37 号”，后因

1955 年救助即将沉没的“民主三号”客

轮饮誉全军，当时宁波市人民政府和人

民委员会分别赠送的“舍己救人”“热爱

人民的高贵品质”两面锦旗，收藏在中国

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 英 雄 37 号 ’？”如 果 我 没 记 错 的

话，这不就是父亲服役的那艘船吗？向

船长询问后我得知，这艘船历经多次换

装、舷号更改，如今担负物资运输、船艇

拖带等任务，“英雄船艇英雄兵”的精神

代代相传。

我在船史册写下自己的名字。可惜

的是，因为年代久远，我没有在册子里找

到父亲的名字。不过，我在荣誉墙一张

照片中看到熟悉的身影。细细一看，那

正是我的父亲。照片上，他和两名战友

站在驾驶室里，瞭望海面情况。

我用手机把这张照片拍给父亲看。

“是这条船吗？”“我们是在一条船上当

兵？”……电话那头，父亲显然比我更激

动。我邀请他有时间来老部队看看，父

亲和我约定，只要我在比武中取得第一

名，他就来部队看我。

短暂的欣喜过后，是巨大的挑战。

下连后第二个月，我第一次随船出海。

船身摇晃中，机器的轰鸣声让头昏脑涨

的我愈发心烦意乱。而身旁的班长，手

握舵盘稳稳站在操舵仪器前，准确向船

长报告航速、水深。

我在电话中和父亲聊起初次出海

的感受。“要成为合格的航海兵，你要学

的还有很多，但不要灰心，我第一次出海

时 还 不 如 你 ，吐 了 整 整 一 周 才 缓 过 劲

来。”父亲鼓励我说。

“想尽快提高技能，就要多向老兵取

经。”听从父亲的建议，每次出海执行任

务，我都会跟在老班长身后，观察他们如

何又快又稳操作船艇，记下心得体会和

海区要点。原本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的

我，渐渐对防区航标位置和航门水道宽

窄深浅都熟记于心，成为大家眼中的“活

海图”。

2017 年，我代表单位参加上级组织

的专业比武，取得第二名。虽然没有达

到和父亲约定的目标，第二年春天，父亲

还是在退役后第一次回到老部队。

“过了 20 多年，以前的船都变了模

样。”站在熟悉的海岸，望着一艘艘崭新

的船艇，父亲感慨万千。领导批准后，

我特意请了假，带着父亲参观。看到宿

舍 里 装 有 空 调 ，洗 漱 间 冷 热 水 24 小 时

供应，他一脸不可置信：“我们那时候几

个舱室共用一个电风扇，洗澡是用水擦

洗……”父亲不时用手摸摸这儿、摸摸

那儿，感受着船艇的变化。

来到机舱，父亲看到监视室屏幕上

清楚显示每台机器的运转情况，很是激

动：“当年查看机器运作情况，要到每台

机器前读取增压表进行判断，现在这么

方便了！”站在右主机前，父亲抚摸着主

机说：“这里是我的战位。我就是站在这

里，当了 3 年多的兵。”

走进荣誉室，父亲的目光在墙上游

走，定格在那张照片上：“我当上班长后，

带领全班执行为期一个多月的海上机动

投送任务。任务完成大家都很开心，非

要拉着我拍张纪念照。”

看着父亲一脸自豪的模样，我不禁

在想：作为“英雄 37 号”的传承者，作为

父亲的“战友”，我能不能像他一样，当个

英雄兵，守好这片海？

临别时，父亲嘱咐我，要戒骄戒躁，

像螺丝钉一样钉在船上，守好战位。一

年后，我光荣入党，成为班长。2022 年

和 2023 年，我在上级组织的比武竞赛中

接连获得第一名。去年 9 月，我晋升二

级上士。

前不久，我拿出画板，画下一张和父

亲在一条船上跨时空服役的“合影”，寄回

家中。母亲跟我说，这幅画挂在客厅里，

每当有客人来，父亲都会拉着他们细细端

详：“看，左边这个人是我，右边那个是我

儿子。我们父子俩，在一艘船上当兵！”

