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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管警报，舱底有海水涌入！”初夏

时节，大洋深处，正在进行攻防训练的海

军某潜艇，突然接到随艇机关考核组临

机设置的险情。

险情就是命令！当更的兼职损管队

队长蔡飞立即赶到事发现场，在一级部

署岗位艇员到来前，第一时间组织人员

包扎管路、隔离系统，有效限制了损害扩

大蔓延。此前，该艇员队充分发扬军事

民主，积极采纳艇员建议，从当更艇员中

抽组成立 2 支兼职损管队，有效提高了

应急处置能力。

“没有军事民主的广度，就难以提

高练兵备战的精度。”该艇员队领导表

示，基层官兵身处战斗力建设一线，对

军 事 训 练 最 有 发 言 权 ，只 有 充 分 尊 重

官 兵 主 体 地 位 和 首 创 精 神 ，最 大 限 度

调 动 他 们 的 积 极 性 ，集 智 破 解 训 练 难

题 ，才 能 推 动 军 事 训 练 走 深 走 实 。 为

此，该艇员队针对全训任务特点，常态

组织骨干座谈、群众讨论、复盘总结等

军事民主活动，定期召开“我为打赢献

一 计 ”主 题 党 小 组 会 ，征 集 练 兵 备 战

“金点子”，鼓励官兵积极建言，为战斗

力建设贡献智慧力量。

前段时间，该艇员队派出 8 名艇员

参加上级防化专业竞赛性考核。准备阶

段，他们召开“诸葛亮会”，群策群力创新

训练模式，采取录制分解动作视频、“一

对一”帮带、组织阶段性小比武等方式，

充分激发练兵热情。最终，8 名艇员夺

得团体第一名。

艇员队征集“金点子”
■张东亮 王 宁

近日，第 80集团军某旅某营举行“连旗接力”长跑比赛。图为参赛选手举着

连旗冲过终点。 周昕垚摄

前不久，在“国际军事比赛-2024”“萨彦岭行军”雪地作战行军比

赛中，第 78 集团军某旅排长李贺带领中国女兵参赛队取得女兵组 9
个单项第一、总分第一的优异成绩。

钢铁不是一天炼成的。李贺 2015 年参军入伍，因表现突出、屡获

佳绩，荣立二等功，被提干保送入学。2022 年毕业返回部队，担任排

长。

图①：李贺备战“萨彦岭行军”雪地作战行军比赛。

图②：“萨彦岭行军”雪地作战行军比赛结束后，李贺（左一）和战

友参加颁奖仪式。

图③：9年前，时为列兵的李贺第一次完成跳伞训练。

特约摄影：某部干部杨贵良

瞬间 点睛

出 征 归 来 ，不 知 道 有 没 有 那 么 一 瞬 ，李 贺 会 想 起 9 年 前 的 自

己 。 那 时 的 她 ，刚 刚 站 到 机 舱 门 口 ，准 备 完 成 自 己 的 军 旅“ 第 一

跳”。

屈膝、屏息，决心从空中跳下那一刻，新兵李贺的内心应该是

憧 憬 而 忐 忑 的—— 云 层 之 中 藏 着 什 么 ，落 地 之 后 怎 么 样 ，她 不 得

而知。对于未来，这个尚显稚嫩的小姑娘，还不敢看得太远。

一晃 9 年，百炼成钢。如今的李贺已能上天下海 、翻山夺隘，

甚至跨出国门，登上国际赛场的领奖台。

9 年，李贺用成长定义了时光。而这 9 年间，又有多少“李贺”拔

节生长，挺立在人民军队的绿色方阵里，阔步在强军兴军的征途上！

（张 良）

我们连的照片墙 用成长定义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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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参谋，搞个问卷调查，看看大

