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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天 晚 点 名 后 ，我 喊 来 下 士 王 利

宏，让他写好外出请假条。他愣了好几

秒，才反应过来：自己去医院复诊的日

子到了。

由于最近忙于工作训练，王利宏把

这件事忘在了脑后：“多亏您的提醒！”

听 王 利 宏 这 么 说 ，我 心 里 有 些 愧

疚：之前因为我的疏忽，差点耽误他及

时就医。

前段时间，营里组织群众性练兵比

武，连队官兵全力备战。我借机进行了

一次广泛谈心活动，在加油鼓劲的同时

掌握官兵思想动态。

比武中，大家全力以赴，最终，我们

连总成绩名列前茅。这进一步激发了

练兵热情，官兵们大都斗志昂扬，除了

王利宏。他在训练时显得心不在焉，干

什么都不太积极，和之前判若两人。

“你有什么烦心事吗？”我主动询问

王利宏。然而，面对我的关心，他始终支

支吾吾，不愿开口。见状，我只好再找和

他平时关系比较好的战士了解情况。

原来，王利宏那段时间正饱受牙疼

困扰，并且已经影响到训练状态。听到

这里，我突然想起来，此前谈心时听他

说过牙疼的事。当时，我问他：用不用

去医院治疗？他拒绝了：“我还能忍受，

等参加完比武再去。”

既然本人说没事，我觉得应该没有

大问题，于是答应王利宏，等比武结束

后尽快让他外出就医，还把这件事记在

了笔记本上。可是，忙着忙着，我完全

忘记了。

弄清了原委，我感到很内疚，答应

王利宏的事却没有做到。

趁着休息时间，我找来王利宏，为

自己的工作疏忽表达歉意，并让他赶紧

填写请假条，抓紧时间去医院治疗，别

把小毛病拖成大问题。

我 还 对 王 利 宏 说 ，以 后 再 有 类 似

情况，就直接找我请假，不用觉得不好

意思。

好在就医及时，王利宏的牙疼问题

得到妥善解决。回来报告情况时，他说

医生让定期复诊。这一次，我记在了心

里，才有了提醒他请假复诊那一幕。

后来，营里组织带兵交流会，我把

这个故事拿出来分享。教导员听后，言

辞恳切地对在场的带兵人说：承诺战士

的事，一定要说到做到。对战士言而无

信，伤害的是带兵人的威信。他还叮嘱

我们，涉及官兵的事，不管大小都要放

在心上，认真处理。

教导员的话，让我思考了很多：作

为连队主官，想要做好日常管理工作，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赢得官兵信任。而

巩固这种信任关系，需要日积月累的努

力和维护。

在这之后，我更加注意在日常点滴

细节中，让官兵们感受到我的真心——

几名战士马上要过生日，我提前联系他

们的家人，录制祝福视频；有的战士计

划购置商品房，我主动咨询机关科室，

协助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在

我的带动下，班长骨干更加关心班里战

士，连队内部关系越来越融洽，各项工

作开展也变得顺畅有序。

（本报特约通讯员 童康整理）

答应战士的事要说到做到
■第 83 集团军某旅某连干部 李卓鸿

前段时间，某部要求机关工作人员

端正服务基层态度，不能用“解释”代替

“解决”。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因

为他们发现，在处理一些工作时，面对基

层的质疑或不满，个别机关工作人员会

说：“没有相关政策依据”“目前办事人手

不够”……如此解释看似情有可原，但无

助于推动问题的解决。

其实，官兵反映强烈、需要机关出面

协调的问题，往往是与基层建设息息相

关但基层依靠自身力量又无法解决的，

往往工作程序更复杂，需要花费较多时

间精力，甚至可能涉及到政策规定盲

区。而机关工作人员如何应对处理，检

验着他们服务基层的态度——是把基层

的事当作自己的事竭尽全力？还是怕问

题解决不好成了“烫手的山芋”而不愿接

手？如果仅仅因为畏难，就找各种理由

搪塞、推脱，无疑会寒了基层官兵的心，

甚至让他们对机关心生抱怨。负面情绪

累积到一定程度，可能会削弱集体凝聚

力，影响内部团结。

“解释”与“解决”，虽一字之差，但

出发点不同，结果也不一样。从字面上

看，“解释”停留在口头上，而“解决”体

现在行动中。当然，强调不能用“解释”

