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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耀演兵场

记者探营

“班长，马上轮到我第一次当安全员

了，该怎么组织讲评？”近日，新疆军区某

团有线通信连圆满完成任务，乘车返回

途中，上等兵李根嘉有些不好意思地找

到班长周俊寻求帮助。

看到这样的场景，连队冯指导员既

意外又欣慰。意外的是，此前总是对安

全讲评不以为意的李根嘉，现在会为讲

评什么而认真准备；欣慰的是，李根嘉的

这种转变，从侧面反映出，大家对安全工

作越来越重视。

要知道几个月前，该连的情况可不

是这样。一次安全教育课上，冯指导员

按照计划组织安全知识宣讲，台下官兵

却有些心不在焉，这让他不禁皱起眉头：

“安全无小事，事事连大家。必须强化官

兵安全意识，防微杜渐、防患未然。”

“人人都是安全员”。为了发动大

家积极参与到连队安全工作中来，该连

决定，在不违反有关规定的前提下，不

再设立固定安全员，而是由全连官兵轮

流担任，并要求值班安全员利用点名等

时机讲评当日发现的安全隐患，切实将

安全工作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

周俊坦言，起初他也会在安全员讲

评时走神溜号，觉得讲评内容大同小异，

是担任安全员期间的一段经历，让他改

变了想法。当时，连队热水器的仪表显

示是常温，打开后流出的却是滚烫的开

水。于是，他及时提醒大家注意安全、防

止烫伤，并联系技术人员更换温度仪，对

热水器进行全面检修，很快消除了这个

安全隐患。“担任安全员才真正认识到，

讲评不是随口说说，因为安全隐患就在

身边，必须及时发现、立即预警、尽快排

除。”周俊如是说道。

从“不当回事”到“认真对待”、从“事

不关己”到“相互提醒”……如今，“安全

工作，人人有责”在该连已不是一句口

号，而是官兵共识和具体行动。冯指导

员介绍，下一步，他们将组织安全管理讲

评会、安全知识大讲堂、成立安全互助小

组，确保连队安全工作扎实有效，最大限

度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新疆军区某团有线通信连强化官兵安全意识—

人 人 都 是 安 全 员
■薛 鹏 王敏哲

“指导员，明天小翅需要外出就诊，

您看安排谁陪同？”前段时间，第 80 集

团军某旅某连值班员、中士孟慧杰向慕

指导员汇报工作。听到对方的询问，慕

指导员没有回答，而是在心里确认，连

队没有谁的姓名带有“翅”字，于是一头

雾水地反问：“小翅是谁？”孟慧杰这才

反应过来自己一时没注意，叫出了战友

的“昵称”，急忙解释：“小翅就是赵振

羽。”

原来，战士赵振羽名字中的“振羽”

二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振翅高飞”这

个词，不知是谁起的头，大家开始叫赵

振羽“小翅膀”，后来又渐渐简化成了

“小翅”。

这个称呼乍一听挺贴切，但就诊归

来，慕指导员找赵振羽谈心时，他坦言

自己并不喜欢，只是战友们为了表示亲

昵，不少人都有这样的“昵称”，他只能

听之任之了。

赵振羽所言非虚。慕指导员在随

后的调查中发现，少数官兵之间有使用

不正规称谓的现象。除了以“昵称”称

呼战友外，有的战士还称兵龄长的军士

为“大哥”“某哥”，甚至有的同班战友自

行排序，互称“老大”“老二”，给人感觉

有些“江湖气”。不仅如此，有些战士对

一些干部岗位也自有一套称谓，如“导

员”“副教”“某排”等。

这 种 情 况 引 起 了 慕 指 导 员 的 警

觉，他很快利用教育时间，组织大家围

绕“规范使用称谓，抵制‘另类军语’”

进行讨论。有人认为，一些外号没有

恶 意 ，无 伤 大 雅 ，“ 称 兄 道 弟 ”更 显 亲

近；也有人认为，官兵之间、兵兵之间

虽然亲如兄弟，但这种凭个人喜好随

意称呼的做法并不可取 ；还有的同志

表示，如果日常习惯了不正规称谓，不

利于部队保持正规秩序，容易使战友

关系庸俗化，若不自觉将其带入战场，

还可能导致不良结果。

讨 论 现 场 ，慕 指 导 员 态 度 鲜 明 地

指出使用规范称谓的必要性，组织全

连官兵学习条令有关军队内部礼节的

规定，引导大家廓清思想认识。课后，

他又趁热打铁，在连队开展规范使用

军语活动，除了纠正官兵之间的不当

称呼外，还对个别指挥员演训中报告

用语太随意、指挥用语不准确等问题

进行了规范。

不正规称谓须纠治
■高子洲 魏 煕

【军史场馆·档案】武警甘肃总队嘉

峪关支队军史长廊，以祁连山、雄关、长

城等驻地元素为基本轮廓，采取图、文、

视频、实物、浮雕等多种形式，多维呈现

支队的发展历程、建设成就和先进典型

事迹，并嵌入感应解说、扫码阅读等数字

功能，极具历史底蕴和时代特色。

“先辈们翻越吕梁、跨越黄河、穿越

祁连，一路浴血奋战，在血与火的考验

中 ，以 忠 诚 的 信 仰 写 下 壮 丽 的 英 雄 史

诗！”近期，在武警甘肃总队嘉峪关支队

军史长廊，一场“争当合格红色讲解员”

