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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是 发 展 的 前 提 。 谈 到 抓 安

全，部队带兵人的认识高度一致——

“重要”。但一些营连主官也坦言，抓

安全也面临着一些压力。

各级机关抓安全，本是一件好事，

落到下面有时咋成了一种压力？

日 前 ，记 者 到 第 75 集 团 军 某 防

空 旅 采 访 ，在 又 一 次 就“ 抓 安 全 ”这

个话题进行挖掘之后，想试着展开一

番探讨。

该旅有个导弹营，已连续 3500 多

天安全无事故。走进该营，看到那面

挂 在 营 部 门 口 的 记 录 牌 ，记 者“开 门

见山”：“每天看这个数字，是一种什

么感觉？”

该营教导员李国华回答：“刚上任

的时候是压力，甚至感到焦虑，担心这

个纪录中断在我手里。”

“后来呢？”

“后来把这个数字当成见证和肯

定。每增加一天，就对抓好安全又多

了一份自信。”

“这个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

听此一问，李国华把自己上任以

来抓安全的心路历程娓娓道来——

导 弹 营 抓 安 全 抓 得 好 ，全 旅 闻

名。到营里工作之初，李国华发现果

然名副其实。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有两

条，一条是安全氛围营造得好，一条是

官兵安全意识强。但在随后展开的大

谈心活动中，他感到，好的背后隐藏着

一些不可忽略的因素。

一 位 老 班 长 说 ，营 里 安 全 氛 围

浓，除了抓安全形成制度、形成规范、

形 成 习 惯 外 ，还 因 为 每 换 一 任 主 官 ，

都 要 在 安 全 氛 围 营 造 上 加 个 码 。 这

不，几年时间下来，关于安全的标语、

警 语 ，已 经 从 操 场 拓 展 到 了 饭 堂 ，

“ 钻 ”到 了 床 头 柜 里 …… 这 位 班 长 还

跟 李 国 华 开 玩 笑 说 ：“留 给 您 施 展 的

空间不多了！”

