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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评

闪耀演兵场

特别关注

新闻前哨

带兵人手记

“咦？今天没什么人啊？”“对啊，

你是头一个！”

又到周日，已经在理发室坐了大

半个上午的武警青海总队玉树支队勤

务保障大队中士王行，终于迎来了自

己的第一个“顾客”，赶忙起身招呼。

按照惯例，支队一般会选在某个周

一组织军容风纪检查。如果是以往，周

末两天，理发室里早早排起长队，王行

和其他帮助大家理发的战友常常需要

连续工作，有时连水都顾不上喝。

是什么让理发室产生如此变化？

事情还要从头说起。

一天，勤务保障大队大队长接到

通 知 ，下 周 一 将 进 行 军 容 风 纪 检 查 。

他特意找到王行叮嘱：“头发长度合不

合规一眼就能看见，你抓紧给大家理

一理，别在这上面掉链子。”王行接到

任务，自然认真对待，从周五晚上就开

始在理发室为大家服务。

然而，正当王行忙碌不已时，“不

速之客”上门了——检查的前一天晚

上，支队领导李攀在熄灯后，采取“不

打招呼”的方式对院内分队就寝后的

秩序进行突击检查。

黑夜中，灯火通明的理发室格外

惹眼。推门一看，除了还在为战友理

发的王行之外，屋内还有一名战士正

打扫卫生，两人在排队等待。

看着地上堆起的头发茬，李攀颇

感 诧 异 ：“这 是 多 长 时 间 没 打 扫 卫 生

了？”王行有些无奈地回答：“报告，地

上这些头发都是今天刚剪下来的。”

“有这么多人需要理发吗？这么晚

还不休息？”“其实不是。”王行告诉李

攀，得知即将展开军容风纪检查，大家

都不敢怠慢，所以才出现了扎堆理发的

情况。有的人确实头发较长，但也有不

少战友头发完全达标，只是为了确保检

查时不出岔子，执意要求再剪短一些。

离开支队，李攀又对距离不远的

执勤大队玉树中队进行检查，果不其

然 见 到 了 相 似 场 景 。 经 过 进 一 步 了

解，李攀得知，两个单位的主官和干部

骨干对于此情况并非一无所知，之所

以默许，同样是担心迎检不过关。

“不仅占用官兵时间精力，更与一

日生活制度的初衷背道而驰！”李攀对

这几名单位主官提出严肃批评，并叫

停了第二天的军容风纪检查。

次日上午，在勤务保障大队思想教

育课上，李攀主动当起了教员，进行了

一次特殊的“点名”：“昨天理发的同志，

请举手！”大家先是面面相觑，随后陆陆

续续有人举起了手。“今天要是不检查，

还会选择昨天理发的同志，请举手！”李

攀这一问，举手的人少了一大半。

“随时保持良好的军容风纪，是军

队作风纪律和战斗力的表现。‘突击理

发’看似为了通过检查，实则反映出部

分同志条令意识不强。”见此情景，李

攀讲述了自己此前的经历，并向大家

讲清，军容风纪检查不是为难大家或

者挑刺找茬，而是为了规范部队日常

管理，增强官兵条令意识和纪律观念，

不应抱着“检查不出事，平时就没事”

