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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 望 镜

看到这两张照片，你能感受到什么？感受到黄

沙扑面，感受到繁星闪烁？

老兵会告诉你，穿过漫天的黄沙，他会听到摇

摇晃晃的车厢里无尽循环的歌谣，看到一个个战士

微闭着双眼养精蓄锐；还会告诉你，在满天的星光

下，他能听到一顶顶帐篷里鼾声四起，看到奔忙了

一天的战士已经酣然入梦……

当 然 了 ，老 兵 还 会 告 诉 你 ，战 士 们 会 梦 见 什

么——他们会梦见“铁马冰河”，梦见“千里暮云”，

梦见“沙场秋点兵”……

老兵最后还会像一个诗人一样告诉你，从这两

张照片里，还能感受到战士的“诗和远方”。

（张良）

点睛

瞬间

近日，陆军某部远程机动至大漠戈壁，开展野

外驻训。

图①：机动途中，黄沙滚滚。

图②：安营扎寨，繁星点点。

特约摄影：林龙叁、曾阳程

“组织流程清晰，场地设置规范，

官兵动作标准，精神面貌良好……”

前不久，第 75 集团军某旅举行了一

场心理行为训练示范观摩，很多人没

想到，担任示范任务的警卫勤务连竟

在短时间内啃下“硬骨头”，并受到领

导肯定。

以往，在各级印象里，警卫勤务

连 成 绩 平 平 ，鲜 有 出 彩 露 脸 的 表

现。连队党支部一直在积极想办法

改变现状，虽有好转迹象，收效却并

不明显。

症 结 究 竟 在 哪 ？ 通 过 观 察 ，该

连干部刘自强发现，连队官兵常以

保障单位自居，不少人认为在本职

岗位上搞好保障就行，不必像作战

部队一样标准那么高，抓得那么紧；

全连人员分散，小远散点位多，无特

殊情况下，一天到晚大多数人只有

点名时才能见上一面；各班排间“泾

渭分明”，大家集体荣誉感不够强，

存在“各扫门前雪”现象……

怎 么 办 ？ 与 机 关 的 一 次 交 流

中，该连干部了解到，为锻炼官兵的

意志力和承受能力，以有效应对复

杂多变的未来战场，旅里准备依托

一个连队开展心理行为训练示范，

为各单位开展该课目训练提供参考

借鉴。

“这个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

当晚，警卫勤务连会议室内灯火通

明，两名主官意见一致，并动员其他

干部骨干把握机会，搞好配合，齐心

协力打个“翻身仗”。动员结束后，

两名主官心里还是不托底。因为，

按照以往惯例，这样的任务都是交

由先进连队承担，像他们这种整体

建设水平一般的连队只有学习观摩

的份儿。

刀 在 石 上 磨 ，人 在 事 中 练 。 不

久后的交班会上，旅领导提出“练兵

要练胆，强兵先强心”，强调了心理

行为训练的重要性。刘自强当即毛

遂 自 荐 ，主 动 揽 下 示 范 观 摩 任 务 。

但此事重大，对该连能不能圆满完

成任务，为全旅树立标杆，不少人都

在心中打了个问号。因此，旅领导

并没有现场表态。

“每 个 人 的 成 长 都 要 经 历 从 走

到跑的过程，一个连队跻身先进行

列同样需要经历长期磨炼。表现一

般的连队往往需要一个机会，压压

担子、多些锤炼”“如果这些连队始

终得不到提升，整个旅队的建设也

难 以 迈 上 新 台 阶 ……”在 后 续 的 示

范连队遴选讨论中，一些支持的声

音开始更多地倾向警卫勤务连，最

终旅党委决定尊重“民意”。

受 领 任 务 ，刘 自 强 和 连 长 既 惊

又喜，尽管内心早有准备，但想要交

出一份满意答卷，依照连队现状，还

有一段艰难的路要走。他们决定先

凝聚起全连官兵的思想意志，利用

教育时机作了一次再动员，确保每

名官兵都能端正认识、高度重视；任

人唯贤，广泛听取大家意见建议，无

论兵龄职务，谁的方法可行就听谁

的；干部骨干带头参与、以身作则，

营造“全连一条心，拧成一股绳”的

浓厚氛围；学习先进连队经验做法，

以人之所长，补己之短。

不 久 后 ，示 范 观 摩 如 期 举 行 。

警卫勤务连官兵分工明确、各司其

职，展示了空中抓杆、绝壁攀岩、跨

越荡桥、信任背摔等课目的训练组

织流程，并配以细致讲解，得到观摩

人员认可。

“此 事 就 像 投 向 湖 面 的 一 块 石

子，在官兵心中荡起层层涟漪。”看

