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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推荐

夏日深夜，明月当空。检查完就

寝秩序，陆军某旅某营陈教导员从抽

屉里取出一沓信件，带着些许期待，逐

封认真阅读。这是该营在开展“给营

党委的一封信”活动中收到的新一批

来信。

“感谢营党委帮助我们解决生活

中的难题”“一桩桩实事办进了我们心

坎里”……不少信件字里行间，透出了

官兵对部队的真挚感情，有的还对连

队建设提出了意见建议。

回想这项活动的开展，陈教导员

感触颇多。

那一年，新年度工作筹划展开，陈

教导员通过设立“意见箱”、问卷调查

等方式收集官兵意见建议，但收效平

平。可不久后，旅机关人员来基层现

场办公时，官兵却表现得十分活跃。

战士小郑不仅列出当前大家关心的一

些现实需求，还提出一些单位建设中

存在的矛盾问题。

仔细分析官兵反映的问题，有不

少依托营连自身便能较好解决。为何

官兵面对机关愿意开口，平时却很少

向营连干部反映呢？这让陈教导员有

些尴尬。

事后开展调研时，小郑坦言：与营

连相比，向机关反映的问题解决得更

快更直接。

此前有一次，小郑的保障卡损坏

不能正常使用，于是向连队寻求帮助，

可迟迟没得到回应。他只能自己四处

打听，后来去机关相关部门申请补办，

机关还给送卡上门。

还有战士反映，向上级机关反映问

题一般都会得到重视，能解决的当场解

决，一时解决不了的也会有明确答复。

而向营连反映问题，事情不一定都能解

决，问题说多了还容易被“贴标签”。

在营党委会上，大家就这个话题

展开讨论。有连队干部反思说，基层

日常工作和训练任务较重，官兵反映

问题后，有时忙起来一时就忘了，或是

顾不上处理。

“营连主官与官兵朝夕相处，大家

遇到矛盾困难当然应该首先向身边组

织寻求帮助，工作繁忙绝非推诿的理

由”“信任根基不牢，怎么能团结一心、

攥指成拳”……陈教导员的分析，让不

少人红了脸。

“营里的问题应该由营里自主解

决。”认真研究后，该营党委明确了责

任落实制度，要求基层党组织主动担

当作为。着眼新时代官兵特点，他们

把“话筒”交给官兵，每季度组织一次

“给营党委的一封信”活动，官兵可以

选择实名或者匿名，写下个人生活训

练中的困难需求、对营连两级组织的

看法期望、对单位全面建设的意见建

议，等等。每次活动，由营党委正副书

记直接负责，并结合官兵恳谈会等时

机对反映的意见建议、矛盾困难进行

答复，明确责任人和解决期限，由基层

官兵监督落实。

活动开始后，战士张泽抱着试一

试的态度，给营党委写了一封信。“营

区内有段坑洼不平的路，雨天路滑且

无照明设备，易发生安全隐患……”收

到信后，营党委立即响应，很快对营区

道路、路灯等基础设施安全情况进行

排查，协调工兵分队进行了修整。

此举调动了基层官兵的积极性，

大家纷纷写信提出意见建议：“卫生区

划分不科学，一些边边角角的地方常

成为盲区”“标志服饰申领更换不及

时，会被纠察通报‘着装不统一’”……

“官兵是基层建设的主角，解决

官 兵 的 挠 头 事 ，不 仅 是 党 委 机 关 的

事，也应是基层党组织的心头事。”陈

教 导 员 深 有 感 触 地 说 ，活 动 开 展 以

来 ，不 仅 及 时 解 决 了 官 兵 的 急 难 愁

盼 ，也 架 起 了 营 党 委 与 官 兵 之 间 的

“连心桥”。

笔者见到，战士饶勇军写给营党

委的信中夹着一张照片——是他在讲

台上演讲的场景。

小饶性格内向、不善言谈，平时是

个“闷葫芦”，站在全连面前讲话双腿

都会不停发抖。起初，他总把这些烦

心事藏进心里，认为“领导哪顾得上战

士的心事”。有一次，抱着不求回复的

心态，他将成长中遇到的困难与烦恼

诉诸笔端，装入信封。

“在人生的航程中，每个人都是

自己命运的掌舵者，要主动选择前行

方向，而非随波逐流……”收到陈教

导员的回信，小饶心中满是惊喜与感

动。后来，他鼓起勇气主动报名参加

营 里 的 演 讲 比 赛 ，每 天 对 着 镜 子 苦

练，让身边战友当观众、提意见。最

终，他在比赛中表现出色，获得第三

名的好成绩。

“我从小到大都很普通，仿佛是

个‘小透明’，入伍后也从没取得过什

么成绩，是组织的鼓励和帮助，让我

破天荒站上了领奖台……”细读战士

心声，陈教导员感慨良多：“关心爱护

战士本就是带兵人该做的事，但没想

到一些举手之劳的小事，却能改变一

名战士。”

心愿有人办，心事有人听。一封

封信里，记录着官兵的日常点滴和真

情实感，更在字里行间透露着对营党

委沉甸甸的信任。陈教导员说，随着

活动开展，在基层党组织的协同下，许

多基层训练和生活中的矛盾问题得到

解决，官兵也从“写信试试看”变成“有

话主动讲”，围绕日常工作训练等各方

面提出不少“金点子”，大家的获得感

幸福感不断增强，部队凝聚力战斗力

也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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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一，开始！”盛夏午后，格尔