评比竞赛活动火热展开。参赛选手深情

讲述革命先辈一往无前、视死如归的崇

高追求和英雄壮举，引导官兵传承红色

基因，担当强军重任。

该支队领导介绍，每逢新兵下连、新

排长上岗等时机，他们都会组织官兵参

观军史长廊，开展“军营小剧场”“人人争

当‘红色讲解员’”等活动，帮助官兵夯实

信仰之基、铸牢强军之魂。为充分发挥

军史长廊的砺战感召作用，他们还组织

现地宣讲先进典型精武事迹、分享训练

标兵心得体会，开展使命任务专题教育，

举行“魔鬼周”出征、“破纪录”上榜以及

表彰奖励、晋级授衔等仪式，激发广大官

兵练兵备战热情。

“军史长廊建设初期，我们筹备小组

分头行动，实地走访老干部和驻地红色

场馆及遗址，认真翻阅历史书籍，搜集散

落史料，追溯历史脉络，最终确定了 3 个

区域、5 个时期和 1 个专题单元的建设布

局。”该支队领导告诉记者，为了更准确、

清晰、生动地呈现支队发展历程，他们经

常邀请退伍老兵回到营区，给官兵讲述

展陈实物和照片背后的故事。如今的军

史长廊，已成为激励官兵奋斗担当的生

动课堂。

前辈个个英雄胆，一路转战到祁连。

围攻洛川城、爆破蒲城门、抢占中山桥、解

放酒泉城……驻足在“战斗如火”队史浮

雕墙前，看着该支队前身部队解放西北的

战斗足迹，听着惊心动魄的英模事迹，记

者被先辈们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仰

和赤胆忠诚深深感动。

崇尚英雄，追寻英雄，争做英雄。半

年前，繁重的训练任务、紧张的专业学

习，让正在参加教练员集训的下士高胜

感到十分疲惫，他一度打起“退堂鼓”。

在依托军史长廊开展的“传承红色基因·

续写红色家谱”主题党日活动中，高胜了

解到支队二等功臣凌继国参加捕歼战斗

的英雄事迹，感到惭愧不已，立志赓续传

统、精武强能。通过不断努力，前不久，

他在总队教练员特战专业比武中获评

“优秀教练员”，并在支队组织的班长竞

争上岗考核中名列前茅，成为一名能力

素质全面过硬的骨干。

铭记光辉历史，夯实信仰之基。近年

来，该支队官兵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先后

圆满完成敦煌“文博会”、国际铁人三项赛、

航空滑翔节、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长城马

拉松赛等重大节会安保，讨赖河堤坝塌方

抢险，联勤武装巡逻等重大任务数十项，用

无私奉献、突出实绩擦亮了忠诚底色。

武警甘肃总队嘉峪关支队军史长廊—

前辈个个英雄胆 一路转战到祁连
■王 乐 本报记者 杨明月

“作为少尉排长，你对自己的成长

进步规划有什么困扰吗？”“没有，一步

一个脚印慢慢来吧。”

“你会觉得肩章上少了一颗星，说

话办事缺少底气吗？”“不会啊，我没觉

得自己和老排长们有啥区别……”

盛夏时节，记者来到东部战区陆

军部队采访，原本打算了解少尉排长

的成长困惑，以及如何解决。可在与

某旅的一些少尉排长交谈后，记者并

没有得到预想中的答案。

为什么会这样？他们真的对“少

尉排长”这个身份无感吗？

打开采访本，细看那些脱口而出

的回答——“没啥特别的”“没人这么

看”“大家没觉得有啥不一样”……记

者恍然大悟：或许正是这种“不以为

意”“一如平常”的态度，无形中消除了

少尉排长们的思想顾虑。

3 年前，当“少尉排长”因改革调

整 而 成 为 热 议 的 话 题 时 ，无 论 当 事

人，还是旁观者，很多官兵都表达出

某 种 担 心 。 现 在 看 来 ，这 个 称 呼 已

渐渐“脱敏”，这个群体不再“特殊”。

“身为排长，就要担起排长的责

任，关键看你有没有能力、敢不敢担

当，不看你肩章上是‘一杠一星’还是

‘一杠两星’。”某旅装步连排长杜坤对

自己的少尉军衔并不看重，他认为只

要想干、愿干、能干，就一定能找到实

现人生价值的舞台。

这不是杜坤的一厢情愿，而是经

验 之 谈 。 下 连 不 久 ，杜 坤 就 随 队 参

加实战化演训任务。在抢占某高地

时 ，作 为 主 攻 力 量 的 坦 克 分 队 正 面

进攻受阻。营里紧急召开“碰头会”

