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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兵人说

记者调查

在键盘上敲下最后一个标点符号，

看 着 电 子 文 档 里 的 字 数 统 计 ，第 77 集

团军某旅一级上士付裕心中的成就感

油 然 而 生 。 从 2022 年 开 始 ，他 利 用 业

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在各类文学杂志

上发表了数十篇散文小说，加起来有 10

万多字。

别看付裕现在经常舞文弄墨，可在

几年前，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游戏迷”，

闲暇时间，他喜欢玩手机游戏。

转变始于上级组织的一次征文活

动 。 由 于 付 裕 是 汉 语 言 文 学 本 科 毕

业 ，组 织 征 文 的 通 知 下 发 后 ，连 长 首

先 想 到 了他：“小付，你专业对口，推荐

你参赛！”

受 领 任 务 后 ，付 裕 感 到 很 为 难 。

打 开 电 脑 上 的 办 公 软 件 ，他 思 索 了 很

久 也 无 从 下 笔 。 原 因 很 简 单 ：自 从 迷

上 了 手 机 游 戏 ，除 了 参 加 岗 位 专 业 学

习，他再也没有主动拿起过书本，别说

写 一 篇 可 以 参 赛 的 作 品 ，在 生 活 中 也

经常是提笔忘字。

“ 连 长 ，我 能 不 能 退 赛 ？”抱 着 忐

忑 的 心 情 ，付 裕 找 到 连 长 。 连 长 的 一

番 话 ，让 他 羞 愧 不 已 ：“ 记 得 你 曾 说 自

己 在 大 学 时 担 任 文 学 版 面 实 习 编 辑 ，

写 文 章 信 手 拈 来 ，如 今 咋 连 一 篇 短 文

都 写 不 出 来 ？ 短 短 几 年 间 ，就 退 步 成

这样？”

听到这里，付裕追悔莫及：“大好光

阴就这样被我在游戏中虚度。决不能

再这样沉迷下去！”知耻而后勇，付裕报

名参加了旅里的“悦读”兴趣小组，逼着

自己放下手机，重新找回自我。

可戒掉游戏谈何容易？起初拿起

书本，还没看完几行，付裕的心绪便飘

回到虚拟世界。游戏中如梦如幻的炫

酷场景、酣畅淋漓的竞技体验……这些

都挠得他心里直发痒。好在理智战胜

了欲望，经过一番心理斗争，付裕狠下

心来，删除了手机上所有游戏软件。

重新沉下心来捧起书本，久违的充

实感再次涌上付裕的心头。书中奇妙

的故事、优美的文字，让他逐渐摆脱了

对手机游戏的依赖。

数周过后，付裕带着一篇认真撰写

的读书心得参加比赛，最终取得了第二

名的好成绩。

此 后 ，受 到 激 励 的 付 裕 开 始 利 用

闲 暇 时 间 写 作 、主 动 报 名 成 为 连 队 理

论 骨 干 、担 任“ 悦 读 ”兴 趣 小 组 负 责

人 …… 随 着 时 间 推 移 ，他 逐 渐 从 战 友

口中的“游戏迷”变成单位小有名气的

文 艺 骨 干 。 前 不 久 ，他 还 被 旅 里 评 为

“ 学 习 之 星 ”，照 片 悬 挂 在 营 区 道 路 两

侧的“士兵风采”灯箱橱窗。

“游戏绝非是手机的唯一功能。走

出 虚 拟 世 界 ，给 青 春 多 一 些 精 彩 。”近

日，该旅组织“三会一好”政治教员比武

竞 赛 。 付 裕 以“‘ 屏 幕 外 的 世 界 ’更 精

彩”为题参赛，不仅获得了高分，更赢得

了战友们的赞许。

“ 游 戏 迷 ”成 了“ 学 习 之 星 ”
■郭 钊 本报特约记者 李佳豪

新闻样本

有人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

我在你身旁，你却在看手机。如今，这

种现象在一些连队并不鲜见，有的官

兵在规定的手机使用时间里，常常是

“一人一机一世界”，以致有人形容“手

机就像是躯体的延伸”，因此想要引导

官兵放下手机绝非易事。

过去军营环境相对封闭，下棋、打

球、看电影的“老三样”，是基层部队文

娱活动的主要方式。近年来，随着“网

生一代”与智能手机一起走进军营，手

机给官兵生活提供了更多样更丰富的

选择。同时，永不间断的信息流就像

撒在鱼儿周身的诱饵，将部分官兵黏

在这张网上。每到休息时间，不少官

兵习惯性捧起手机沉浸在“一人一机”

