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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支队组织实弹射击考核，参
谋长指定我负责狙击步枪校枪。作为
士官云集的校枪员队伍里唯一一名上
等兵，我摸了摸领口崭新的两道拐，心
里别提有多高兴。

受影视剧《我是特种兵》影响，我
从小就梦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
入伍后，我为自己定下目标：当兵，就
要当狙击手。由于身心素质都不错，
入伍不到 6个月我便如愿以偿成为中
队的预备狙击手。自那以后我越发刻
苦训练，希望能尽早配得上狙击手这
一神圣称号。

终于，一展身手的机会来了。在
一次实弹射击中，第一轮体验射击时，
我脑海中不时浮现班长的谆谆教诲：
据枪要稳、瞄星要准、击发要松……闭
上眼睛屏息 3秒，“砰”的一声——第一
枪竟然脱靶了；又是一枪，也脱靶了。

然而我没有因此气馁，看了一下弹着
点，全部偏左上。这时射击体会本上
的笔记也浮现我脑海——当瞄准无误
时，弹着点若仍有偏差，应按相反方向
修正瞄准点。

第二轮体验射击，我向右下调整
瞄准点打出第一枪，靶纸上弹眼立现，
遂再次修正后打出第二枪。
“5号靶 2发 14环！”听到成绩那一

刻，我认定自己的判断是对的，但发现
弹着点还是偏左，仍需继续修正。
“明旺，你据枪姿势不对吧？4发

子弹才命中 2发。”看了我的成绩，中队
长不由担心地说道。我解释说是枪瞄
准具有问题，后 2发能上靶是因为修正
了瞄准点。
“打不上靶还赖枪，看我的！”中队

狙击专业教练员谢鹏辉不理会我的解
释，拿着我的枪上了靶位，结果连续几

枪也都脱靶。指导员、大队长轮番上
阵，也是同样的结果。参谋长乔同金
发现这一情况后，发给我两发子弹，让
我再试试。
“靶上弹着点偏左 8公分，需调整

瞄准镜向右转动 2档。”我结合刚才的
射击体验，迅速作出决断，扣动扳机。
“5号靶 2发 20环！”200米开外的报靶
声在靶场久久回荡。

从靶位走下来，参谋长看到我裤兜
里鼓鼓囊囊的，便问我是什么，我赶忙把
自己的射击体会本交给他。看着记得密
密麻麻的小本子，参谋长说道：“小伙子，
以后你是支队的狙击步枪校枪员了！”

回到宿舍，我难掩心中的喜悦，再
次翻开射击体会本，读了读封面上的
那句话：从来没有所谓出乎意料的成
功，只因有厚积薄发的努力罢了。

（李 杰、陈 康整理）

“一不留神”，我成了校枪员
■武警云南总队某支队五中队上等兵 黄明旺

最近我和大家聊天时了解到，不
少战士申请开通了“蚂蚁花呗”“京
东白条”等网络借贷。这些虽然属于
小额借贷的合法行为，但很大程度上
是在鼓励超前消费，大家要慎重对
待。

我还了解到，在这种“先消费，后

付款”理念促使下，不少官兵花钱缺乏
计 划 性 和 节 制 力 ，经 常 成 为“ 月 光
族”。同志们，花明天的钱办今天的
事，可以解燃眉之急，但同时也要注意

“量入为出”，科学合理安排好自己的
生活开支，防止寅吃卯粮，过度消费，
更不能盲目攀比、奢侈浪费。

（甘兆楠、何 飞整理）

网络借贷要慎重

习主席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必须科学认识网络传播
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
量。网络平台的自由、开放、平等、交互、共享、个性、虚拟等特点，抹平了横
在官兵之间诸如职务、年龄、专业、地域等差别，使大家沟通交流变得更为随
意和便利，但同时也给官兵关系带来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从今天起，本版
聚焦网络时代官兵关系推出一组报道，敬请关注。

——编 者

进入休息时间，第 71集团军某旅
火力连指导员姬智拿起手机，照常刷
起微信朋友圈。
“心里一团糟！半个月没联系，

她最近如何？……”连队战士小王的
一条“状态”在圈里“炸开了锅”，
大家纷纷留言，有的还跟着起哄。出
于关心，姬智在小王的“状态”下评
论：“注意调整情绪，可别影响学习
训练哦！”

智能手机放开使用后，姬智第一
时间添加了连队官兵为微信好友。自
此，每天认真浏览大家更新的“状
态”，有针对性地发表一些评论，并
定期甚至定人推送自己精选的“心灵
鸡汤”成为他的例行工作。一时间，
“朋友圈”不知不觉成为姬智开展随
机教育的重要阵地。

