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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长队伍作为“兵头将尾”，是战备

训练、教育管理、后装保障等各类岗位

上的骨干力量，抓紧抓好班长队伍建设

意义重大。

当前，我军编制体制、使命任务、组

织形态、运行状态等发生了深刻变化，

班长地位作用进一步凸显，抓建班长队

伍更显得关键而紧迫。

队伍强不强，关键看培养。加强班

长队伍建设重在选人、要在育人、贵在

用人。实践一再证明，加强对班长队伍

的体系化培养非常重要。

简而言之，就是要紧盯关节点，通

过各级共同发力，帮助班长队伍不断实

现能力进阶，让班长队伍始终保持活

力、站立潮头。

强化政治引领。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筑牢

信 仰 之 基 、补 足 精 神 之 钙 、把 稳 思 想

之 舵 ，确 保 班 长 队 伍 始 终 听 党 话 、跟

党走。

着眼向战育人。充分发挥军队院

校“孵化器”、训练实践“磨刀石”、职业

教育“助推器”的作用，打通教导队“随

营军校”培养链路，推动班长队伍能力

供给侧与战场需求侧精准对接，不断

强化班长队伍适应和打赢未来战争的

能力。

科学使用管理。始终以信任 、欣

赏、发展的眼光看待审视班长队伍，建

立完善选拔任用、赋能放权、容错纠错、

调控优化等机制，切实营造尊重信任支

持的良好环境，让班长队伍轻装上阵、

心无旁骛、全力以赴。

倾注真情关爱。坚持激励与关心

并重、解忧难与助成长并举，切实让班

长肩头有责任感，在强军新征程上打头

阵、挑大梁、当先锋，进而锻造出一支全

面过硬的高素质班长队伍。

高素质班长队伍呼唤体系化培养
■卢金伟

传统培养，只会带出
“零星好苗”；系统培育，
才能做到“苗齐根壮”

“警士的数量多了，能胜任班长岗位

的人选却有限，为什么？”这一问题，一度

困扰着武警兵团总队某支队某中队任指

导员。

任指导员是由战士考学提干的。在

他印象中，以前，一个中队也就几个警

士，随便拉出一个，素质都是“呱呱叫”，

让他们当班长别人没说的。可现在，中

队的警士很多，但真要挑个班长人选，却

有些捉襟见肘。

“关键是时代不同了，挑选班长的标

准更高了。”任指导员说。

任指导员的这种感觉，在武警部队

政治工作部兵员局的一份调研报告中有

着更为系统的印证。

这份经过深入调研形成的报告，将

武警部队班长队伍建设的现实情况与矛

盾问题，比较完整地呈现出来。

——随着新的士兵制度贯彻落实、

武警部队编制体制调整、使命任务拓展，

方方面面都对班长的能力素质提出了新

的更高要求。

——新生代战士思维活跃、个性鲜

明、民主意识强，对班长期望值高，都想

遇到一个能力素质全面过硬的班长。这

种高期望值，在群众性评议时，体现得更

明显。报告显示，在一些班排，45%的战

士认为班长模范作用不够好，68%的战

士认为班长带兵方法过于简单，而认为

班长亟待提高思维层次和管理能力的占

比更高。

—— 士 兵 结 构 发 生 新 变 化 。 近 年

来，大学生士兵数量持续增加，“二次入

伍”士兵增多，中高级警士占比增大，在

有的单位，二级上士以上警士未担任班

长职务的人数占警士总数的 60%左右。

和所带战士相比，一些班长在学历、经

历、年龄、党龄、兵龄方面都出现“倒挂”

现象，给他们带兵带来不小的压力。

——带兵尺度不好把握。报告数据

显示，大多数班长都想在这个岗位长期

履职，但压力显而易见。67%的班长担

心管得严了战士难以承受而发生问题，

56%的班长在开展批评时有顾虑，担心

“得罪人”。

“情况发生了变化，班长队伍建设水

平没有跟上，原因何在？”“好的班长队伍

从哪里来？”随着这些问题抛出，解题思

路也在一次次分析讨论中浮出水面——

“以前，靠骨干自学自悟或‘师傅带

徒弟’的方式，能产生一些优秀的班长。

如今，这种‘等苗子自己长出来’的做法，

显然赶不上趟了。”

