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8基 层 传 真２０２４年１月１７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胡璞

“指导员，我们班的战士现在个个

干劲十足，李骁更是在比武中取得了优

异成绩。”这天，海军航空大学某场站场

务连消防班班长李耀宗，在和连队王指

导员聊天时，不谦虚地自夸起来。

王指导员听后笑着点了点头。的

确，这段时间消防班变化很大。几个月

前，这个班还是他眼中的“问题班”，班

长李耀宗和大学生士兵李骁的关系一

度十分紧张，因为自感不受班长待见，

李骁甚至提出了换班申请。

王指导员第一时间找李骁谈心，了

解具体情况。原来，那段时间，每天飞

行保障任务结束后，李耀宗都会组织消

防班进行业务训练。一次练习抛水带

时，李骁总是抛歪。李耀宗当场批评

他，还让他多练了半个小时。一连几天

皆是如此，李骁身心俱疲，认为班长有

意针对他。

“再过一段时间就要比武了，严师

出高徒，难道他体会不到我的良苦用心

吗？”面对指导员的询问，李耀宗感到有

些委屈。他并非刻意为难，只是希望李

骁尽快提升专业水平，在比武中取得好

成绩。

找到症结后，王指导员把两个人叫

在一起，说明了来龙去脉。就在他以为

两个人关系应该有所改善时，又发生了

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

考虑到比武将近，这天训练李耀

宗让班里战士加练了几次。下士穆羊

羊因前一天进场值班很疲惫，情绪有

些抵触，李耀宗当场批评他“态度不端

正”。没想到，李骁突然站出来打抱不

平，认为班长太过苛刻，随即拉着穆羊

羊一起离开了。李骁的行为让李耀宗

很生气，他找到指导员，提出自己不想

当班长了。

李耀宗业务素质过硬，责任心强，

但带兵方法有些简单粗暴；李骁对待工

作勤恳努力，只是受不了委屈，遇到看

不惯的事还喜欢“仗义执言”。两个人

都棱角分明，工作训练中难免发生冲

突。此事过后，王指导员发现，消防班

的战士消沉了许多，班内气氛变得压抑

起来。

“这样下去可不行！”意识到问题的

严重性，王指导员认为，分别找李耀宗和

李骁谈心已经很难起作用，必须给他们

创造一个敞开心扉、坦诚交流的机会。

一天训练结束，王指导员召集消防

班以“换位思考，如果我是班长”为题开

展集体讨论。“如果我是班长，我会严格

要求班里的同志，并帮助他们尽快成

长”“如果我是班长，我会与大家打成一

片，多鼓励、少批评”……

一边听着战友们的话，李骁一边在

心里代入班长的角色，突然就理解了李

耀宗的做法。这时，沉默的他主动发

言：“如果我是班长，我也会像李班长那

样严格组织训练，带领大家争取荣誉。”

李骁的话出乎所有人意料，李耀宗

更是感到难以置信。李骁接着说：“换

位思考后，我理解了班长的良苦用心。

上次顶撞班长是我的不对，我要向班长

道歉……”

战友们的发言深深触动了李耀宗，

他也开始反思自己。“前段时间，我急于

出成绩，在训练中要求过于苛刻、缺乏

耐心，无形之中伤害了一些同志的感

情。今后，请大家监督我，随时提意见，

我一定认真听取，积极改正。”

话说开了，心气顺了，随着李耀宗

和李骁之间的误解消除，消防班逐渐恢

复了往日的活力。在场站组织的群众

性练兵比武中，李骁在“连接水带”课目

中击败李耀宗夺得冠军。看到这个结

果，李耀宗比李骁还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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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 10 年驾龄的资深驾驶员，因

复 训 考 核 成 绩 不 好 ，暂 时 失 去 执 行 重

要 任 务 的 机 会 。 回 想 起 去 年 的 经 历 ，

火箭军某旅某连二级上士王文利至今

感慨颇多：“听到成绩通报的那一刻，

我瞬间红了脸。但这次考核确实给我

敲 了 警 钟 —— 不 论 经 验 多 丰 富 ，都 不

能在专业学习和训练考核上自我降低

要求。”

