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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在社会还是在部队，脚踏实地

干好本职工作，就会有所收获……”不久

前，连队组织“成长经历分享会”活动，列

兵小谢登台发言，讲述自己快速转变身

份、找准目标定位的经历。看着他在台

上侃侃而谈、自信大方的样子，我既欣慰

又后怕，因为此前我的一些错误想法和

做法，差点阻碍这个好苗子的成长。

今 年 3 月 ，新 兵 下 连 ，翻 看 档 案 材

料，大学生士兵小谢入伍前丰富的兼职

经历引起了我的关注——他不仅做过奶

茶店店员、宾馆前台和淘宝客服等兼职，

还当过酒吧服务员、网吧网管和 KTV 收

银员。

“他接触的人鱼龙混杂，思想可能比

较复杂……”连务会上，我说起小谢的情

况，要求干部骨干对他多加关注，避免出

现问题。于是，小谢就这样成了连队的

重点关注对象。不仅如此，我还隔三差

五找他谈心，说得最多的就是让他一定

遵守部队纪律，不能犯错。

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发现

小谢日常训练工作表现都很优异，不仅

在新兵体能考核中综合成绩排进了前

三，专业训练成绩在同年兵中也是名列

前茅。反而是我们的过度关注，让他感

到莫名其妙。在小谢的追问下，他的班

长道出了实情。

深受委屈的小谢敲响了我的房门。

“我勤工俭学一方面是不想浪费假期的

时间，另一方面也为了更好地了解社会，

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小谢告诉

我，正是因为有过各种尝试，他才更加明

确自己想要的未来是什么样子，因此选

择了参军入伍。“我来到部队后，工作训

练感觉有用不完的力气，一直在努力成

长成才。没想到，您会因为我之前的打

工经历产生偏见，实在让人难受……”看

着原本干劲十足的小谢有些无精打采，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主观臆断已经无

形中伤害了他。

向小谢道歉后，我陷入沉思。近年

来，随着社会快速发展，部分战士的社会

阅 历 甚 至 比 班 长 骨 干 、连 队 主 官 更 丰

富。其实，战士经历丰富本身不是什么

坏事，相反，经过社会锤炼的人往往比较

成熟。只是一些带兵人片面地认为，和

那些从校园入伍的“学生兵”相比，这类

战士“心思多”，便戴上“有色眼镜”，给战

士贴上“思想活跃不稳定”的标签，对其

“重点关注”。这种“一刀切”的做法丝毫

不顾及对方感受，不仅不利于战士成长，

还影响内部团结。

“ 不 能 把 经 历 丰 富 等 同 于 思 想 复

杂。我们要全面客观准确地看待战士，

多一些欣赏、信任和尊重……”再次召开

连务会时，我进行了检讨，同时与干部骨

干分享自己的感悟。大家举一反三，发

表看法：“经历多的战士思维开阔，抗压

能力强，班里遇到什么难题还能出谋划

策”“不能因为新战士个性强就把他们当

成‘刺头兵’，他们如何成长，主要取决于

带兵人教育引导”……

“既要帮助纠正不良习惯，也要善于

发现优点特长。”会上，大家很快达成一

致，要在坚持做好谈心交心、帮助排忧解

难的基础上，根据战士入伍前的经历和

特长爱好因材施教，并适当压担子，充分

调动他们的训练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

创造性。

误会化解，小谢很快找回了生龙活

虎的状态，并利用兼职时学到的技能，在

中秋晚会上一展身手，赢得大家喝彩。

（赵宸庆、李洋洋整理）

战士经历丰富不等于“思想复杂”
■空降兵某旅二营某连干部 王金泽

带兵人手记

经常性基础性工作落实到位、群众

性练兵比武总分名列前茅、各项建设全

面过硬……前不久，第 71 集团军某旅阶

段性评比结果公示，“训练尖刀连”表现

突出，榜上有名。

取得如今的亮眼成绩，该连经历过

一番波折。

今 年 初 的 议 战 议 训 会 上 ，因 为 该

连 各 项 建 设 在 全 旅 中 游 徘 徊 ，营 长 使

出了激将法：“‘训练尖刀连’的刀是不

是 钝 了 ？”如 此“ 灵 魂 叩 问 ”，让 该 连 两

名 主 官 无 地 自 容 。 会 后 ，他 们 立 即 组

织 干 部 骨 干 商 讨 对 策 ，决 定 把 主 要 精

力放在狠抓训练尖子培养和大项比武

上 面 ，通 过 制 造“ 高 光 时 刻 ”重 新 擦 亮

连队的“金字招牌”。

为此，他们挑选官兵组成尖子集训

队，制订针对性训练计划，并在工作生活

中给予特殊关照。一段时间下来，成果

显著，队员们先后在上级组织的各类比

武竞赛中摘金夺银。

但与此同时，这种做法的弊端也逐

渐显现——内务水平下降、岗哨执勤出

岔子、教育课堂走神溜号……各类检查

中，连队暴露出的问题越来越多，与取得

的成绩形成鲜明对比。在一次整建制连

队训练考核中，大家更是惊讶地发现，虽

然该连获得了不少荣誉，但整体训练水

平较之前明显下滑，部分基础课目优良

率一落再落。

问题出在哪？连队两名主官再次

召集干部骨干讨论，不少同志反映，成

立尖子集训队后，日常工作受到不小影

响——集训队员不用站岗，导致其他战

士执勤任务加重，休息不好；为给集训队

提供保障，不少官兵的训练时间被占用，

成绩退步；连队对备战比武过于重视，致

使部分官兵觉得其他工作干好干坏差不

多……

“锻造过硬基层，必须坚持按纲抓

建，全面规范各项工作和建设，不能急功

近利，更不能‘一俊遮百丑’。”该旅领导

得知此事后，一针见血指出问题所在：日

常工作只顾“争彩头”而忽视打基础、固

根本，无异于搭建空中楼阁，只会给基层

全面建设带来负面影响。

该旅党委立即叫停“训练尖刀连”的

片面做法，并举一反三，围绕“如何统筹

大项任务与基层经常性工作”“怎样正确

看待短期求成绩和长远打基础的关系”

等问题，在全旅展开讨论，帮助各级端正

政绩观，树牢“扎实打基础、全面求过硬、

人人争先进”的抓建理念。

此后不久，“训练尖刀连”收到旅机

关下发的《按纲建连指导意见》，里面涵

盖当前连队建设形势分析、存在问题、

改进措施等多个方面内容。该连连长

仔细阅读后，对改进连队工作有了新的

思路，他感慨道：“连队抓好各项建设，

前提是严格遵循《军队基层建设纲要》

的基本要求，一味‘争彩头’，必定‘栽跟

头’，这样的教训必须吸取并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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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第 77 集团军某旅机关召

开保障工作办公会，几名司务长因迟到

被批评。谈及原因，他们颇感无奈：“营

里无法派车，驻地位置偏僻，打车十分困

难……”

