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图：该团官兵正在相互

分享团党委的回信。

右图：该团官兵写给团党

委的部分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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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营

初秋高原，火箭军某团一封张贴在

公示栏上的《团党委写给官兵的公开

信》，吸引了官兵的目光。

见大家聚集在公示栏周围，记者上

前一看究竟。“可谈理想、说心声，可提

建议、诉困难”“期待大家抛开顾虑、敞

开心扉，写下真情实感”……驻足读信，

虽只有短短两页纸，但字里行间透着团

党委的满满诚意。据了解，这是该团党

委第三次邀请官兵写信。

“这都什么年代了，为啥还要写信？”

见记者心存疑惑，官兵们连忙解

释 ：“ 这 会 让 我 们 与 团 领 导 交 流 起 来

更 加 放 松 ，既 减 少 了‘ 面 对 面 ’的 尴

尬，也没有了‘键对键’的顾虑”“团领

导能抽出时间认真回信，说明心里装

着 我 们 ，这 有 时 比 单 纯 提 要 求 更 管

用”“收到团领导的回信后，我备受鼓

舞，工作干劲更足了”……听得出来，

大家不仅没有抵触写信，反而积极参

与、乐在其中。

3 年前，由于改革调整，该团几个

此前分散在不同地域的点位整合到了

一起。虽然地理距离缩短了，但心理距

离 却 拉 大 了 ，机 关 与 基 层 经 常“ 不 合

拍”，营连内部缺少凝聚力。

起初，他们采用召开官兵恳谈会

的方式“问诊寻方”，同时开设了意见

箱和网上留言平台。然而，多数官兵

心存顾虑，反映问题浮在表面。在机

关组织的调研中，一些战士坦言，无论

网上留言，还是面对面恳谈，都在公共

空间，那么多人看着，有些问题不方便

说 ；还 有 人 表 示 ，意 见 箱 设 在 醒 目 位

置，如果专门跑过去塞个纸条，很容易

让人误解。

针对这种情况，团党委决定定期

开展“致党委一封信”活动，让官兵把

所愁所盼、所思所想写下来，直达团党

委一班人案头。下发通知时，机关专

门强调，这是团党委组织谈心交心、了

解官兵思想的一种辅助手段，大家尽

管畅所欲言。为此，他们定制了专用

信封，由各营连和各部门负责递送，除

写信人、收信人外，其他人不得拆看或

截留。

某站中尉助理工程师梁梦云是该

团一名专业过硬的技术尖子，先后参

与保障 10 余项重大演训任务。她告诉

记者，如果不是一年多前那封写给党

委的信，自己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

成绩。

2022 年 6 月，梁梦云作为直招军官

来到该团，她本想利用自己所学的通信

工程专业知识为部队建设作贡献，不承

想被分到了指挥岗位。专业不对口，无

法学以致用，她渐渐对自己的未来发展

失去信心。

得知团里开展“致党委一封信”活

动，梁梦云决定将自己的困惑诉诸笔

端。但写完后，她反而犹豫了：把这么

个人化的事写到信里是否妥当？直接

提出换岗会不会被认为不服从组织安

排？经过一番思量，她还是把信交了

上去。

没想到，一位团领导很快找上门

来，不仅询问了她的成长经历、专业特