的网络世界中，战友之间的交流少了，

学习的氛围也淡了。

有的单位单纯靠行政手段干预，官

兵未必信服，甚至会出现逆反心理，进

而衍生出更多问题。开放的世界，没有

封闭的军营。手机网络这扇门必须打

开，关键是找到正确的打开方式。如何

能让官兵主动走出“屏幕里的世界”，考

验着各级带兵人的智慧和水平。

“心瘾”要从“心”来解。手机的本

质是一种工具，本身并无好坏利弊之

分，其究竟会成为玩物丧志的魔鬼，还

是成为助力成才的帮手，重点在于使

用者的认知。想让手机发挥出正向效

应，首先要树立正确的使用观。带兵

人要加强教育引导，向官兵讲明合理

使用手机的利、讲清沉迷虚拟世界的

弊，帮助他们正确看待手机使用，使手

机更多发挥云端课堂、在线辅导、网上

教学等工具属性，而非沉迷刷短视频、

打游戏的娱乐属性，使其成为提升自

我能力的良师益友。

“心瘾”要有“招”来破。军营环境

特殊，官兵在业余时间需要缓解身心疲

惫。若不能贴近青年官兵兴趣爱好，改

进业余文娱活动形式方法，在网络信息

发达的当下，他们自然会投向手机的怀

抱。想要让官兵放下手机，带兵人要拿

出切实管用的招法，不断丰富和创新文

娱活动的内容形式，以更加多样有趣的

方式吸引官兵，打造一个更加精彩的

“ 屏 幕 外 的 世 界 ”，以 现 实 生 活 中 的

“乐”，抵消官兵指尖上的“瘾”。

战胜“心瘾”要久久为功。官兵放

下手机后，难免会出现“戒断反应”，此

时 若 不 能 以 更 加 积 极 健 康 的 事 物 取

代，就很难保证不再次沉迷其中。因

此，各级带兵人需在为官兵“搭台”上

多下功夫，向各类特长班、兴趣组提供

必 要 的 时 间 、场 地 、师 资 等 多 方 面 支

持，并适时举办读书会、演讲赛、才艺

展、风采秀等活动，切实营造“人人皆

愿成才、人人皆可成才”的浓厚氛围，

有效防范手机沉迷。

跳出“一人一机”小世界
■陈祥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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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7 集团军某旅运输连李连长，至

今难忘前些年履新时的情景——

来到连队的首个周末，他推开各班

房门一看，不少战士捧着手机，刷短视

频、打游戏、微信聊天，而连队图书室、健

身房、棋牌室的人却寥寥无几。

回想自己当兵时，每逢周末，战友们

或三两成群看书、下棋，或聚在一起打

球、唱歌，感觉其乐融融；如今大家拿着

手机、戴着耳机各玩各的，战友之间的交

流少了，学习的氛围也淡了……这样的

场景，李连长不免有些担忧：业余时间用

手机，无可厚非。可如何才能用好手机，

发挥出手机的正向效应呢？

为啥手机成了官兵
业余时间的“最爱”

李连长的担忧，也是当下很多带兵

人面临的难题。只要周末拿到手机，官

兵便不愿放下：刷短视频、打游戏，就连

走路时也会时不时把手机从口袋里掏出

来 ，哪 怕 只 是 习 惯 性 地 解 锁 屏 幕 看 一

眼 ……有的官兵打趣说：“手机已成为

我们的‘外挂器官’，离不开、放不下、丢

不掉。”

对于手机的依赖从何而来？去年

初，该旅在官兵中进行了一次摸底调研。

座谈中，有的官兵说：“我从记事起

就开始在手机上看动漫、打游戏，可以说

还没学会识字，就已经学会了用手机。”

有的官兵直言：“手机已成为当代人生活

的一部分，谁能够真正放下手机？”