然而姬智却不知，他在小王“朋
友圈”的那句留言引来不小轰动，不
但没人继续评论了，就连当事人自己
内心也直打鼓。“糟糕，忘了将‘状
态’设为‘部分可见’，这下不会被
列为个别人吧？”没过多久，姬智发
现小王的这条“状态”消失了，虽然
有些纳闷，但也没当回事。

一天，姬智偶然在文书林祎的
“朋友圈”中看到连队官兵层出不穷
的动态，可他回过头看自己的“朋
友圈”，那些与林祎同为好友的动态
却没有出现。联想到小王那条消失
的“状态”，姬智恍然大悟——自己
被“选择不可见了”！仔细翻看连
队官兵的“朋友圈”，姬智发现，
自己不仅被“选择不可见”，有的
甚至直接将他屏蔽了。

这是为何？姬智有点心塞，感
觉自尊心受到打击，便找来几名老
士官了解情况。“‘朋友圈’发的动
态，有时纯粹就是为了刷个存在
感，并不代表我们内心的真实想
法，指导员没必要都那么较真”“指
导员在‘朋友圈’里总是不忘自己
的‘指导员’身份，有时一些留言
评论让大家感到很尴尬”……

类似姬智这样的苦恼，在该旅带
兵人中并非个例。一些连队主官为

了方便及时掌握在外人员情况，创
建了“在外人员微信群”，并时不时
让在外人员通过微信发个定位到群
里，以便实时掌握人员动向。可没
过多久却发现，不少战士发来的并
不是他们实际所在位置，而是通过
搜索定位的虚假位置。对此，官兵
的解释很简单，不喜欢连队主官这
样不信任地“盯”着自己。

了解到相关情况，该旅采取面对
面座谈和调查问卷等形式就此展开
深入调研，原因浮出水面：部分带
兵人过于依赖“键对键”，总想透过
网络这扇窗了解官兵所思所想，渐
渐忽视了与大家面对面的谈心交
心，下班排的时间、次数少了，情
感上与官兵渐渐疏远；有些带兵人
利用网络平台与官兵沟通交流的方
式方法存在问题，线上线下一个
样，喜欢板着脸孔说教；网络的虚
拟化特点，有时令个别带兵人和官
兵相互不信任。
“政治工作信息化本身没有问

题。”旅政治工作部主任李号多次带

队调研，并就此与一线带兵人谈心
交流，“提倡积极开展网络思想政治
工作，但不能用‘键对键’取代‘面
对面’，想要了解官兵最真实的想法
还得沉到官兵中间去。”同时，李号
提醒带兵人要树立互联网思维，在
利用网络这个开放平台做政治工作
时，要遵循其特点规律。

主任的一席话让姬智茅塞顿开。
回到连队的当天晚上，姬智卷起铺盖
睡到一排宿舍：“排里体能课目比
武，算上我一个。”不久，连队官兵
发现指导员变了，那个跟大家玩在一
起、练在一起，能掏心窝子说话的
“老大哥”回来了。很快，姬智也重
新回到了大家“心”中，那些消失许
久的“朋友圈”再次出现在他的“朋
友圈”里。

在前不久旅里组织的火炮直瞄射
击考核中，该连顶住压力，拔得头
筹。走出考场，姬智感慨道：“新装
备到位不久就能取得这么好成绩，
得益于全连官兵始终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

“圈”内好友为何不见“动态”
■于 航 吕 威

10 月初的一天，我再次走上“查
帮教”纠察岗位。途遇几位上等兵，他
们在行进间大大方方地向我敬礼后，还
不忘问好，让我心里暖洋洋的。

但就在两周前，我可没有这么
“体面”的待遇。新条令施行后，全
团迅速掀起学条令、用条令、抓落实
热潮。为确保坚持条令标准不搞变
通、落实条令要求不打折扣，团里开
展“查帮教”活动，安排我们连派出
纠察，要求每人每天至少查纠 3 个与
新条令要求不符的问题，并在第二天
交班会上对相关单位和个人进行通报
批评。
“着军服时未穿制式袜子”“敬礼时

机不准确”“作战靴系带未塞入靴
内”……刚开展“查帮教”活动那会
儿，出去检查稍一留神，便能轻轻松松
找到3个问题。

官兵军人形象越来越好、驻训秩序
越来越正规……看着落实新条令带来的
新气象，我心中的成就感油然而生。可
随着“查帮教”活动持续开展，“每天
查纠 3 个问题”却成了令人头疼的任
务。

一天执行任务时，我忍不住“吐
槽”：“现在常常把午休、周末休息时
间搭上，都很难找到‘3 个问题’！”
没想到，我的话引起大家共鸣，有的
还说：“何止是找问题难，现在兄弟
单位的战友见了我都绕着走，天天挨
通报谁受得了？”