家对近期组训情况有什么反映”；

“李干事，搞个问卷调查，摸一摸

内部关系存在哪些问题”；

“张副营长，组织一次伙食情况问

卷调查”……

在部队工作，经常会听到一个“热

词”——问卷调查。作为了解基层情况

和官兵反映的一个手段，因其快速、有

效、覆盖面广，问卷调查被各级机关广泛

运用。但结合多年基层工作实践，笔者

认为，问卷调查更适合军级以上机关使

用，旅团级机关应非必要不组织。至于

原因不妨从组织问卷调查的初衷说起。

无从考证问卷调查始于何时何处，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即相比其他调研手

段，问卷调查的优势应该就是它产生和

存在的理由。那么它的优势在哪里

呢？在于快速高效，便于组织，可以在较

短时间里获取较多的调查样本。所以，

当一次调研时间有限，需要在较短时间

内掌握更多情况时，组织问卷调查就比

较合适。从这个角度讲，由于军级以上

机关与基层存在一定的空间距离，下基

层调研又大都时间有限，所以问卷调查

就自然地成为军级以上机关全面了解

基层部队建设情况的手段之一。

而旅团级机关与基层营连紧密相

连，常常共处一个营区，部队当前处于

一种什么态势，官兵的心理状态、精神

面貌怎么样，都可以直接从官兵的脸上

看出来、从大家的嘴里问出来、从部队

的歌声口号声里听出来。再加上旅团

级机关干部大多来自所属营连，和基层

官兵有着共同的工作、训练、生活基础，

彼此之间熟悉、亲近，面对面展开直接

的、坦诚的、深入的交流一般不需要投

入太多的时间成本，所以问卷调查并非

旅团级机关开展调研的“最优选”。

当然，旅团级机关也不是完全不能

组织问卷调查。当一次调研需要较大

的覆盖面和具体的数据支撑时，问卷调

查还是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但我们必

须知道，问卷调查的结果需要结合一对

一、一对多的谈心交流情况使用，避免

流于表面，甚至出现偏差。道理很简

单，面对一张缺乏表情、没有温度的问

卷，和面对一双真切的眼睛、一种诚恳

的态度，基层官兵能感受到的被重视程

度截然不同，他们反映情况的真假、提

出意见建议的虚实也自然差异很大。

进而言之，旅团级机关天天面对

基层，抓工作既要身入更要心入，不能

凭感觉搞概略瞄准，更不能把本应开

展的谈心谈话等工作，用一份调查问

卷简单替代，把本该亲眼发现的问题、

亲耳听到的呼声，寄望于“纸来纸去”。

回到开头那三个问题，想知道组

训情况怎么样，到训练场上看一看就

一清二楚；想知道部队内部关系怎么

样，业余活动时间去连队转一转就一

目 了 然 ；想 知 道 最 近 伙 食 情 况 怎 么

样，到各营饭堂吃一次碰饭就明明白

白了……这是旅团级机关的优势，不

可弃而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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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之声

这天，几名外出培训的战友学成归

队。虽然此前没人和新任教导员打过

照面，但在汇报学习情况时，教导员还

是第一时间叫出了他们的名字。

“教导员真厉害，未曾谋面竟就知

道我们叫啥。”回到连队后，这几名战友

向大家谈起此事。听到他们的讲述，我

不禁回想起那段被教导员“三问其名”

的往事。

今年初，教导员履新上任。那时，

我恰好结束休假。到营部找他销假时，

他关切地问我：“小伙子叫什么名字？

是哪里人？家里都好吧？”

“新教导员对我们真上心！”听到他

的问话，我顿时心生好感，于是详细回

答了他的问题，还和他拉了好一会儿家

常。听后，他连连点头，并鼓励我说：

“龙辉，好好干！”

正当我还沉浸在喜悦中时，随后发

生的事情，给我泼了一盆冷水。

一次官兵恳谈会上，我一连提出 5

条关于营队建设的意见建议，赢得教导

员连声称赞。本以为能够得到他的点

名表扬，不承想得到的却是一句：“小伙

子，你的想法都很好，叫什么名字？”

那一瞬间，我的心情跌到了谷底：

“明明距离上次和教导员谈心还没过几

天，怎么今天就不认得我了？”虽然心存

失望，但我还是平静地回答：“报告，我

叫刘龙辉，前几天找您销过假。”

本以为“一回生二回熟”，可是此后

不久，在营里组织的比武竞赛动员仪式

上，教导员竟第三次拉着我问道：“小伙

子看着脸熟，叫啥名字？这次比武参加

什么项目？”