此言不假。如今，无论是通讯、娱

乐、购物，还是出行、学习、办公，人人离

不开手机。正因如此，部队也提倡“合理

使用”手机。

“然而又有多少官兵能够做到‘合

理使用’？”该旅调研数据显示，少数官

兵表示会拿手机来读书、学习，大多数

官兵则坦言“手机主要用来刷短视频、

打游戏”。

为啥手机成了官兵业余时间的“最

爱”？对此，官兵们各抒己见——

连队的文娱活动太老套，这都啥年

代了，现在的年轻人谁还喜欢打扑克、下

象棋？手机不比这些好玩？

其实我也想静下心来看书学习，可

奈何休息时间经常吹哨集合，时间被分

割，根本静不下心来，只能用刷短视频等

碎片化方式，来打发碎片化时间。

我想学乐器，可身边没老师；试过学

绘画，奈何连队没工具；想要玩轮滑，营

区同样没场地，这些兴趣爱好都培养不

了，能够用来消遣的只剩下手机……

此 外 ，类 似 问 题 也 出 现 在 部 分 带

兵 人 身 上 。 该 旅 领 导 在 调 研 中 发 现 ，

个 别 干 部 骨 干 存 在 懒 政 思 维 ，业 余 时

间 发 了 手 机 后 便 不 管 不 问 ，寄 希 望 用

手 机 将 官 兵“ 绑 ”在 宿 舍 里 ，以 减 轻 组

织文娱活动的工作负担以及人员管理

压力。此举一定程度加剧了官兵对手

机的沉迷。

生活习惯驱使、客观条件所限、现实

情况影响、多种因素推动……随着调研

深入，官兵沉迷手机的种种成因，逐渐浮

出水面。

引导官兵走出“屏幕
里的世界”

让官兵主动走出“屏幕里的世界”，

首先要让“屏幕外的世界”更精彩。为

此，该旅就“除了手机，当下年轻人在业

余 时 间 喜 欢 玩 些 啥 ”组 织 了 一 次 问 卷

调查。

“入伍前，我周末常和朋友一起打桌

游、玩剧本杀，这是时下受年轻人欢迎的

娱乐活动”“约三五好友一起唱歌、露营

也是不错选择”“不像篮球、足球这些高

强度的竞技项目，类似飞盘、腰旗橄榄球

等入门条件低、社交属性高的体育活动，

更受年轻人追捧”……官兵给出的答案

五花八门。

为提升文娱活动的吸引力，该旅机

关组织部分带兵人利用周末时间前往驻

地市区，就官兵提到的这些娱乐活动进

行尝试。一番体验下来，李连长给出反

馈：“这些项目能够在年轻人中流行不无

道理。相比传统文娱活动，它们的趣味

性更强、参与度更高。”

经过讨论，该旅决定将其中部分便

于开展、适合官兵的项目引入军营，并要

求干部骨干在业余时间带头“动起来”，

与官兵一起“玩起来”，以更加灵活的方

式组织文娱活动。

在引导官兵“动起来”的同时，该旅

还提倡让官兵“静下来”。机关下发通

知要求，在业余时间不得指派工作组打

扰基层、不得随意要求官兵出公差；尽

量将集体文娱活动统一安排在某个半

天，保证官兵拥有相对集中的娱乐学习

时间。

不仅如此，为帮助官兵培养更多的

兴趣爱好，该旅还结合营房整修改造工

程，在营区内设置完善电影院、健身房、

游泳馆等设施，在营连设置图书室、自学

室、书画室，购置乐器、摄像器材、录播音

设备等供官兵学习使用，以满足官兵培

养特长爱好的需求。

更 令 官 兵 感 到 欣 喜 的 是 ，旅 里 还

通 过 双 拥 共 建 的 形 式 ，从 地 方 引 进 一

批 涵 盖 乐 器 演 奏 、舞 蹈 健 身 、书 法 绘

画、编程开发、英语培训等专业的教师

作 为“ 在 营 辅 导 员 ”，利 用 业 余 时 间 开

办 多 种 兴 趣 学 习 班 ，免 费 为 官 兵 教 学

授课。

一 系 列 举 措 带 来 的 效 果 立 竿 见

影 。 某 连 下 士 余 宗 岩 曾 是“ 游 戏 迷 ”，

如今的他爱上了摄影。谈及自己的转

变 ，他 坦 言 ：“ 现 在 供 我 们 选 择 的 文 娱

活 动 越 来 越 多 ，手 机 吸 引 力 自 然 没 那

么强了。”