长等情况，还立即表示会考虑她的诉

求 ，尽 快 将 她 调 整 到 更 适 合 的 岗 位 。

原来，团党委收到信后，几位领导专门

就直招军官的培养使用问题进行了讨

论，并要求机关相关部门密切关注这

个群体，创造条件让他们人尽其才、才

尽其用。

不久之后，某站出现岗位空缺，经

过选拔考核、党委批准，梁梦云最终如

愿以偿。人岗匹配，梁梦云如鱼得水，

在新岗位上表现出色，多次受到领导

表扬。

“读官兵的信，是一种幸福。”该团

领导郝方亮告诉记者，日常工作中，基

层官兵直接与团党委沟通交流的机会

并不是很多，通过一封封来信，他们可

以更好掌握大家的思想动态，了解基层

的实际情况，还能从中感受到年轻人的

梦想追求和青春热血。

某连上等兵谢雨欣的上衣口袋里，

一直珍藏着一封团党委的回信，这封信

成为她不断前行的动力之源。去年 9

月，该团开展第二轮“致党委一封信”活

动。看着身边战友跃跃欲试，谢雨欣找

来纸笔，向组织汇报自己的人生理想和

奋斗目标。但与梁梦云不同的是，她迟

迟没有得到回应。

“团领导那么忙，哪能顾得上一个

入伍不满两年的战士啊？”谢雨欣这样

安慰自己。然而，半个月后，就在她不

抱希望的时候，一封回信倏然而至。

谢雨欣既惊讶又感动，她迫不及待

地打开信，一段段文字映入眼帘，里面

有朋友般的鼓励、师长般的期许，也有

父母般的叮嘱。读着读着，谢雨欣眼睛

湿润了。

原来，谢雨欣父母去世后，艰难的

生活让她学会了独立和坚强。入伍来

到军营，她发挥自己在播音主持方面的

特长，积极参加歌咏、演讲等比赛，取得

优异成绩，但与战友相比，在军事体能

方面，还有一定的差距。

谢雨欣为此苦恼过、努力过，但效

果并不明显，她一度产生了自我怀疑。

团领导的回信就像一束光，照亮了她的

内心。“首长认为我行，那我就一定行。”

谢雨欣重拾信心，训练更加刻苦，终于

后来居上、实现“逆袭”。去年底，谢雨

欣被评为“四有”优秀士兵。

随着“致党委一封信”活动的持续

开展，越来越多的基层官兵与党委领导

拉近了距离、增进了感情，大家的书信

内容也从关注个人诉求向关心单位建

设、战斗力提升转变。

去年 10 月，很多官兵在信中反映，

希望能到兄弟单位跟岗见学，拓展专业

能力。了解情况后，团党委一班人认真

研究人才培养举措，积极与有关单位和

部门沟通，先后选派 14 批次、128 名官

兵，赴战区、火箭军及其他军兵种单位

进行 2 周到 3 个月不等的跟岗轮训。其

中，已有 15 名专业技术骨干在上级组

织的专业比武中摘金夺银。

书信往来寄真情，双向奔赴励兵

心。组织干事师耀介绍，截至目前，团

党委一班人累计回信 480 余封，解决问

题 300 余个，官兵的获得感、幸福感不

断提升，团队的凝聚力、向心力显著增

强。第三轮“致党委一封信”活动开始

后，团领导已收到来信 295 封，越来越

多的基层官兵愿意通过这种方式，表达

自己的心声。

火箭军某团通过开展“致党委一封信”活动知兵心解兵忧——

书信架起党委与官兵沟通桥梁
■岳小林 郑 森 本报记者 邹 菲

“这么晚了你咋还没睡，有啥心事？”

前段时间，凌晨查铺时，我发现即将退役

的下士胡家乐辗转难眠，便将他叫到队

部询问原因。

揉揉发红的眼睛，胡家乐有些不好

意思地说：“临近退伍了，战友们都在盘

算互送礼物留念，可送贵了我负担不起，

送便宜了拿不出手，不送又怕大家说我

小气……”