到连队的变化，刘自强十分欣慰，他

也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建连育人的

解题思路：官兵对连队的认同感需

要在目标一致的艰苦创业中提升；

适当压担子并不是添负担，而是一

个单位凝心聚力的好方法；迈向先

进的必由之路，是敢于直面问题矛

盾，勇于攻坚克难。

抓 建 有 了 方 向 ，面 貌 为 之 一

变。随后的日子里，该连广泛开展

“我的连队我来建”成绩汇报活动，

组 织 官 兵 谈 谈 近 期 为 连 队 做 了 什

么，对连队下步发展有什么建议等；

积极参加各级组织的比武，连队干

部率先垂范，带领大家为连队争荣

誉、添光彩……官兵们干劲越来越

足，士气越来越高昂。大家纷纷表

示：“被人点赞的感觉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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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史场馆·档案】西部战区空军航

空兵某部按照“融场馆”理念，以文物展

陈室为龙头，在军史长廊基础上，打造 5

种 13 类展陈区，整个营区就像一座巨大

的军史场馆，处处展现部队历史和奋斗

征程。

“ 当 编 队 飞 过 天 安 门 广 场 接 受 祖

国 和 人 民 的 检 阅 时 ，那 份 荣 耀 让 我 感

到 所 有 的 辛 苦 都 是 值 得 的 ！”近 日 ，西

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某飞行大队依

托“光荣受阅”主题雕塑广场，开展“军

人的荣誉与使命”主题党课活动，邀请

执 行 重 大 任 务 的 机 组 分 享 收 获 ，讲 述

心路历程。

“这些故事，我们在展板上、新闻中、

宣传片里看过很多，但在军史场馆里再

次聆听亲历者讲述，更加热血沸腾！”教

育结束后，女飞行员王嫣然与身边战友

探讨着，表示自己也要苦练打赢本领，为

军旗争光。

向营区深处走去，一个该部成立 20

周年的主题文物展陈室映入眼帘。国际

军事比赛“航空飞镖”项目冠军机组成员

高 毅 正 在 此 观 看 展 览 ，回 顾 夺 冠 的 艰

辛。前期，在该部党委号召下，官兵主动

把珍藏的物件捐献到文物展陈室，一枚

枚代表着荣誉的奖章证书，一张张记录

着战斗力提升的历史照片，一个个见证

着历史发展的实物，讲述着这支部队的

荣光。

“部队训练任务繁重，官兵从军史汲

取胜战养分的需求更加迫切。”该部领导

介绍，经过充分调研，他们决定突破军史

场馆的场地限制，确立了建设“融场馆”

的思路。他们着眼整个营区进行设计，

除主体展陈区外，环湖、沿路建设教育微

基地、主题雕塑广场群、蓝天步道等 10

余处展陈区，并围绕宿舍制作 70 余处辅

助展陈区，让官兵浸润在自己与先辈共

同创造的辉煌中。

场馆处处见，军史时时学。为了充

分发挥军史场馆的育人作用，该部通过

集体座谈、展示文物、影像展评等方式，

发动官兵共同挖掘历史、讲述历史。某

连干部史明伟受此启发，创演《史馆奇

妙夜》舞台剧，让历史走出场馆，以别样

形式走进官兵，赢得广泛共鸣。

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军史场馆—

场馆处处见 军史时时学
■李 超 本报记者 杨明月

我们连的照片墙

当前，“95”后主官、“00”后班排骨

干、“05 后”新兵，成了不少基层连队“标

配”。每每谈到他们，总绕不开“想法太

自我”“做事没长性”这些标签。不可否

认，他们从小就生长在相对优越环境

里，确实有自己的特点和个性，我也曾

对这些标签深以为然。但在当兵蹲连

短短十几天时间里，我对他们有了新的

认识和思考。

那种对岗位的尊重让我触动。一

天晚上，我与“双一流”高校毕业的上等

兵小田聊天，他谈到自己的岗位是哨

兵，我便随口一问：“其实干的就是门卫

的活儿，作为大学毕业生会不会觉得很

枯燥？”本以为自己轻松随意的语气可

以拉近彼此距离，谁知，他突然严肃地

说：“经常有人说我是门卫，我都会认真

纠正他们，我是哨兵。”