作为该旅游泳馆兼职管理员的二级

上士黎茂林同样感受颇深：“自打游泳馆

建好后，人流量非常大，如今官兵需要提

前半天预约才能入场。听到战友们戏水

时的欢笑声，我累却快乐着。”

科学管网用网，才能
帮助官兵向阳生长

面对连队一半以上的 95 后和 00 后

官兵，李连长用了整整一年时间，科学引

导官兵使用手机。

“科学管网用网，才能帮助官兵向阳

生长。”指着周末活动计划表，李连长对

记者说，“本周六下午开展航模竞赛，晚

上组织文艺晚会，周日上午安排一场飞

盘比赛。”

“看得见的改变，是业余时间的欢笑

声多了。”他说，现在每当组织文娱活动，

官兵都一改往日“出公差”的心态，纷纷

主动参与其中，活动场地总能传来欢声

笑语，在这种轻松和谐愉悦的氛围中，官

兵、兵兵关系变得更加密切。

“看不见的改变，是官兵的兴趣变广

了、素养更高了。”李连长连举 3 例——

以前旅里组织征文、演讲、辩论等比

赛活动，报名的总是那几个“熟面孔”。

如今，随着官兵的阅读习惯逐渐被培养

起来，连队不少人都能写几段、讲两句。

以往单位搞晚会，绝大多数官兵充

当看客，节目形式也比较单一。现在报

名参演的官兵越来越多，节目类型丰富

多样。

曾经，连队信息视窗内容制作是令

官兵头疼的事，轮到哪个班“出公差”，哪

个班战士随便从网上摘抄一些素材交工

了事，内容点击率并不高。如今，随着一

大批具有拍照摄影、播音录音、视频编辑

和剧本创作等特长的官兵涌现，信息视

窗已变了样，成为官兵展示自我、获取资

讯的平台。

从连队发生的变化望去，在这座军

营中，有一个更加精彩的“屏幕外的世

界”。“世界读书日”当天，该旅官兵自发

组 织“ 悦 读 ”活 动 。 图 书 传 递 、好 书 推

荐、名著导读、佳作领读、书评分享……

官 兵 们 流 连 于 各 个 分 会 场 ，与 战 友 交

流 读 书 心 得 ，处 处 洋 溢 着 浓 浓 的 文 韵

书香。

在今年“五一”假期，诸如“战士达人

才艺秀”“军营歌手大奖赛”“草坪音乐

节”等活动接连上演，与之配套还设置了

“美食街”“游艺嘉年华”“手工创意市集”

等休闲场地，精彩纷呈的活动让官兵大

呼过瘾。

近日，戏曲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士兵

杨林保，牵头成立“川剧变脸兴趣组”，吸

引不少官兵纷纷前来学习体验。“这是我

们旅备案成立的第 52 个兴趣小组。”该

旅领导介绍，随着官兵兴趣爱好日益丰

富，他们鼓励官兵自发成立篆刻、剪纸等

小众项目兴趣组，并给予场地支持。

当然，在众多业余文化生活中，手机

仍占据着一席之地。只不过如今，那种

“一人一机一世界”的景况少了，利用手

机自我充电的官兵渐渐多了起来。

这不，通过学习网上绘画课程，某连

下士武文峰掌握了速写、简笔画等绘画

技能，被连队推选为黑板报“首席设计

师”；某连二级上士王婧杰跟着手机短视

频学习提升了烘焙技能，前不久受邀前

往旅炊事员集训队担任“客座助讲”……

“网瘾并非戒不掉的‘根’，摆脱网

瘾，功夫在‘网外’。”欣慰之余，该旅领导

有了新的感悟，“官兵渴望积极向上的人

生。让大家成为‘手机的主人’，而不是

‘信息的奴隶’，收放自如、张弛有度，就

一定能够趋利避害，帮助战友在火热沸

腾的军营生活中快乐成长。”

屏幕内外：那些看得见的改变
■王 杰 本报记者 张磊峰 特约记者 李佳豪

休息时间，第 77集团军某旅组织形式多样的文娱活动。图为 2名战士在活动室里唱歌。 蒋振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