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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之声

特别关注 新闻前哨

“真是太难忘了，没想到单位这么

重视我们。”前不久，北部战区海军某

部为今年三月入伍的新兵举行入队仪

式，新兵张宁难掩内心的激动。

仪式现场，为了激励新兵立足本

职岗位建功军营，该部专门加入了荣

誉颁授环节——在大家的见证下，该

部领导把一枚崭新的个人三等功略章

颁给了一级上士向钱钱。

入伍十余载，向钱钱先后当过炊

事员、修理工、水电工和机械操作手，

在每个岗位上都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

卷。此次荣立三等功，可谓实至名归。

这一幕，也深深触动了张宁。下

连前，得知被分配到炊事班，张宁感到

有些失落。因为，在他看来，当炊事兵

既辛苦又很难出成绩。如今听了向钱

钱的事迹，张宁觉得自己只要踏实肯

干、努力上进，总有一天也会像向钱钱

那样，迎来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润

物无声”中，一名战士的心结就这样解

开了。

笔者了解到，为新同志举行入队

仪式，在该部由来已久。2020 年，该部

调整组建，官兵们来自四面八方，人员

成分复杂，彼此互不熟悉，一时对新单

位缺乏认同感、归属感。

“合编仅靠一纸命令就能完成，但

合力合心则需要从‘心’出发，久久为

功。”于是，该部党委决定把仪式教育

作为增强凝聚力、提升战斗力的有力

抓手。无论是谁，不分职务高低，只要

是交流分配而来的新同志，一律为其

举行入队仪式。

那年，大学生士兵赵鉴波来到该

部技术保障中队，成为他们当时接收

的唯一一名新战士。交班会上，大家

在讨论时出现分歧，有人认为专门为

一 个 人 举 行 入 队 仪 式 未 免 有 些 小 题

大 做 ，但 该 部 领 导 态 度 坚 决 ：入 队 仪

式不仅照例举行，还要让新战友永生

难忘。

仪式现场，在事先不知情的情况

下，赵鉴波看到电子屏幕上播放着父

母的寄语视频，瞬间热泪盈眶。

“你是技术保障中队第 89 名战士，

希望你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车

辆！”紧接着，赵鉴波从汽车班班长王

忠鑫手里接过行车包，一种前所未有

的使命感从心底升腾而起，他感到自

己一下子成熟了，终于知道未来的路

该怎么走，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从那以后，赵鉴波锚定目标不放

松，苦练专业技能，很快成长为骨干。

今年，在上级组织的“四会”教练员授

课 比 武 中 ，他 表 现 出 色 ，登 上 了 领 奖

台。“当时，本打算服役满两年就退伍

的，是那次入队仪式改变了我，让我一

直坚持到现在。”谈及过往，如今已晋

升军士的赵鉴波袒露心声。

一 次 刻 骨 铭 心 ，胜 过 万 语 千 言 。

尝到了仪式教育的甜头，该部近年来

又赋予入队仪式更多的内涵，“新战友

寄语”就是其中之一。

干部余永博，从兄弟单位交流到

该部某中队。甫一报到，还没来得及

熟悉单位环境和人员情况，他就随队

奔赴演训场。在任务一线，战友们为

他举办了入队仪式。

待其他规定程序进行完毕，大家

把余永博围在中间，面对面地跟他掏

心窝子：“不要拘束，大胆地开展工作，

我们都会支持你”“既然来到了中队，

我们就是一家人，今后无论遇到什么

困难，都要及时说出来”“带兵就是带

心，把模范带头作用发挥好，大家就会

信服你”……

一句句发自肺腑的温暖寄语，让

初来乍到、尚显生涩的余永博感到无

比 亲 切 。“我 一 定 不 辜 负 同 志 们 的 信

任，像大家希望的那样履职尽责，为中

队建设再立新功！”余永博郑重表态。

今年初，该中队被上级表彰为“正

规化建设先进单位”。官兵们说，这份

荣誉里，也有余永博不少的功劳。

“ 你 把 官 兵 捧 在 手 心 ，官 兵 就 会

把责任举过头顶。”在该部领导眼里，

举行入队仪式绝不仅仅是一种形式，

更 体 现 了 党 委 对 官 兵 的 尊 重 和 珍

视 。 每 逢 新 兵 下 连 、干 部 调 整 、学 员

分配等时间节点，他们把举行入队仪

式与重大庆祝活动、先进事迹报告会

等 结 合 起 来 ，或 在 任 务 一 线 ，或 依 托

革 命 旧 址 、纪 念 场 馆 等 ，激 励 新 战 友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