说来也巧，话音刚落，距离我们百
米开外走来一个班，远远看到我们后立
即一个“急刹车”，果断迂回进了翼侧
的丛林里。看到这一幕，我们心里很不

是滋味。
更让人憋屈的是，遇到新条令概略

规范的情况，我们还时常挨战友怼。前
不久，驻训场突降暴雨，气温骤降。为
防寒保暖，二连出早操时齐刷刷地将夏
作训服第一粒扣子扣上了。我刚准备登
记，二连指导员就跑过来说：“新条令
上说‘通常不扣上衣第一粒钮扣’，没
有规定不能扣。天气这么冷，冻感冒了
谁负责？”一句话问得我哑口无言。

9月中旬，我代表连队参加团里的
机关基层双向讲评会，轮到士官代表发
言时，我一股脑倒出了新条令“查帮
教”纠察组的苦恼。

没想到，我的“吐槽”竟得到团首
长高度重视，团党委征求机关基层意见

后决定：取消“每天查纠 3个问题”规
定，每天通报改为每周通报；对于新条
令概略规范的内容，机关相关部门要结
合实际进行具体细化；纠察重在帮助官
兵纠改问题，而不是故意“没事找
事”……

通报少了、帮教多了，渐渐地，我
们纠察组与战友们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战友们也不再远远躲着我们了。

(史建民、田宝华整理)

每天3个问题，找得我很狼狈
■新疆军区某团警侦连下士 朱志翔

本报讯 马巾普、刘佳奇报道：10
余种乐器联演联奏、功夫表演劈砖碎
瓦、原创小品寓教于乐……第 81集团
军某旅合成三营日前自导自演的一场文
艺晚会精彩纷呈，高潮迭起，吸引了不
少其他营官兵前来观看。

以往类似文艺晚会这样的大型文
化活动，大多由该旅机关统一组织，
虽然质量水平较高，但也存在人力耗
费多、时间周期长、组织不灵活等问
题。调整改革后，面对新体制下“小
机关”带“大部队”特点，旅党委决
定推开机关统揽协调、营自主抓建的
文化建设新模式，让营党委放开手脚
抓文化建设。

他们研究制订机关、基层文化建设

两级责任清单，组织文化骨干集中培
训，通过组织阶段性讲评，评选文化建
设优秀单位、个人和优秀作品，不断激
发官兵创作热情。

该旅合成二营刚开始筹办文艺晚会
时，面对人才、器材匮乏现状，教导员
刘建伟心里直打鼓。随着机关“给经
费、送经验、强队伍”一系列举措落
地，该营很快培养出一支吹拉弹奏、说
学逗唱样样拿手的文艺小分队。今年八

一建军节前夕，二营主动揽下军地文艺
汇演任务，为全旅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
演出。

文化建设连着战斗力。今年驻训
以来，该旅各营虽然分散在不同点
位，但都能做到“队列集会有歌声”
“重大节日有晚会”，激发了官兵练兵
备战热情。在刚刚结束的连战术考核
中，成绩优良率比往年提升近 5 个百
分点。

第81集团军某旅推开文化自主抓建模式

营办晚会也精彩

编余小议

聚焦网络时代官兵关系①

新闻观察哨

Mark军营

军营放开使用互联网和智能手

机，不仅丰富了官兵的业余文化生

活，也引起教育训练和管理模式的极

大变化。广大一线带兵人主动适应时

代要求、官兵需求，积极开展“网络

政工”，为部队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然而，有的带兵人在尝到“足不

出户便可探知官兵思想脉搏”“‘键

对键’即可解决官兵困惑难题”等网

络带来的便捷后，逐渐患上“网络依

赖症”，认为只要“心入”官兵想官

兵之所想，再借力网络互动，就可以

“深入”官兵解官兵之所困。由此，

慢慢减少了“身入”，滋生了惰性。

“不入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有了“心入”的念想，加上“身入”

的行动，才能真正深入、情入、融

入，才能获得真切的认识，掌握具体

的情况。

当前，部队调整改革深入推进，

官兵思想非常活跃，更加需要带兵人

走出屋子、沉到“一线”，“身入”

“心入”官兵，更有针对性地做好一

人一事思想工作。

“心入”仍需“身入”
■杜 康

值班员讲评

值班员：第72集团军某旅炮兵营营长 陈 超

讲评时间：10月12日

周 凯绘

士兵日记 10月9日 星期二 晴

在第五个国家扶贫日到来之际，武警甘肃总队为精准扶

贫点——临夏广河魏家咀小学送去50台电脑，搭建了全新的

网络学习室。网络学习室刚建好，总队战士许祥显就手把手

教孩子们如何使用互联网查询学习资料。 侯崇慧摄
网联成才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