代替“解决”，并不是否定“解释”的作

用。在实际工作中，受一些客观条件制

约，有的问题在解决过程中确实会遇到

很多困难和阻碍，导致一时间无法推

进。这个时候，机关工作人员就要及时

向基层官兵做好解释说明工作，让他们

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避免

不必要的误会。

总而言之，面向基层开展工作尤其

在处理基层提出的困难问题时，机关工

作人员要抱着“问题不解决不松劲、解决

不彻底不撒手、群众不认可不罢休”的态

度，在能力范围之内努力寻求解决办法，

消除基层官兵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将更

多的时间精力投入练兵备战。

莫用“解释”代替“解决”
■向 勇

带兵人手记

基层之声

“第五架次，准备——”随着指挥员

的口令，机舱门打开，狂风直往脸上扑。

背着伞具，迈过检查线，战友们一个接一

个跃出，我的心跳开始加速。

“跳！”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我

咬紧牙、闭上眼，一个箭步跳了下去。

身体快速下落，失重感猛然袭来，

心脏仿佛跳到了嗓子眼。我的大脑迅

速运转，拼命回忆着动作要领。伞包猛

然打开，我被背带稳稳托住，心里顿时

踏实了。

这是上个月底，我进行第一次实跳

训练时的场景。现在回想起来，我仍觉

得很有成就感，因为我成功克服了恐惧

心理。

其实，从接触跳伞开始，我就心存

恐惧。

授衔后第二个月，连里组织新兵观

看伞降训练视频。战友们看得热血沸

腾，我却心里打怵、手心冒汗。晚上，我

躺在床上，脑海里不断回放那些惊险场

面，竟恐惧得无法入睡。

地面模拟训练如期而至。站上高

台，我两腿发软。模拟风机打开，班长命

令我往下跳，我的脚像被粘住了一样，怎

么都动不了。

战友们都在为我加油，可我就是过

不去心里那道坎儿。多次尝试失败后，

班长让我原路返回休息。

回到地面，我脸色苍白，大口喘着粗

气。“没事，害怕很正常，不怕才奇怪。我

第一次跳的时候，腿抖得像筛子。”这是

班长在说话。原来他对我不放心，一路

跟着下了高台。

此时，一直在地面观察训练情况的

连长，也走过来鼓励我：“跳下去只需要

一秒钟。你迈出这一步，以后就不会害

怕了。”

连 长 说 的 道 理 我 懂 ，但 就 是 做 不

到。那天晚上，我在日记本上写下一段

话：“不是天生懦弱，只是恐高，我心里还

没准备好。”

第二天，连长又找到我，递过来一个

笔记本。我打开一看，竟然是连长当新

兵时写的日记：“第一次站在机舱口，我

脸色煞白，腿直打颤，不敢开口说话，直

到跃出机舱……落地后，我发现，原来恐

惧是可以克服的，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盯着眼前的文字，我思绪翻飞：原来

看起来无所畏惧的连长，也不是生来就

胆大，我是不是也能像他一样，勇敢地迈

出那一步？

那天过后，我开始有意识地锻炼胆

量，每次模拟训练，都逼着自己在高台上

多站一会儿。班长和连长也没闲着，一

个陪我反复练习着陆动作，一个经常给

我做心理建设，鼓励我要敢于尝试。

5 月下旬，我和新战友迎来了模拟

考核。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对跳伞的

恐惧已经减少了很多。登上高台，我没

有犹豫，听令一跃而下，一套动作干净

利落。

落地后，班长冲我竖起了大拇指：

“恭喜你，通过考核。”我如释重负，终于

拿到了实跳“资格证”。那一刻，我突然

认识到，一些所谓的困难，真的没有那

么难。

几天后，入伍后的第一次实跳训练

到来了。正式跳伞前，我依旧很紧张，心

跳得厉害，但这一次，我没有退缩，纵身

跃出机舱。

伞花绽放，我在空中滑翔，俯瞰脚下

的 壮 美 河 山 ，心 中 油 然 而 生 一 种 神 圣

感。着陆后，我坐在草地上，听着战友的

欢呼，对自己轻轻说了一句：“终于跳下

来了。”

事实上，在跃出舱门的那一刻，我就

彻底跨过了心中那堵名为“恐惧”的“墙”。

（臧猛、代康乾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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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武警天

津 总 队 某 支 队 装

甲 分 队 组 织 开 展

车组协同训练，提

升 官 兵 应 急 处 置

能力。

图①：车组成

员快速登车。

图②：一名战

士 通 过 车 上 的 射

击孔向外瞄准。

宫 旭摄

在深海之下，收到快递是什么感

受？海军某艇员队下士胡世宏说：“很

意外，很惊喜！”

前段时间，胡世宏随潜艇出海执

行任务。对他来说，此次任务意义非

凡：这是他第一次远航，也是他第一次

在水下过生日。

这天夜里 12 点，完成战位交接，胡

世宏长舒了一口气——在过去几个小

时里，战斗警报多次拉响，遭遇“敌”干

扰、水文环境变化等特情接连出现，他

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首次远航就闻到了“硝烟味”，经

受了身体和心理双重考验的胡世宏，

只想下更后早点休息。

“胡世宏，生日快乐！”就在这时，

该艇员队政委端着一碗面突然出现。

胡世宏先是一愣，随即反应过来：刚刚

过去的这一天是自己的 23 岁生日。早

上起床时，他还在心里念叨着想吃妈

妈做的“生日面”。

“这是你的快递，请签收。”刚接过

面碗，政委又递过来一个牛皮纸袋。袋

子上写有胡世宏的名字，还贴着一句

话：“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

打开纸袋，胡世宏拿出一个鼓鼓

的包裹。包裹外面缠着一圈胶带，里

面还严严实实套着好几层保护膜。

“这种打包手法一看就是我妈的

风格！”胡世宏又惊又喜。

拆开所有包装，一张在胡世宏老

家小院拍摄的“全家福”映入眼帘。照

片上，一家人笑容灿烂，背面还写着一

行字：“家里都好，你要加油！”