“问题的症结在于对班长重使用、轻

培养，尤其是缺乏体系化培养。”

道理越辩越明，措施紧跟着出台。

很快，一场班长队伍“五个一遍”活动在

武警部队的座座军营全面展开。

“深入调研一遍、考核考评一遍、集

中培训一遍、结对帮带一遍、清理整治一

遍”，这项“兵头将尾”的能力进阶工程开

始整体推进。对该项活动，武警部队政

治工作部兵员局负责人定位明确：“‘五

个一遍’不是答案，而是开场锣鼓，旨在

引 导 各 级 为 班 长 队 伍 建 设‘ 铺 路 ’‘ 架

桥’，探索出体系化培养的新模式。”

在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预提指

挥警士集训中，记者发现了一些新变化：

参训人员刚到位，首先迎来一次训前实

践考核；随后的课程计划，也基于这次摸

底进行了调整和创新。其中一个新做

法，就是成立模拟班，由参训人员轮流担

任班长进行“岗位锻炼”，同时每天随机

指定两个班互相出题，以“情景剧”方式，

呈现、分析与巩固所学内容，促进大家管

理能力提升。

“传统培养，只会带出‘零星好苗’；

系统培育，才能做到‘苗齐根壮’。”武警

部队政治工作部兵员局负责人说，“当

下，我们就是要通过各级的齐心协力，从

班长队伍的进、训、考、升、调、出各个环

节入手，创新方法、探索机制、规范程序，

找出一条又快又好地培养出过硬班长队

伍的新路。”

要“铺路”，还要“架
梯”，帮助班长们走出“山
中”和“井底”，不断开阔
视野

看到总队下发的班长集训名单，武

警陕西总队某支队班长张宇文的第一反

应是，这次的“阵仗”不小。

3 个 月 里 ，上 千 名 班 长 分 3 批 走 入

集训队。当“班长”这个共同的身份把

大 家 集 聚 在 一 起 ，究 竟 会 产 生 什 么 效

应？随着集训结束，张宇文有了自己的

答案：

——有了鲜活的榜样。某班班长郑

明岗，重伤后顽强地重新站起来，如今依

然在工作中事事争先。与郑明岗这样的

榜样朝夕相处，张宇文懂得了该以怎样

的姿态带兵。

——走进了一个“很有挑战性”的课

堂。在集训队里，受训班长轮流充当教

练员。为了讲好课，张宇文全力以赴。

在大家的犀利点评中，他看到了自己在

带兵实践中的不足。

—— 感 受 到 了“ 思 想 风 暴 ”的 力

量。集训研讨中，大家“八仙过海各显

其 能 ”，对 同 一 个 案 例 进 行 分 析 ，碰 撞

出的却是不一样的火花。通过集思广

益 ，一 条 条 带 兵 招 法 被 大 家“ 收 入 囊

中”。

“这正是‘五个一遍’活动要达到的

效果。”武警陕西总队的一名领导说，“想

当好班长，就不能做井底之蛙，不能困在

‘此山中’。推动能力进阶，要‘铺路’，还

要‘架梯’，帮助班长们走出‘山中’和‘井

底’，不断开阔视野。”