（文字整理：范 骏）

图①：宋金轩校正六分仪。

图②：宋建学服役时留影。

图③：宋金轩绘画作品。

图④：宋金轩（左）为战友讲述“英雄

37号”的历史。

供图：宋金轩、程 可

制图：扈 硕

操舵“英雄船”，当好英雄兵
■东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二级上士 宋金轩

接力守护那片海
—东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二级上士宋金轩和父亲讲述同“船”当兵的故事

他们既是父子他们既是父子，，又是又是““战友战友””。。

宋建学宋建学，，19891989年入伍年入伍，，原南京军区某船运大队机电兵原南京军区某船运大队机电兵，，19921992年退役年退役。。

宋金轩宋金轩，，20152015年入伍年入伍，，东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船艇大队航海兵东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船艇大队航海兵。。他和父亲服役的船艇他和父亲服役的船艇，，前身均为前身均为

““英雄英雄3737号号””。。

时隔时隔2323年年，，父子俩的军旅路在父子俩的军旅路在““英雄船英雄船””上交汇上交汇，，向蔚蓝延伸向蔚蓝延伸，，接力守护着那片海接力守护着那片海。。

1989 年，我坐上绿皮火车，从江苏

徐州参军入伍，来到原南京军区某船运

大队。

小时候家里穷，为了让成绩更好的

弟弟能继续读书，体格瘦弱的我没念

完初中，听从父亲安排学练洪拳。几年

下来，打拳让我有了一副好身板，报名

参军时被一眼相中，如愿当了兵。

我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新兵

连考核，拿到了总评第一。下连那天，

船长走到码头上最大的一艘船前，告诉

我们驻地除了海军，还有陆军船艇部

队，“这是部队唯一一艘‘红旗船’。”后

来我才知道，之所以被称为“红旗船”，

因 为 这 艘 船 是 从“ 英 雄 37 号 ”传 承 而

来，多次在救援抢险中立功，在各类比

武中名列前茅，创造过 22 年零事故的

光辉历史。

我所在船艇部队由陆地和海上两

部分人员组成，海上人员有航海、机电、

报务等专业。到船上当机电兵，是我努

力争取来的，可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上

船当机电兵要吃什么苦。冬天温度低，

船遇水会裹上一层厚厚的冰壳，人走在

甲板上稍不留神就会滑倒。机舱旁边

是 8 平方米的住舱，白天进去也黑乎乎

的。我的铺位在舷窗旁，晚上遇到风

浪，海水有时会渗进来，让人领教“风吹

雨打”。

机舱空间狭小，装卸零件、连接线

路看不清时，全凭手感。每次从机舱里

出来，手上、脸上沾满污垢，汗水浸透衣

服。尽管如此，我一有空就钻进机舱，

遇到不懂的地方就缠着老班长问这问

那，很快就摸透了全船机电设备构造和

性能，上千条管道分布烂熟于心。在一次

次任务的历练中，我的专业水平稳步提

高。1990年，我在上级组织的机电专业

比武中取得第一名，被评为优秀士兵，第

二年光荣入党，成为机电班班长。

1992年，弟弟出车祸去世，父亲悲痛

欲绝被送进医院。为了照顾家庭，我不

得不离开军营，成为一生的遗憾。可命

运真是神奇，没想到 23年后，儿子入伍来

到我曾服役的船艇，延续我的军旅梦。起

初我怕他吃不了苦，常给他讲自己当兵

时的经验。我想，他们的条件应该比我

们那时候好多了，没理由不好好训练。

好在儿子没让我失望，电话里聊天时我

能感觉到，他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航海兵。

入伍两年后，儿子休假回家。再次

见到他，我觉得有些陌生，也仿佛看到

年轻时的自己。儿子的变化很大，从站

姿“歪歪扭扭”变得胸背挺拔，从调皮玩

闹变得懂事明理。每天他都和我一起

早起锻炼，帮着做家务，督促妹妹好好

学习。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和和美美，我

感到特别幸福。

后来，儿子通过不断努力，在领导、

战友的帮助下，入了党，当上了班长。

这些年，他获得不少荣誉。前些天我专

门定做了一个柜子，把他的“荣誉”都摆

放进去。希望以后的日子里，他能取得

更多成绩，争取把柜子摆满。

红旗船·军旅梦
■原南京军区某船运大队机电兵 宋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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