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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

放在一年多前，梁懿可能想不到，

一年后的自己能够真正走进“00 后”战

士的内心。

火箭军某旅一级上士梁懿，是一

个标准的“80 后”，从军 13 年，班长当

了 11 年。

过去，梁懿觉得班长不难当。虽

说不上“一呼百应”，但只要安排任务、

组 织 活 动 ，班 里 的 战 士 都 很 配 合 服

从。然而这两年，当“00 后”渐成连队

的主体，她觉得工作不怎么好干了。

去年 6 月的一次谈心，梁懿记忆

犹新。当时，一些战士刚下连。为了

增 进 彼 此 了 解 ，梁 懿 把 大 家 组 织 起

来，围坐一起，谈谈“我的过去、现在

与未来”。

在梁懿的想象中，战士们会畅所

欲言地介绍自己，而现实给她泼了一

盆冷水，大家都有所保留，而且很快无

话可说，现场一度陷入尴尬。

“以往，集体交流不仅能迅速熟悉

彼此，还能让新战士产生归属感，但现

在 的 战 士 好 像 都 不 太 愿 意 袒 露 心 扉

了。”这让梁懿开始思考：过去管用的

做法，为什么现在难以奏效？是因为

现在的兵不好带了，还是自己的方法

过时了？

这个在梁懿脑海里打转的问题，

同样困扰着其他老班长。

一次聊天，二级上士李沛仪和梁

懿 说 起 了 自 己 的 经 历 ：“我 走 进 休 息

室，想和战士们一起玩，结果她们捧着

手机，不是低头打游戏，就是在刷短视

频、追剧。大家各忙各的，倒是互不打

扰，不过我也加入不进去。”

“是不是总感觉隔着一堵墙，‘00

后’战士们待在自己的空间里，我们看

不见也进不去？”梁懿感同身受。

一份兵情档案，梁懿反复看了很

多遍，她结合现实表现分析发现，虽然

“00 后”士兵的家庭条件、成长环境、教

育背景等不尽相同，但他们普遍自我

意识强，习惯和他人保持一定距离，而

且个性差异明显，初入军营时，有的谈

心交心三缄其口，有的喜欢表达却言

不由衷，有的刻意特立独行。

“越是这样，我们越不能急于敲开

这些战士的‘心门’，要想办法，让她们

主动开一扇窗。”几次受挫后，梁懿知

道该怎样读懂这些战士，“既然‘一把

抓’‘齐步走’行不通，那就做好一人一

事工作。”从那时开始，她有意识地调

整自己的带兵方法。

梁懿是连队的心理骨干，心理学

知识帮她找到了突破口——发掘每个

人的内心诉求，简单来说就是“观察＋

倾听”。在她看来，这是针对性做好一

人一事工作的第一步。

梁懿的眼睛变得忙碌起来，忙着留

心观察战士们的动态——吃得怎么样、

睡得香不香、训练状态如何、空闲时间

做什么、和战友相处得好不好……

今年初，大学生士兵小赵即将满

服 役 期 ，是 走 是 留 ，她 一 时 拿 不 定 主

意，内心很是煎熬。就在此时，梁懿主

动找她谈心，问她是否遇到了困难，并

表示愿意做一个耐心的“倾听者”。

听到这里，小赵略感诧异：自己没

和任何人吐露过内心的烦恼，为何班

长会知道？其实，梁懿是从小赵的平

时表现中发现了蛛丝马迹——她在训

练中有时会走神，晚上也睡得不安稳，

经常蹬被子。

“我打开微信朋友圈，看到大学同

学陆续毕业找工作，就忍不住思考自己

的未来，是在部队继续干还是返回学校

完成学业？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见 小 赵 敞 开 心 扉 ，梁 懿 松 了 口

气。没讲大道理，她给小赵布置了几

个任务：独立完成一次接线、带队出一

次公差……

如此安排，梁懿自有考量：小赵所

学专业难度大、人才培养周期长，必须

让她认清自身潜力和发展前景，再作

决定。

事 实 证 明 梁 懿 的 方 法 用 对 了 。

取得一个个“小成就”后，小赵坚定了

信 心 ，决 心 留 在 部 队 好 好 干 ，不 再 纠

结 的 她 还 请 梁 懿 帮 忙 规 划 个 人 成 长

进步路径。

然而，并不是所有战士都对梁懿

“买账”。战士小于是新兵连公认难带

的兵，听说分到梁懿的班里，新训骨干

为她捏了一把汗：“这个兵的态度很端

正，找她谈心，她一个劲地说‘班长，谢

谢你，我没事’‘好的，班长，我会努力

的’，但训练、工作、学习始终不见起

色，就像一拳打在棉花上……”

