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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时代青年军官如何“墩苗”

第1467期

黄沙漫天，硝烟滚滚。再次见到自

己的军校老师，第 80 集团军某旅少尉军

官王超既意外又高兴。

那天，该旅正组织一场实弹射击演

练。与以往不同，有一群特殊的“客人”受

邀观摩——在附近地域刚结束毕业演习

的陆军某学校的师生们。

演练开始，王超担负指挥所通信保

障任务，他熟练地操作装备，迅速建立指

控链路。在他和战友们密切配合下，炮

弹怒吼，精准命中目标。不远处，观摩区

的众人频频喝彩。

走下阵地，王超在人群中一眼认出

了自己的军校老师李教员，李教员也认

出了他：“瘦了、黑了，但是更精神了！”

炮 车 旁 ，大 风 裹 挟 着 砂 砾 拍 打 着

脸庞。王超招呼几名排长和李教员围

坐 在 一 起 ，重 温 师 生 情 谊 ，畅 谈 收 获

成长。

“从一道杠到一颗星，最大的感受就

是学历不等于能力……”王超率先开口，

回忆起第一次值班时的经历，他直言很

惭愧：由于统筹能力差，安排任务不清晰

也不够合理……

此后，旅里安排优秀基层带兵人为

新毕业干部们进行传经送宝、解疑释惑，

王超虚心请教，在一点一滴中逐渐提升

了自己的管理和指挥能力。

“ 离 开 院 校 ，来 到 部 队 ，本 以 为 自

己 专 业 对 口 ，适 应 没 问 题 ，却 被 现 实

‘ 上 了 一 课 ’……”排 长 范 永 健 接 过 话

茬，讲起了自己的尴尬经历：分到某装

甲步兵连后，第一次专业训练，科班出

身 的 他 本 想“ 露 个 脸 ”，没 想 到 却“ 丢

了分”。

那时连队刚列装某型步战车不久，

战士小吴向他请教某设备操作技巧，把

范永健给难住了。从那之后，范永健一

有时间就钻进车里研究构造原理、练习

实操运用。3 个月下来，笔记记了厚厚

的一摞，也摸透了新装备的“脾气”。前

不久，他带领全排在实弹射击中打出“满

堂彩”。

“基层是成长成才的沃土，在这里把

苗墩好、把根扎牢，大家才能走得更稳更

远……”聆听完排长们的成长故事，李教

员说出肺腑之言，“大好未来等着你们去

奋斗，加油，小伙子们！”

