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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 望 镜

缆绳高悬，沙尘如浪……相信看到这两张照片，很

多人能从中看出苦累，看出艰难，看出挑战。但你可能

想不到，彼时彼刻，图中的主人公竟作如此想——

下士谢逍遥说，每次向这根绳子走去，他都要咬

咬牙，给自己打气。但只要往下面一站，抬头往上一

瞧，他瞬间就变得兴奋起来，甚至内心还产生一种莫

名的喜悦……

下士李芳兵说，那天训练结束，他浑身上下、衣服

里外，甚至牙齿缝里都沾满了尘土，整个人疲惫不堪。

但当他从土坡疾奔而下时，脑海里响起歌曲《精忠报

国》的一段旋律：“人北望，草青黄，尘飞扬，我愿守土复

开疆……”顿觉心中无比畅快、豪迈！

原来这一刻，与我们看到的、想象的完全不同，战

士们感到的是快乐，一种独属于军人的快乐。

当然，对于这种快乐，我们可以解读为对征战的

渴望和信念，对胜利的追求与享受。

（张良）

点睛

瞬间

图①：第 72 集团军某旅侦察营下士谢逍遥在 3 个

月内连续获得 3个课目冠军。图为谢逍遥在训练中。

图②：近日，武警兵团总队执勤第三支队组织官

兵在大漠戈壁展开追击训练。图为下士李芳兵从一

处土坡急冲而下。

特约摄影：中士李 威

中士龚龙飞

夏夜，第 82 集团军某旅某连野

战帐篷内，连队干部周晓明正在翻看

连队官兵的半年工作总结。通过与

平时观察了解到的情况进行对照，他

能够大体知道，连队的“能者”都在干

些什么。

所谓“能者”，指的是某些技能

和特长比较突出的同志。在基层摸

爬滚打多年，周晓明总结出一个评

价单位抓建情况是否乐观的技巧：

看一看这个单位的“能者”究竟在忙

些什么。

此话怎讲？未作正面回答，周晓

明先讲了一个故事。

该 连 有 一 名 战 士 叫 司 远 锋 ，是

周晓明到连队任职后最早认识的几

名 官 兵 之 一 。 虽 说 司 远 锋 入 伍 多

年 ，但 大 家 依 然 亲 切 地 叫 他“ 小

司”。当时，周晓明之所以对司远锋

印象深刻，是因为他经常听到大家

对“小司”的召唤：

“小司，洗漱间的水龙头坏了，有

空帮忙修一下？”

“小司，等会儿修管道，麻烦你过

来搭把手！”

有一次，连务会开到一半，突然

停电了，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让司远

锋去看看咋回事。故障排除，灯亮的

那一刻，一位骨干脱口而出：“连里有

小司，修啥都好使。”

虽 然 经 常 忙 得 满 头 大 汗 、风 尘

仆仆，但司远锋非常享受连队干部

骨 干 和 战 友 们 的 这 份 认 可 和 信

赖 。“ 如 果 连 队 多 几 个 司 远 锋 这 样

的同志，那么连队全面建设肯定能

再 上 一 个 新 台 阶 。”周 晓 明 这 样 想

着 ，开 始 思 考 制 订 人 才 培 养 计 划 ，

不承想一个小意外给他敲响了“警

钟”。

一 天 ，连 队 洗 漱 间 的 管 道 突 然

破裂，水流满地，司远锋恰好在家休

假 。 一 时 间 ，连 队 官 兵 没 了 办 法 。

后来，还是周晓明打电话从兄弟连

队请来一位援手，才将管道修好。

一个连队怎么会找不出第二个

像 样 的 水 电 工 ？ 这 件 事 引 起 了 周

晓明的思考。带着疑问，他调查发

现 ，类 似 情 况 在 连 队 并 非 个 例 ：战

士李坤会理发，一到休息时间就闲

不 下 来 ；战 士 庞 鑫 擅 长 电 脑 绘 图 ，

各项工作少不了他的参与；某装备

操作手冯岗专业过硬，遇到执行任

务 、参 加 比 武 ，大 家 都 会 第 一 个 想

到他……

大事小事“能者”上，难活累活

“能者”来。一些官兵对“能者”的付

出习以为常，也理所当然地接受“能

者 ”的 帮 助 ，按 他 们 的 话 说 ，“ 能 力

强，就该多做事，很正常嘛！”

