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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部队采访，总要问问有没有“谷

底跃升”的单位。因为“谷底跃升”这 4

个字，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内藏乾坤，

实现起来绝非易事。

不久前，记者赴第 80 集团军某旅

采 访 ，得 知 防 空 营 刚 刚 实 现“谷 底 跃

升”，而促其跃升的“变量”是两年前换

了一位名叫王文记的营主官，于是决

定一探究竟。

防空营曾连续 5 年未评先进，根据

这一“线索”，到达该营后，记者先找了

10 多个在该营待了 5 年以上的官兵，

分别向他们提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新主官上任后推行了哪

些新举措，对改变全营面貌最管用”；

另一个是“有哪些事，新主官做到了你

们的心坎上”。

结果出乎意料，却在情理之中，大

家 在 面 对 第 一 个 问 题 时 大 多 语 焉 不

详，回答第二个问题时却声情并茂，并

且不约而同地提到了 3 件“小事”。

是什么事让这么多官兵念念不忘

呢 ？ 综 合 他 们 讲 述 的 不 同 侧 面 和 细

节，记者实录如下。

第一件“小事”——

前年 4 月，王文记刚到该营任职，

就赶上部队外训。考虑到外训点环境

恶劣，训练展开一周后，王文记组织了

一次问卷调查，征集意见建议。结果

有不少战士反映，他们最大的愿望就

是能吃到一支冰镇的雪糕，并且在“冰

镇”二字上加了粗粗的引号。

雪糕难道不是“冰镇”的？原来，

营 里 每 天 都 会 在 配 送 果 蔬 时 带 些 雪

糕，但外训点没有冰箱，等到中午战士

们有机会品尝时早已化了。

一周后，全营官兵又一次满身尘

土地训练归来，惊喜地发现炊事班门

口立着一台冰箱。午饭过后，大家都

领到了一支“冰镇”雪糕。大约两三分

钟的时间里，他们就坐在各班的帐篷

门口，静静地品尝沁透心脾的“清凉”，

没一个人说话……

后来得知，那几天王文记打了很

多电话，想了很多办法，最终才把冰箱

搬到了荒郊野外。

第二件“小事”——

外训之后紧跟着是海训。一次濒

海训练结束时，营里一艘停靠岸边的

皮划艇被浪卷进了海里。于是就听到

旅 里 的 大 喇 叭 喊 ：“ 防 空 营 —— 防 空

营 ，你 们 的 皮 划 艇 跑 了 ……”闻 听 此

言，王文记边从休息点往海边冲，边给

机关打电话：“别喊了，别喊了！别让

我们营在全旅丢脸了！”

等把皮划艇从海里拖回来，王文

记把全营官兵集合到一起。当所有人

都做好挨一通批评的准备时，王文记

却和风细雨地搞了一次安全教育。

第三件“小事”——

那年底，因家庭突发变故，营里一

名军士周末轮休时临时改变轮休地点，

而未及时上报，被机关检查发现。研究

处理意见时，有人建议给这名军士处

分。但王文记认为，不只是这名军士犯

了错，营里没有及时了解掌握战士家庭

情况，也有责任，所以根据相关规定，他

建议这名军士在全营军人大会上作检

查，而他在全旅警示教育大会上作检查。

几天后，当王文记在全旅官兵面

前作检查时，该营战士都低着头，不忍

看他在台上的样子……

坦白说，听第一个战士提起这 3 件

小事时，记者未以为意。听第二个、第

三个战士讲起时，也不认为有太大价

值，觉得实现“谷底跃升”不可能就凭

这几件小事。但等第四个、第五个战

士再讲时，记者重视起来，忽然间意识

到，在这些不起眼的小事中，可能蕴藏

着巨大的“魔力”。

而一些官兵讲完故事后分享的心

得感受，也佐证了这一点——

“那次吃雪糕，胃里凉凉的，心头

暖暖的。你问我为什么吃根雪糕那么

感动，那我告诉你，就因为这件事足够

小，所以它带来的感动才足够大！你

想啊，连我们这么小的愿望他都重视、

尊重，何况大的呢？就是这么一根小

小的雪糕，让我们从此信任他这个人，

他是把我们放在心上的！”