原来，该旅驻守高原，分散部署在多

个片区，部分基层单位远离机关，往返必

须乘车。由于各营连公务用车数量有

限，给官兵出行带来很多不便。

“ 基 层 官 兵 日 常 战 备 训 练 任 务 繁

重，我们要针对他们的现实困难，做好

服 务 保 障 工 作 ，不 能 让 大 家 把 时 间 精

力浪费在无谓的事务中。”该旅保障部

领导介绍，了解到相关情况后，他们经

过 讨 论 研 究 和 上 级 批 准 ，协 调 相 关 科

室 派 出 车 辆 作 为“ 片 区 班 车 ”，定 时 定

点为基层官兵前往机关办事提供接送

服务。

“ 片 区 班 车 ”运 行 一 段 时 间 后 ，又

有 官 兵 提 出 ，班 车 的 发 车 时 间 和 车 次

安排不够科学，等不到、坐不上的情况

时有发生。该旅机关接到反馈后立即

整改，分时段灵活调派车辆，并公布司

机 和 值 班 室 联 系 方 式 ，方 便 官 兵 紧 急

申请派车。

与此同时，该旅机关因势利导，广泛

收集官兵意见建议，梳理基层需求，并据

此制订办实事清单，列出时间表、明确责

任人，将解难帮困进行到底。

近日，该旅机关再次召开保障工作

办公会，虽然天气恶劣，但参会人员乘坐

“片区班车”提前到达会场。“办实事、效

率高，为机关的务实作风点赞！”某营司

务长刘仑高兴地说。

第 77 集团军某旅机关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片区班车”解决出行难题
■刘 卓 张 晨

