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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形”与“走心”

好的谈心如盐在肴，无形
无色又无处不在

“营长，有点事我想和你唠唠……”

晚 饭 后 ，看 见 火 箭 军 某 团 某 营 柳 营 长

走 在 前 面 ，上 等 兵 王 冠 熙 快 步 跟 了 上

去 。 最 近 ，他 正 在 准 备 参 加 上 级 组 织

的专业比武，心理压力挺大，就想找营

长说说话。

在营里，很多人有烦心事，都喜欢找

柳营长唠唠。而在一年前，柳营长还“不

太受待见”。那时，他刚从机关管理参谋

的岗位调整过来当营长。由于之前总是

板着脸通报问题，大家对他有些生分，不

愿主动接触。

针对这一情况，柳营长暗下决心：跟

全 营 官 兵 逐 个 谈 心 ，把 官 兵 思 想 摸 一

摸。为此，他还专门对着人员花名册做

足了准备。

“欢迎大家找我聊天”“办公室的门

随时敞开”……开饭前、点名后，他抓住

一切时机向全营官兵发出“邀请”。没

想到，门敞了好几天，却没一个人主动

找上门。

“谈心交心，要以心换心。你拿着本

子正襟危坐，只‘走形’不‘走心’，人家不

会跟你掏心窝子。”团领导的一句话，点

醒了柳营长。

谈心不走心，不如不谈心。他改变

观念，不再拘泥于谈心的形式，而是把与

战士的每一次相处都当作谈心交心的机

会。

一 次 ，柳 营 长 接 到 一 名 机 关 干 部

的 电 话 ，说 自 己 因 为 军 容 方 面 的 小 问

题，被隶属该营的执勤纠察王冠熙“登

记”了。

“你们营那个列兵可真不好说话，说

了半天好话也不给通融。”

“这个不是通融不通融的事，有了问

题咱纠正……”柳营长的一番“据理力

争”，刚好被来柳营长办公室报告情况的

王冠熙听得一清二楚。

“秉公执勤、大胆工作，这样的事，营

党委给你们撑腰。”放下电话，柳营长抬

头看到站在门口的王冠熙，给他打气鼓

劲。

“能被肯定和信任，让我觉得和营

长一下没了距离……”就着这个机会，

柳营长跟王冠熙多聊了一会儿。虽然

没 拿 谈 心 记 录 本 ，这 次 交 流 却 很 走

“心”。

“谈心谈话不能拘于形式。”该团某

营刘副营长说，不同场合、不同载体、不

同方式，都是谈心交心可以融入、嵌入、

渗入的地方。

一天早上，路过岗哨，刘副营长顺

嘴问了哨兵一句：“吃过饭没有。”这名

新战士支支吾吾地红了眼。刘副营长

猜 测 是 岗 哨 排 班 不 合 理 ，马 上 向 连 队

问 明 情 况 ，原 来 这 名 新 战 士 刚 下 了 执

勤夜班就直接过来接岗了。刘副营长

立 即 安 排 人 换 岗 ，让 这 名 战 士 及 时 得

到 了 休 息 。“ 从 那 之 后 ，这 名 战 士 就 愿

意 和 我 说 真 话 、吐 真 情 ，爸 妈 吵 架 了 、

被 班 长 批 评 了 ，各 种 事 都 乐 意 和 我 倾

诉。”刘副营长说。

好的谈心如盐在肴，无形无色又无

处不在。有时，一个肯定的眼神、一句暖

心的鼓励，或者一次问题的公道处理，都

能起到润物无声的作用。刘副营长记

得，一次，一名战士因为工作失误被干部

批评了，精神压力比较大，“发现后，我赶

紧 打 电 话 问 清 情 况 ，主 动 做 好 疏 导 工

作。那名战士十分感激，晚上给我偷偷

塞了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您今天在我心

里特别高大’……”

打通与打开

疏通不良情绪“出口”，才
能找到真诚交心“入口”