“那天冲向海边时，我就跟在他身

后，至今忘不了他一边飞奔一边打电

话时的语气——着急，上火，沙哑！一

个 新 来 的 干 部 ，这 么 在 乎 单 位 的‘ 脸

面’，让我们这些在营里待了 10 来年的

老兵很是惭愧……”

“他作检查时，我只是抬头望了一

眼，就赶紧低下了头，但他念出来的每

个字都往我心里钻。他在台上孤零零

的，看着让人心疼。可听着听着，我心

里又生出满满的感动。我相信，如果

有一天上了战场，他一定愿意为我们

挡子弹！而我们，毫无疑问，也一定会

拼命抢着为他挡子弹！”

……

听完这些，记者最后找到王文记，

当面请教防空营实现“谷底跃升”的秘

诀 。 他 这 样 回 答 ：真 没 有 什 么 秘 诀 。

你 说 这 3 件 小 事 有 多 了 不 起 吗 ？ 没

有！其背后无非是“尊重和在乎”。以

此为原点，他分享了在基层任职多年

的几个体会。

—— 都 知 道 养 身 子 要“ 缺 啥 补

啥”，把一个处于“谷底”的单位带起来

也需要“缺啥补啥”。这样的单位最缺

啥呢？这个单位的官兵最缺啥呢？我

认为就是“尊重和在乎”。

我曾听说，此前我们营的战士去

机关办事，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防空

营 的 。 所 以 ，上 任 当 天 ，我 就 告 诫 自

己，我不是过来“整改”他们的，而是来

尊重和在乎他们的。如果他们在自己

单位内部都得不到尊重，他们出去怎

么挺得直腰杆？这个道理很简单，好

比一个孩子，只有在家里得到充足的

爱，出门在外才自信。

——一个个体不应追求优越感，但

一个单位要让官兵拥有一定的“优越

感”。这种“优越感”来自哪儿呢？来自

这个单位的主官，能带领官兵完成其他

单位完成不了的任务，取得其他单位取

得不了的荣誉，也感受到其他单位官兵

感受不到的“尊重和在乎”。

说白了，一个单位的凝聚力、向心

力很大部分来源于此。只有这样，官

兵才能以单位为荣，以单位为家。注

意，这个顺序不能搞反了，先是单位让

官兵感到光荣和自豪，官兵才会真正

以单位为家。

——不能把官兵“工具化”，不能

让官兵以为“被工具化”。

举例来说，我到营里来，首要目标

确实是把这个营从“谷底”带上来，最明

显标志就是能“评先”。所以，上任之初

就很清楚，我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官

兵误以为我只想“评先”，等评上先进我

就被提升了，至于他们，我可能根本不

在乎。所以，我必须通过一件件具体的

小事，清清楚楚地告诉官兵，我最在乎

的是他们的感受，最关心的是他们的成

长。只有这样，上下才能凝心聚力。

最后，王文记说，防空营实现“谷

底跃升”，当然不是靠他一个人，而是

靠营党委统一官兵思想和意志，靠全

营官兵齐心协力，还要靠坚决落实条

令条例。

返回路上，反复咀嚼王文记的这

番感悟，结合此前采访时积累的一些

故事，记者也产生了两点不成熟的想

法，和一线带兵人分享。

——防空营“谷底跃升”，当然不

可能只靠这 3 件小事。但这 3 件小事

是把防空营从“谷底”撬上来的情感支

点。从这 3 件小事上，官兵感受到被尊

重和在乎，于是反过来心系营队的建

设和荣誉。由此可见，再大的事，都要

从小处着眼，“小”是“大”的基石，小事

积累到一定程度，大事可成。

——之前去某部采访，一位领导曾

感慨，当时真不该心软，把一个年龄即

将“到杠”、但能力不够的干部用到了主

官位置上，虽说机关加强了帮带，但这

个单位还是走了下坡路。由此想到，一

个单位的滑坡和跃升，主要取决于这个

单位的干部。所以，对“一线指挥部”来

说，只要下力气把干部选准配好了，后

面根本不需要花那么大功夫去帮建。

如此一来，各级负各级的责，各级操各

级的心，上下各得其所、“双向奔赴”，基

层建设才能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谷底跃升”：心系岗位情系官兵是根本
—从“三件小事”说起

