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机端的“书记信箱”里又收到了几

封新信件，网上问卷调查最新统计出几

组新数据，在外人员管理平台上查找出

哪些新情况……说起自己的带兵体悟，

第 71 集团军某旅某营石教导员，似乎有

说不完的话题。

这些“剪不断，理还乱”“上面千条

线，下面一根针”的纷繁头绪，在石教导

员的描述下，显得有条不紊。

“ 蹲 下 去 、融 进 去 ，搭 起 台 、鼓 足

劲 。”石 教 导 员 说 ，这 是 他 在 营 里 抓 工

作 的 主 要 招 法 。 这 是 他 思 考 的 成 果 ，

更 是 官 兵 众 人 拾 柴 的 智 慧 。 近 年 来 ，

该 营 参 加 战 区 陆 军 考 核 获 第 一 名 ，被

集团军评为“四铁”先进单位、“练兵备

战先进单位”。

兵心笔记：老办法能起大作用

本子是形式，体现的
是态度与思路

搭建谈心交流大平台，源于石教导

员遭遇的一次尴尬经历。

那天，在和战士聊天时，石教导员脱

口而出：“小谢，你有好几个姐姐，家里人

是不是挺宠你啊。”话音落下，却半天没

人接话。有战士终于打破沉默：“您是不

是记错了，说的是小温吧？”

这次尴尬，让石教导员深刻地意识

到，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和战士们谈完

心，要及时进行整理，把所得所思所悟写

下来，时不时地翻一翻，才能对上号、加

深印象。

恰在此时，电视剧《能文能武李延

年》热播大江南北。剧中，李延年把战士

的点点滴滴都记录在随身携带的一个小

本上，给了石教导员很大触动。

“新时代的政治工作要创新，但守正

是前提。学会继承过去的优良传统，把

老办法用成新方法，就能迸发出新时代

政治工作的力量。”渐渐地，石教导员养

成了定期记录“兵情”的习惯，并把这个

随身携带的本子取名叫“兵心笔记”，一

方面是寓意把官兵的事记心里，一方面

也寓意带兵人要用心。

战士小王性格内向，下连后总感觉

不适应部队生活，一度想要退伍，是营连

关注的重点人。不少骨干跟石教导员反

映：“小王工作中总是和大家格格不入，

眼里没有光彩。”

通过聊天，石教导员了解到小王在

新兵连时，对很多事情有自己的观点，爱

读书、爱琢磨，很看重别人对他的看法，

且入伍动机是端正的。

往后的一段时间里，石教导员在“兵

心笔记”中跟踪记录了小王的情况。了

解到他有新闻报道的特长后，特意安排

连队让他担任新闻报道员，平时注意及

时引导和点赞。

后 来 ，小 王 撰 写 的 多 篇 稿 件 被 采

用 。 在 营 里 组 织 颁 发 流 动 红 旗 的 时

候 ，石 教 导 员 让 他 代 表 连 队 上 台 领

奖 。 那 一 刻 ，战 友 们 在 小 王 的 眼 神 里

捕捉到了久违的光彩。

如今，“兵心笔记”发到了班长以上

的骨干。本子里主要是记录整理通过谈

心谈话和日常观察发现的官兵和单位建

设的一些情况。随谈随记录，进行概要

式、思路式整理。在该营采访，记者发现

不论是骨干点评工作，还是连队召开例

会，大家都会拿出“兵心笔记”看一看、讲

一讲。

已成为旅里新闻报道骨干的小王总

结挺到位：“兵心笔记”看似是一个小本

子，但承载的是干部骨干对知兵爱兵工

作的思考和探索。

书记信箱：小事办好也不简单

信箱是渠道，回应的
是信任与期待

“现在不少基层带兵人都添加了官

兵微信，各种民主渠道也很通畅，再打造

‘官兵心声直达平台’是不是多此一举？”