令新兵连田连长没想到的是，让带

兵骨干和新兵关系“破冰”的，竟然是一

场军营“模仿秀”。

这是田连长第二次担负新训任务。

与第一次不同的是，这次的新训对象是

清一色的定向培养军士，学历高、素质

好，做什么都很有主见。

新训班长骨干大多是第一次带新

训，心里总没底，“唬不住咋办”“被怼了

咋办”……因为经验不足，有的骨干常常

板着脸，靠“严肃”树威信。

一 来 二 去 ，误 会 和 矛 盾 就 冒 出 来

了。新兵们抱怨，“班长太严厉，方法太

简单”；骨干们吐槽，“这些新兵很自我，

听不进意见”。

为了缓和关系，田连长带着几名排

长两头谈心做工作。“新兵爱‘顶嘴’，那

是民主意识强”“班长要求高，都是为你

好”……苦口婆心、循循善诱，可几轮谈

心下来，并没有多少改观。

改变发生在一次偶然。为了活跃连

队氛围，田连长在连里搞了场“军营模仿

秀”，内容是让新兵们模仿班长。刚开

始，新兵们还小心翼翼，只模仿一些口头

禅、个性化言行，后来发现班长们看完也

忍俊不禁，就开始大胆用特定的场景去

表现班长的管理方式和做事方法。

一 次“ 模 仿 秀 ”，架 起 新 兵 和 班 长

沟通理解的桥梁。一阵阵笑声和笑声

过 后 的 思 考 ，打 开 了 大 家 的 心 结 ——

新 兵 慢 慢 理 解 了 班 长 ，懂 得 了 他 们 的

“良苦用心”；班长们也开始卸下包袱，

既大胆管理，也讲究方法，得到了新兵

的认可。

“要让官兵的情绪得到疏解，情感

得到释放，他们才会越说越想说、越说

越 敢 说 。”结 合 自 己 的 经 历 ，某 营 教 导

员 深 有 感 触 地 说 ，“ 那 些 不 起 眼 的 笑

点 、泪 点 、吐 槽 点 ，也 许 正 是 走 进 官 兵

内心的入口。”

这名教导员曾在机关多年从事政

治 工 作 ，经 常 运 用 问 卷 和 座 谈 等 方 式

了解官兵思想动态。可当了教导员后

他 发 现 ，“ 现 在 很 多 战 士 的 隐 私 意 识

强 ，一 张 问 卷 、一 次 汇 报 、一 次 谈 心 就

想掌握真实情况的年代早就一去不复

返了。”

他刚上任时的第一次座谈，10 多名

战士围坐一起，侃侃而谈，但内容很多都

是“理性而有分寸的”，“感觉每个人都说

了不少，又好像啥都没说”。

他尝试着每季度在全营开展“向主

官说说心里话”活动。一张 A4 纸折成的

卡片，一面写着“温馨提示”和“主官寄

语”，一面是问题：“你最想吐槽的是什

么 ”“ 你 有 哪 些 烦 心 事 需 要 我 们 解

决”……

然而效果也不尽人意。刚开始收上

来的卡片，没有多少想要的“内容”，有的

甚至交了“白卷”。

私下了解，原来是战士们有自己的

顾虑。首先是谈了管用吗？于是，营党

委向大家承诺，每个问题都会在一周内，

通过公开或者一对一的方式予以答复。

营里能解决的立即解决，营里解决不了

的报请上级解决。

一些战士还担心，“我们说的问题并

不 是‘ 告 状 ’，营 里 会 不 会 因 此 处 理 骨

干？”“会不会制造和管理者之间的‘对

立’……”