年 轻 干 部 战 位“ 成 长 说 ”
■赵笑章 付君臣 本报特约记者 王 宁

在基层蹲点和检查调研中，总喜欢

和一些青年军官聊聊天、唠唠嗑。每当

聊到成长进步这个话题时，个别同志面

露难色，言语中透露出一股无形的焦虑

感。

焦虑从何而来？有的说基层发展

慢，任职时间相对长一点；有的说基层

苦累紧，驻训、演习、拉动一个接一个，

“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有的说基

层压力大，需要长时间铆在岗位上，一

不小心就会出情况……

基层是部队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

基础，基层任职对干部成长起着奠基强

能的重要作用。如果没有在基层扎实

的墩苗，青年军官就会留下一块难以弥

补的能力短板，关键时刻很可能陷入

“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境地，长远进步也

会“步履维艰”。还要看到，现在各级选

人用人越来越看重基层经历，靠素质立

身、凭实绩进步越来越成为上下共识，

这些都为我们加强岗位历练、促进成长

进步树立了导向。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

期。”向下扎根越深，向上绽放才越有

力。“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李庆昆

说，“基层是磨刀石，更是奠基石，让我

在接地气中蓄足了前进的底气。”许多

人回望“兵之初”“官之初”的经历时也

表示，“在基层摸爬滚打淌的汗水、流的

泪水，都是促人成长的宝贵养分”……

正是在扎实“墩苗”中，一批批青年军官

汲取养分、渐成栋梁，在逐梦军营的路

上走得更稳更远。

“根之茂者其实遂”。铁肩膀是压

出来的、磨出来的，硬本领是干出来、拼

出来的。我们要珍惜在基层工作的经

历，扎根基层、融入官兵，努力在干事中

长本事，在担事中强担当，多当几回“热

锅上的蚂蚁”，多接几次“烫手的山芋”，

这样才能不断提高自己处理矛盾问题、

应对棘手难题的能力。个人素质提高

了，胸襟格局打开了，奋斗就有了更高

的起点。

“墩苗”更要育苗。青年军官处于

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作为各级组织，

应多一些雪中送炭的暖心关怀、少一些

繁文缛节的羁绊，多一些人生阅历的

“谆谆教导”、少一些吹毛求疵的“指指

点点”，让他们后顾无忧、心情舒畅地投

入工作。如此方能更好地激发青年军

官的动力和活力，单位建设也才能更加

生机勃勃、前景可期。

但行耕耘，终有收获。历史告诉

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

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强军之路

“鼓角声声催征急”，急需优秀青年军

官扛大梁、当主角。希望大家积极适

应新挑战新变化，在基层这块沃土墩

得好、长得壮，早日成长为部队建设发

展的栋梁之才。

但行耕耘 终有收获
■孔 勇

成长之惑——

面对新挑战新变化，
青年军官的斗志和劲头
如何保持

在晋衔仪式上，看着仅比自己毕业

早一年的学长佩戴上尉肩章，第 80 集团

军某旅马排长的内心五味杂陈。

马排长军校毕业的那年，恰逢新的

军官制度落地，他和同批排长只能从少

尉起步。对此，他多少有些失落：“感觉

起跑就慢了半拍……”

一场思想交流会的举办，轻轻敲开

了马排长的心扉。

一个午后，讲台上，某旅“大功四连”

李连长，语气平和地分享着自己的军旅

体会。台下坐着的，正是和马排长同批

的少尉军官们。

去年，李连长所带连队被集团军评

为“践行强军目标先进单位”。谈及成长

体会，他打开了话匣子：“我是战士提干

的，当时到基层连队任排长，本以为会轻

车熟路，没想到战士们‘大事找连长，小

事找班长’，自己陷入了‘老虎吃天没处

下口’的尴尬……”听了他的境遇，台下

的排长们议论纷纷。

望着这些“曾经的自己”，李连长继

续讲述：“2020 年，我还是副连长时，连

长带队外出执行任务，组织安排我负责

连队工作，这才体会到了‘不当家不知当

家难’的含义，那时样样都得抓、事事都

得管，真恨不得长出三头六臂……”

“不要只去羡慕绽放的花，扎进土里

使劲吸收营养，总有一天自己也能向阳

盛开……”李连长的一席话犹如一束光，

照亮了马排长和战友们的内心。

“新征程上，广大官兵能够握紧‘接

力棒’、跑出‘加速度’，但也有少数官兵

产生了成长困惑，需要引起我们各级的

关注和重视……”该集团军领导说。

在某旅采访，已在排长岗位上干了

4 年多的丁排长对记者说：“有时是越想

越焦虑，于是干工作缺了点激情。”

某旅李排长，以前经常自嘲自己“衔”

不副实。军校直读硕士毕业后，他被授予

上尉军衔。来到部队后，却只能从排长干

起。一次带队执行任务，兄弟单位的战士

将他误认为连长。尴尬之余，他也不免对

自己的发展前景感到焦虑。

“育人如同育苗，早熟的麦子很难长

饱满。青年军官‘墩苗’绝不是熬年龄、熬

经历，关键是让他们在基层接上地气、蓄足

底气……”该集团军领导坦言。他们前期

调研了解，有的青年军官达不到个人愿望

“灰心了”，有的扛不住现实压力“迷茫了”，

还有的稳不住心神“浮躁了”，这些成长路

上的“痛”，正是各级需要下力解开的“结”。

成长之痛——

基础不牢，考验来袭
时就可能地动山摇

“冲起来，冲起来，加油！加油！”某

旅比武场上，呐喊声此起彼伏。

撞线的那一刻，某旅王排长如释重

负，这场“翻身仗”他期待已久。

到部队前，他对自己信心满满：在校

期间，曾获得全国“兵棋推演大赛”个人

赛一等奖，毕业时量化排名全队第一。

一纸命令来到排长岗位后，他总觉

得自己有点“大材小用”，常常感慨“英雄

无用武之地。”