深 入 反 思 背 后 的 原 因 ，周 晓 明

意 识 到 了 问 题 所 在 。 人 们 常 说 的

“能者多劳”，是指能力强的人可以

在同等时间内完成更多的工作。这

本来用于描述一种客观现象，如今

却 成 了 连 队 官 兵 依 赖“ 能 者 ”的 理

由。长此以往，不仅大家容易形成

思维上的惰怠，弱化立足自身解决

问题的意识，而且“能者”们也因此

承担越来越多的工作，压力越来越

大。对连队来说，人才建设也将出

现断档和失衡，影响长远发展和全

面过硬。

那个周末，周晓明把自己的观察

与思考搬上了连务会，引起干部骨干

强烈共鸣——

“‘能者多劳’没错，但如果‘能

者’机械重复地干着自己能力范围内

的事，并不利于个人成长进步，其他

同志也得不到锻炼。”

“把工作任务压给能力突出的同

志，虽能保证质量，但对官兵成长和

连队发展都不利。”

“ 要 防 止‘ 能 者 多 劳 ’成 为‘ 能

者 过 劳 ’，应 给 年 轻 同 志 更 多 锻 炼

机会……”

经过一番讨论，大家达成共识：

把“ 能 者 ”从 繁 琐 的 事 务 性 工 作 中

解脱出来，让他们更加专注于攻坚

克 难 ，更 多 担 负 急 难 险 重 任 务 ；充

分 发 挥“ 能 者 ”的 示 范 引 领 和 模 范

带头作用，帮助连队官兵全面提高

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能力，实现个

人 成 长 与 连 队 进 步 的“ 同 频 共 振 ”

和“双向奔赴”。

如今，该连情况有了很大改观，

“一枝独秀”的现象减少了，“百花齐

放”的局面渐渐形成，各项建设取得

全面进步。尽管如此，周晓明的思考

与探索并没有就此止步——

“能者”在忙什么，反映选人用

人 的 导 向 。 推 动 连 队 全 面 发 展 全

面 过 硬 ，不 应 该 眼 睛 只 盯 着“ 能

者 ”。 理 想 的 状 态 是 ，干 部 骨 干 当

先锋、善攻坚，“中间力量”能顶上、

有 朝 气 ，相 对 靠 后 的 同 志 有 目 标 、

肯 努 力 ，全 连 上 下 既 各 司 其 职 、又

共 同 奋 斗 ，既 良 性 竞 争 、又 携 手 成

长。

“能者”该忙什么，折射对待人

才的态度。“能者”在其擅长的领域

是一柄利刃，以他们的能力素质和

敬业精神，不应局限于完成事务性、

经常性工作。对其能力的认可，便

是最大的尊重。如果奋进有为的同

志能在重要工作任务中提升能力、

收获成长、赢得信任，其他同志就会

看 到 希 望 和 奔 头 。 身 处 这 样 的 氛

围，任何一名同志都会燃起斗志，不

待扬鞭自奋蹄。

“能者”要忙什么，体现抓建基

层的思路。连队是大家的连队，不

是部分人的连队。如今，在不少官

兵心中，“能者多劳”已经带有某种

负面意味，产生了负面影响。要解

决这个问题，不能当“老好人”，一味

地安慰“能者”顾全大局，也不能奉

行平均主义，把“能者”承担的工作

任务交给他人，而应在完成工作任

务过程中，让“能者”培养“能者”，让

“前头”带动“后头”，让每名同志不

断突破自己的能力边界，在磨砺中

成长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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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班班长，明天轮到你值班，这是

《连队要事日记》……”一个周日晚上，我

和下周的连值班员交接工作。回顾这一

周的值班表现，我对自己比较满意。要

知道，首次担任连值班员时，我还是另一

个样子。

当时，我刚来到连队，急切地想要表

现自己，可崭露头角的机会并不多。思

来想去，我把目光瞄向了连值班员工作，

认为担任连值班员既能展示才能，又容

易引人关注，便主动向连长提出申请，连

长爽快地答应了。

可现实给我泼了一盆冷水。第一次

担任连值班员时，我刚把连队带出去训

练没多久，就接到营部参谋的通知：“听

说你 PPT 做得不错，这里有个课件需要

抓紧赶出来，今天中午前交给我。”

能接到营里安排的任务，当然很兴

奋。于是，我简单交代了几句，赶忙跑回

连队，很快就把课件做好了。结果，等待

我的不是表扬，而是机关的通报批评。

原来，我离开时没做好交接工作，导

致训练组织不正规、人员轮换不及时，被

前来检查的机关督导组当场指了出来。

当晚，点名结束后，连长让我先熟悉

连队情况，值班工作暂时由其他骨干代

替。结果，营部参谋得知我比较“清闲”

