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8基 层 传 真２０２４年９月４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胡璞

带兵人手记

营连日志

一线直播间

“大家再加把劲儿，夜训快结束

了，待会就开饭！”是夜，喀喇昆仑腹

地凉意渐浓，新疆军区某红军团某连

炊事班却是一片火热景象。下士朱

瑞翻动着电饼铛里的葱花饼，额头布

满汗珠。

没一会儿，结束夜训的官兵陆续

来到帐篷餐厅。看着战友们辛苦训

练后能吃上自己做的饭菜，朱瑞一脸

欣慰。

“连长，我想申请去炊事班帮助

工作。”一天，朱瑞走进连部，见到连

长开门见山。听到朱瑞的话，连长很

是意外。

朱瑞原本是连队的文书，工作尽

心尽力，经常加班加点，被战友们称为

“拼命三郎”。

今 年 9 月 ，朱 瑞 就 要 退 伍 。 此

前 ，他 就 和 连 队 的 新 文 书 完 成 了 工

作 交 接 。 不 过 ，骤 然 从 忙 碌 的 工 作

中脱离出来，朱瑞有些不习惯，一直

在琢磨自己还能为连队和战友们做

点啥。

在向连长开口前，朱瑞经过了深

思熟虑。当兵这 5 年，他切身感受到

好伙食能顶半个指导员，见证了炊事

班的辛苦与不易。能到炊事班工作

一段时间，也是对连队和战友的一种

回报。

得到同意后，朱瑞正式上岗。煮

饭时米和水的比例是多少、水烧到什

么时候下面条更合适、蒸馒头要放多

少酵母粉……朱瑞没想到，仅仅做个

主食，就有这么多门道。

“ 辛 苦 你 给 加 班 的 同 志 煮 碗 面

条 ……”一 天 晚 上 ，朱 瑞 接 到 通 知 。

当时，二级上士殷帅正在外面执行吊

装任务。估算好时间，朱瑞提前把面

煮好，放进了保温箱。然而第二天准

备早饭时，他打开保温箱一看，面条纹

丝未动。

朱瑞后来了解到，殷帅前一天夜

里忙到很晚，回来后一口面也没吃就

匆匆睡下了。

“以前只觉得自己当文书辛苦，

但来到炊事班才了解到，其实连队每

个人都在默默付出、努力工作……”

朱瑞深受触动，在心里暗暗发誓：剩

下的这段时间，一定尽最大努力，做

好每一顿饭，让战友们吃得更舒心，

训练更有劲。

其实，除了朱瑞，还有另外两名即

将退伍的老兵，也把炊事班当作了军

旅人生的“最后一站”。

当初，朱瑞的“主动请缨”在连队

官兵中引起了不小轰动。他们没想

到，即将退伍的老兵，没有选择“舒服”

和“安逸”，而是自找苦吃，去了起早贪

黑工作的炊事班。

“离队前，再为连队做点事。”受朱

瑞影响，同样确定 9 月退伍的下士胡

浩和上等兵王子青，一同找到连长，表

达了同朱瑞一样的想法。

看着两个人诚挚的目光，连长同

意了他们的请求，并在当天点名时，专

门表扬了这 3 名老兵，号召全连官兵

向他们学习。

采访时，朱瑞兜里的本子吸引了

记者的注意。打开翻看，里面记录着

一些菜品制作方法、连队官兵口味和

注意事项。

朱瑞说，他发现有的菜品即使用

心制作了，还是很难受到战友欢迎。

于是，他和胡浩、王子青一起，利用休

息时间，逐班了解伙食改进意见。

不仅如此，3 个人还进行了工作

分工——朱瑞负责研究官兵口味和菜

品制作方法，胡浩负责挑选食材和配

菜，王子青负责与司务长联络沟通，管

理炊事班库房。炊事班班长说，这段

时间，有了他们 3 个人的帮助，炊事班

减轻了不少压力。

“辛苦吗？”面对记者提问，胡浩点

了一下头：“最近，每天下午都会刮风，

经常菜没洗完，自己口鼻中已满是沙

土。”随即，他又摇了摇头：“我们受的

这点苦，和常年在炊事班工作的战友

相比，实在算不了什么。”

退伍的日子越来越近，朱瑞、胡浩

和王子青在炊事班忘我地忙碌着。其

实，不只是他们，在该连，还有很多面

临退伍的老兵继续发光发热——中士

袁浩志主动承担值班任务；上等兵卢

磊、韩楚逸包揽了烧水、拉煤等杂活；

上等兵吴波利用绘画特长，给每个战

友画了一幅画……“在位一分钟，干好

六十秒”，这句话在此时此刻变得更加

真切可感。

上图：在炊事班帮助工作的 3 名

老兵正在为战友打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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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书箱’到了！”这天，北部战

区海军某支队张掖舰中士曹新琦和几

名战友一起，合力将装有 100 多本图书

的箱子，抬到舰上读书角。刚一放定，

官兵一拥而上，不一会儿，“流动书箱”

就见了底。

“我一直想看这本书。前段时间，机

关宣传科专门统计了我们想看的书目。”