还有战士说，大家的安全意识确实

强，但思想压力也大，生怕因为自己的

一点失误砸了这块牌子，给营里抹黑。

看到记录牌上的数字又多了一天，官兵

心里绷着的那根弦就更紧了……

当知道全营官兵都在承受着与日

俱增的安全压力时，李国华清楚地意

识到，这个问题急需重视起来——必

须做到张弛有度。

并且他还发现一个不容忽视的问

题，官兵安全意识过强之后，带来一个

不好的习惯——考虑任何事情，第一

出发点都是安全，而不是提升战斗力，

消 极 保 安 全 的 想 法 一 不 小 心 就 会 冒

头。这就完全背离了抓安全的初衷和

目的……

有鉴于此，在和其他营领导充分讨

论、达成共识之后，李国华广泛征求全

营官兵意见，重点做了两件事——

一 件 是 在 氛 围 营 造 上 做 减 法 。

比 如 让 众 多 的 安 全 警 示 语“退 ”出 官

兵 的 床 头 柜 、内 务 柜 ，而 在 安 全 风 险

较 高 的 地 方 ，张 贴 针 对 性 强 、更 能 警

示人的提示；

一 件 是 在 压 力 传 导 上“ 关 闸 分

流”。对于上级下发的安全问题通报，

该全员传达的不漏一人，如果没有明

确传达范围则实事求是落实——和营

里实际情况关系密切的全员传达，关

系较紧的传达到骨干以上，关系不大

的只传达到各连干部，不搞“一刀切”，

务求实效。

“我们尝试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心

里也在打鼓、也没底。但在征求旅领

导意见后，得到他们大力支持。从实

际效果看，官兵确实不再承受过多的

安全压力，练兵备战热情高涨，去年底

我 们 营 被 评 为 集 团 军‘ 四 铁 ’先 进 单

位。”记者离开导弹营赶往机关前，李

国华补充道。

“ 听 说 导 弹 营 抓 安 全 的 新 尝 试

得 到 了 旅 里 的 支 持 ，你 们 不 担 心 一

旦 出 事 砸 了 这 块 招 牌 ？”到 达 机 关

后 ，记 者 把 问 题 抛 给 了 该 旅 黄 政

委 。 他 没 有 直 接 回 答 ，而 是 谈 了 以

下几个观点——

抓 安 全 也 不 能 忘 掉 那 句 话 ，“ 凡

事 皆 有 度 ”。 强 调 做 好 一 件 事 ，要 把

握好“度”，低则做不到位，高则过犹

不及，产生“边际递减效应”。比如抓

安全，究竟是一天重点强调一次效果

好 呢 ，还 是 一 小 时 强 调 一 次 效 果 好？

究 竟 是 把 安 全 警 示 语 贴 在 几 个 重 点

地方效果好，还是无死角全覆盖效果

好？后者会不会因过多过滥，反而让

人熟视无睹？

抓 安 全 不 能 有 杂 念 。 所 谓 的 杂

念，就是一开始就抱着出了事儿免责

的 心 态 去 抓 安 全 ，如 此 难 免“用 力 过

猛”。比方说，有的安全通报，本来只

需 传 达 到 干 部 的 ，结 果 扩 大 到 骨 干 ；

只 需 传 达 到 骨 干 的 ，结 果 扩 大 到 全

员。如此一来，一旦出了问题就有话

说：“我都做到这个份上了，已经尽力

了……”殊不知，做事的出发点偏了，

恰恰更容易出问题。

不能简单地把安全压力过大的责

任推给上级，归咎于各级机关安全问

题通报多。作为旅以下单位，特别是

营连这一级，就应该像导弹营这样，面

对上级下发的安全通报，既要依规落

实不打折扣，也要认真分析判断，然后

对 照 结 合 本 单 位 实 际 做 好“ 科 学 分

流”，合理控制传达范围，为官兵减轻

不必要的安全压力。而不是当个不动

脑子的“二传手”，不管上头通报的是

啥内容，全都甩给基层官兵。

当然，也不能完全责怪营连干部

抓安全“用力过猛”，他们有时这么做，

也迫于追责问责的压力。一个安全问

题的发生，到底是干部履职尽责不到

位，还是其他因素，应该认真调研、追

根溯源、依规界定，从而杜绝问题再次

发生。

……

采访结束，梳理一直以来对安全

话题的思考，记者也有 3 个想法和广大

带兵人分享。

—— 如 今 各 级 高 度 重 视 安 全 问

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进步

和 部 队 的 发 展 。 各 级 下 大 力 气 抓 安

全，是对官兵最切实的关心，更是对战

斗力最根本的负责。这是抓安全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至于抓安全带来的过

多压力，那是方法问题、尺度问题，完

全可以改进提高。

——抓安全，各级之间要有基本

的信任。机关要信任基层，营连干部

要信任战士。要相信每一层级都会对

自己的安全负责，而不是预设在抓安

全 这 个 问 题 上 ，下 一 级 会 敷 衍 了 事 。

之所以如今有的基层单位安全压力较

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缺乏信任，上级

不相信下级有抓好自身安全的意识、

决心和能力，于是越俎代庖，“一竿子

插到底”。比如，有的连队要求休假战

士每天上报所在地点、安全与否，到底

有没有必要？

—— 抓 安 全 ，要 让 官 兵 看 到 初

衷，感受到关怀和温暖。不能给官兵

一种错觉，觉得单位或者带兵人如此

强调安全问题，只是关注安全无事故

的纪录和单位的稳定，而对他们本人

的 安 全 和 部 队 建 设 发 展 并 不 关 心 。

如 此 一 来 ，不 仅 背 离 了 抓 安 全 的 初

衷 ，而 且 本 应 形 成 的 抓 安 全 合 力 ，也

在 单 位 和 官 兵 之 间 生 出 了 一 种 管 理

与 被 管 理 、约 束 与 被 约 束 的 味 道 出

来，实际效果难免打了折扣。

牢记抓安全的出发点落脚点
■吕雯茜 本报记者 张 良 特约记者 周宇鹏

近日，在中部战区陆军某旅组织的

先进典型颁奖典礼上，某连班长胡子青

为同是班长的任鹏旭献上鲜花，两人互

敬军礼，眼圈泛红。

这两名班长的故事在营队被传为一

段佳话。原来，从入伍训练到新兵下连，

任鹏旭一直是胡子青的班长，可那时的

胡子青却和“好兵”两个字怎么也联系不

上。体能考核老是垫底，内务检查总被

点名批评，原本想在军营建功立业的他

心灰意冷。

一天夜里，因体能考核再度失利，胡

子青躲在被子里无助地哭了起来。任鹏

旭发现后，急忙来到他的身边，轻声安慰

道：“如果你相信我，那就擦干泪水，用汗

水证明自己！”也就是从那天开始，两人

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

为帮助胡子青提升体能，任鹏旭几

乎每天都给他“开小灶”——下肢力量不

行，就带着他做杠铃深蹲；上肢力量薄

弱，就和他一起背沙袋拉单杠；耐力不

够，就陪他进行有氧长跑……

几个月下来，胡子青的体能得到了

明显提升，不仅所有课目都合格了，甚至

个别课目达到了优秀水平。初战告捷，

再接再厉，胡子青很快完成了“逆袭”，成

为任鹏旭抓日常训练管理的得力助手。

转过年来，随着一茬老兵退伍，某

班班长岗位出现空缺，任鹏旭向连队党

支部推荐胡子青。经过研究，并上报营

党委批准，胡子青成为同年兵中走上班

长岗位的第一人。当上班长后，胡子青

没有懈怠，继续向前奔跑。那一年，他

被推荐参加上级比武，因发挥出色被集

团军评为“百名优秀班长”，并荣立个人

三等功。

在旅队组织的先进典型颁奖典礼

上，胡子青邀请任鹏旭共享荣誉时刻。

台上，两人紧紧相拥，胡子青激动地说：

“没有你，我无法取得今天的成绩。希望

有一天，我也能为你颁奖。”任鹏旭回答：

“好！一言为定！”