新闻前哨

潜 望 镜

“德硕哥哥、显奎哥哥，你们是不

是瘦了？训练辛苦要好好吃饭”“眼睛

真尖！这不是快体能考核了吗，嘿嘿，

练得有点猛”“家艺妹妹，最近天气变

凉 ，你 也 要 注 意 身 体 ，小 心 不 要 感

冒”……

中秋节前夕，正在野外驻训的第

82 集团军某旅侦察营部分官兵，聚在

野营俱乐部内，进行一场特殊的视频

连线。说这次连线特殊，是因为视频

的另一端既不是军属，也不是退役老

兵，而是一名女中学生。

圆圆的娃娃脸，又黑又亮的眼睛

笑成两个弯弯的月牙，从对话来看，这

名中学生似乎与每名官兵都很熟悉。

她叫赵家艺，是该营的“编外亲属”，赶

在中秋节前，与自己的“哥哥们”聊聊

家常。

从身体情况说到假期安排，从战

士们的比武成绩聊到中学生新学期的

学习生活……没什么特定主题，但视

频内外的人，始终笑容满满。这样的

交流，在这一年多来时常发生。

赵家艺是北京市房山区杨林水村

村民。去年夏天，杨林水村突发洪水

灾害，房屋垮塌、道路受损。

接到救援命令，侦察营立即成立

救援小队前往杨林水村。经过数个小

时 的 艰 难 跋 涉 ，救 援 小 队 到 达 目 的

地。此时，13 岁的赵家艺因遭树木撞

击受伤，双腿和右臂失去了知觉，情况

危急。

“必须赶紧把她送到医院！”在该

营周副营长的指挥下，一场生命救援

开始了。

使 用 急 救 包 包 扎 固 定 、就 便 制

作 简 易 担 架 …… 官 兵 抬 着 赵 家 艺 紧

急 后 送 。 途 中 ，河 流 阻 断 去 路 ，他 们

借 助 安 全 绳 开 辟 通 路 ，蹚 着 齐 腰 深

的 湍 流 涉 险 过 河 ；过 了 一 会 儿 ，乱 石

与 残 枝 断 木 横 在 面 前 ，他 们 一 边 攀

爬 一 边 保 持 担 架 平 衡 ，胳 膊 被 担 架

的 保 护 绳 勒 出 深 深 血 痕 …… 最 终 ，

在 大 家 的 接 力 奋 战 下 ，历 经 13 个 小

时 ，赵 家 艺 被 成 功 转 移 至 安 全 地 带 ，

送往医院。

一路上，赵家艺的意识有些模糊，

但躺在担架上的她，能感受到救援的

艰辛。这个已无力说话的小女孩，在

心里把解放军当作最亲的人。

救援任务结束后，该营官兵一直

牵 挂 着 女 孩 ，便 向 村 干 部 打 听 情 况 。

得知这个消息，还在医院休养的赵家

艺十分激动，多次给官兵写信，希望能

够登门道谢。

今年初，完全康复的赵家艺来到

该 营 ，终 于 见 到 了 自 己 的 救 命 恩 人 。

大家带着赵家艺参观了营队，得知她

有参军报国的想法，还特地为她举行

了一场特殊的仪式。

此 后 ，赵 家 艺 正 式 成 为 该 营 的

“ 编 外 亲 属 ”，成 了 大 家 的“ 知 心 妹

妹 ”。 她 经 常 与 官 兵 联 系 ，有 时 是 通

视频、打电话，有时是写信、邮寄亲手

制作的小礼物，向官兵倾诉成长中的

喜 悦 与 烦 恼 。 官 兵 们 也 一 直 关 心 着

女 孩 ，用 各 种 方 式 激 励 她 勇 往 直 前 、

好好学习。

在该营战士张德硕的储物柜中，