曹新琦登记好借阅信息，拿着期待已久

的书，语带兴奋地说，“现在借书比以前

方便多了，而且大家上报的需求基本能

得到满足。”

去年，为建设“学习型军营”、丰富官

兵业余生活，该支队宣传科牵头负责在

机关营区建了一个“深蓝书吧”，从图书

选择到阅读环境设置，都花费了不少心

思。然而投入使用后，“深蓝书吧”经常

门可罗雀，前来借阅的官兵并不多。

是官兵不爱看书，还是另有隐情？一

次机关基层双向讲评会上，一些官兵的反

映揭晓了答案：“没时间到书吧借书。”

近年来，该支队战备演训任务繁重，

军舰一年出海时间很长。“海上为家，岸

上做客”成为该支队官兵常态。虽然任

务结束后，军舰会靠岸休整，但“深蓝书

吧”的利用率仍然不高。

究其原因，宣传科干事发现，除了官

兵没时间，看书、借阅不方便也是个关键

因素。军舰通常停靠在不同的码头，而码

头到“深蓝书吧”的距离有远有近，一些距

离较远的舰上官兵干脆选择自行购书。

能 不 能 让 图 书 走 出 书 吧 、走 上 军

舰？在研究解决该问题时，有人建议依

托“深蓝书吧”，打造可以随舰而走的移

动图书室。“流动书箱”的构想，就这样被

提了出来，获得一致认可。

“别看‘流动书箱’能装 100 多本书，

但体积不大、搬运便捷、易于存放，可以

在军舰之间流动。”宣传科杨科长介绍，

为了更好地满足官兵阅读需要，他们每

季度都会向各舰征集心愿书单，审核把

关后，提前准备好有关书籍，等其靠岸时

送到官兵手里，并定期更换。

大学生士兵严银辉入伍前就爱读

书，来到部队后，虽然每天忙于训练，仍

会挤时间阅读。被分配到轮机岗位后，

他很想借阅专业书籍。抱着试一试的心

态，在宣传科征集心愿书单时，严银辉上

报了一本专业书籍，并备注了其对自己

的重要性。

收到需求后，宣传科第一时间联系

作训科，几经波折终于找到了这本书。

不久后，这本书就跟随“流动书箱”来到

了严银辉手上。得知这本书的来之不

易，严银辉更加珍惜，铆足了劲钻研专业

知识，日前已经完成了岗位能力认证。

移动的军舰，流动的书箱。如今在

该支队，“好读书、读好书、读书好”的氛

围日益浓厚，官兵在砺兵大洋的同时，也

能畅游书海，汲取知识的营养。

“流动书箱”伴舰行
■张靖威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垣镔

今年老兵退伍前夕，连队党支部按

照上级部署安排，并根据相关规定，组织

表彰奖励工作。公示的推荐人员名单

上，贾启阵的名字赫然在列。

他能最终“上榜”，其实经历了一番

波折，也让我面临了任职以来的第一次

考验：如何保证表彰奖励的公平公正。

8 月中旬，上级下发通知，要求党支

部研究上报推荐面临退役人员表彰奖励

名单。刚刚上任一个多月，我虽然对连

里情况还没完全摸透，对各项工作开展

并不十分熟悉，但觉得“按规定办”肯定

没问题。

班、排提名，召开军人大会，以无记

名投票方式推荐……各个环节严格依

规，有条不紊地进行。

“怎么建议名单里没有贾启阵？我

记得他民主评议得票很高，班排推荐名

单上也有他。”这天，党支部开会研究推

荐 表 彰 奖 励 人 员 ，支 委 刘 传 洪 提 出 疑

问。我翻了翻眼前的名单，确实没看见

贾启阵的名字。

贾启阵是一名上等兵，已申请留队，

大家对他的能力素质和平时表现有口皆

碑：“贾启阵平常工作既负责又细心”“我

记得他参加了旅优秀政治教员考评选

拔，成绩很不错”“小贾平时经常教大家

做课件、做展板”“他上次专业考试还拿

了第一名”……

会上，听着大家的发言，我意识到，

这件事背后必有隐情。和支委们商量

后，我决定先暂停讨论研究，待调查了解

清楚后再作决定。

“他说去年评过了，今年就不参评

了。”连队军人委员会一名成员告诉我，

贾启阵之前主动找到他们，明确表示放

弃参评“四有”优秀士兵。

乍一听，好像没什么问题：贾启阵发

扬风格，把机会让给其他战友。但情况

确实如此吗？我把贾启阵单独叫到房间

询问。

“有‘好事’，不能总给一个人吧。如

果我今年还参评，大家可能会有看法。”