在 班 长 队 伍“ 五 个 一 遍 ”活 动 牵

引 下 ，武 警 部 队 各 单 位 的 班 长 们 被 动

员 起 来 ，经 历 了 一 轮 又 一 轮 加 钢 淬

火。

——集训中，武警北京总队某大队

班长段亚琨接触到多种新式教学法。返

回单位后，他加快集训成果转化，创新组

训 方 式 ，全 班 训 练 成 绩 有 了 新 提 高 。

2023 年 8 月，在参加总队组织的教练员

考核中，他获得现地教学总评第五的成

绩。

—— 在 武 警 第 一 机 动 总 队 某 大

队，班长黄嘉煜在集训结束后，趁热打

铁 ，主 动 作 为 ，在 上 级 支 持 下 ，迅 速 投

入新装备研究工作室筹备工作中。从

工 作 台 设 计 到 撰 写 教 程 ，他 带 领 战 友

不 断 摸 索 。 如 今 ，工 作 室 已 正 式 投 入

使用。

—— 武 警 黑 龙 江 总 队 组 织 的 集 训

刚结束，支队、中队两级就开始为班长

逐 人“ 画 像 ”，建 立“ 参 谋 +教 员 ”的 针

对 性 帮 带 机 制 ，以 持 续 培 塑 班 长 能 力

素养。

班 长 小 吴 是 新 任 职 的 班 长 ，缺 乏

教 学 组 训 经 验 。 鉴 于 此 ，支 队 指 定 一

名 机 关 参 谋 和 一 名 优 秀 教 练 员 对 他

进 行 帮 带 。 通 过 多 次 模 拟 教 学 ，他 们

引 导 小 吴 对 比 各 个 方 案 的 优 劣 ，取 长

补 短 ，使 小 吴 很 快 适 应 岗 位 。 前 段 时

间 ，总 队 组 织 教 练 员 比 武 ，小 吴 以 第

二 名 的 成 绩 被 评 为“ 优 秀 教 练 员 ”，取

得 代 表 总 队 参 加 武 警 部 队 教 练 员 比

武的资格。

采访中，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兵员

局负责人表示，班长队伍“五个一遍”活

动的开展，已经打开了班长队伍能力提

升的新闸口，各级正在组织筹划更多的

后续活动。

不容居功自傲、不容
躺平懈怠，能力进阶最
关键的是自我加压、自
觉提高

一次考核结果的出炉及相关措施的

落地，一度在武警北京总队某支队某中

队掀起轩然大波——班长李红因训练考

核成绩不合格，被调离班长岗位，进入职

务考察期。

说起李红，该中队官兵都会竖起大

拇指。他多次担负重大活动安保警卫任

务，因表现突出，荣立二等功。

“ 五 个 一 遍 ”活 动 中 ，该 支 队 对 所

属 班 长 进 行 全 员 覆 盖 式 综 合 考 核 ，考

核标准立起“硬杠杠”。李红因一时懈

怠 ，成 为 该 中 队 唯 一 没 有“ 达 标 ”的 班

长。

好 在 李 红 痛 中 思 痛 ，开 始 了 不 断

追 赶 。 为 期 半 年 的 职 务 考 察 期 间 ，他

加 班 加 点 进 行“ 补 课 ”。 前 不 久 ，他 顺

利 通 过 综 合 考 评 ，重 新 回 到 班 长 岗

位。

“ 班 长 ……”再 次 听 到 熟 悉 的 称

呼 ，李 红 的 内 心 感 慨 万 千 ：“ 我 们 每 天

听 到 的 这 声‘ 班 长 ’，并 不 是 简 简 单 单

的 两 个 字 ，它 意 味 着 一 副 重 担 。 不 容

居功自傲、不容躺平懈怠，能力进阶最

关键的是自我加压、自觉提高。”

据了解，在“五个一遍”活动牵引下，

武警部队多个单位建立起班长队伍末位

淘汰制，督促班长快速提升自身的综合

素质。

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部班长小魏，

条令条例背得滚瓜烂熟，在管理中却不

太注意方式方法，以至于和班内成员产

生了矛盾，在班长考评中被评为“不合

格”。经上级研究，小魏暂时退出了班长

行列。

无为者失位，有为者有位。更多的

单位开始在“奖”字上做文章。

某总队机动支队干事崔泓告诉记

者，为激发班长队伍活力，支队不仅对实

绩突出的班长，在评功评奖、入党考学提

干等方面给予倾斜，还为表现优秀的班

长制订了专属成长计划。

2023 年上半年，当班长郭佳得知自

己作为大队唯一的警士代表，被推荐参

加支队“三会一好”优秀政治教员比武

时，喜出望外。

作为大学生士兵的郭佳刚成为副

班 长 时 ，中 队 指 导 员 就 通 过 深 入 了 解

和谈心谈话，针对他的特长设计了“副

班 长 — 班 长 — 优 秀 政 治 教 员 ”的 成 长

规划路线。

事实也的确如此。郭佳经常一个

人 学 习 到 深 夜 ，在 中 队 和 大 队 组 织 的

演 讲 比 赛 、读 书 交 流 会 中 一 展 所 长 。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不懈努力，他最

