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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等兵李皞冉提出的“单兵急救

包 防 水 封 装 法 ”，在 雨 中 训 练 时 能 使

止血带保持干燥；中士王明哲自创的

“装具快速检查法”，提高了全连拉动

效率……近日，海军某岸勤部某连走

廊 的 电 子 屏 更 新 内 容 ，10 余 条“ 金 点

子”滚动播放，引来官兵围观。

“革新虽小，但这种勤于思战谋战、

善于接受意见总结提高的精神值得鼓

励。”该连孙连长说，这些“金点子”大多

是从官兵们相互善意提醒中总结提炼

出来的。

此前一天清晨，连队组织战术训练

时，孙连长留意到，一名中士发现一名

上等兵据枪姿势不正确，便上前纠正，

不料刚指出问题就被顶回：“你又不是

我班长，管这么多干啥？”

随后进一步调研，他发现这种情况

并非个例。“不是自己班长，就不能对自

己提意见建议吗？”一次恳谈会上，孙连

长把这个问题摆上台面。

有战士感到“班长已经教过了，不

喜欢别人再指指点点”“自己班的事，最

好自己班解决”……这些发言让孙连长

意识到，个别年轻战士自尊心强，并以

此为由不接受别人的意见建议，这种思

想认识偏差亟需引导纠正。

“ 俗 话 说 ，三 人 行 ，必 有 我 师

焉 。 战 友 之 间 不 论 层 级 职 务 高 低 ，

都 需 要 互 相 学 习 ，更 何 况 战 友 之 间

互 相 提 醒 帮 助 ，本 来 就 是 我 军 的 优

良 传 统 。”讨 论 中 ，连 队 朱 指 导 员 告

诉 大 家 ，战 友 的 提 醒 和 帮 助 难 能 可

贵 ，要 端 正 思 想 认 识 ，正 视 差 距 不

足 ，虚 心 向 身 边 战 友 学 习 ，提 高 能 力

素质。

见大家纷纷点头，孙连长趁热打

铁，从训练角度指出，现在作战单元越

来越小，一个战斗小组可能包含多个专

业、多个衔级，如果还抱着“非班长不管

理”的老观念，在战场上就可能出现“责

任盲区”。

“ 战 场 上 没 有 个 人 面 子 ，只 有 集

体存亡。比如炊事员发现可疑足迹、

哨兵发现问题都应该及时指出，平时

敢‘红脸’，战时才能少流血。”通过讨

论 ，官 兵 思 想 更 加 统 一 ：作 为 战 斗 集

体 的 一 员 ，要 充 分 尊 重 和 信 任 战 友 ，

善于听取意见建议，在互帮互促中提

高本领。

为营造互帮互促良好氛围，连队

党 支 部 很 快 研 究 决 定 ，引 导 各 班 成

立“ 三 互 小 组 ”，提 升 战 士 相 互 帮 带

的 责 任 意 识 ；让 非 骨 干 军 士 轮 流 担

任 班 值 班 员 ，在 本 岗 位 职 责 内 兼 顾

班 内 日 常 管 理 工 作 ，激 发 参 与 集 体

事 务 的 积 极 性 。 随 着 举 措 施 行 ，转

变也悄然发生。

新兵小高单杠成绩靠后，自己加

练 也 没 有 太 好 成 效 ，一 度 束 手 无 策 。

下士郑子超了解情况后，主动上前指

导，并结合经验整理出一份“单杠训练

突破技巧”，供新兵借鉴；军容风纪检

查时，上等兵王辰看到老兵军容风纪

不达标，当即指出问题，并针对存在的

问题制作“新条令对照学习示意图”，

供大家参考……

这一幕幕场景，让孙连长十分欣

慰。如今战士们以连为家、为集体负责

的意识明显增强，战友之间互相提醒、

互相补台，紧紧拧成一股绳，连队战斗

力也水涨船高。

尊重战友意见 学会谦虚倾听
■张耀阳

前不久，海军某部组织“铭记功勋、

英雄回营”活动，经过军地多方协调，抗

美援朝老兵、一级伤残军人周全弟来部

队“探亲”，圆了这场跨越 70 余年的团

圆梦。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26军77师231

团1营2连战士周全弟，向连队报到……”