笔者了解到，从去年初开始，该连

借助承办全旅驾驶专业复训的机会，对

驾驶员专业素质进行全面考核，并将考

核结果作为一个阶段任务分派的主要

参考依据。

“这样做是迫于现实需要。”该连干

部于统欢说，过去，为了确保保障任务

完成质量，他们习惯安排经验丰富、兵

龄较长的“驾驶老手”执行任务，年轻驾

驶员只能在一旁观摩学习。时间一长，

“驾驶新手”得到实践锻炼的机会较少，

专业能力提升慢，连队越发不敢放手让

他们执行任务。相形之下，有的老兵因

长时间在外执行保障任务，参加专业训

练时间减少，渐渐出现了“能力脱节”，

对一些新课目新要求很不适应。

为改变这一状况，该连广泛收集官

兵对驾驶员队伍培养的意见建议。在

讨论中，大家都感到，驾驶专业要求高、

后备人才少，不能只根据经验、资历决

定 谁 可 以 执 行 任 务 ，要 让 老 兵 们 产 生

“本领恐慌”，同时多给年轻驾驶员提供

锻炼的机会。

综合多方意见后，该连党支部研究

决定，利用承担全旅驾驶专业复训任务

的 机 会 ，全 面 考 核 本 连 驾 驶 员 专 业 素

质，并根据考核成绩划分层次，作为派

遣不同类型保障任务的依据，以此激发

官兵训练热情。于统欢介绍，考核采取

一类一考、综合评定的方式，区分不同

类型装备车辆，考查日常保障、驾驶作

风 、专 业 技 能 等 内 容 ，每 半 年 进 行 一

次。为确保考核过程公平公正、考核结

果真实有效，他们还商请上级机关业务

部门人员担任考官。

下士曹城杰入伍刚满 3 年就取得了

驾驶资格证，但此前由于兵龄、驾龄短，

执行任务的机会并不多，一直苦于“无

用武之地”。在这次考核中，曹城杰凭

借优异的表现，在全连名列前茅，获得

了执行重要任务的“入场券”。

不过，考虑到像曹城杰这样的年轻

驾驶员实践经验相对较少，该连采取以

老带新的方式，安排经验丰富的老兵手

把手帮带。经过一段时间的跟岗锤炼，

曹城杰具备了独当一面的能力，开始承

担重要保障任务，因表现突出受到上级

肯定。

这次考核不仅让年轻驾驶员受到鼓

舞，也让一些老兵感到了压力。考核“失

利”后，王文利暂时无缘执行重要任务。

看着登记簿上的出车情况，他暗下决心：

一定在下次考核中拔得头筹，为自己正

名。除了参加连队组织的补差强化训练

外，王文利私下里也没少用功，在去年年

底复训考核中，他就以接近满分的成绩，

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将考核成绩作为分派任务的参考

依据，激发了官兵的练兵动力。”该连干

部刘鹏飞告诉笔者。

火箭军某旅某连注重驾驶员复训考核结果转化应用—

以考促训激发练兵动力
■赵 磊 李定辉

当前，刚下连的新兵正在适应军营

生活，基层带兵人也在同他们磨合。这

个过程需要时间，更需要耐心。在多年

的基层工作中，笔者常能听到一些新战

士感慨：“给得再多，不如懂我。”为何有

此一说？我想原因无非是部分带兵人

在面对新兵时，“走近”而未“走进”，“身

入”却未“心入”。

“人们酷肖他的时代，远胜于酷肖

他们的生身父母。”恩格斯的这句名言，

常被人们当作认识所处时代特征规律

的提示语。无论思维方式、知识结构，

还是个体需求、价值观念，每一代官兵

都打着深深的时代烙印，而个性鲜明、

自尊心强、渴望被认可，在现在的新兵

身上体现得更为突出。

然而，面对兵员的思想变化，一些

带兵人仍在沿用老套路、老方法，希望

拿着昨天的“旧船票”登上今天的“客

船”。比如，有的认为说话嗓门大才有

威严，带兵方法简单生硬；有的信奉高

压管理，时常板起脸来说教、批评……

其结果可想而知，新兵自然不领情，甚

至在心里垒起高墙。

带兵就是带心。尤其当下，不少新

战士正在经历下连后的“第二适应期”，

对快节奏的训练生活、高标准的能力要

求一时感到茫然、不知所措。这个适应

期可短可长、可繁可简、可顺利也可坎

坷，关键在于基层带兵人能否及时靠上

去，走进他们的内心，坚定他们的信心，

帮助他们迅速转换角色，实现自我价值。

在此过程中，班长骨干不妨多一些

“将心比心”。每一个老兵都是从新兵

成长起来的，按理说对这一阶段新兵的

思想状态、内心诉求、现实困境等更能

感同身受。因此，要以“过来人”的宽容

心态，带着真情融入新兵的“心世界”，

用同理心看待新兵的“新行为”，而不是

动不动就冷嘲热讽、指责批评。笔者相

信，以信任、欣赏、发展的眼光看待新

兵，以真教、真帮、真带的行动感召新

兵，就一定能营造出充满堂堂正气、融

融暖气、虎虎生气的内部氛围，为新兵

们建功军营、矢志强军注入强大动力。

对待新战友，多一些“将心比心”
■傅 涛

“我要给新同志点个赞！”这天点名

时，新疆军区某团某连值班员杨鑫飞，

对新兵麻伟翔克服身体不适坚持完成

体能考核提出表扬。

听到值班员的肯定，站在队列里的

麻伟翔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因为体

能考核时，寒冷的天气打乱了他的呼吸

节奏，他跑到一半就岔气了。当他强忍

着难受到达终点时，其他战友已列队完

毕准备前往下一考点。当时，麻伟翔认

为他肯定会被点名批评，没想到却“意

外”得到值班员肯定，这让他很受鼓舞。

“新兵们并没有表现多优秀，为啥

三天两头受到表扬？”杨鑫飞对新同志

的表扬，让不少老兵感到纳闷：这段时

间，不只是杨鑫飞，其他一些班长骨干

也对新兵开启了“点赞模式”，每天不失

时机地点名表扬他们。

一次掩体构筑训练，老兵毫不费

力就完成了，而新兵达到合格线的寥

寥无几，新兵玉荣基用时最长。就在

大家以为玉荣基会迎来一顿批评时，

担任教练员的李金帅却对老兵们说：

“新同志这么卖力，咱们一块儿给他鼓

鼓掌、加加油！”