面对记者提问，石教导员坦言，起初

自己也曾这么认为。

曾经，石教导员多次在全营强调，

“有任何需要解决和反映的问题，都可以

给我打电话、发信息”。然而一段时间过

去，直接跟他联系的官兵寥寥无几。

有一次，石教导员和几名军士骨干

聊天，他问道：“是不是找教导员反映问

题，大家有啥顾虑？”大家相视一笑说：

“都是些小事，不想麻烦您。”可他却从战

士的话里听出“弦外之音”。

当天晚上，石教导员在办公室想了很

久。他意识到，一名列兵去找营主官反映

问题，在打报告之前内心一定是纠结的。

为了让大家减少顾虑、畅所欲言，同

时最大限度保护官兵隐私，手机端“书记

信箱”应运而生。

“信箱开通当天，我就收到了十几封

来信。”石教导员说，一名战士在信箱里向

他反映：身份证过期了，没能补办，工资取

不出来。对此营里联系机关，很快就为全

营身份证过期或丢失的多名官兵集中进

行了办理。

记者看到“书记信箱”的“二维码”张

贴到了每个班排，明确了保密要求，官兵

随时扫码、点开识别就能写信。

“你的小事我当大事办；你的困扰我

帮你分担；你的建议我会认真看；你想吐

槽也别有负担。”正如石教导员在“书记

信箱”首页写到的，自信箱开通以来，诸

如办理身份证、开具组织关系介绍信、伙

食费领报、报考驾校等问题，都能得到及

时解决和答复。官兵真切地感受到重

视，“把官兵的利益高高举过头顶”变得

充满温度、可感可触。

一次，一名战士写信反映，作战靴的

拉链坏了，希望有人过来修一下。收到

信之后，石教导员调查发现，全营作战靴

拉链坏了的战士还不少，训练时很不方

便，看到纠察还要躲着走，生怕被通报。

一个拉链看似是小事，却是官兵要

面对的“烦心事”。营里第一时间统计了

需要修补的鞋子数量，周末协调安排鞋

匠师傅集中维修。

一封封信凝聚“心”力量，解难题催

生战斗力。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去年该

营参加实弹战术考核取得全旅第一名。

问卷调查：小烦恼呼唤大智慧

问卷是方式，承载的
是融入和关心

去年野外驻训期间，石教导员发现

一些官兵对伙食保障、洗澡用水等方面

颇有微词。

“官兵吐槽的槽点，就是我们工作的

发力点。”秉着这一理念，石教导员随即

组织营里围绕官兵现实困难、伙食保障、

安全隐患排查和单位建设意见建议进行

问卷调查。

与此同时，针对官兵关注的诸如工

作节奏、内部风气、伙食保障、急难愁盼

等问题，营里逐一进行了梳理和答复，并

以公示公告的形式将答复意见发至每一

名官兵。此举既回应了官兵关切，同时

也进行了教育引导。

“当兵十几年，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

的答复。”无意间听到官兵这样的闲谈，

石教导员心头一暖。

通过问卷调查，汇集官兵智慧——

如今，该营定期面向全体官兵征集

“致党委的一封信”，广开言路征集官兵

对单位建设的意见建议。诸如加装营区

广播系统、为连队配发净水器、修建室外

晾衣棚、规划建设专业专修室等建议，进

入新年度按纲抓建计划。官兵在参与建

设中推动了建设，既增强了以营为家的

主人翁意识，也立起了各级组织在官兵

心中的威信。

通过问卷调查，让数据“说话”——

如今，该营定期组织干部骨干和党

员履职情况摸底测评，排名进行公示，让

各级干部骨干和党员用群众公论的这面

镜子“照一照”。

去年年底，营排名靠后的 5 名骨干

进行了调整，3 名评议靠后的党员由党

支部进行集中帮带。干得好不好，用数

据来说话，有效激励了各级干部骨干履

职尽责。

延伸教育：键对键促进心贴心

网络是引擎，紧贴的
是需求和认同

吃完晚饭，某连一级上士刘云鹏回

到连队大厅。信息视窗里一个个生动鲜

活的微视频封面吸引住他的目光，他饶

有兴趣地点开一个观看，路过的几名战

友也一同驻足。

此时，有的官兵已回到宿舍，他们

熟 练 地 打 开 手 机 上 的“ 学 习 强 军

APP”，进入“战友+”学习教育群组，逐

一 阅 读 观 看 群 组 内 推 送 的 图 文 、音 视

频等学习内容。

“时代在变，对象在变，教育管理形

式也要跟着变。”谈起如何让教育管理

工作“走心入心”，石教导员介绍说，发

挥网络平台资源广、精品多、形式新、时

效 强 等 优 势 很 重 要 ，只 有 紧 跟 时 代 步

伐，打破传统思维，才能更好地让教育

入脑入心。

石教导员的这一体会，源自该营推

开精细化伙食保障的一次实践。常言

道：众口难调。一个营的官兵来自五湖

四海，口味需求更是多种多样，如何让伙

食保障精确“到胃”，一度让石教导员和

该营的炊事员犯了难。

经过探索论证，该营借力手机网络

研发的“智能点餐 APP”，巧妙地解决了

这一问题。扫码点餐、用餐评价等“一

键”即可实现。依靠这款软件，官兵饮食

需求在后台一目了然，炊事班结合官兵

意见、训练强度和天气变化等因素，精细

化调剂菜品，让官兵餐餐有期待、开胃又

开怀。

此 外 ，他 们 还 通 过“ 生 日 助 手 宝 ”

微信小程序，搜集汇总全营官兵生日，

生 日 当 天 为 官 兵 推 送 祝 福 ，邀 请 官 兵

到“ 寿 星 桌 ”唱 生 日 歌 ，官 兵 纷 纷 表 示

“暖心”，有的感慨：“在部队过生日，过

出了家的味道。”

对 于 动 散 条 件 下 的 人 员 管 理 问

题，该营利用网络便捷、高效、交互

等特点，搭建载体提升在外人员管理

质效。

他 们 建 立 在 外 人 员 管 理 群 ，将 休

假、疗养、待转业、学习、集训、出差、住

院、陪护 8 类人员，纳入一体化管理；围

绕网赌网贷、酒后驾车等问题，每天发

送 安 全 提 醒 小 贴 士 ，每 周 制 作 推 送 教

育警示小视频。

与此同时，他们还建立“家庭—部

队”联管联育机制，营连主官添加每名官

兵亲属手机号、微信号，官兵离队当天第

一时间向亲属通报乘坐车次、归队时间

以及安全注意事项，确保在外的“风筝”