的心态对待检查，应付了事。

随 后 ，该 支 队 改 变 检 查 方 式 ，采

取 随 机 抽 查 和 定 期 普 查 相 结 合 的 方

式 ，在 营 院 内 设 立 流 动 督 查 哨 ，倒 逼

官兵把功夫下在平时，自觉按照条令

要 求 保 持 个 人 军 容 风 纪 。 在 此 基 础

上，他们把学习贯彻新修订的共同条

令作为重点工作内容，并遴选部分干

部骨干担任条令条例宣讲员，引导官

兵 把 遵 规 守 纪 融 入 日 常 、养 成 习 惯 、

形成自觉。

连日来，该支队从日常管理、制度

落实、队列规范等方面入手，常态纠治

不按规定落实查铺查哨、不遵守一日

生活制度等现象，将落实条令情况纳

入“双争”评比，进一步正规利于练兵

备战、利于作风养成、利于官兵成长的

部队秩序。

武警青海总队玉树支队引导官兵增强条令意识—

为迎检“突击理发”不可取
■李 豪 本报特约记者 郭紫阳

4月 1日，新修订的共同条令正式施

行，标志着我军科学化、规范化、法治化水

平迈上新台阶。目前，全军上下正在开展

“学条令、守规矩、正秩序”活动，营造严格

军规军纪、正规部队秩序的浓厚氛围，持

续掀起学条令、用条令、守条令热潮。

条令的力量在于法之必行，人人遵

守、事事遵循。无论按条令要求抓工

作、搞建设、正秩序，还是以条令标尺规

范言行举止，关键在于把条令融入日

常、化为自觉，推动遵规守纪成为习惯，

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看待和处理

一切问题。从上文提到的事例看，一些

官兵在这方面仍有差距，还存在“迎检

心态”，对自己要求时紧时松，需要进一

步学习提高。

立治有体，施治有序。按法治要求

转变治军方式，呼唤形成党委依法决

策、机关依法指导、部队依法行动、官兵

依法履职的良好局面。具体到每一名

官兵，就要从平时的一言一行、一人一

事等抓起严起，把条令的各项内容、各

条规定坚持不懈、不折不扣地贯彻下

去，成为思想自觉和行为自觉。

融入日常 化为自觉
■李 杰

一直以来，体能都是我的强项，在以

往的历次考核中，我都能达到优秀水平，

在连队名列前茅。然而，不久前的一次

考核，我却出现了意外。

可能是因为加班较多，没有好好休

息，那次体能考核，我状态一直不好。轮

到引体向上课目时，我更是越做越吃力，

双臂不停发抖，在距离优秀标准只差一

个时，掉下杠来。

然而，没等我感叹这次全课目优秀

怕是要“泡汤”，负责考核保障的班长给

我多算了一个。就这样，我再次以全优

成绩登上连队“龙虎榜”。

起初，我还沾沾自喜，但很快就察觉

到了异样。

以前训练时，战士们会主动提出与

我比试，可现在我一走近，大家就躲开

了。我主动向成绩好的战士挑战，对方

也总是找各种理由推托。

这让我坐立难安。经过反思，我意

识到这种变化正是从那次体能考核成绩

公布后才出现的，于是找到几名战士谈

心，询问真相是否如此。

战士小尹向来心直口快，对待训练

更是格外较真。他坦言，考核场上每个

人的表现，大家都能看见，那名班长帮我

作弊，自然逃不过战友们的“法眼”。

“您那天状态不好，成绩出现波动，

大家都能理解，但不能违规获益，关键您

还默许了这种行为……”听了几名战士

的话，我感到一阵脸红。是啊，作为一名

干部、一名带兵人，自己原本应该以身作

则，为官兵树立榜样，怎么能为了一时的

成绩，明知故犯呢？

看似得到了“全优”，却失去了更多，

这可划不来！我必须有所行动。

于是，我当晚按照真实情况修改了

成绩单，把自己的名字和照片从“龙虎

榜”上撤了下来。随后又在点名时，向

全连官兵承认错误，向大家承诺，以后

一定会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对待每一次

训练和考核。大家以热烈的掌声回应

了我。

这件事给我好好上了一课，军人奋

勇争先理所应当，但争取荣誉也需讲求

方式方法，一定要严守原则底线和各种

规定。训练考核中如此，日常工作生活

中亦然。只有时刻严于律己、以身作则，

才能赢得战士们的尊重和信任。

（何 星、臧 浩整理）

以身作则才能赢得战士尊重
■新疆军区某团某连干部 姜 杰

“平均分 95 分！”前段时间，火箭军

某部组织政治教员授课评比。贾指导员

看到评委亮出的成绩，长舒了一口气。

刚担任指导员时，他精心准备的授课仅

被评定为“合格”，是什么帮助他实现如

今的高分“逆袭”？

“得益于创新教育模式。”该部领导

介绍，过去，受到任务重、工作节奏快等

因素影响，部分基层单位满足于被动搞

教育，不同程度存在依赖机关、备课应付

了事、讲好讲坏一个样等情况。直到去

年，一次政治教员比武中，军士教员高婧

源的出彩表现，让该部党委机关决心改

变这种局面。

当时，高婧源走上讲台，并没有按部

就班立即展开授课，而是以组织做游戏开

场，迅速吸引大家的注意。在官兵情绪被

调动后，她直奔主题“今天，我们的工资该

怎么花”，讲解如何树立正确消费观。因

为课堂氛围活跃，授课数次被掌声打断。

最终凭借新颖多样的授课形式、“接地气”