原来，得知胡家乐要退伍，同样要退

伍的战友胡涛准备送他一块智能手表，

留队的战友黄虎则打算送他一双篮球

鞋。胡家乐感动之余，却也陷入了纠结

之中。

“ 战 友 情 贵 在 情 真 而 非 礼 厚 。 这

种‘ 礼 来 礼 往 ’非 但 增 进 不 了 感 情 ，还

会 加 重 彼 此 的 经 济 负 担 ，让 纯 洁 的 战

友情变了味。”我耐心地对胡家乐作了

一 番 教 育 引 导 后 ，感 觉 这 个 思 想 苗 头

必须及时刹住。

第二天，我与面临退役的战士逐一

谈心，发现彼此互送礼物的想法不是个

例。有人认为几年朝夕相处结下深厚

友谊，退伍一别不知何时再见，自掏腰

包送点纪念品情有可原；有人觉得自己

回赠的礼物要与战友送出的基本等价，

否则会伤害感情；还有人表示，战友情

最珍贵，即使为战友“清空购物车”也不

心疼……

情况摸清后，我与中队干部骨干展

开讨论交流，大家一致认为，战友间互送

礼物留念，容易滋生攀比心理，使战友关

系复杂化、庸俗化，继而引发冲动消费、

超前消费、透支借贷甚至腐败问题，若不

及时引导约束，势必影响单位风气建设

和内部团结。

于是，我专门组织了一次专题教育，

引导大家感悟战友情深的内涵，找到表

达情谊的正确方式。

“故事告诉我们，战友关系好不好，

不是看礼物重不重，而是看感情深不深

真不真。”随后的互动中，胡家乐带头发

言，大家听后深以为然。

那次教育后，中队官兵深化了对“战

友情”的理解。大家不再从网上购买礼

物，而是亲手制作祝福卡、合影照、视频

寄语等纪念品。

了 解 到 胡 家 乐 回 家 后 想 搞 养 殖 ，

黄 虎 精 心 挑 选 了 一 本 养 殖 书 籍 ，并 把

自己做养殖生意的朋友的联系方式写

在 扉 页 上 。 收 到 礼 物 后 ，胡 家 乐 立 即

珍藏起来。

（江泽红、张灯黄整理）

临别留念，莫让战友情“变了味”
■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某中队干部 胡渤洋

带兵人手记

初秋，大洋深处，北部战区海军某

基地一艘潜艇快速潜行，几番转换部署

后，几名担任“第四更”的军士艇员接更

上岗。

舰艇执行任务时，艇员值班值守一

般实行“三更制”，何来“第四更”？笔者

心生疑惑。

对此，该基地训练处参谋朱攀解释

说，这些“第四更”军士艇员来自基地其

他艇员队，正在出海跟训。

近年来，随着新装备相继列装下

水，该基地训练资源不均衡、“装备等人

才”的矛盾逐步显现，他们决定要用“借

艇出海”的方式，提高训练资源使用效

益、补齐人才建设短板。

针对军士艇员跟艇代训需求量大

的实际，该基地打破艇员编组传统模

式，整合各艇员队训练资源，在保证其

正常遂行战备训练任务的基础上，“超

配”一些军士艇员跟艇训练，让他们在

搏击风浪中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于

是便有了“第四更”。

笔者翻看“第四更”艇员情况汇总

表发现，未取得岗位资格认证的占了多

数。电工兵雷乾晟就是其中之一，他刚

到艇员队时，恰好赶上整备期，距离下

一次出海还有一段时间，便在上级机关

的统一安排下“借艇出海”训练，抓紧打

牢能力基础。

雷乾晟自知机遇难得，跟随兄弟

艇员队的电工班钻舱底、测电机、充放

电，不放过每一个学习的机会。然而，

一 段 时 间 过 后 ，他 开 始 感 觉“ 吃 不

饱”。“每次都是在编艇员操纵设备，我

们跟训的只能站在后面观看，不能实

操。”一次训练部门组织调研，雷乾晟

吐露心声。

眼看千遍，不如上手一次。了解到

很多跟训艇员都面临相似的问题，该基

地进一步细化了“借艇出海”有关规定，

梳理跟训艇员的训练需求，为每一个人

量身制订了装备实操课程表。什么时

间操作什么、谁来操作、操作多长时间

等一目了然，并指定了专门人员进行指

导把关。

他们还在休更期间为跟训艇员开

办“夜校”，安排班长骨干轮流讲课辅

导。精准施策、多措并举，很多跟训艇

员逐渐具备独立值更能力，顺利通过岗