不断线。

“平台只是手段，目的都是为了让

队伍更有凝聚力、战斗力。”在石教导员

看来，营队建设还会面临不少新情况、

新问题，而新的平台、新的应对之策，也

在酝酿之中。

学会倾听：带兵的一道“心”课题
■本报记者 张磊峰 李 波 李子怡 李攀奇

特别策划·关注官兵“心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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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锐 视 点

习 主 席 强 调 ，带 兵 就 是 带
心。带心的方法千条万条，最有
效 的 方 法 还 是 直 抵 心 灵 的“ 对
话”。如果对一些部队带兵育人
所存在的问题追根溯源，就会发现绝大多数问题
的出现，往往是因为官兵之间上了“心锁”、闭了

“心门”。
没有真知深知，谈何爱兵带兵？将心比心、以

心换心，经常给思想“换个座”，多听听官兵的诉求，
多理解官兵的追求，才能掌握官兵思想、引领官兵
成长。作为带兵人，应摆正位置、放下架子，真心诚
意地平等交流，使官兵敞开心扉、畅所欲言，用真情

换信任、以真心换共鸣，把思
想政治工作做得有温度、有实
效、有意义。

时 代 在 变 ，部 队 的 内 外
环境在变，官兵思想行为特征在变，基层也出现
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带兵人更应带着信念、带
着感情、带着使命、带着问题，抵近人心去做工
作，真正让官兵发自内心地信服与接受。只要我
们持续巩固和发展团结、友爱、和谐、纯洁的内部
关系，把部队打造成一个上下同欲、生死相依的
钢铁集体，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和挑战，都将所向
披靡、无往不胜。

编 者 按
战斗打响，在一轮初升朝阳映照下，数十

辆装甲车组成的战斗集群，向前发起冲锋……

风尘仆仆走下演训场，一张张年轻的

脸庞，疲惫中透着兴奋。这样的精神状态，

很难让人看出，这是第 71 集团军某旅某营

官兵近两个月来担负的第 3 场综合演练任

务。

聊起参训感受，大家的表情变得生动起

来。“领导安排专人修好了我的作战靴拉链，

事虽不大，很暖心”“我建议，利用特殊标识

提高夜间紧急出动效率，得到了表扬”……

“辛苦，不‘心苦’。”最终，还是该营石教

导员做了精辟总结。

被尊重、被信任、被认可、被关心……每

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瞬间，每一件看似无关紧

要的小事，都可能在基层战士心里打下深深

的烙印。让官兵一身轻松谋打赢、生龙活虎

搞训练、心无旁骛上战场，应当成为基层带

兵人努力的方向。

带兵就是带心。这一理念，正深深影响

着该营党委一班人——搭建谈心交流大平

台，让官兵心声直达。凝聚起的“心”力量，融

入了战备训练生活的方方面面，更融进了带

兵人的一言一行。

在时代飞速发展与官兵多元诉求的碰

撞激荡下，在信息网络与传统思维的交流融

合中，记者再次感悟到，深知、真爱、良育是带

兵之道，更是练兵之要。该营搭建的，不仅

仅是有形的平台，更是无形的纽带和桥梁。

有形的平台 无形的纽带
■本报记者 张磊峰

习主席强调，加强新时代我军基层

建设，是强军兴军的根基所在、力量所

在。

想要建好建强基层，作为基层带

兵人，务必要关心兵事、排解兵忧、体

察兵情、体悟兵心，倾注滴滴心血，融

入 浓 浓 爱 意 ，想 兵 之 所 想 ，急 兵 之 所

急，让官兵在建强基层中担当主力，发

挥主人翁作用。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面向基

层开展工作，要以大量的事实数据、群

众意见为支撑，做到紧贴官兵实际。建

起谈心交流大平台，坚持从实际、实用、

实效出发，才能让官兵讲出心底话。

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新

时代基层官兵思想多元，极具创造力，

作为基层带兵人，应当以信任的眼光、

欣赏的眼光、发展的眼光看待官兵，杜

绝先入为主、自以为是，在筹划工作时

多换位思考，多从基层官兵的角度出

发，让大家时刻感到被重视和理解。要

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从基层汲取

工作经验，在官兵意见中完善工作方

法，善于从基层这座“富矿”中发掘“金

点子”。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基层官

兵关心关切的事物也会随着时间的推

移不断变化。面对纷至沓来的新挑战，

我们应始终密切与基层官兵的思想联

系，在不断抵近、不断深入的过程中，激

发官兵战斗力、凝聚力、向心力、内动

力，推动基层建设提速发展。

常解兵之忧 常思兵之虑
■闫 伟

图①：铁甲轰鸣，步战车驶向丛

林深处，向“敌”前沿发起冲击。

图②：战 士 认 真 梳 理 意 见 建

议。

图③：班长骨干组织班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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