那天清晨，营区“欢迎周全弟老英雄回

家”条幅高悬，“梁山战斗英雄连”战旗

迎风招展。周老坐在轮椅上，用力抬起

右臂，用并不存在的右手，向连旗敬了

一个“标准”的军礼；用有些颤抖的声

音，喊出了埋藏在心中几十年的思念。

这是一个曾感动无数中国人的军

礼——

1950 年冬，长津湖战役打响，周全

弟所在部队担负黄草岭阻击任务。他

和战友们身穿单薄的棉衣，依靠雪水充

饥，在零下 40 摄氏度的雪地里埋伏了

三天三夜，身体被严重冻伤。经战地医

院抢救治疗，他被截去四肢，成为一级

伤残军人。那一年，周全弟只有 16 岁。

多年来，周全弟内心深处一直有个

未完成的心愿——找到自己的老部队。

但由于部队历经数次转隶移防，他一直

没能打听到老部队的消息。直到 2020

年，海军某部“梁山战斗英雄连”终于和

他取得联系，并组织官兵上门看望。

此次，得知能够回到老部队探亲，

周全弟十分激动，特意穿上自己的军

装，佩戴好珍藏的奖章。

跨越千山万水，英雄终于“回家”。

来到该部史馆，墙上数十面战旗吸引了

周全弟的目光。看着布满弹孔的老连

队旗帜，周老哽咽道：“咱们连真是英雄

的连队，大家一定要传承连队英雄血

脉，当英雄传人！”

“这些光辉历史，是与您一样的英

雄前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讲解

员魏高远介绍，部队荣誉单位众多，涌

现出百余名战斗英雄，这些记载革命

先辈丰功伟绩的史料，是一代代官兵

学传统、励斗志的宝贵资源。他们每

年都会组织官兵走访慰问老英雄，通

过聆听英雄寄语、跟诵英雄誓言、聘任

“荣誉车长”等方式，让官兵感悟战斗

精神，争当英雄传人。周全弟认真倾

听，频频点头，为部队传承红色基因的

做法感到欣慰。

来到训练场上，看到各型先进武器

装备，这位阔别军营多年的老兵就像个

新兵，听得认真、学得仔细，脸上不时露

出欣喜的笑容。

“我们当时是‘小米加步枪’，这些

‘好东西’从来没见过……”看着一张张

充满朝气的年轻面庞，老英雄深情讲述

起当年的战斗经历，嘱托大家，“希望

同志们苦练杀敌本领，发扬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坚定不移听党

话、跟党走……”

随后举行的“英雄面对面”交流座

谈会上，官兵踊跃向周老讲起自己的奋

斗成长经历。二级上士、“梁山战斗英

雄连”班长许圣曾随部队赴海外执行任

务，面对高温高湿高盐碱度的恶劣环

境，他和战友们坚守战位，没有一人退

缩，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 你 们 做 得 很 好 ，我 要 向 你 们 学

习 ……”听 到 老 英 雄 赞 许 ，许 圣 心 中

热 血 激 荡 ：“ 和 老 英 雄 在 冰 天 雪 地 埋

伏 三 天 三 夜 比 起 来 ，我 们 吃 这 些 苦 、

受 这 点 累 又 算 得 了 什 么 ？ 军 人 就 应

该建功立业！”

见到心中的偶像，列兵观柏林十分

激动：“下连后，每次听指导员讲起您的

英雄事迹，我都会想象您当年在冰天雪

地中战斗的场景。先辈用生命守护的

和平，我们定以热血捍卫！”

“我不是什么英雄，那些牺牲的战

友才是真正的英雄，我永远忘不了他

们……”说到这里，老英雄热泪盈眶。

营区里，一面英烈墙静静矗立，上

面记录着该部成立至今牺牲的、有据

可查的 4817 名烈士。来到英烈墙前，

周全弟和官兵一起缅怀英烈，敬献花

篮。情到深处，周老伸出双臂“触摸”

着墙上的名字，告慰那些曾经并肩战

斗的战友。

目睹这一幕，列兵王凯深受触动：

“老英雄没有手，却紧握着忠诚；没有

脚，却坚定跟党走了一辈子。我们要永

远向老英雄学习。”