前行，在强军新征程上写下亮丽的青

春诗行。

“这里是建功立业的好地方”“这

里温暖如家”……笔者从官兵们朴实

的话语里，听出了幸福感、责任感和事

业心。

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常态开展入队仪式教育—

宣誓刻骨铭心 激励岗位建功
■赵林浩 陈 昊

营连日志

“你那张百米冲刺的照片太帅了！”

“你也得努力啊，登上龙虎榜，还能收获

一组个人‘写真’呢！”这天，听见战士小

龙与战友在军事训练龙虎榜前的对话，

我很欣慰。要知道，就在前不久，小龙还

为龙虎榜上的照片发过牢骚。

当时，我路过某连宿舍楼，看到几名

战士站在军事训练龙虎榜前讨论着什

么。起初，我以为他们在交流如何学习

身边典型，激励自己成长进步，待我走近

后，发现情况并非如此。

“你现在都瘦成一道‘闪电’了，可照

片上还是胖乎乎的”“唉，别提了。不断

更新的龙虎榜，一直不变的老照片，我也

没办法”“是啊，也不知道营里怎么想的，

就 不 能 给 每 个 人 重 新 拍 一 张 照 片

吗”……大家的“吐槽”，让我感到很吃

惊。待他们离开后，我赶紧上前仔细打

量起来。

只见军事训练龙虎榜上，印着上榜

官兵的姓名、所在班排和取得的成绩，并

配有一张个人照片。粗看之下，似无不

妥之处，但联系刚才大家的议论细细端

详，就发现了问题所在——要么照片上

战士的相貌较当下相差很大，要么照片

是由证件照放大的，比较模糊，确实体现

不出上榜人的精神风貌。

就拿小龙来说，他的这张照片拍摄

于一年前，当时的他脸色暗沉、身材微

胖，加上拍摄角度欠佳和光线不足，整个

人看起来无精打采的，与现在简直判若

两人。

“龙虎榜展现的是官兵的高光时刻，

谁不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示人呢？”营务

会上，我把所见所闻和盘托出，并建议动

态更新龙虎榜时，由上榜官兵提供个人

近照，既可以是比武考核中的精彩瞬间

抓取，也可以由营连统一组织拍摄。大

家纷纷表示赞同。

说干就干。在最近一次阶段性考核

中 ，小 龙 以 优 异 的 表 现 再 度 登 上 龙 虎

榜。该连的新闻报道员把他和其他上榜

的战友集中起来，给每个人拍了一组照

片。于是，我们营最新一期军事训练龙

虎榜，贴上了官兵的“定制照”，也就有了

本文开头那一幕。

（刘俊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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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队仪式现场，新战友与大家一起重温军人誓词。 陈 昊摄