现实很快给王排长上了一课。到

单位没多久，就赶上演训任务。作为指

挥排长，他在观察所负责计算炸点修正

量。由于战斗进程快，加之情况多变，

他计算用时过长，拖慢了射击节奏，最

终还是经验丰富的老班长代替他完成

了计算任务。那一刻，王排长脸上火辣

辣的。

“ 路 要 一 步 步 地 走,山 要 一 步 步 地

爬，就像一个池子，平时把水蓄足蓄满，

用时才会底气十足……”一次干部讲评

会后，政治教导员特地把王排长留下，语

重心长地说。

“欲筑室者，先治其基。青年军官不

经历扎扎实实的岗位锻炼和工作历练，

势必造成经验、能力等方面的短板。”该

集团军领导分析感到，面对基层建设新

变化、转型发展新要求，一些青年军官能

力素质跟不上趟，成了制约基层建设发

展的梗阻。

对 此 ，某 旅 魏 排 长 深 有 感 触 。 当

战士时，他参加上级比武成绩优异，荣

立二等功，并如愿提干。学成归来，他

本 以 为 会 大 显 身 手 ，没 想 到 一 次 指 挥

信息系统操作考核，面对新型电台，他

急 得 直 挠 头 ！ 考 核 结 果 出 炉 ，他 排 在

全营末尾。

“随着部队改革重塑深入推进，个人

能力素质必须跟着扩容升级，否则就会

掉队。”他头一次觉得：当排长，并不像他

想的那么简单。

从那以后，他下决心重新出发，虚心

向经验丰富的干部骨干请教。晚上，学

习室里经常有他埋头学习的身影。一年

之后，他成为“全优”排长。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干部只

有自身过硬才能建设过硬基层。”该集团

军领导感慨，青年军官难免会遇到挫折、

困难等成长“阵痛”，关键是如何化“痛

点”为动力，更好地练技能、练意志、练作

风，切实把根扎得更深更牢。

成长之思——

一粒种子扎根越深，
破土而出的力量就越大

2023 年初，该集团军“先锋人物”颁

奖典礼上，“钢铁连”连长赵兵兵身披绶

带光荣走上领奖台。

当排长时，赵兵兵参加上级组织的

集训比武，并取得优异成绩。机关向他

抛来“橄榄枝”：愿不愿到机关任职？赵

兵兵再三思考后决定留在基层，他说：

“基层这堂课自己还没有上好……”

此后赵兵兵在基层一路成长，被任

命为“钢铁连”连长。摆在面前的难题

是：连队建设水平有点“低迷”，最近几次

任务都表现一般。许多人私下里提醒

他：“这个连队不好带！”

果不其然。刚来到连队，赵兵兵发

现一些官兵情绪低沉、精神不佳，对他也

总是客客气气，仿佛隔了一堵无形的墙。

一次营里考核，连队成绩又不理想，

赵兵兵几天夜里都辗转反侧：“钢铁连”