木草原，某型装备操作测试正紧张展

开。听到指令下达，我的内心既兴奋又

紧张。兴奋的是，经过几个月学习终于

迎来了自己的操作首秀；紧张的是，担

心自己发挥不好影响任务进度。

来不及多想，我深吸一口气，集中

精力操作。在我的远程操控下，装备灵

活地急转、急停、加速，顺利冲上陡坡，

沿着既定路线驶向终点。

“成功了！”听到现场阵阵掌声，我

受到极大鼓舞，感到过去几个月的努力

与付出没有白费，更加坚定了继续苦练

本领的信心。

几个月前，我被选派学习该型装备

操作技术。欣喜之余，我又有些顾虑：自

己原本是战车驾驶员，常年驰骋训练场，

现在却要拿起手柄学习远程操控，这就

像“硬汉捻起绣花针”，想想都觉得头疼。

受此心态影响，一开始学习时，我

有些心不在焉，盼着早日结束回到原来

的岗位上。第一次模拟练习，其他战友

都顺利通过，只有我把握不好操作方

向，导致装备行驶轨迹出现偏离。

指导员知道后专门找我谈心，我便

把自己的心事一股脑说了出来。他并

没有直接批评我，而是向我讲起了老班

长陈伦兴的故事——

陈班长也是单位的战车驾驶员，不

仅驾驶经验丰富，而且专业技能娴熟，

经他驾驶定型的战车有近 20 种。但是

这几年，单位受领新型装备试验任务越

来越多，仅仅会驾驶战车已经满足不了

任务需求。面对人才短缺的困局，陈班

长挺身而出：“一名合格的战士，不是擅

长什么就干什么，而是任务需要什么就

干什么！”他主动跳出“舒适区”，每天勤

学苦练新型装备操作技术，很快成长为

单位的第一批新装备操作手，圆满完成

了各项试验任务。

讲完这段经历，指导员语重心长对

我说：“训练场连着战场，装备在升级换

代，操作装备的人更要不断学习掌握新

知识。只有这样，才能练就制胜战场的

真本领。”听了指导员的话，我明白了组

织的良苦用心，决心多向陈班长学习，

和装备一起实现“升级”。

以 往 开 战 车 ，需 要 充 沛 的 体 力 尤

其是强大的臂力，为此我练就了一身

腱子肉。但操作新装备需要通过手柄

灵活控制，是个精细活，我常常控制不

好 力 度 ，导 致 装 备 突 然 超 速 或 者 跑

偏。为了练好技能，我每天铆在训练

场，皮肤被晒脱了皮，手指也磨起一层

层厚茧。每当想要放弃的时候，指导

员的话便在耳边响起，激励我振奋精

神、攻坚克难。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那段时

间，我每次都早早到教学场地学习操

作，遇到不懂的地方就查阅专业书籍，

或向身边战友请教。为了练习手部控

制力，我还购买了书法练习工具，晚上

回到宿舍后再加练 1 小时控笔。

无数次练习，换来了肌肉记忆的强

化，我操作装备的手感越来越好，技能

也越来越熟练。最终，我以第一名的成

绩通过了结业考核，正式成为一名新装

备操作手。

今 后 ，我 和 战 友 会 不 断 加 强 学 习

训练，练就一专多能过硬本领，为加速

新装备战斗力提升贡献自己的力量。

（王妍慧整理）

我和装备一起“升级”
■陆军某部战士 张 震

“明天早上有急事，麻烦安排一辆