班长骨干的异常举动，引起了该连

连长的注意：以往新兵下连后，就算素

质再好、表现再优秀，班长骨干们也是

批评多、表扬少，今年这是怎么了？带

着疑问，他把杨鑫飞找来了解情况。

“点名表扬新兵确实是我们有意为

之。”杨鑫飞说，“连长，我们是想通过这

样的方式，打破新兵与老兵的隔阂，拉

近与新兵的距离，帮助他们尽快熟悉部

队、融入集体。”

去年 12 月新兵下连后，该连担心

新兵跟不上训练节奏，专门成立一个新

兵班，精心挑选专业骨干负责新兵训

练，待新兵训练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

再分配到各班。但也正因如此，新兵与

老兵直接接触的机会不太多，彼此不怎

么熟悉，有明显的距离感。杨鑫飞发

现，部分新兵参加集体活动时畏手畏

脚，日常生活中很少与老兵交流。

就当杨鑫飞思考该如何改变这种

局面时，一天中午，他刚走到水房门口，

就听到两名新兵在发牢骚：“上次操作

电台时，吴班长站在一旁一个劲儿说我

速度慢，但也没见他主动上手教”“这些

老兵总是高高在上的样子，一言不合就

批 评 ，让 我 们 怎 么 去 跟 他 们 打 成 一

片”……

听到这里，杨鑫飞二话没说，走过

去将这两个新兵批评了一顿。但当天

晚上，他就后悔了。熄灯后躺在床上，

他觉得自己当时的反应有些过激，但一

个问号敲击着他的内心：是什么让新兵

对老兵有如此大的成见？

杨鑫飞想起之前发生的一件事。

新兵刚下连时，玉荣基“爬战术”老是不

合格。于是，杨鑫飞亲自教学。经过努

力，玉荣基终于“过关”，但杨鑫飞还是

批评他进步慢。自那以后，杨鑫飞就发

现，玉荣基的训练热情明显降低。

杨鑫飞忽然意识到，新兵对老兵

有怨言，责任主要在老兵身上。老兵

们虽然工作训练冲在先、干在前，起到

了很好的模范带头作用，但在对待新

兵时习惯“干得好不表扬、做错了就批

评”。一来二去，新兵们开启了“自我

保护”模式，与老兵产生了隔阂、疏远

了感情。

“将心比心，新兵们的反应可以理

解。”杨鑫飞说，他在入伍之初，也对班

长骨干生硬的带兵方法有过抱怨。后

来因为时间长了，彼此熟悉了，才逐渐

释然，但他不希望现在的新战友重蹈他

的覆辙。随后，他和几名班长骨干分享

了自己的想法，得到了大家的支持，这

便有了班长骨干活用“夸字诀”的做法。

听完了前因后果，连长理解了班

长骨干们的用意。“如何帮助新兵尽快

度过‘第二适应期’，我也一直在思考

这个问题。”他说，此事也给连队提了

醒，要从密切新兵与老兵关系上多下

功夫。

连 长 立 即 召 集 班 长 骨 干 商 量 对

策。经过讨论，他们决定在连队开展

“好战友，好搭档”活动，让新兵和老兵

结成互帮互助对子。在安排工作任务

时，他们有意把新兵与老兵分在一组，

为他们创造熟悉彼此的机会。与此同

时，连队干部鼓励老兵要带着欣赏的、

发展的眼光看待新战友，多发现他们身

上的闪光点，多帮带他们补齐能力短

板，使他们感受到连队大家庭的温暖，

更快适应连队生活、融入集体。

在 连 队 干 部 和 老 兵 的 共 同 努 力

下，新兵与老兵的关系有了明显变化，

老兵们少了批评、多了夸赞，部分新兵

也从“看见老兵躲着走”变成“与老兵

并肩而行”。这不，在老兵林天缘的指

导帮带下，麻伟翔的体能课目已经全

部合格。

新疆军区某团某连帮助新兵尽快度过“第二适应期”—

用点赞和欣赏传递温暖
■滕宇飞 崔浩浩 本报特约记者 高 群

密切内部关系 深化革命情谊

近日，陆军某团开展冬季大练兵活动。图为官兵进行格斗训练。

段 洁摄

前不久，武警云南总队临沧支队某中队开展山林地搜索、潜伏狙击等课目

专攻精练。图为快速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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