聚散终有时。活动接近尾声，官兵

依依不舍聚在老英雄身旁，郑重许下承

诺——“过去我们钢少气多，现在钢多

了，气更多，骨头更硬”“请您放心，我们

一定完成好肩负的使命任务”……

大家相约：来年再相聚。

老兵归队 英雄回营
—抗美援朝老战士、一级伤残军人周全弟回老部队见闻

■张 震 王子杰 本报记者 杨明月

官兵同周全弟老英雄交流。 唐瑞杰摄

老兵，是部队的宝贵财富，他们的

事迹是开展教育的“活教材”。在海军

某部开展的“铭记功勋、英雄回营”活动

中，周全弟这位连队先辈出现在官兵面

前，让曾经遥不可及的历史变得可触可

感，拨动了年轻官兵的心弦。

记者采访时，分明在官兵眼中看到

一道道闪耀的“光芒”。光芒中，饱含着

对光荣历史的崇敬，对英雄先辈的敬

仰，对战场建功的渴望。红色基因传

承，在这一刻显得更加具象。

“我不是什么英雄，那些牺牲的战

友才是真正的英雄”“现在钢多了，气

更多，骨头更硬”，这些话语是精神的

传承，也是情感的共振。当官兵看到

老 英 雄 残 缺 的 身 躯 里 蕴 含 的 坚 定 信

仰，不禁在内心深处产生强烈的情感

冲击。老英雄坐在轮椅上敬军礼，在

英烈墙前“触摸”战友名字，这些真实

的场景，让英雄事迹从书本走进现实，

让历史细节在互动中清晰呈现，官兵

能够在更加直观的感受中，理解红色

历史的精神内涵。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那些记载革

命先辈丰功伟绩的史料，是教育的宝贵

资源。当官兵知道自己的部队从何处

走来、历经哪些硝烟、取得哪些荣誉，就

能在传承中找到归属感、增强使命感，

从而更加坚定理想信念，增强能打胜仗

的底气。可见，教育的最高境界在于触

动心灵、化为行动，教育的生命力在于

通“心气”、接“地气”、增“底气”。

这是最好的政治教育课
■杨明月

记者探营

“ 能 取 得 第 一 名 的 好 成 绩 ，离 不

开连队的关心。”前不久，火箭军某旅

政治教员比武结束，某连中士王佳昊

找到尚指导员表达感谢。这是他第 4

次参加比武，也是首次获得个人理论

第一名。

看到王佳昊取得好成绩，尚指导员

比自己得奖还高兴。采访中，尚指导员

话锋一转：“一年前小王面临军士转改

时，我对他还有些不放心。”

王 佳 昊 脑 子 活 、表 达 能 力 强 ，对

于 教 育 授 课 兴 趣 浓 厚 ，可 先 后 3 次 参

加 政 治 教 员 比 武 ，次 次 失 利 ，加 上 专

业 考 核 排 名 没 达 到 预 期 ，他 感 觉“ 很

没 面 子 ”，渐 渐 萌 生 了“ 到 时 间 就 退

伍 ”的 念 头 。 对 此 ，尚 指 导 员 看 在 眼

里、急在心头。

“感觉自己的努力没什么成效，失

去了奋斗的目标。”一次谈心交流中，

王佳昊向尚指导员吐露心声。“不要气

馁，只要找准目标、用对方法，一定能

发 挥 特 长 取 得 成 功 ，我 们 都 会 帮 助

你。”很快，尚指导员专门为他制订了

一套提升计划。

“其他战士会不会也有类似想法？”

