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
,

而对女性追求事业
,

却有着来自多方面的不理解
。

在家庭中
,

有的男同志怕知识分子爱
、

人胜过自己
,

不愿意让她多工作
,

多负责
,

更担心因此少做家务
,

等等
。

这种传统的女性观

念
,

不仅在男性中存在
,

在知识妇女自身意识中也有其相当的地盘
。

一些事业心强 的知识妇

女
,

在她们忙 于工作
,

较少顾及家务和丈夫
、

孩子的时候
,

思想上总是产生一种 内疚 的 自

责
,

对 自己没有按照世俗更多的尽到妻子和母亲的责任而感到不安
。

因此
,

她们在个人生活

上做出了最大限度的牺牲
。

当前基层军人闲暇生活方式的新变化

炮兵指挥学院 张维信

军队基层闲暇时间的生活方式 已由
“
单一娱乐型

”
转变成

“
多样求知型

” ,

并 出现了追

求科学文化 的专业技术热
。

60 和 70 年代
,

军队基层精神文化生活比较单调
。

每周看个电影
,

节假 日搞个联欢
, “

兵

演兵
” , “

兵看兵
” ,

精神生活就比较满足了
。

如果碰到个文艺团体下基层
,

就显 得充实多

了
。

这种模式可归结为
“
单一娱乐型

” 。

进入 80 年代
,

基层军人随着社会改革和对外开放
,

加之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 的激荡
,

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发生了质的飞跃
。

过去那种
“
单一娱乐型

” 的文化生活 已经不能满足大部分基层干部和战士的需求了
。

现在他们的追求

多种多样
,

课余文化爱好丰富多彩
,

书法
、

绘画
、

摄影
、

外语等等无所不包
,

呈 现 出 一 种
“
多样求知型

” 的精神文化需求方式
。

这里特别引起军 内外注 目的是
,

近几年军地两用人才

和军民共建共育活动的开展
,

干部战士纷纷要求有一技之长
,

对各种专业技术和科学文化 的

需求量越来越大
。

如南京军区某集团军所属 的各基层单位
,

每人除掌握 一门专业技术外
,

还

普遍学会了其它科学专业技术
,

成为
“ 一专夏多能

”
的小能人

。

又如北京卫戍 区某师 所 属 基

层
,

主动与北京两所院校四个科研单位
、

16 个工矿企业搞共建共育
,

干部战士把学到的知识

和技术用于军队和地方的 37 2个技术革新项 目
, 7 0 0多人获北京市举办的各种专业训练班的结

业证书
。

据统计
, 3 年多来

,

全军拥有育才基地 6 0 0 0多个
, 2 10 万 军人掌握 了一门以上的专

业知识或技能
, 120 盖万农村籍退伍战士得到安排使用

,

19 万战士考进 了各种军校
。

可见
,

精

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有向较高层次的知识型发展的趋势
。

军队基层中出现的
“
科 学文化热

” 为什么温度越来越高呢 ? 它背后必然有一种强大的内

在动力在起作用
。

笔者认为除 了社会上科学文化的发展对其影响外
,

根本在于正在变迁中的

军队本身
,

即军队由天天
“
准备打

”
的战争轨道转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之后

,

当代军人入

伍动机目标具有强烈种双重性
,

这就是宏观的保卫祖国
、

建设祖国和微观的就业成才
。

这是

因为
,

我军兵役制表明
,
对于一个在编的军队基层群体来讲

,

它具有长期性 ; 对每个军人个

体来讲
,

又具有阶段的暂时性
。

为此
,

当代基层军人在部队服役期间一方面以保卫祖国和建

设祖国作为自己的动机 目标
,

另一方面必然考虑服役期满后就业成才的间题
。

正是我军兵役

制度的长期性与个人服役阶段暂时性的并存
,

决定了基层军人入伍动机上的双重 目标
。

过去
,

只强调保卫祖国这一重 目标
,

而忽视甚至不予理睬服役后就业成才这一关系着军

人切身利益的目标
,

偏离了入伍动机的双重性
,

从而也就削弱了军队基层建设的核心动力
。

1 2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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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转变及后
,