车。”一天深夜，火箭军某部保障分队金

指导员接到机关一名参谋打来的电话。

金指导员立即查阅排班表，发现在

位驾驶员出车任务饱满，要单独派车只

能临时让其他人员替班。看到有同一方

向的外出车辆正好路过，于是提出建议：

“您可搭乘同一方向的任务车辆前往，办

完事该车可将您一并接回……”了解出

行方案后，这名参谋表示认可。

这是该部探索实行精细化管理保障

模式、提升车辆使用效益的一幕。

“我们优化了保障模式，同一方向的

出车任务，能合并的尽量合并，能拼车共

用的尽量拼车。”该部领导向记者介绍，

以往，他们在车辆管理中采用“一事一

派”的派车方式，这种方式看似正规，实

际上车辆空驶率和座位空置率却较高，

有时遇到多项任务或是出现紧急情况，

人员和车辆就会捉襟见肘。长此以往，

不仅无法满足用车需求，还会影响保障

分队的正常秩序，导致驾驶员无暇参加

训练和教育活动，甚至可能因过度疲劳

埋下安全隐患。

在充分听取官兵意见的基础上，该

部借鉴地方“网约叫车”模式，本着“优

化、简化、节俭、节约”原则，探索推出“重

大任务专门保障、一般事务合并保障、紧

急情况随时保障”的多样化派车模式：任

务重要且紧急的，以“快车模式”单独派，

遇到战备演训等任务时，优先保障作战

要素通勤；任务重要但不紧急的，以“顺

风车模式”派车，在同一任务方向且不绕

道的情况下，合并行驶路线，协调用车人

员出车时间和出行路线先后顺序；单向

且不紧急的任务，采用“拼车模式”，由派

车干部走完派车流程后，优先让就近的

空跑车辆执行新受领的任务。

此外，他们还在行车途中新增多个

经停点，驾驶员可利用停车时机，及时汇

报人车状况及下一步动向，帮助车场值

班室掌握实时动态，灵活协调用车需求，

实现“一趟办多事”。

一次，一名驾驶员在保障出车采购

任务途中，接到“顺路接回参加地方会议

人员”的通知。到达接车地点时，这名参

会人员已在那里等候，很快乘车返回。

“这样既能减少车辆空跑，还能满足其他

保障需求。”负责派车的同志对记者说，

新的派车模式运行以来，驾驶员整体出

车率呈下降趋势，公务车辆行驶里程明

显降低，不仅节约了人力和车辆成本，工

作效率也更高了。

该部近期一次调研结果显示，官兵

对公务用车的满意度又有提升。下一

步，他们将持续发扬勤俭节约好作风，根

据新派车模式运行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不断优化车辆保障时机和方法，确保人

员和车辆时刻处于最佳状态，安全高效

完成各项保障任务。

外出用车有了“拼车模式”
■侯乔木 本报记者 孙兴维

前不久，记者前往北部战区海军某

保管队采访，旁听了一堂以“奋斗攻坚

怎么看，岗位建功怎么干”为主题的教

育微课。1 个多小时的课堂上，官兵们

没有一味埋头记笔记，而是轮流主动上

台发表自己的思考和看法。

记者翻看一名战士的教育笔记，发

现笔记本上都是个性化、碎片化的感想

心得：“我觉得作为‘山里的水兵’，除了

坚守，还得坚强”“岗位建功怎么干，撸起

袖子加油干”……有的知识点还被画成