珍藏着一个小小的人偶。人偶身着迷

彩服与橙色救生衣，身姿笔挺，这是赵

家艺专门为他制作的。

张 德 硕 是 那 次 参 与 救 援 的 官 兵

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转运途中，他不

断地安慰赵家艺，自己口干舌燥，却把

身 上 仅 有 的 饮 用 水 让 给 了 虚 弱 的 女

孩。张德硕的温暖身影，深深刻在赵

家艺的脑海中。于是，她按照记忆，在

事后用泥塑制作了这个人偶，作为礼

物，寄给了张德硕。

类似这样的礼物，每名参与救援

的官兵都收到过。中士姜库珍藏的礼

物是一幅漫画，上面画的是赵家艺戴

着红领巾向解放军敬礼的场景；一级

上士苏献良收到的礼物，是一个笔记

本，上面写着赵家艺的真诚祝福：“训

练很辛苦，希望哥哥身体健康，取得佳

绩”……

周副营长也珍藏着赵家艺寄来的

礼物——一封封文笔稚嫩但饱含深情

的书信。

“用简单的木板就能做出担架，再

三保证无论如何都会让我平安，你们

太厉害太酷了……”

“上救护车时太疼了，没能和大家

说声谢谢……”

“ 每 当 我 遇 到 困 难 ，想 起 哥 哥 们

翻山渡河营救我的场景，就会充满勇

气……”

“人生的每场相遇都有它的意义，

我们之间的交往未完待续……”

周副营长把这些信锁在办公桌抽

屉里，经常拿出来看看。通过这些信，

他见证了一个女孩的健康成长，也见

证了浓浓的鱼水深情。他告诉笔者，

官兵与赵家艺的故事已被写入营史，

放置在荣誉室的醒目位置，每当新兵

下连或执行大项任务，大家都会重温

这段难忘的经历。

你一言我一语的相互关怀，让相

聚的时间变得格外短暂，转眼便到了

离别的时刻。挂断视频通话后，几名

战士仍意犹未尽，围坐在一起商量，为

赵家艺准备什么样的节日礼物。

苏献良在信封上绘制图案，既有

“八一”军徽，也有赵家艺最爱的卡通

形象；战士未江涛和张德硕，使用自己

拍摄的风景照制作精美贺卡……月亮

悄悄爬上树梢，衬得夜色格外温柔，这

些特别的回礼，将带着官兵的祝愿与

关心，寄到赵家艺家中。

就 像 一 首 歌 唱 的 那 样 ：“ 特 别 的

爱 给 特 别 的 你 。”无 论 对 侦 察 营 官

兵 ，还 是 赵 家 艺 ，彼 此 都 是 特 别 的 那

一个。

去年 8月，第 82集团军某旅侦察营官兵在执行抗洪任务时救下一名 13岁的重伤女孩。

此后一年多，他们经常联系，结下了深厚情谊—

让特殊的关爱永葆温度和力量
■王 轶 冯伟岸 裴书杰

特别关注

下图：赵 家

艺来信。

Mark军营

9 月 上 旬 ，武 警 广 西 总 队

来 宾 支 队 开 展 创 破 纪 录 比 武 ，

激 发 官 兵 训 练 热 情 。 图 为 一

名 战 士 在 负 重 组 合 课 目 中 全

力冲刺。

果志远摄

上图：官兵聚在一起阅读赵家艺的来信。

王 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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