基层军人的精神文化需求随之改变成
“
多样求知型

” 。

这一生活方式的变迁
,

恰恰反映了与双重 目标的巧妙结合
。

新的实践告诉我们
,

有 了科学技

术本领
,

当兵就能更好地保卫祖国
,

建设祖国 ; 退伍就能更好地发挥建设祖国的才能
。

认识

这个新变化
,

从而掌握变迁的内在规律性
,

促进求知型向更高层次发展
,

军队基础的凝聚力

就会增强
。

多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
,

军地两用活动和军民共建共育活动开展得好的单位
,

兵

就好带
,

军中就充满生机
,

低格调的东西就没有市场 , 反之
,

兵就没有内劲
,

不 好 带 不 好

管
,

军中没有活力
,

低格调的东西就会到处泛滥
。

价什牵今

幸 黑 龙 江 省 暨 哈 尔 滨 市

社 会 学 学 会 情 况 简 介
黑龙江暨哈尔滨市社会学学会于 1 9 8 0年 6 月 n 日建立

。

学会所遵循的宗旨是团

结全省专业和业余社会学工作者
,

以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

贯彻执行党的

路线
、

方针
、

政策
,

坚持百花齐放
、

百家争鸣的原则
。

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
,

研

究四化建设中的新情况
、

新问题
,

勇于探索
、

大胆创新
。

坚持党性与科学性相统一
。

发扬理论联系实际
,

立足于地方
,

侧重于应用
。

为建设高度民主
、

高度文明的社会

主义强 国
,

为两个文 明的建设服务
。

根据学术研究发展的需要
,

该学会建立了下属学会
:
劳动就业间题研究会

;
社

会生活研究会
;
婚姻家庭问题研究会 ; 青少年犯罪间题研究会

;
老年间题研究会

;

人口间题研究会 ; 民政理论研究会 ; 社会发展研究会
。

1 9 8 6年 7 月 29 日
,

学会召开

了全体会员代表大会
,

现有会员 2 00 余人
。

从学会建立以来
,

先后召开了多次学术理论研讨会
,

主要有
: 1 9 8 0年结合学会

成立
,

召开了一个综合性学术讨论会
,

所涉及到的内容有劳动就业
、

青少年犯罪
,

妇女问题
,

游民
,

移民等问题 ; 1 9 8 2年召开 了劳动就业 问题学术讨论会 , 1 9 8 3年召

开了民政理论讨论会
; 1 9 84 年组织召开了老年人间题学术讨论会

, 1 9 8 5年召开了生

活方式间题学术讨论会
。

几次讨论会共收到论文 3 00 余篇
;
编印了 6 本论文集

,

共

约 1 2 0 余万字
。

与此同时
,

学会还组织 了大批专业和业余社会学作者
,

编写了 《社会主义社会

学讲义》 10 万字
; 《社会学概论》 25 万字 , 编写翻译出版 了 《什么是社会学》

、

《社

会学百题解》 ,

《马克 思列宁主义社会学原理》
、

《医学社会学》
、

《生活方式研

究》
、

《老年社会学》 等著作
。

为扩大社会学影响
,

充分发挥社会学在改革
、

开放和四化建设中的作用
,

学会

认真抓了社会学理论
、

知识和方法的宣传普及工作
,

为所在省的大专院校
、

党团校

系统的讲授社会学的概论和方法
,

听讲者达 n 万余人奔 同时还举办短期社会学讲

习班
,

进行系统 和 专题讲座
。

从 1 9 8 5年开始承办了中国社会学函授大学黑龙江省

辅导站的工作
,

学员 1 7 0 0余人
,

授课 2 6 0 0个学时
,

有 l 万人次听讲
。

黑龙江省暨哈市社会学学会 1 9 8 5年被评为省社联系统先进学会
。

(薄慧如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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