听到这里，我不免脸色一沉，带着

不满的语气回答：“教导员，我叫刘龙

辉。这是您第三次问我的名字了。”闻

此，教导员面露愧疚之色，并连声向我

道歉。

就在我感到闷闷不乐的时候，这天

晚上，教导员将我叫进他的房间。

“龙辉，我要郑重地向你道歉。你也

知道我刚上任，营里工作千头万绪，我一

时还没完全理清楚。记得你是河南周口

的，家里还有个弟弟，父母操持着七八亩

地……”听到教导员对我的情况并非一

无所知，我的心情逐渐平复下来。

“上次恳谈会，我感到你的想法很

独到。今天叫你来，就是想请你帮忙出

出主意，教教我如何尽快把每名战士的

姓名和样貌对上号。相信你也能看出，

其实我有些脸盲……”看着教导员真诚

的目光，我瞬间理解了他的苦衷：是啊，

全 营 那 么 多 人 ，想 要 短 时 间 记 住 所 有

人，并不容易！

根据样貌特征找出关联词，按照岗

位分类合并同类项，经常旁观各连的点

名……按照我教给他的方法，教导员在

随后几天里，记住了许多官兵的姓名。

听营部文书讲，在那之后，经常有

战友找教导员汇报思想，还未开口，教

导员能基本说出他们的情况。在训练

场上，有谁取得点滴进步，他大多会点

名表扬。一次营里组织干部骨干开会，

教导员竟然自亮家丑，以“三问刘龙辉”

的经历告诫大家：“知兵才能爱兵，见了

战士连他的姓名都叫不上来，又谈何知

兵？希望各位不要重蹈我的覆辙。”

前不久，又一批新兵下连。没过几

天，教导员就能够在晚点名时叫出大部

分新兵的姓名。见状，不少人感到又惊

又喜：“我和教导员还没怎么接触过，他

竟然认识我。”

那 天 夜 里 ，我 站 哨 归 来 已 是 凌 晨

1 点多，但我分明看到教导员房间内的

灯还亮着。我知道，为了成为官兵的贴

心人，他一直在默默努力。

（邓泽龙、本报特约记者李佳豪整

理）

教导员三次问我“叫啥名”之后
■第 77 集团军某旅中士 刘龙辉

近日，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执行长

途机动跨省驻训任务，浩浩荡荡的车队

驶出营区。笔者发现，参与此次任务的

驾驶员多了几个“新面孔”。

提及此事，场站汽车连连长张宸宁

讲 起 了 去 年 执 行 驻 训 任 务 时 的 场 景 。

当时，驻训人员名单一宣布，战士们就

议论纷纷——“我拿到 A 证都一年了，

连营区大门都没出去过，啥时候能让我

出任务”“对啊，你看杜班长一年到头经

常在外面跑，在营区待不了几天”“我们

年轻驾驶员长时间坐冷板凳，没有锻炼

机会”……

听到战士们的议论，张宸宁意识到

为了求稳只派经验丰富的驾驶员执行任

务，挫伤了年轻同志的积极性。但作为战

区空军的“红旗车分队”，连队安全行车66

年无事故，这块“金字招牌”万万砸不得。

既要保证任务完成质效，又要给年轻官兵

提供历练的机会，二者如何兼顾？

“只按资历派任务，确有不公平之

处。一方面，新同志难以锤炼自己，另

一方面，老同志负担过重。不妨参考电

脑游戏中的排位制度，把驾驶员的业务

能 力 按 照 不 同 车 型 、不 同 等 级 进 行 排

名 ，非 特 殊 情 况 下 ，参 照 排 名 分 配 任

务！”根据官兵建议，连队经过集体讨

论 ，推 出《驾 驶 员 星 级 评 定 制 度》，用

“级”代表所能驾驭车型的数量，用“星”

代表对每一种车型的掌握程度，连队通

过随机和定期的“排位赛”对驾驶员进

行 考 核 ，考 核 成 绩 通 过 军 人 大 会 评 议

后，则可升“级”添“星”。等到执行任务

时，只需按照任务的具体内容和要求设

定“准驾”门槛。

星级评定制度一经推出，便搅动一

池春水。特别是年轻驾驶员，浑身充满

了干劲。中士李佳宾早就拿了驾驶 A

证，却因为资历不够，没有执行过远距

离行军任务。星级评定制度推行后，李

佳宾对照考核课目和标准一项一项细

抠，积极“上分”。功夫不负有心人，几

个月后，李佳宾通过“排位赛”评定，喜

提“任务许可证”。这不，此次长途机动

跨省驻训，他成功入选、随队出征。

执行任务驾驶员多了“新面孔”
■刘林菁 袁绪润

强军论坛新闻前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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