商 量 对 策 ，刚 刚 履 新 的 坦 克 连 连 长

对 战 术 指 挥 并 不 熟 练 ，未 能 提 出 有

效建议。

正当大家面面相觑时，配属坦克

分队的杜坤凭借自己对“敌情”的研

判 ，在 地 图 上 画 了 一 条 弧 线 ：“ 可 以

派 出 一 辆 单 车 ，从 这 里 迂 回 至‘ 敌 ’

后方……”大家听后眼前一亮，认为

此 招 切 实 可 行 ，立 即 付 诸 实 施 。 最

终，这辆单车偷袭成功，打乱对手部

署，完成要点夺控。

其实，杜坤提出这个方案时，心里

也有些“打鼓”：一个少尉排长，走出校

门没几天，有啥资格对战术指挥“指手

画脚”？令他意外的是，话一出口，没

人因为他的身份而闭目塞听。

这让杜坤信心大增，也给各级主

官和干部骨干提了醒——“任务面前

要靠实力说话，别拿少尉排长不当指

挥员！”

经此一事，该营王营长对杜坤刮

目相看，也对自己对待少尉排长群体

的方式进行了反思。

“起初，我也为少尉排长们捏了

一把汗。”王营长坦言，自己担任营长

之初，恰逢军官制度改革落地，全军

第 一 批 本 科 毕 业 少 尉 排 长 下 连 定

岗。由于担心这些新排长与老排长

进行攀比，产生思想波动，在平时教

育管理中，他都格外注意。“现在看，

反而是我们这些当领导的过于敏感

多虑了。少尉排长都是‘平常人’，对

待他们要用‘平常心’。”

眼光一变，新风扑面。在该旅，随

着越来越多的少尉排长走进军营，各

营连对他们的培育使用，从最初的“小

心呵护”转变为如今的一视同仁、精心

帮带；少尉排长担负的任务也不再是

带车外出、带岗执勤、带队出公差，开

始牵头和参与战术课题研究、政治教

案编写、文化活动组织等更具难度和

挑战的工作。

前段时间，某旅某营外出驻训，

指派少尉排长盛翊翔留守。此时，旅

机关组织通信专业集训，其他营连的

参训骨干被统一安排到盛翊翔所在

营借宿。

一 天 ，盛 翊 翔 在 例 行 检 查 时 发

现，原本完好的晾衣架出现人为损坏

迹象，便向集训负责人反映情况，依

规提出处理意见，最终使事情得到了

妥善解决。

在此过程中，集训负责人对盛翊

翔 的“ 较 真 碰 硬 ”颇 为 赞 赏 ，夸 他 认

真负责、恪尽职守——“谁说少尉排

长 在 工 作 中‘ 说 不 上 话 、插 不 上

手 ’？ 要 把 这 种 带 有 成 见 的 标 签 坚

决撕掉！”

在工作中历练，在任务中成长，

在 挑 战 中 超 越 。 如 今 ，该 旅 像 盛 翊

翔这样敢于担当的少尉排长还有不

少，他们在各自岗位发光发热、拔节

生长。

孙港宁精心准备 3 个月，与授课

经验丰富的指导员们同台竞技，以自

己对做经常性思想工作的深刻体会，

一举夺得全旅政治教员比武第一名；

吕杰下连不到 1 个月，迅速进入工作

状态，在连战术考核中担任指挥员，正

确研判处置多个连贯特情；张健祥刚

到某场站任职两年，就带领一群资深

的专业技师，出色完成多次飞机转场

保障任务……

采访结束离开该旅时，记者看到

预 任 参 谋 整 齐 列 队 ，前 往 训 练 场 考

核，其中少尉排长占了将近一半。他

们步伐坚定，眼神中透着光亮，向着

更出色的自己、更美好的明天，奋力

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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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采访开始前，我们了解到，一些少尉排长对自
己的成长进步和未来发展是心存疑虑和困惑的。但记
者来到东部战区陆军部队发现，这里的少尉排长却是一
种昂扬向上的状态。让他们专心工作、脚踏实地、稳步
前行的动力是什么？请看记者的报道。

营连日志

新闻前哨

连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

开展多课目飞行训练。

左图：起飞前，飞行员仔细

检查飞机。

下图：战机升空。

董哲之摄

集训结业考核中，4名少尉排长被评为“优秀射手”。 黄 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