约定既成，胡子青越战越勇，任鹏旭

也不甘其后。原本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

发展，不承想一次训练中，任鹏旭不慎受

伤，不得不入院治疗。出院后的任鹏旭，

运动机能下降，整个人也没有了往日的

精气神，班里的成绩也急转直下。

“看来是时候和自己的军旅生涯做

个告别了……”一次闲聊中，任鹏旭向胡

子青透露了退伍的想法，并说自己就像

电视剧《士兵突击》里的伍六一，再硬的

硬汉也不得不转身离开。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一个康复计

划在胡子青脑海中成型。他购买了运

动康复书籍，自学康复技巧；四处收集

康复训练视频，自己试验效果；旅队组

织专家巡诊，他积极请教康复知识，熟

记各种手法技巧。当一切准备就绪后，

他找到任鹏旭，坚定地说：“曾经的你没

有放弃过去的我，如今的我也不会放弃

现在的你。”

在胡子青的帮助下，任鹏旭各项身

体机能逐渐恢复，慢慢找回了失去的信

心。在去年的一次比武中，任鹏旭顶住

压力、不负众望，取得优异成绩，被集团

军评为“百名优秀班长”，荣立个人三等

功。这才有了开头的一幕。

一对互助“师徒”，两名优秀班长。

在二人的影响带动下，连队训练氛围越

发浓厚，训练尖兵、先进典型竞相涌现，

而属于他俩的奋斗故事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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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50、51……”这一天，伴随着战

友们的呐喊助威，我咬紧牙关、拼尽全

力，做着一个又一个“单杠卷身上”。

“你赢了！好样的！”就在此时，一个

很有辨识度的声音冲入我的耳膜。我知

道，说话者是李班长！此时，我想起了半

年前和他的一个约定……

去年 6 月，新兵下连那天，连队组织

班长骨干为我们这群新兵展示器械体操

和技战术课目，当时李班长展示的就是

“单杠卷身上”。

只见他矫健的身影在单杠上旋转

翻飞，我站在队伍后面，心底燃起仰慕

之情——多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像他一

样，成为“杠上飞人”。

彼时的我，由于新训时各项成绩都

不 突 出 ，很 担 心 没 有 班 长 骨 干 主 动 选

我。好在后来我和另外 3 个同年兵一起

被分到李班长所带的班。在自我介绍

环节，班长看着我们的档案若有所思，

最后面无表情地说：“尽快熟悉情况，融

入集体。”

随后的日子里，我觉得自己似乎“不

受待见”：战术训练，其他人动作不标准，

李班长都会耐心纠正、及时鼓励，而对

我，班长只会说“这里不对”“那里不好”

“距离满分还差多少”；体能考核，其他新

兵从“0”突破到“1”，班长都会在班务会

上表扬，而我的综合成绩超过部分老兵，

他 也 就 淡 淡 地 说 一 句“ 还 得 继 续 努

力”……

几个月后，营里组织建制班“单杠卷

身上”小比武。作为最后一个上场的选

手，我信心满满地以为自己可以为班里

争得荣誉。不料做到一半时，右臂突然

抽筋，我来不及反应就从杠上掉下来，扭

伤了脚踝。我疼得龇牙咧嘴，心想：“这

回完了，肯定又要挨班长批评。”

结果没想到，意料中的批评并没有

冲我而来。只见李班长冲进人群，批评

保护人员“不小心”，然后背起我就朝卫

生队赶去。整个诊治过程，李班长没跟

我说一句话。直到返回连队的路上，我

实在憋不住了，才小声跟他说：“对不起，

班长！我没给咱班争光……”

李 班 长 轻 叹 了 一 声 ，语 调 平 缓 地

问 ：“ 你 知 道 我 为 什 么 对 你 要 求 更 高

吗？因为我知道你想考军校。而只有

军事训练成绩总评达到良好以上，才有

报考的资格……”

班长的话，一字一句落进了我的心

里，原来他在查看新兵档案时记住了每

个人写的成长目标。明白了班长的良苦

用心，我满怀期待地问道：“那你什么时

候才能夸夸我？”李班长一愣，随即意味

深长地回答：“等你超过我的时候。”

不久后，养好伤的我重返训练场，每

做一次器械、每冲刺一圈、每多撑一分

钟 ，在 我 眼 里 都 是 向 班 长 发 起 的“ 挑

战”。这不，我终于在“单杠卷身上”这个

课目上超过他了！

（刘小云整理）

“等你超过我的时候”
■陆军某部列兵 祁梓豪

一线走笔 营连日志

Mark军营

①①

②②

练强看家本领

政 治 工 作 是 我 军 的 看 家 本

领。日前，火箭军某部展开一场

政治干部考核比武活动，设置基

础理论、指挥图表识读、指挥器材

使用、文书作业、特情处置等 5 个

课目，全面检验提升政治干部综

合 能 力 素 质 ，锻 造“ 两 个 行 家 里

手”。

图①：基础理论考核现场，参

考人员正在答题。

图②：指挥器材使用课目考核

现场。

陈世锋、李万强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