于是，后面下发的卡片上有了“温馨

提示”：所有卡片由营主官亲自统计，无

他人接触；连里也要定期搞这样的活动，

共同目的是解决好问题……

大家的每一句“吐槽”都得到认真对

待，每一个问题都被倾心解决，每一个疑

虑都得到耐心回答。这一次，诚意终于

换来了官兵的敞开心扉。

收上来的卡片上开始有了更多的

“干货”：“夜岗排班可以更加科学”“夜班

餐食问题应该合理解决”“外出请假如何

既合规又便捷”……

“共情是共识的基础，打通感情是让

官兵敞开心扉的前提。当战士感到自己

被理解、被信任，他们就更容易在谈心交

心中放下‘戒备’，更好地融入集体。”该

团政治处领导告诉记者，随着谈心交心

活动的深入开展，战士们的“刺耳话”“牢

骚话”越来越少，关心集体发展、关注执

勤训练的人越来越多，各项建设形势越

来越好。

话里与话外

谈心最好的技巧，融在解
难帮困细节里

谈 心 过 程 靠 对 话 ，谈 心 效 果 靠 实

干。这是该团某分队领导的深刻感受。

驻训场上，一场实战化训练正在进

行。接到“通信节点被毁”的指令后，一

级上士张建涛一边请求上级支援，一边

带领班组人员勘选接替位置、评估受损

情况、制订接替方案，很快成功处置特

情，顺利完成保障任务。

鲜有人知道的是，就在数月前，张

建 涛 差 点 递 交 退 伍 申 请 。 入 伍 16 年 ，

这名老兵多次换岗，他干一行爱一行，

到 一 岗 钻 一 岗 ，从 未 叫 苦 喊 累 。 去 年

年初，连队部分官兵被抽调重组，张建

涛 成 为 所 在 专 业 唯 一 一 名“ 种 子 选

手”。在这急需人才的关键时刻，张建

涛为什么要走？

“ 妻 子 患 病 急 需 手 术 ，孩 子 年 幼

无 人 照 顾 ……”这 名 分 队 领 导 找 到 张

建 涛 谈 心 ，了 解 到 这 些 实 情 。 在 被 问

及 为 什 么 不 早 说 时 ，张 建 涛 表 示 ，部

队 训 练 、执 勤 任 务 繁 重 ，不 想 给 组 织

添麻烦。

一句“不想给组织添麻烦”，让这名

领导陷入深深自责——官兵们为了干好

工作尽心尽力，可分队领导却对他们的

困难没有及时掌握。这名领导马上向团

里汇报了这个情况，很快就在驻地联系

好医院，让张建涛把爱人和孩子都接过

来，一起努力把这名老兵“后院”的事情

办好。

在 组 织 的 协 调 和 关 怀 下 ，张 建 涛

爱 人 的 治 疗 很 顺 利 ，身 体 慢 慢 恢 复 。

出院时，考虑到孩子尚小，他们特意安

排张建涛把家人送回老家再归队。后

来，张建涛递交了留队申请，他说：“这

是 我 和 爱 人 的 共 同 选 择 ，我 要 全 身 心

投 入 部 队 建 设 发 展 之 中 ，贡 献 更 大 的

力量。”