下图：近日，第 77 集团军某旅在训练之余组织趣味小活动，缓解心理压力，增

进战友情谊。 张建国摄

左图：连日来，武警重庆总队组织开展实战化训练。图为狙击手快速抢占有

利位置。 王 肸摄

前几天，新疆军区某部某连开展问

卷调查。“又是问卷调查，还不是‘一勾到

底’？至于意见建议嘛，我肯定没有。”列

兵小唐大声说着，不到一分钟便把一份

问卷填完了，并在最后的“意见建议”栏

写了一个大大的“无”字。

当 天 下 午 ，她 被 叫 到 了 连 部 。“ 小

唐 ，这 份 问 卷 是 你 的 吗 ？ 你 仔 细 看 一

看。”该连干部刘明明说。小唐拿过来

一看，原来问卷从第 10 题开始，选项的

顺 序 发 生 了 调 换 ，而 小 唐 全 在 第 一 个

选 项 打 了“√”。 见 状 ，她 羞 愧 地 点 了

点头。

原来，在此之前，刘明明路过战士宿

舍，恰巧听到小唐在大发议论，下午整理

汇总时，看到一份特别的问卷，自然就想

到了她。

“你在问卷里勾选了‘不满意’，却

在‘意见建议’栏写了‘无’，难道你有什

么难言之隐吗？”刘明明语气温和地对

小唐说。

没想到这一问，勾起了小唐一段不

堪回首的往事。

当时，小唐还在新兵连接受训练。

一天，机关干事组织新兵开展匿名问卷

调查。小唐认真阅读每一道题，如实填

写。到了最后一个问题“你对连队还有

哪 些 意 见 建 议 ”时 ，小 唐 想 了 想 ，写 下

“晚点名有点长，洗漱时间不够用”。这

原本就是实情，不承想几天后，班长对

大家说：“咱们班有的同志反映晚点名

时间过长，如果这是大家的普遍反映，

那确实是连队的问题；但倘若只是个别

人的感受，那就得反思是不是自己动作

太慢了。”说完，班长意味深长地看了小

唐一眼。

小唐的脸“唰”一下红了，她没想到

自己提的意见会被班长看到。从那以

后，连队晚点名时间的确缩短了，但有了

这次经历，小唐再参加问卷调查就草草

应付，不愿说实话了。

明明是匿名填写，班长怎么能“精准

定位”到小唐身上呢？刘明明追问才知，

为了方便统计结果，机关专门要求各营

连按编制序列收齐上交。在此过程中，

个别干部骨干担心战士反映的问题影响

单位形象，适度进行过滤筛查，而他们熟

悉战士的笔迹，就不难知道谁提了什么

意见。

了解了来龙去脉，刘明明向小唐表

明态度：“连队欢迎大家敞开思想提意

见，也会敞开胸怀听意见。开展问卷调

查，是为了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只有实事

求是填写，问卷调查才有意义。重新给

你一份问卷，你愿意如实填写吗？”

“我愿意！”小唐接过问卷，认真填写

起来。这一次，她用了近 10 分钟，还在

“意见建议”栏写了 3 条建议。

当晚点名时，刘明明专门对小唐提

出表扬，并号召大家向她学习。

再填问卷道实情
■晏子祎 林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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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某单位一名领导下部队调研，

发现机关工作组检查发现问题后并未一

走了之，而是热心帮助基层分析问题、出

谋划策，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这

种既“揭短”又“补短”的作风，深受官兵

好评。

身 在 军 营 ，官 兵 们 对 各 种 检 查 早

已习以为常。对机关来说，通过检查，

能 直 接 高 效 地 掌 握 基 层 情 况 ，为 决 策

部署提供依据；而基层，也能借检查之

机发现问题、补齐短板。然而，现实工

作 中 ，个 别 基 层 单 位 对 上 级 的 检 查 唯

恐 避 之 不 及 。 究 其 原 因 ，一 些 官 兵 认

为，检查通报问题无异于揭短亮丑，不

光 个 人 脸 上 挂 不 住 ，单 位 荣 誉 也 会 跟

着 受 损 。 这 种 观 念 是 不 可 取 的 。 那

么 ，如 何 让 检 查 更 好 地 发 挥 作 用 ？ 笔

者认为，机关应当转变工作方法，基层

需要端正态度认识，两者来一场“双向

奔赴”、合力攻坚。

基层官兵中间流行一句话：“成绩不

讲跑不了，问题不讲不得了。”机关检查

基层，必须摒弃“老好人”思想，坚持实事

求是原则，不能光看表格数据、只听口头

汇报，要“脱鞋下田”，了解第一手的真实

情况，把存在的问题找准、找全，给基层

交一本“明白账”。须知，发现问题只是

“上篇文章”，解决问题才是最终目的。

基层事情多、任务重，工作规律性强，官

兵容易陷入惯性思维和经验主义窠臼。

相对而言，机关站位高、眼界宽，能发现

一些细节性问题并精准“把脉开方”。所

以，发现问题后，机关的同志要与基层官

兵“同坐一条板凳”剖析反思，研究制订

改进措施和办法。

“木桶原理”告诉我们，一只水桶能

装 多 少 水 ，是 由 最 短 的 那 块 木 板 决 定

的。基层要正视自身的差距不足，以“闻

过则喜”的态度虚心接受机关的意见建

议，主动学习借鉴其它单位的先进经验，

大力纠治不良倾向，及时补上风险漏洞，

真正把问题清零、把短板补强。

眼下，临近年终岁尾，各级检查渐渐

多了起来。希望基层官兵正确看待检

查，自觉养成敢于自我揭短，善于及时补

短的好习惯，打牢基础、稳固“底盘”。同

时，机关也要多一些帮带指导、少一些苛

责挑剔，怀着对基层的深厚感情开展工

作、解难纾困，共同推动基层全面建设迈

上新台阶、焕发新活力。

正确对待检查，合力整改问题
■孙德浩 沈 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