“这个兵到底难不难带，要先试试

才知道。”听完对小于的介绍，梁懿没

有贸然下结论。

经 过 一 段 时 间 的 观 察 ，梁 懿 发

现 ，小 于 和 同 年 兵 小 李 关 系 很 好 ，便

先 把 心 思 用 在 了 小 李 身 上 。 与 小 李

谈 心 时 ，梁 懿 了 解 到 不 一 样 的 情 况 。

原来，小于本就因各课目考核成绩不

好 而 困 扰 ，听 到 战 友 们 的 负 面 评 价 ，

变得更加不自信了，而且对干部骨干

找她谈心极为排斥。“既然如此，就拜

托你平时多关心小于，有问题及时反

馈，我们一起帮她进步提高。”梁懿因

势利导。

在这之后，梁懿暗中指导小李，在

小于遇到困难时，及时提供帮助、送上

抚慰。同时，梁懿在班务会上多次对

小于的表现进行肯定和表扬。在二人

的密切配合下，小于渐渐融入连队，被

战友们接纳，训练成绩突飞猛进。

一天晚上，梁懿收到一张纸条，上

面是小于的字迹：“亲爱的班长，谢谢

你 没 有 放 弃 我 …… 小 李 全 都 告 诉 我

了 ，请 你 相 信 ，我 一 定 会 努 力 提 高 自

己！”梁懿收起纸条笑了，她知道自己

的目的达到了。

“有人说，现在的兵越来越难带。

其实并不尽然，只是需要带兵人比以

前 更 花 心 思 、更 有 招 法 、更 下 功 夫 罢

了，最应该改变的恰恰是我们。”经常

有班长骨干慕名前来请教带兵秘诀，

梁懿总是这样回答。看来，对于如何

走进“00 后”战士的内心，她已经摸出

了一些门道。

““0000后后””战士怎么带战士怎么带？？该怎样面该怎样面对带兵中遇到的难题对带兵中遇到的难题？？火箭军某旅某连班长梁懿谈及战士身上火箭军某旅某连班长梁懿谈及战士身上

发生的一些变化发生的一些变化，，真诚寄语带兵真诚寄语带兵人人——

“最应该改变的恰恰是我们”
■李映虹 何峰科

因 为 一 份 事 迹 材 料 ，南 疆 军 区 某

团某连上等兵塔拉差点主动放弃“拼”

来的荣誉。

今年年底“双争”评比中，塔拉因执

行任务表现出色、训练成绩突出、日常

工作扎实，经过班排推荐和民主测评，

被连队党支部确定为“四有”优秀士兵

候选人。

入 伍 不 满 两 年 ，就 能 获 得 组 织 和

战 友 的 认 可 ，塔 拉 心 里 别 提 多 高 兴

了 。 不 料 没 过 多 久 ，他 却 产 生 了 放 弃

参评的念头。

“我觉得自己与‘四有’优秀士兵的

差距还很大，请组织考虑其他人选吧。”