要打翻身仗，思想首先要破冰，如何才能

解开官兵“心结”？

“离官兵越近，心贴得越紧，才能更

好地掌握大家的所思所想。”思前想后，

赵兵兵决定以真情换真心，和大家尽快

打成一片。

渐渐地，赵兵兵不仅赢得全连官兵

的信任和认可，还和政治指导员一起带

领连队在任务中连战连捷，整体建设水

平也取得明显进步，“钢铁连”又回来了。

“对干部来讲，基层不仅是锻造能力

的磨刀石，也是施展才华的大舞台，多

‘墩墩苗’对长远发展更有利……”该集

团军领导介绍，面对一些青年军官“官之

初”的成长困惑，他们积极开展“振奋革

命精神，强化责任意识、担当精神和纪律

观念”专题教育，引导大家转变思想认

识、校正发展坐标。

某旅政治指导员慕佩洲也曾纠结

过，由于之前一直在机关工作，对于“到

底要不要到基层当主官”这个问题，他有

些顾虑：自己的上尉任职时间已经 3 年

多，此时转换到主官岗位至少要再干 2

年，连级正职的任职时间可能被拉长。

“一粒种子扎根越深，破土而出的力

量就越大。”思来想去，慕佩洲下定决心：

哪怕上尉多干几年，也要到基层去、到火

热一线去。

任职政治指导员后，慕佩洲和连队

干部们一同奋斗着、成长着：副连长姜凯

想着自己任职时间长、工作干劲不足，在

慕佩洲的现身说法与鼓励下，他紧盯短

板用力，最终被选调到新的岗位任职；排

长尹昊是大学生士兵提干，连队派他参

加新装备培训，由于工作出色，被提升为

副连长。

成长之路——

既要浇水施肥，也要
修枝打杈，这样才能不断
拔节生长

得知自己受处分的那一刻，季少波

觉得“天塌了”。夜里躺在床板上，他辗

转反侧睡不着，眼前的黑夜仿佛要将自

己吞没。

担任排长的季少波，因带车时发生

的一起车辆安全事故，被给予行政警告

处分。

那段时间，季少波就像霜打的茄子，

整天提不起精神。

让他没想到的是，旅党委没有对他

一惩了之，而是鼓励他重整旗鼓。领导

的暖心话语，让季少波暗下决心，一定端

正工作态度，踏实干出成绩。

一次，上级组织业务集训比武，机关综

合考察后，决定推荐他参加。为了不辜负

信任，季少波早上提前一小时到学习室学

习；中午休息时间铆在训练场加练；晚上熄

灯后依然挑灯夜战，归纳整理笔记……最

终，季少波在考核中名列前茅。

此后，季少波因表现突出，名字出现

在干部晋升任用人员名单上。他感慨地

说：“感觉像坐了一趟过山车……”

“青年军官就像一株株幼苗，既要浇

水施肥，也要修枝打杈，这样才能不断拔

节生长。”该集团军领导介绍，这几年，他

们提出构建“人尽其才的成长环境、清爽

纯净的风气环境、温暖舒心的生活环境、

昂扬向上的文化环境”理念，有力激活了

基层干部队伍“一池春水”。

某旅助理工程师柯良烟，在军校期间

就对科技创新兴趣浓厚，先后获得多项创

新比赛奖项。来到基层，他本想大显身

手，没想却与连队建设始终“对不上路”。

战士们私下议论：“这个新排长，整得东西

大都用不上，心思压根不在连队！”

就在柯良烟心灰意冷要放弃时，营

党委鼓励他立足岗位搞创新，并协调机

关专门开通创新工作室。后来，他结合

演训实践研发的软件系统，在全军大赛

上获奖。

“把任务留给自己，把发展交给组

织。”如今，为了帮助青年军官更好扎根基

层、建功基层，该集团军正通过加大选调

交流和培训力度、暖心贴心排忧解难、健

全容错机制等措施，为他们的下一次成长

进步，用心设计着、长远规划着……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

化名）

从基层沃土汲取拔节生长的养分
■付君臣 孙连伟 本报特约记者 王 宁

实现强军目标，
基础在基层，活力在
基层。阔步新征程，
火热军营更加朝气
蓬勃，青年官兵也面临一些成长的
烦恼。如何看待“墩苗”与“拔节”、
如何适应严的新常态、如何练就强
大的内心、如何告别“低头人生”、如
何理性有益消费……

思想问题解决得好，其他问题
才好解决。在第二批主题教育中，
各级更加注重强基固本，更加突出

基层导向，一线带
兵人奔着活思想、
当好引路人，坚持
以信任、欣赏、发展

的眼光，走进、引领、赢得官兵，积
累了不少实践探索和鲜活经验。
前期，本报组织记者深入多支一线
部队，展开针对性采访调研，筹划
推出“聚焦基层建设·关注官兵活
思想”系列报道，力求打开视野、拓
宽思路，为部队抓建、机关帮建提
供参考。敬请关注。

开 栏 的 话

记者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