“谈心最好的技巧，融在解难帮困细

节里。”该团领导说，解决问题是谈心的

“下篇文章”，也是决定大家是否愿意敞

开交心的关键。

“我经历过各种困难，但组织始终是

我生活里的一道光……”前不久，该团二

级上士小张收到营党委送来的困难党员

补助时，忍不住落了泪。

服 役 12 年 ，小 张 经 历 了 人 生 的

“ 大 坎 ”。 入 伍 没 多 久 ，父 亲 车 祸 身

亡 ，哥 哥 嫂 子 因 家 庭 矛 盾 离 异 ，家 中

常 年 只 剩 下 没 有 劳 动 能 力 的 母 亲 和

刚 学 会 走 路 的 小 侄 女 。 那 段 时 间 ，组

织 数 次 伸 出 援 手 ，帮 助 她 的 家 庭 渡 过

难关。

这两年，小张结婚生子，生活有点

起 色 。 可 前 不 久 ，她 又 生 病 住 院 。 团

党 委 了 解 情 况 后 ，立 即 启 动 解 难 帮 困

程序，为小张联系医院、联系专家开展

治疗。

“组织就是我们的靠山。无论遇到

多大困难，我们都有信心克服……”小张

的事，让官兵们深受感动。大家纷纷表

示，要努力干好本职工作为集体分忧。

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有事找组

织倾诉”。

“好话要说，实事要办。”该团领导介

绍，今年以来，练兵备战任务一茬接一

茬，训练强度大、频率转换快，对官兵身

心带来全方位考验。

“越是这个紧要时候，越要把谈心

活动搞扎实。”该团党委组织各级骨干

利用好任务间隙、点滴时间，灵活机动

开展“三五句话聊一聊”“三五分钟谈一

谈”，在真诚互动、融洽交流中实现高效

沟通。

从 谈 心 交 心 到 知 兵 爱 兵 ，极 大 地

鼓舞了该团官兵以昂扬的斗志投身练

兵 备 战 。 前 不 久 ，在 上 级 组 织 的 训 练

考 核 中 ，该 团 官 兵 齐 心 协 力 、攻 坚 克

难，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得到考核组一

致好评。

谈心交心：与时俱进的一门学问
——火箭军某团干部骨干做好官兵思想工作的实践与感悟

■本报特约记者 李兵峰 特约通讯员 李蜜佳

“ 喝 了 这 杯 蜂 蜜 水 ，缓 解 缓 解 疲

劳。大家辛苦啦。”凌晨两点，在火箭军

某 团 执 勤 机 房 内 ，上 等 兵 梁 郝 天 然 发

现，自己的杯子底下压了一张字条。再

一看，同班执勤的人，水杯里都倒上了

蜂蜜水或柠檬水。

梁郝天然端起水杯喝了一口，甜丝

丝的，满身的疲惫瞬间消散不少。她转

过 身 ，冲 着 班 长 崔 亚 茹 的 席 位 比 了 个

心 —— 能 这 么“ 宠 ”自 己 的 ，肯 定 是 班

长。不远处，端坐机台前的崔亚茹，用

余光捕捉到这一切，微笑着挑了挑眉。

眼前的氛围和谐融洽，可就在几个

月前，崔亚茹和这些义务兵之间，还横

亘着一条“代沟”。

那 时 ，班 里 分 来 了 几 名 大 学 生 新

兵。“这批兵思想活、个性强，能不能带

好，就看你的水平了。”人员交接时，新

兵连骨干不忘提醒崔亚茹。

崔亚茹有些不以为然。自己当了 6

年班长，还没遇到过带不好的兵。

然而这一回，却出乎她意料——

那天，崔亚茹刚提出要统一理发，

就有人拿着条令过来质疑：“班长，你看

看这条令上，也没说不让扎头发呀？”

班务会上，她给大家明确专业考核

要争夺第一的目标，并拿出了一套强训

计划。晚上洗漱时就听到有人不理解

地议论：这么“卷”的训练计划，是不是

为了满足班长的虚荣心……

道 理 讲 得 清 清 楚 楚 ，为 啥 大 家 还

是 不 理 解 ？ 崔 亚 茹 使 出 惯 用 一 招 ：搬

个小凳和大家逐一谈心。该问的问题

她 又 问 了 一 遍 ，该 讲 的 道 理 又 讲 了 一

遍。这样一来，大家倒是不说什么了，

该剪发的剪发，该加训的加训。只是，

她 总 感 觉 大 家 心 里 有 话 没 说 ，干 啥 积

极性都不高。

“难道真是‘代沟’太深？”崔亚茹反

思自己和这批新兵学历不同、经历不同，

年龄更是差了一截……

“产生隔阂跟你们的年龄、阅历确

实有关，但主要还是沟通没到位。”也在

留心这批新兵的连长，在交流时告诉崔

亚茹，“你谈心时板板正正，是没有温度

的‘讲理’，缺少心灵共鸣，大家即便口

服心也不服。”

听了这番话，崔亚茹开始反思，自

己谈心确实有点“老套路”了，自认为是

“知心姐姐”，其实新战友想什么自己并

不了解。

经过细细琢磨，她决定在“谈”上做

出改变。时机上，不再那么正式，训练

间隙、饭后散步、饭堂帮厨，崔亚茹都有

意无意地插空或借机和大家聊上几句；

方式上，也不仅限于面对面，有时微信

上说，还有时写个便贴。

就像一滴水接着一滴水的滴灌，慢

慢地，聊着聊着，她和班里的新兵之间

的代沟被抹平。话多了话题也深了，战

友关系越来越融洽……

谈 出 凝 聚 力 ，聊 出 认 同 感 。 前 不

久，恰逢重大任务保障，老兵刚刚退伍，

连队执勤力量薄弱，这批刚刚晋升为上

等 兵 的 义 务 兵 成 了 班 里 的 执 勤 主 力 。

崔亚茹带领全班进入连轴转的工作模

式。大家同心协力、并肩作战，圆满完

成任务，受到上级的肯定。

用“ 心”抹 平 那 道“ 沟”
■本报特约记者 李兵峰 特约通讯员 李蜜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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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间歇，火箭军某团组织休闲游戏，密切官兵、兵兵关系。 胡亦锴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