贾启阵直言不讳地说出了内心顾虑。

显然，他的“放弃”是出于某种约定

俗成的“惯例”。后来，我了解到，去年就

发生过类似情况，一名战士也是因为同

样的原因放弃了参评。

“个人可以发扬风格，但组织必须坚

持客观公正，做到按绩施奖。”我将了解

到的情况带到党支部会议上，支委们一

致认为，表彰奖励要立起鲜明导向、评出

军心士气、奖出练兵动力，让有为者有

位、实干者实惠、优秀者优先。

随后，党支部根据连队实际情况，研

究决定将贾启阵列入推荐名单。事后，

我在军人大会上专门作了解释和说明，

并亮明表彰奖励杜绝论资排辈、平衡照

顾、轮流坐庄等不良倾向的决心和态度。

“如果一名战士已多次被评为‘四

有’优秀士兵，他再参评怎么办？”随后召

开的营党委会上，一名委员问道。

“严格标准，优中选优。”我回应说，

表 彰 奖 励 不 是“ 分 蛋 糕 ”也 不 是“ 发 福

利”，其评价导向牵动着官兵的心，直接

影响单位干事创业的氛围，必须坚持客

观公正，突出工作实绩和综合表现。无

论是谁，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参评。

最终，营党委同意推荐贾启阵为“四

有”优秀士兵人选。旅机关了解相关情

况后，不仅肯定了我们的做法，还对其他

单位进行了提醒。

8 月 底 ，旅 里 宣 布 通 令 ，贾 启 阵 被

评 为“ 四 有 ”优 秀 士 兵 。 消 息 传 来 ，连

队 官 兵 都 很 开 心 ，为 这 次 表 彰 奖 励 工

作点赞。

（宋德良整理）

小贾的名字又“上榜”啦
■火箭军某旅某连干部 王 震

“你工作经验丰富，到新连队后要尽

快熟悉情况，推动连队建设更进一步。”

今年初，我换岗到现在的连队担任主官，

旅领导对我寄予了厚望。

本以为凭借多年基层工作经历，我

能轻松融入新单位，获得官兵认可，与支

部一班人带领连队蒸蒸日上，现实却是，

我的履新之路走得并不顺畅。

我的搭档很年轻，任主官才一年时

间，军士们都比我年纪小，大家对我很敬

重 ，我 因 此 有 意 无 意 地 摆 起 了“ 老 资

格”。就连组织集体活动，我也是经常在

一旁指点，很少参加。

6 月下旬的一天，教导员到我们连

了解“七一”晚会节目准备情况。当时，

几名官兵正在彩排一个情景剧，讲的是

此前驻训中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的

故事。

在剧中，下士小张扮演我。他的表

演很生动，但看完节目后，教导员似乎不

太满意，转头看向我：“你就是当事人，怎

么不自己上场？”

见我尴尬不语，教导员继续说道：“我

记得你在兄弟连队任指导员时，经常带领

官兵自导自演情景剧，效果都很好。怎么

到了新连队就开始‘袖手旁观’了？”

教导员的话，勾起了我的回忆。第

一 次 担 任 连 主 官 时 ，我 整 个 人 干 劲 很

足。为了踢好“头三脚”，也为了丰富教

育形式，增进与连队官兵的感情，我带着

大家创排了多个情景剧，演绎身边人和

身边事。在一起努力的过程中，我和官

兵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亲近。

其实这次筹备节目时，连队文艺骨

干汤旭东曾邀请我本色出演。当时，我

因放不下架子，借口工作繁忙拒绝了。

和教导员私下交流时，他告诉我，他

一直在观察我的适应情况。履新半年时

间了，他发现我似乎还没有完全融入，也

没有在前一个连队时的干劲，和官兵有

明显的距离感。

我内心充满羞愧，决定马上作出改

变。于是，我主动找到汤旭东，提出参演

情景剧。虽然演出日期临近，参与合练

的次数很少，我还是硬着头皮上了。

演出中，前面都很顺畅，但在一次转

场时，我站错了位置，差点影响演出效

果。原以为这次的失误会影响到连队官

兵对我的印象，可后面的发展，出乎了我

的意料。

备战“驾驶尖兵”比武的驾驶员，主动

找我讨论提高成绩的方法；战士小罗在军

考失利后，多次找我汇报思想……好像从

那之后，大家突然对我亲近了很多。

这是咋回事？一天，我没忍住，向小

罗询问原因。他回答说：“感觉您现在更

接地气、更亲切了。”原来，虽然那次演出

略有瑕疵，但在准备过程中，官兵看到了

我的努力，感受到了我想要融入大家的

急切。

是啊，作为基层带兵人，无论岗位怎

么变换，无论经验多么丰富，都不能“离

兵”，沾染上官僚习气。

在这之后，我放下“老资格”的架子，

一改之前的姿态，更加积极参与连队活

动——烧烤晚会上献唱一首，周末帮厨

时一展厨艺，训练中和战士一同摸爬滚

打……我积极融入官兵，大家也渐渐接

纳了我。

现在，连队内部关系更加密切，建设

情况越来越好。前不久，连队在陌生地

域组织实弹射击，大家团结一心、斗志昂

扬，圆满完成任务。

（王鹏皓、许阳整理）

战士和我越来越“亲近”
■第 81 集团军某旅某连干部 杜玉明

新闻前哨

近日，第 71集团军某旅组织开展实战化训练。图为官兵奔向战位。 蒋彬垚摄

闪耀演兵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