“ 这 是 专 门 给 你 准 备 的 生 日 礼

物。”政委笑着说，“虽然过了 12 点，但

还是趁热把这碗‘生日面’吃了！”

胡世宏的眼眶一下子湿润了——

初次远航的不适应、两年未见家人的

思念、紧急处置特情后的心有余悸，种

种情绪涌上心头。他连忙仰起头，不

停眨动眼睛，极力掩饰自己，嘴上不停

地说着“谢谢”。

“还以为在波涛之下，没人会记得

我的生日，甚至连我自己都差点忘记

了。”回忆这次经历，胡世宏感动地说，

“这份意料之外的生日礼物，带给我很

大的力量。”

“包裹虽小，装着家人的牵挂，饱

含 组 织 的 关 心 。”该 艇 员 队 一 位 领 导

深有感触地说，“一旦远航执行任务，

潜 艇 就 成 了‘ 孤 岛 ’。 水 下 的 生 活 艰

苦 单 调 ，时 间 一 长 ，一 些 年 轻 艇 员 容

易出现失眠、情绪低落等问题。而家

人亲手准备的‘亲情快递’，能给艇员

带来情感慰藉，让他们有勇气有信心

克服困难。”

记 者 在 采 访 中 了 解 到 ，“ 亲 情 快

递”已成为该艇员队开展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的一个重要抓手。说起它的由

来，官兵们讲起这样一件往事。

一次，艇员队领导走访慰问艇员

家属，一名军嫂提出请求，想让他们给

即 将 执 行 远 航 任 务 的 丈 夫 转 交 一 封

信。这封信交到这名艇员手中后，他

本人深受感动，其他艇员也产生了强

烈的情感共鸣。就是这件事，让艇员

队决定推出“亲情快递”服务。

战士梁荣康曾担任“亲情快递”揽

件员。每次远航任务前，他都要做大

量 准 备 工 作 —— 了 解 艇 员 的 基 本 情

况，掌握其近期思想动态，联系他们的

家人准备“礼物”，并约定“保守秘密”，

制造惊喜。

“ 我 还 有 一 项 重 要 工 作 ，就 是 接

收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藏在潜艇的

角 落 里 。”梁 荣 康 说 ，他 们 专 门 在 冷

库 、仓 库 等 地 腾 出 一 些 空 间 ，用 于 存

放快递。

“不是每次出海，每名艇员都能收

到‘亲情快递’，我们会优先选择第一

次远航、在水下过生日、处于人生重要

阶段或者易发生情绪问题的同志。不

过，几次任务下来，每个人都能轮到。”

梁荣康补充道。

当艇员出现思想波动，或者生日

等重要日子来临，艇员队领导会亲自

充当快递员，派送“亲情快递”，并借机

听兵声、察兵情、知兵意，顺势开展教

育引导。

在这次航行中，战士宋浩也收到

了一份“亲情快递”：一封来自新婚妻

子的手写信。

宋 浩 同 样 是 第 一 次 远 航 。 可 新

鲜 劲 一 过 ，潜 艇 封 闭 的 环 境 、有 限 的

空 间 、单 调 的 日 常 ，让 这 位 新 艇 员 逐

渐 少 了 活 力 。 艇 员 队 政 委 在 巡 查 时

注 意 到 他 的 情 绪 变 化 ，于 是 送 来 了

“礼物”。

等宋浩把信读完，政委以一名老

兵 的 身 份 ，同 宋 浩 分 享 自 己 的 经 历 ：

“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潜艇兵，不在于

完成一两次远航任务，而在于如何战

胜潜行深蓝中的种种考验，克服疲惫

与孤寂，始终保持坚定信念。”

“ 我 守 家 ，你 守 国 ；家 和 睦 ，国 安

宁。”看着信的结尾处妻子的叮嘱和寄

语，宋浩活力重现：“政委，请相信，我很

快就会成为一名合格潜艇兵！”

不只是胡世宏、宋浩，很多艇员都

收到了家人的关心和鼓励——女儿用

零花钱买的护手霜，瓶身上卡通贴纸写

着“爸爸辛苦了”；母亲制作的剁椒酱，

字条上密密麻麻满是叮嘱：“常听你说水

下吃饭没胃口，来上几勺开开胃……”

艇行万里，温暖相伴。现在，每次

远航，艇员们多了一份期待，他们迫切

想知道，家人寄来的“亲情快递”里会

有怎样的惊喜和温暖。

“亲情快递”：送达深海的温暖
■强裕功 本报特约记者 邓博宇

高 山高 山绘绘

记者探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