■本报记者 张 良 特约记者 付君臣

不久前，记者驱车数百公里，第 4 次

来 到 海 拔 5380 米 、曾 被 中 央 军 委 授 予

“喀喇昆仑钢铁哨卡”荣誉称号的新疆军

区某边防团神仙湾边防连。

高原的天气说变就变，一路上天气

时晴时阴，车子一到连队营区，密集的雪

粒子就随风飞起，纷纷扬扬地打在车窗

上。一下车，寒风掠到脸上如刀削。头

痛、心慌、胸闷、气短，两条腿陌生得如同

借来的。这些强烈的高原反应，与记者

前 3 次来这里的症状几乎完全一样。

但让记者如入梦境的是，不仅通往

连队的搓板路变成了柏油路，以往室内

一盆盆被官兵擦得油亮的塑料花也消失

了，取而代之的是碧绿的君子兰、绿萝、

万年青、幸福树等盆栽，错落有致地摆在

走廊里。

再打量官兵们一张张笑脸，嘴唇依

旧乌紫，但嘴唇上的裂口不见了，指甲

上的凹陷也没了。连长刘昊笑呵呵地

说：“这几年，在各级党委的关心下，我

们的工作生活条件几乎年年都有新发

展新进步。记者，你关注的现象现在都

是旧闻了。”

卫生员、二级上士杨智杰说：“现在

不光营区有床头氧，在雪山上巡逻，也有

单兵便携式制氧机，重量不到 2 公斤，充

满电可供一名战士吸氧 6 小时。”

干过侦察班长、油料保管员、司炉工

等多个岗位的一级上士郭翔翔抢过话

头：“今年 3 月，上级为我们连打了一口

300 多米深的水井，化冰取水、下山拉水

也成历史啦！”

我逗他：“高原上紫外线强，你在这

里坚守这么多年，脸咋没晒黑？”

33 岁的郭翔翔转身从柜子里拿出

一个写着“高原部队特需药品”字样的单

兵套装纸盒，里面有红益胶囊、复方丹参

滴丸、高原多维元素片、高原护肤霜、护

唇膏……他转脸看着我说：“有了这些药

品和防护面罩，可以有效抵御紫外线。”

“我觉得，最给力的还是每天餐桌

上的新鲜蔬菜！”中士王东带记者参观

连队阳光温室大棚。走进由钢架和玻

璃 搭 建 而 成 的 大 棚 ，里 边 分 地 面 与 架

子上，种着上海青、油麦菜等 8 种青菜，

让 人 如 入 夏 日 田 园 。 王 东 一 脸 自 豪 ：

“自 2022 年 10 月建成以来，经过反复试

种 ，现 在 我 们 已 经 掌 握 了 10 余 种 高 原

蔬菜种植技术。”

生活条件大为改善，恶劣的自然环

境没有变。每年冬天，这里依旧大雪封

山，交通不便。炊事班班长、二级上士王

刚的一番话打消了记者的忧虑：“2022

年 10 月柏油路直通连队，还给我们配发

了专业除雪装备，再也不用担心给养被

风雪阻断了。不仅如此，去年连队还实

现了通邮，邮政网点每周为我们送一次

包裹，大家也可以网购了。”