位资格考核。

跟训艇员加速成长，在编艇员同

样有收获。因为，“第四更”艇员中除

了新艇员，还有一些老艇员。朱攀介

绍说，他们从暂时没有出海任务的艇

员队中遴选了一些专业骨干一起“借

艇 出 海 ”，既 能 帮 助 在 编 艇 员 带 教 新

艇 员 ，又 可 保 持 自 身 技 术 能 力 始 终

“在线”。

工作中，舱段班班长孙浩发现，这

一做法还能很好地促进彼此间的专业

交流。“比如检查启动舱底泵排水，我们

的常规做法是看压力表读数，而其他艇

员则是听管路阀门处水声。”孙浩说，这

些天来，他和“借艇出海”的成熟艇员一

起梳理舱段专业的操作规程，掌握了不

少新技能。

“遇到大项任务，不用专门‘调兵遣

将’了，现在的艇员队个个拉得出、更更

都过硬。”该基地领导介绍，“借艇出海”

这种训练模式缩短了艇员的培养周期，

加快艇员成长成才，已为各艇员队重要

关键岗位培养和储备了一批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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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前哨

近日，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二支队组织战术训练，各小队深入复杂环境

锤炼实战技能。

刘 亢摄

一般情况下，官兵给组织写信，多

是遇到了急事、难事、挠头事，需要组织

出面协调解决。而在火箭军某团，官兵

们却通过给党委一班人写信，谈个人成

长、提意见建议，诉说最真实的内心感

受，令人眼睛一亮：原来，说心里话其实

并不难，有很多种表达方式和途径。

相信很多人对写信这种方式并不

理 解 ，在 网 络 信 息 时 代 ，明 明 是 谈 谈

心 、动 动 手 指 、敲 敲 键 盘 就 可 以 办 的

事，为何要诉诸笔端纸上？记者采访

了 解 到 ，他 们 之 所 以 这 么 做 ，恰 恰 是

因 为“ 面 对 面 ”“ 屏 对 屏 ”“ 键 对 键 ”的

沟通交流有时难以奏效，迫切需要另

外一种方式进行“补位”。这反映出，

该 团 党 委 在 面 对 一 时 难 以 解 决 的 矛

盾 问 题 时 ，没 有 选 择 回 避 ，而 是 一 直

在努力想办法、找对策。

大家都有体会，写信交流与口头沟

通给人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更能

突显重视程度和良苦用心。正如该团

有的战士说，团领导认真阅读大家写的

信并逐一回复，说明他们对基层官兵很

尊重、很关心、很在乎，其效果往往比上

一堂教育课都管用。

另外，从心理学上看，相较谈心谈

话而言，写信交流情绪不会紧张，思路

不受干扰，表达更为流畅。同时，“纸来

纸往”的正式、“白纸黑字”的庄重、“见

字如面”的亲切，也让写信具有某种特

殊优势。

现在，一些部队单位和基层带兵

人 经 常 用 写 信 这 种 传 统 方 式 与 所 属

官 兵 交 流 、与 官 兵 家 属 沟 通 。 俗 话

说 ：“ 物 以 稀 为 贵 。”正 因 为 写 信 的 人

少 了 ，写 信 才 显 得 尤 为 珍 贵 、难 能 可

贵 。 各 级 要 想 全 面 准 确 掌 握 官 兵 的

思想动态，不妨在“面对面”“屏对屏”

“ 键 对 键 ”的 基 础 上 ，加 入“ 笔 对 笔 ”，

以“ 顺 畅 沟 通 ”达 成“ 心 意 相 通 ”。 当

然，无论采用什么方式，都要坚持“真

心真诚”，把官兵诉求放在心上，事事

有 回 音 、件 件 有 着 落 ，将 排 忧 解 难 落

实到位、进行到底。

说心里话并不难
■邹 菲

采访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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