的授课内容，高婧源获得高分。

相较于高婧源的精彩授课，该部不

少“老政工”的表现显得中规中矩、乏善

可陈。“军官军士同台竞技，军士教员脱

颖而出的秘诀是什么？一堂好的思政课

到底该是什么样？”该部领导把问题带到

党委议教会上进行讨论，反思剖析思想

政治教育存在的不足。

部分教员没有紧跟形势任务变化，

把握官兵思想行为特点不够及时准确；

备课授课习惯于“老套路”，教育缺乏活

力；少数教员责任心不强，疏于学习，授

课照本宣科……为解决这些问题，该部

展开教育模式探索创新。

建立政治教员“集中备课日”制度，

依托“指导员之家”设立“智汇备课角”，

搭建研学备课、试讲试教、经验交流平

台。按照专人牵头负责、多人参与研究

的思路，围绕倾向性、普遍性问题设计授

课主题，并以“干部讲主课，军士骨干讲

微课”的形式组织教员区分课题“揭榜领

衔”。课题选定后，依托“智汇备课角”组

织教员开展交流研讨，来自不同单位的

军官军士针对授课主题、课堂设计以及

官兵当前现实思想等各抒己见。备课完

成后，安排教员到不同单位进行交叉试

讲，并由官兵评委现场打分，评定在“良

好”以上者，才能为全体官兵授课。

“军士平时与大家接触时间长，让他

们加入教员队伍既能补充教育力量，也

能让教育更加接地气、贴兵心。”该部领

导介绍，与军士教员同台竞技，干部教员

感受到强烈的“本领恐慌”。

某连陈指导员说，现在每次备课都

不敢懈怠，既要把准官兵“活思想”，精心

编写授课教案，也要善于运用各种技巧，

调动课堂气氛，不断提升教育针对性和

感染力。

仲春时节，某营吴教导员将课堂搬到

军史长廊，以“在追求‘大我’中成就‘小

我’”为题展开授课。通过一组组图片数

据、一个个生动故事，他把“奋斗强军”讲

得具体生动、可感可知。授课结束，官兵

纷纷表示：“这堂课既解惑，又‘解渴’。”

军士教员比武脱颖而出之后
—火箭军某部创新教育模式提升教育质效的一段经历

■王海波 曹建忠 本报记者 孙兴维

“一营提出家属来队住房老旧的问

题，下面请营房科作出回应……”近日，

南部战区陆军某旅组织开展“官兵接待

日”活动，机关围绕基层急难愁盼问题

现场办公，逐条逐项拿出解决措施。

这支部队驻守边关，小散远单位较

多，基层官兵前往机关办事十分不便。

今年年初，该旅强军网“兵情兵声”栏

目，收到一条来自基层的反馈：边防连

队单独驻防，环境条件有限，报废资产

占据存储空间。针对此类问题的调研

随即展开，相关科室发现大部分基层单

位不同程度存在老旧资产管理不便，移

交、回收、销毁无门的困扰。为此，他们

结合旅队“公物仓”建设工作依法依规

进行集中收储，很快解决了这一问题。

此事过后，该旅举一反三，将基层

呼声作为机关开展工作的有力抓手，常

态组织开展“官兵接待日”等活动，并公

开旅主官、纪委、机关科室负责人的联

系方式，畅通机关基层沟通渠道，切实

为官兵解难纾困。为方便官兵反映问

题，他们还开通了线上服务，机关为基

层解难纾困有了“直通车”。

前段时间，该旅战士梅帮兴因家人

涉法问题影响了工作训练。在战友的

建议下，他在旅强军网信箱反映了相关

情况，很快便有人与他联系对接并积极

协调。此后没过多久，梅帮兴的家人打

电话告诉他，问题已经解决，让他不要

分心。

连队卫勤力量建设需加强、小专业

人才培养不够重视、身份证补办周期过

长……该旅政治工作部主任介绍，自活

动展开以来，官兵反映的问题涉及卫

生、作训、人力资源、部队管理等多个科

室，目前均已得到解决和答复。下一

步，他们将持续健全制度机制，把好事

办好、实事办实，坚定官兵扎根边防、守

卫边防、建功边防的信念，激发练兵备

战的热情。

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常态开展“官兵接待日”活动—

解难纾困有了“直通车”
■申 飞 麻 沙

记者探营

近日，陆军某旅组织多

课目连贯训练，锤炼班组协

同配合能力。图为战士们

合力通过高墙障碍。

张 毛摄

4 月中旬，第 74 集团军某旅组织官兵进行强化训练。图为过障训练中，一

名战士通过云梯。 陈 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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