制氧员、中士覃志滚指着微压氧舱

说，2021 年 10 月微压氧舱建成投入使用

后，连队为每名官兵都订制了“微压氧保

健计划表”，比自行吸氧更具可控性、针

对性和科学性，能有效降低高原疾病发

生率。

“你上次来采访时，我们连还是全军

海 拔 最 高 的 哨 所 ，现 在 已 落 到 了 第 3

名。”郭翔翔似乎看出了记者的心思，继

续说道，“你现在看到的这些，已经不是

新闻了。这几年，从手机网络到文化娱

乐，从乘依维柯巡逻到乘第三代猛士突

击车巡逻，许多曾经的梦想与期盼，都随

着国家的发展一桩桩一件件变成了寻常

的现实。”

郭翔翔说话语速很快，像倒豆子，记

者的思绪还在他的讲述里打转，他突然

话锋一转，指着楼前机械轰鸣的工地说：

“正在建的是一栋集室内训练、娱乐休

闲、餐饮、住宿等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

楼，你明年再来，我们连的营区肯定又是

一副新面貌。”

说罢，他呵呵笑。记者也笑，为此行

的所见所闻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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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单位已经帮我把工作安排好

了，一切都很顺利，你就放心吧……”不

久前，办理完上岗手续，火箭军某团干部

卫宾华的妻子刘婉珍拨通了丈夫的电

话，并反复嘱咐他一定努力工作，不辜负

组织对他们这个小家庭的厚爱。

“没想到组织对我们的困难这么关

心，没想到家属工作调动这么快。”见到

记者时，卫宾华用两个“没想到”来表达

自己激动的心情。

谈及家庭，卫宾华心存内疚。自己

常年扎根深山，妻子在老家当教师。这

几年，父母年纪越来越大，身体健康问题

越来越多，孩子上学需要接送、课业需要

辅导，照顾一家老小的担子全落在妻子

一人肩上。然而，妻子任教的学校离家

较远，照顾家庭很不方便。

今年初，该团组织“问需问计问效”

活动，卫宾华将家庭现实困难上报给组

织，希望组织能够出面帮助解决。

团党委了解情况后，多次派人与有

关部门沟通协调，详细说明卫宾华家中

情况，并寻求当地人武部和退役军人事

务局的帮助。最终，他们与教委、学校达

成一致，将刘婉珍调到离家 500 米的一

所学校工作。

“官兵把困难告诉组织，组织就要对

得起这份信任。”该团领导介绍，他们定

期组织机关干部开展“服务走基层”活

动，聚焦官兵“急难愁盼”问题，突出涉法

涉诉类纠纷和有关“后路、后院、后代”棘

手事项，建台账、想办法，一抓到底。截

至去年，他们已先后协调解决 12 名家属

随调安置、35 名子女入学入托、5 起涉法

涉诉问题。

“今年，至少还有 4 位家属将入职驻

地事业单位。”负责军属安置工作的人力

资源干事王晨介绍。前段时间，团党委

积极与驻地政府沟通协调，依据驻地单

位用人条件，为待安置随军家属争取到

了 4 个招录名额。

“组织把我们的事放心上，我们把使

命任务扛在肩上。”卫宾华说，近年来，团

党委为官兵解难力度很大、效果显著，大

家减少了后顾之忧，干事创业热情动力

持续高涨。前不久，该团按计划开展全

员全装合成训练，官兵闻令而动、鏖战酷

暑，先后攻克了 10 余项战训难题。

火箭军某团—

组织当后盾 倾心解兵忧
■吴 乐 本报特约记者 张新凯

新闻前哨

记者探营一线走笔

上图：近日，第 72集团军某旅组

织伞降实跳训练，锤炼官兵立体渗

透能力。图为小队长楼康豪（左五）

在登机前组织官兵相互加油鼓劲！

胡雪峰摄

左图：前不久，第 81 集团军某

旅干部孙承昊荣立三等功。从军

校毕业扎根基层 6 年来，他带队多

次完成演训任务，培养出多名训练

尖兵。喜讯传来，连队战士把孙承

昊抛向空中，以这种特殊方式表达

祝贺和感激。

李乃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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