这天，塔拉找到连队指导员，开门见山表

明内心的想法。

“为什么？”听塔拉这么一说，指导员

很是诧异，连忙放下手头的工作。

“ 我 实 在 没 有 那 么 多 过 硬 事 迹 ，

事 迹 材 料 写 了 几 稿 都 过 不 了 关 。”在

指 导 员 关 切 的 目 光 中 ，塔 拉 道 出 了 真

实原因。

按 照 规 定 ，“ 四 有 ”优 秀 士 兵 推 荐

人 选 需 要 上 交 事 迹 材 料 。 班 长 告 诉

塔 拉 ，虽 然 机 关 没 有 明 确 要 求 ，但 事

迹 材 料 字 数 多 多 益 善 ，这 样 才 能 体 现

“ 实 力 ”。 为 此 ，塔 拉 绞 尽 脑 汁 ，反 复

写 了 几 稿 ，但 班 长 始 终 不 满 意 ，还 批

评了他。

“今年这一年，我除了执行任务、完

成日常工作训练，就没参加过其他大项

活动，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过硬事迹可

以写。”不知道怎么办的塔拉，这才打了

退堂鼓。

听完前因后果，指导员一下子明白

了：个别班长骨干片面认为“干得好不

如说得好”，感觉事迹材料字数越多越

显得事迹过硬，越容易得到领导和上级

机关认可。塔拉的班长，显然也有这种

想法。

“班长也是一片好心，想通过这种

方式让你参评更有竞争力。”安抚完塔

拉，指导员陷入了沉思。其实，类似的

“ 烦 恼 ”，他 也 听 其 他 战 士 抱 怨 过 ——

“我虽然大小任务参加了不少，可是文

字功底不行，每年评功评奖都为事迹材

料写得不够好而担心”“很多事迹材料

长篇大论却华而不实，真正体现参评人

员工作实绩的内容并不多”“此风不可

长，再这样下去，不是逼着大家往事迹

里‘注水’吗”……

“事迹材料重在实事求是，重在实

际表现，而不在字数多少，不能给年轻

战士树立错误导向。”指导员随后召集

全连干部骨干开了一个碰头会，大家就

有关问题统一了思想，明确事迹材料能

充分反映参评人员本年度工作训练成

绩、成长进步等情况即可，不以篇幅长

短论英雄。

新规一出，受到了连队官兵好评。

塔拉也理解了班长的苦心，主动找到班

长，就之前的误会进行了坦诚交流。很

快，一份记录塔拉今年综合表现的事迹

材料交到了连队，字数不多但句句客观

实在。塔拉说：“我要再接再厉，争取明

年再次入围！”

年
底
评
比
，
别
让
官
兵
为
﹃
写
材
料
﹄
发
愁

■
李

江

谭
鹏
飞

“许 干 事 ，奖 牌 已 经 补 发 到 手 了 ！

谢谢你！”看着某营文书王福浩发来的

手机短信，我心里五味杂陈。

事情要回溯到一个多月前，团里举

办的军体运动会落幕没几天，王福浩就

打电话反映，他们营有的获奖官兵没有

拿到奖牌。

该 营 距 离 团 部 较 远 ，当 天 比 赛 结

束，一些官兵没来得及参加颁奖仪式就

直接返回营区，奖牌可能由他人代领

了。想到这，我随口回道：“你们是不是

发错或者弄丢了？我也帮你们找找。”

“没领到奖牌的同志，心里挺不是

滋味儿的，还请你多费心。”通话末了，

王福浩一再说明，希望机关尽快补发这

几块奖牌。

接下来一段时间，王福浩就这件事

多次与我联系，我总是嘴上答应得好好

的 ，转 身 就 忙 别 的 工 作 ，始 终 不 见 行

动。时间一长，王福浩没再主动提起，

我也忘得一干二净。

“ 这 是 最 近 在 基 层 收 集 的 意 见 建

议，准备在官兵恳谈会上集中反馈，你

对口认领一下，尽快拿出解决方案。”这

天，机关的同事将一摞意见征集卡放在

我的办公桌上，叮嘱道。

那 段 时 间 ，团 里 计 划 以 军 人 大 会

的 形 式 召 开 官 兵 恳 谈 会 。 为 尽 可 能

提高现场解答效率，团党委事先通过

首 长 信 箱 、强 军 网 论 坛 等 渠 道 ，结 合

蹲点帮建等活动，广泛收集基层存在

的 矛 盾 问 题 ，并 整 理 形 成 意 见 征 集

卡 ，让 机 关 各 部 门 提 前 掌 握 ，有 的 放

矢制订对策。

这 次 恳 谈 会 ，全 团 官 兵 参 加 ，机

关干部们都很重视，我也不例外。然

而我拿起一张意见征集卡一看，只见

上 面 赫 然 写 着 ：“ 军 体 运 动 会 欠 发 的

奖牌迟迟没有到位，请机关尽快拿出

解决方案。”

“什 么 ？ 奖 牌 还 没 拿 到？”我 顿 时

心头一紧，感觉自己可能失职了，随之

而 来 就 是 一 阵 惶 恐—— 当 时 ，我 刚 进

机关工作不久，正是展现能力的时候，

会不会因为这件事导致领导对我的印

象变差？现在还处于意见征集阶段，

要不要私下协调，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我越想越忐忑，只好向股长汇报，

希望得到他的支持。谁料，话音刚落，

股长就是一句反问：“那你搞清楚那些

奖牌到底去哪了吗？”我一下子愣住了，

支支吾吾半天，只好实话实说。

“既然你这么担心工作做不好会受

到批评，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把事情解

决好呢？”股长对我说，“你不能等问题

出现后，因为害怕被领导批评和责罚，

才想办法去解决。这是对工作、对官兵

的不负责任！”