为摸清大家的思想状况，尚指导员组织

了一次问卷调查。他在“留队意愿”一

栏看到，有些战士写的是：“父母要求留

队，自己没啥想法”“有名额就留队，没

名额就退伍”“想有些作为，但感觉自己

很平庸”……

进一步调研，尚指导员发现，个别

战士对自己的能力认知有偏差、成长路

径规划不清晰，导致虽然很努力，却始

终成绩平平，久而久之消磨了斗志。

“要让每名官兵知道自己有哪些特

长，明确成长目标，更好发挥作用。”连

队在摸清人员底数、官兵需求基础上，

对官兵的能力现状、服役意愿等情况进

行分析研究，为每名官兵制订“成长路

线图”。

记者看到，“成长路线图”上，服役

时间是横轴，选晋年限是纵轴，区分调

级培训、转岗换行、职务变动、入党考学

提干、培塑先进典型等关键节点，让官

兵能清晰看到长期发展的方向。

“ 明 确 的 成 长 路 线 ，让 我 前 进 有

方 向 、成 长 有 目 标 。”刚 刚 换 岗 的 班

长 李 俊 峰 说 ，此 前 他 想 选 晋 高 级 军

士 ，但 又 信 心 不 足 ，连 队 研 究 决 定 让

他 转 岗 ，鼓 励 他 按 照 路 线 图 规 划 参

加 各 类 培 训 比 武 ，满 足 条 件 后 ，他 如

愿选晋。

尚 指 导 员 介 绍 ，制 订“ 成 长 路 线

图”后，连队会结合工作实际和官兵个

人情况，及时进行跟踪指导。义务兵

小王在一次训练中不慎受伤，养伤期

间看到不少身边战友定了岗，就有些

心急。连队干部了解情况后，鼓励小

王在康复之余学习新闻写作，让他重

新找到了目标。小王康复后，在追上

训练进度的同时，还成了连队的宣传

骨干。

个人成长有目标，集体前进添动

能。此前多年未能跻身先进的该连为

官兵明确成长目标后，大家练兵备战劲

头明显增强，连队在最近一次季度考评

中排名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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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中士小周敲响了我的房

门。平时总大大咧咧的他，这次却小心

翼翼。

一直以来，我对小周比较信任，他不

仅干工作快速利落，而且擅长视频制作、文

艺创作等工作，是一名比较得力的骨干。

“指导员，我有个事想报告。”看他欲

言又止的神情，我倒了杯水让他先坐下。

片刻，他说出了内心想法：“这次预提

指挥军士集训，我能不能报名参加？”

按理说，小周平时表现突出，群众基

础好，能力素质全面，去年更是在旅军体

运动会上夺得两块奖牌，完全符合参加

集训的条件。但我转念一想——再过一

个月就是连队组建 50 周年连庆，小周作

为骨干，既要负责视频制作，又要筹备书

画摄影展，如果这个时候选派他去参加

集训，势必会对筹备工作造成一定影响。

“我知道，连队一直在尽力培养帮带

我，给我交任务压担子，现在有好多工作

要完成，所以真不好意思开这个口。”似

乎知道我的想法，小周这样说，让我很感

慨。“我和连长商量一下再答复你。”我思

考了一下，让他先回去。

第二天，我把小周的情况告诉连长，

并把自己的顾虑也讲了出来。

“对于‘得力助手’要学会放手，让

他去‘外面的世界’锻炼一下吧。”连长

告诉我，他以前也习惯将“用顺手”的骨

干留在身边，便于随时交任务。这样一

来，虽说自己方便了，但对战士而言并

非都是益处，可能还会影响他们的成长

进步和全面发展。

“也许连队工作一时会受些影响，但

对小周来说却拥有更多发展的可能，说

不定还会给连队带来惊喜。”连长的话，

让我陷入反思。

随后，我和连长一起来到小周的宿

舍。看到我们，小周有些紧张，当即表示

“如果连里不同意，就不报名了”。

“如果同意呢？”我笑着说。小周一

愣，脸上写满了惊喜，马上激动地表态：

“一定尽全力取得好成绩。如果连队有

需要，我在集训期间也能加班协助完成

任务。”

连队党支部研究后，最终推荐小周

参加这次集训。他也不负众望，很快就

在阶段性教学法考核中取得第一名。

组织连庆活动时，我让其他几名文

艺骨干补位，并手把手帮带他们，这项工

作也圆满完成。

这段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培养人

才是连队主官的重要任务，对于能力较

强的骨干不能“捂着用”，而要多给机会

“放手练”，给予他们成长空间。同时也

要多给年轻同志机会和平台，不断发掘

他们身上的优点特长。这样不仅能让个

人得到成长，也能盘活单位人才资源，有

利于连队全面发展建设。

（姜晓晨、本报特约记者童祖静整理）

“用顺手”的骨干也要舍得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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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陆军某旅某边防连官兵执行巡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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