终 以 第 二 名 成 绩 被 评 为 支 队 的“ 优 秀

政治教员”。

载誉归来，不少班长受到感染，下

定 决 心 朝 自 己 的 目 标 和 梦 想 勇 敢 迈

进。

该支队的抓建思路也更加明确：结

合部队需要和个人意愿，进一步构建班

长素质模型，规划不同阶段、不同衔级班

长发展路径，进而形成组织按岗位需求

选拔培养、个人按职业规划发展成长的

格局。

“ 班 长 队 伍 建 设 没 有 完 成 时 。 建

强班长队伍，实现能力进阶，需要灵活

运用奖惩组合拳，持续激发活力动力，

推动班长队伍素质全面过硬。”某总队

领导说。

（采写中得到戴金金、黄超、李心、张

歆、张威等支持，在此致谢）

一项“兵头将尾”的能力进阶工程
■赵黄东 本报记者 李 倩 刘 敏

“我认为张长斌班长的管理方式过

于粗放，不科学……”去年春天，武警绥

化支队某中队指导员找班长骨干谈心

时，六班班长刘博坦率地表达了意见。

之后，四班班长张长斌谈到刘博时也

直言：“刘班长的带兵经验还有些不足。”

在一些具体工作上，两个人之间也存

在分歧。张长斌担任中队值班员期间，每

次组织早操都以长跑为主，主张“全面唤

醒身体机能”；刘博则认为早操不宜强度

过大，否则会影响上午的训练效果……这

些事上，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

两名班长起初配合很默契，分歧究

竟从何而来？对此，连长、指导员一番了

解、分析后，原因渐渐明晰。

原来，张长斌是 80 后，在班长中算

是“老资格”，工作经验丰富。刘博则是

95 后，作为“新晋”班长，工作中有很多

新想法。不同的年龄、阅历、感悟，让他

们在训练、管理观念上也有了不同，进而

产生了分歧。

工作中，连长、指导员发现：这类分

歧，同样存在于中队的其他几名新老班

长之间——老班长习惯于稳扎稳打，但

对新生代战士思想行为特点研究不深；

新班长讲科学重创新，但由于经验不足，

训练、管理常常牵不住“牛鼻子”。工作

抓手不同、着力点不同，往往导致新老班

长之间产生分歧和隔阂。

隔阂不消除，势必会影响到中队的

建设发展。基层主官的问题困扰和情况

反馈，引起了该支队党委的重视。此时，

恰逢武警部队班长队伍“五个一遍”活动

展开，通过蹲点调研和问卷调查，他们发

现，这类分歧在支队范围内也普遍存在。

经过精心研究筹划，该支队组织所

属班长骨干展开了为期 15 天的交流见

学。各中队班长骨干走出所属单位营门

来到兄弟单位，既当主人翁，共战备、同

训练、严管理；又当观察者，看标准、学经

验、找差距。

交流结束，班长们齐聚一堂，一场

“诸葛亮会”随之召开，大家对当前班长

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畅所欲言，对症结

所在进行集智反思。他们还邀请官兵代

表现场出题，让新老班长轮流上台演示

应对办法，从中感受不同，增进相互了

解，形成互帮互学的良好氛围。

“原来老班长的管理是粗中有细”

“ 年 轻 班 长 科 学 带 兵 的 做 法 值 得 学

习”……一场交流式培训，让新老班长都

有了新的感悟和成长。

新老班长产生分歧 之 后
■本报记者 李 倩 刘 敏

锐 视 点

武警“猎鹰”突击队队员进行伞降训练。 王文龙摄

特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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