股 长 一 番 话 ，听 得 我 脸 上 火 辣 辣

的。离开他的办公室，抬眼看到走廊里

贴着的标语“党委机关指导帮建基层，

根本是解决好态度问题”，我内心更觉

羞愧难当。

回 到 房 间 ，我 翻 出 军 体 运 动 会 的

相关资料，联系当时负责奖牌发放的

人员，几经查实，终于发现了真相：有

几个课目出现了名次并列，但我前期

筹划时没有考虑到这一情况，导致准

备的奖牌数量不足。由于当时有的获

奖官兵未参加颁奖仪式，问题便没有

当场暴露出来。

我第一时间联系商家，重新订制了

奖牌。在官兵恳谈会上，我没有回避问

题，如实上报基层反映的情况，并主动

承认了自己的工作失误。

奖 牌 如 今 补 发 到 位 ，我 长 舒 一 口

气。经此一事，我对机关干部职责有

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无论什么时候，都

应该把基层的呼声放在心上，发现问

题立即处理，遇到矛盾马上解决，绝不

能让官兵失望和寒心。同时，在筹划

工作时，一定要细之又细，充分考虑各

种可能发生的情况，避免工作反复、干

扰基层。

奖牌到底去哪了
■北京卫戍区某团干事 许韶玉

密切内部关系 深化革命情谊

笔者开始关注梁懿，源自她们班

的良好氛围。在这位“80 后”班长的带

领下，全班在上级组织的各项考核中

均有不错表现，尤其是她们展现出的

团结友爱、力争上游的精气神，让人眼

睛一亮。

军校毕业分配到连队，笔者也成

为一名基层带兵人，在日常管理中发

现，随着“00 后”渐成基层主体，他们

与 带 兵 骨 干 经 常 发 生 思 想 观 念 碰

撞。而在这些碰撞背后，带兵人的困

惑 日 渐 凸 显 ：新 时 代 ，到 底 应 该 如 何

带兵？

带着这个问题，笔者登门向梁懿

请教，没想到她说的第一句话就出乎

意料：“其实，每一名战士都很优秀。”

这两年，笔者常听到这样的抱怨：“00

后 ”士 兵 很 难 带 、不 好 管 ，“ 毛 病 ”很

多 。 但 梁 懿 并 没 有 轻 易 地 给 年 轻 战

士“贴标签”“下定义”，而是以“优秀”

先入为主，这恰恰体现了她的带兵理

念 —— 用 欣 赏 、信 任 、发 展 的 眼 光 平

视“00 后”，尊重他们身上的“棱角”和

差异。

更 令 人 佩 服 的 是 ，作 为 一 名 经

验 丰 富 的 带 兵 骨 干 ，梁 懿 没 有 固 守

过 去 的 经 验 和 方 法 ，而 是 能 根 据 战

士 的 个 性 特 点 ，主 动 调 整 自 己 的 思

想 教 育 、工 作 管 理 方 式 ，尽 心 做 好 一

人 一 事 工 作 。 事 实 证 明 ，她 这 样 做

是正确的。

在与笔者交流中，梁懿专门向班

里的“00 后”战友表达了感谢。她说，

这群年轻战士的一些想法和行动，带

给她新的思考、新的体验，让她感受到

了努力进取的能量，点燃入伍的初心

与激情。

梁 懿 的 带 兵 经 历 让 笔 者 想 到 一

句 话 ：视 角 一 变 天 地 宽 。 其 实 ，带 兵

方法没有高下之分，只有适合与不适

合 之 别 。 再 好 的 方 法 也 会 落 后 于 时

代，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唯有

与时俱进、因人而异、不断调整，才能

常新长效。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00 后”正

在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强军征程上，大

家都是追梦人。所以，不要再抱怨“00

后”如何如何，不要再慨叹“一代不如

一代”，让我们放下世俗偏见，直面社

会内外环境的变化，正视他们的优长

与 缺 点 ，找 到 适 合 这 代 人 的 带 兵 方

法。这才是当前基层带兵人应该努力

的方向和需要做好的工作。

视角一变天地宽
■李映虹

采写感言

“班长，我想和你比一比！”11月的一天训练间隙，第 73集团军某旅战士徐

威（前左）向老兵莫少辉（前右）发起挑战。图为两人在战友们的加油助威声中

进行比赛。

刘志勇摄
一 较 高 下

营连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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