后，常常安排一些公差勤务，让我忙得不

可开交。

那段时间，我看似每天过得很充实，

实则收获很少，一个多月下来，连里的战

士都没认全。

我陷入了迷茫。一天夜里，我敲开

了连长的房门。听我倾诉完内心困惑，

他语重心长地说：“营里安排的工作固然

要做，但立足本职岗位提升能力素质更

加重要。再这样脚踩西瓜皮似的滑到哪

里算哪里，就会高不成低不就……”

不久后，我再次接到营部参谋打来的

电话，原以为他又要给我安排什么任务，

没想到，营部参谋一个劲地道歉：“你们连

长已经找过我了……”听得出来，这位参

谋已经认识到自己之前的做法不妥。

从那以后，我开始在本职岗位上沉

下心来学习提高，遇到不懂的地方主动

向其他干部骨干请教，对连队工作越来

越熟悉，底气越来越足。这不，又到轮班

时，我主动向连长请缨：“这周，请让我当

连值班员！”

连长欣然同意，因为他知道，我这次

不会“搞砸”了。

（李健、毛英椿整理）

“这周，请让我当连值班员”
■第 73 集团军某旅装甲步兵连干部 丁龙海

带兵人手记

“能者多劳”原本是一个客观描述。不知从何时起，随着基
层部队工作任务日益繁重，一些营连的“能者”被赋予过多职责、
承受更大压力，这个中性词也渐渐变得不那么“中性”了，甚至带
有某种难以言状的复杂味道。

此前，本版刊发过一些关于“能者多劳”的报道，大多是就事
论事、由人说人。第 82集团军某旅某连干部周晓明的观察与思
考则换了一个角度，从“能者多劳”现象窥视基层抓建存在的问
题，或许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敬请关注。

——编 者

【军史场馆·档案】武警黑龙江总队

佳木斯支队抚远中队荣誉墙，整体采用

浮雕设计，以“第一缕阳光”为主题，分为

荣誉展示墙、驻地文化墙、队史浮雕墙、

官兵风采墙、中队大事记 5 个部分，激励

官兵赓续“把太阳迎进祖国，把青春献给

军营”的光荣传统，在坚守中奋斗，在奋

斗中坚守。

清晨，第一缕阳光刺破薄云，铺满

抚远中队营区的角角落落。在雄壮的

国 歌 声 中 ，一 面 鲜 艳 的 五 星 红 旗 缓 缓

升起。

盛夏时节，记者来到武警黑龙江总

队佳木斯支队抚远中队，正赶上他们举

行“升国旗暨迎朝阳”仪式。置身其中，

一种前所未有的神圣感涌上心头。

“这是我们一直以来坚持的传统。”

中队干部陈鸿宇一边介绍，一边引导记

者来到中队荣誉墙前。只见绿树红花簇

拥下，总长 91 米、高近 5 米的荣誉墙宛如

一座丰碑，被温暖的晨辉揽入怀中，上面

展陈的典型人物、先进事迹和功勋荣誉，

见证了“东方第一哨”一代代官兵的奋斗

历程。

在“荣誉展示”板块，一面国旗引起

记者的注意。

“这是中队搬入新营房后，升起的第

一面五星红旗。”陈鸿宇介绍，当年中队

建队之初，条件十分艰苦，只有一座空营

房和一个小操场。即便如此，官兵们还

是一致认为，应该先把国旗台建起来，把

国旗升起来。1996 年 6 月的一天，中队

在崭新的国旗台升起了五星红旗。中队

党支部决定，此后每月第一天举行“升国

旗暨迎朝阳”仪式。28 年来，“把太阳迎

进祖国，把青春献给军营”，不仅是刻在

中队营门口的一句标语，更成为中队官

兵矢志不渝的信念。

“每逢新战友下队、老兵退伍、执行

重大任务等时机，我们都会组织官兵来

到荣誉墙前，通过重温背后的故事、举行

‘东极卫士’接力仪式等活动，激励官兵

赓续光荣传统，在坚守中奋斗，在奋斗中

坚守。”陈鸿宇说。

被中共中央组织部表彰为“先进基

层党组织”，3 次被武警部队表彰为“基

层 建 设 标 兵 中 队 ”，荣 立 集 体 一 等 功 2

次、二等功 6 次……虽然地处偏远，这个

中队的底蕴足够厚重。

早操时间到了，循声望去，刺杀训

练场上，战士们手持钢枪，一招一式迅

疾勇猛……

武警黑龙江总队佳木斯支队抚远中队荣誉墙——

把太阳迎进祖国 把青春献给军营
■王喜庆 本报记者 刘 丹

这一刻，

读懂战士的快乐

我们连的照片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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