听罢这话，我既惭愧又欣喜，这种

对本职岗位的尊重让我肃然起敬。后

来我听他的排长说，这名战士不仅接

访放行、出入登记一板一眼，处理突发

情况时也十分沉着冷静。我们常说干

一行、爱一行、钻一行，这名战士对岗

位发自内心的尊重，对工作的一丝不

苟，就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岗敬业

教育课。

那种对集体的热爱让我动容。从

地方大学应征入伍的小夏来到炊事班

后一直踏实肯干，做的饭菜深受战友欢

迎。可有一次，他在炸鱼时一个不小

心，脸和脖子被溅起的热油烫出了泡。

医 生 叮 嘱 他“ 三 天 不 能 沾 水 、不 能 出

汗”，指导员安排他在房间休息、安心休

养。但是待了两天，他就闲不住了，老

想着为连队做点什么。他偷偷跑回操

作间，帮忙切菜、打下手、干杂活。指导

员去操作间检查时，他怕被发现，还躲

到后面去忙活……

这让我深深感到，新生代官兵开朗

阳光、真诚热情，他们的加入为部队注

入了新的活力，只要我们悉心引导、以

心换心，他们就能向阳而生、茁壮成长，

成为优秀的军人。

那种对战友的关心让我欣慰。旁

听某班班务会时，我感觉这个“00 后”班

长不太一样。面对刚下连时体能基础

薄弱、排名垫底的新兵，他不是严厉施

压，而是热情鼓励：“我刚入伍的时候一

个引体向上都做不了，你比我当年强，

好好练，以后肯定也能行！”连队身处闹

市，人员管理是个难题，他对大家说：

“大伙生活上有什么需求，不要不好意

思，可以随时跟我说，我一定全力协调

解决……”话说得诚恳，战士们听了心

里热乎乎的，几名新进班、还有些拘谨

的战士，面容也逐渐舒展开了。

正向的引导、积极的鼓励、主动的

疏导，让我看到了新班长的新方法。人

无压力轻飘飘，兵不是哄出来的，适当

的鞭策、加压是必要的，但是这种循循

善诱、正向赋能的带兵模式，更能针对

新生代官兵的特点解决问题。

新生代官兵有活力、有思想、有特

长。面对他们，各级带兵人不能惯用老

手段，然后又把老手段失灵归咎于“这

批兵不行”，更不能动不动就给他们“贴

标签”，而要积极拥抱和适应新变化，探

索“适销对路”的带兵新方法，发掘他们

的潜能优势，带出更多自信自强、能打

胜仗的好兵、精兵。

别给新生代官兵“贴标签”
■某部政治工作部宣传处干事 杨元超

蹲连手记

“信念像雪松一样坚定，追求像白杨

一样坚贞，品格像红柳一样坚韧，意志像

胡杨一样坚强……”天山腹地，生机盎

然。前不久，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

组织“重走独库公路，传承‘天山精神’”

活动，官兵来到新疆乔尔玛烈士陵园，在

烈士纪念碑前庄严宣誓。

“我的叔叔是当年参加筑路的战士，

因为施工时突遇雪崩，不幸牺牲了。现

在，我在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当兵，一定

会沿着叔叔的足迹接续奋斗，把‘天山精

神’传承下去！”宣誓仪式结束后，一级上

士席建伟的深情讲述，引发官兵强烈共

鸣，大家纷纷分享内心感受。

“雪崩、山洪没有使筑路官兵胆怯，

烈日、寒风同样不会让我退缩。作为新

时代革命军人，必须把前辈们创造的‘天

山精神’发扬光大！”上等兵高翱翔近期

曾因中队任务多、事情杂，产生了消极懈

怠的想法。听完当年的筑路故事后，他

感触颇深，作了深刻的自我反思，表示一

定把“天山精神”融入本职岗位，在奋斗

奋进中实现人生价值。

支队领导介绍，今年以来，为进一

步 挖 掘“ 天 山 精 神 ”的 时 代 内 涵 ，激 发

官 兵 发 扬“ 天 山 精 神 ”的 热 情 动 力 ，他

们邀请全国道德模范陈俊贵为官兵讲

述 光 荣 历 史 ，解 读“ 雪 松 ”“ 白 杨 ”“ 红

柳”“胡杨”背后的故事，并利用军史长

廊、板报橱窗、警营广播等载体广泛宣

扬 ；组 织 官 兵 到 天 山 胜 利 隧 道 等 现 地

追 寻 英 雄 足 迹 ，在 沉 浸 式 体 验 中 深 化

对“ 天 山 精 神 ”的 理 解 认 同 ；通 过 开 展

军 旅 诗 词 大 会 、主 题 演 讲 比 赛 等 一 系

列 活 动 ，持 续 教 育 引 导 官 兵 传 承 红 色

基因、担当强军重任。

“ 路 是 躺 下 的 碑 ，碑 是 站 立 的 路 。

我 们 要 把‘ 天 山 精 神 ’刻 进 骨 子 里 、体

现在工作中，继承先烈遗志，创造更大

光 荣 ！”返 营 途 中 ，官 兵 自 发 的 讨 论 仍

在继续。

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组织“重走独库公路，传承‘天山精神’”活动—

沿着前辈足迹奋斗前行
■杨丰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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