树状图或思维导图，看起来直观明了。

“如今，官兵记教育笔记有了更多

‘ 自 主 空 间 ’。”见 记 者 有 些 好 奇 ，该 队

教导员解释说，此前，个别机关部门检

查 教 育 工 作 时 ，经 常 翻 看 战 士 的 笔 记

本 。 为 了 随 时 迎 检 ，“ 教 育 后 抄 笔 记 、

检 查 前 补 笔 记 ”成 为 一 些 官 兵 的 常

态 。 当 时 ，有 官 兵 觉 得 开 展 教 育 就 是

“走个过场”，记笔记就是“留个痕迹”，

虽 然 笔 记 本 内 容 满 满 当 当 ，随 机 抽 查

知识点却没记住多少。

一次教育讨论时，下士谷天龙主动

请 缨 上 台 ：“ 教 导 员 ，我 写 东 西 能 力 不

行，但我想上台讲讲自己的想法。”上台

后 ，谷 天 龙 结 合 任 务 经 历 谈 感 悟 话 体

会 ，引 起 台 下 战 友 共 鸣 。 他 的 精 彩 分

享，也让教导员很受启发：教育的目的

在于效果而不是痕迹，记笔记的目的，

是为了引导大家养成学习和思考的习

惯。与其要求教育笔记笔迹工整、内容

齐全，不如引导官兵深入思考，主动表

达所思所感，加深理解记忆。

“上课时，要让官兵把主要精力放在

‘聆听’和‘思考’上，用自己的方法记录

所学所悟。”该队党支部了解情况后，充

分调研听取官兵意见建议，在符合相关

规定的基础上，明确要求给官兵教育笔

记留出“自主空间”：提倡记感悟式、随笔

式、总结式笔记，不再要求官兵详细记录

每堂课的标题内容，官兵们可以结合自

身实际写下感悟或者建议，可短可长，字

数和格式不限；也可以直接举手上台，讲

出自己的所思所想。如果讲得效果好，

还会被邀请走上“士兵讲堂”，同更多战

友分享交流。机关人员组织检查时，对

基层官兵教育笔记不再作字数、篇幅、格

式等方面的硬性规定。

一次安全教育课上，上等兵唐文铨

看着事故案例，联想到本单位日常保障

任务，就在笔记本页边栏上写下感悟，并

对身边可能存在的类似风险点进行了归

纳总结。课后讨论时，他主动举手发言，

分享了听课收获和意见建议，得到队里

采纳。

如今，该队教育课堂气氛更加热烈：

官兵认真听讲的多了，开小差的少了；抬

头看的多了，埋头抄的少了。集体讨论

时，很多官兵从不点名不发言，变成了主

动发言、主动登台，大家对教育内容的理

解掌握也更深了。

“虽然教育笔记本上记的内容没以

前多，但确确实实听进去了。”谷天龙欣

喜地告诉记者，前不久，他作为唯一一名

军士政治教员参加了上级组织的政治教

员比武，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教育笔记留有“自主空间”
■王志浩 本报记者 吴安宁

该营战士在阅读营

党委的回信。

该营官兵写给营党

委的部分信件。

谢文剑摄

左图：前不久，武

警四川总队南充支队

组织刺杀训练。

周迪夷摄

下图：近日，信息

支援部队某部组织天

线架设训练。

刘家恺摄

闪耀演兵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