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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官兵的思想并
非捉摸不定，而是需要找到
打开他们‘心锁’的钥匙”

对于哨长徐海琦的选择，张教导员

起初有些不理解。

徐海琦是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

阴山哨所的哨长。哨所位处绵延千里的

阴山山脉，常年只有 3 个士兵驻守。由

于没有网络信号，官兵们调侃地称这里

为“世外桃源”。

在这座不见人烟的哨所，徐海琦一

守就是 8 年。

每 天 一 人 值 守 做 饭 ，两 人 一 组 巡

山 查 库 。 没 有 网 络 通 信 ，没 有 其 他 娱

乐 活 动 ，徐 海 琦 就 带 领 两 个 哨 兵 研 究

厨 艺 和 看 书 学 习 。“8 年 里 ，哨 所 的 兵

不是考去了军校，就是被轮换到山下，

唯一没有轮换的只有徐海琦。”张教导

员说。

在哨所里要想跟家人联系，只能爬

到海拔 1700 多米的山脊找信号，或者跑

三四公里到山下打电话。2023 年初，徐

海琦谈了恋爱，这种联系不方便的困难

更加凸显。张教导员几次想把徐海琦从

哨所轮换下来，都被他婉拒了。

“换徐海琦下山，是想方便他跟女朋

友联系。他怎么就不愿意下来呢？”张教

导员愈发纳闷，“这些年轻官兵，真有点

让人捉摸不透。”

一次，仓库政治工作处领导专门来

到阴山哨所蹲点调研。聊天中，徐海琦

不经意道出一个细节：“老哨长有交代，

要守好哨所。我干了这么些年，不能辜

负跟老哨长的约定。”

结合这些信息，政治工作处领导和

张教导员分析探讨了徐海琦的情况：一

方面，他重担当，可能不愿打破约定下

山；另一方面，已经在这里守了这么久，

成了大家眼中的标杆，如果因为感情的

事下山，可能“抹不开面子”……

不能让士兵背负太多心事，政治工

作处领导和张教导员一商量，决定以工

作需要为理由，把徐海琦抽调到山下参

与某项任务。哨长的工作暂时由其他人

代理，再选派一名战士上山“补位”。

就这样，徐海琦因为“工作需要”下

了山。他心里没了顾虑，和女朋友的联

络也不再是问题。徐海琦的工作热情更

加高涨，临时担负的任务也完成得十分

出色。

眼看着任务快完成，徐海琦有些发

愁。没想到，仓库又布置了一项任务，让

他继续留在山下工作。

徐 海 琦 领 会 了 组 织 的“ 良 苦 用

心 ”。 他 主 动 找 到 张 教 导 员 交 心 ：“ 其

实 恋 爱 后 ，我 是 想 从 哨 所 下 来 。 但 是

担 心 哨 所 工 作 受 影 响 ，还 怕 给 战 友 们

留 下 一 个 儿 女 情 长 的 印 象 。 我 明 白 ，

组 织 让 我 参 与 这 项 任 务 ，就 是 找 个 合

适的方式照顾我。”

看到徐海琦敞开心扉，张教导员欣

慰地笑了。从那以后，徐海琦遇见“搞不

定”的事情，也开始主动去找教导员聊天

谈心。

徐海琦的故事，为张教导员带来许

多启发。前段时间，该仓库召开“融洽新

时代官兵关系座谈会”，张教导员分享了

与徐海琦的相处，感慨地说：“年轻官兵

的思想并非捉摸不定，而是需要找到打

开他们‘心锁’的钥匙。只有真心理解他

们、真情关爱他们，才能打破隔阂，获得

他们的信任。”

“走近官兵，读懂官兵，
陪伴官兵一起成长，而不
只是置身事外顺其自然”

2023年秋，又一批老兵退伍，徐海琦

所在的保障队空出了好几个骨干位置。

暂代徐海琦哨长位置的下士赵士伟

是个合适人选。那几天，张教导员一直

在琢磨人员该怎么调整。

徐海琦很快察觉到队里的难处。“教

导 员 ，老 兵 走 后 缺 骨 干 ，让 我‘ 官 复 原

职’，回山上吧。女朋友也很支持我！”他

来到教导员办公室主动申请，这让张教

导员既诧异又感动。当晚，徐海琦就赶

回了哨所。

徐海琦的选择与坚持，让仓库领导

看到了他们的努力成效。政治工作处

领导介绍，该仓库常态实行几项基层管

理办法，包括“一对一”开展帮带、建立

家庭共管机制等，有效拉近了官兵间的

距离。

通过“一对一”帮带，副班长贾垒为

新兵王旭东解开了心结——

新兵入队，王旭东被分到弹药班，

副班长贾垒跟他结成对子。每天一起

站岗查库，贾垒发现，只要问到王旭东

父 母 的 情 况 ，他 总 是 沉 默 一 会 儿 才 说

话。察觉到问题所在，贾垒主动谈自己

家中的事，分享生活经验，渐渐让王旭

东打开心锁。

原来，王旭东是典型的留守儿童，跟

父母关系疏离。因为从小没有人交流谈

心，他慢慢变得寡言少语。后来，队里与

王旭东父母取得联系，帮助他们一家在

沟通中说清误会、互相体谅。王旭东也

在战友的陪伴中打开了自己，变得积极

开朗。

通过家庭共管机制，上等兵李玉开

始找到方向——

李玉不爱和战友交流，但一玩起手

机就兴高采烈。他的班长通过家庭共管

机制得知，李玉入伍前是个“网瘾少年”，

为了让他“戒网”，家里甚至使用过暴力

手段，也导致了他封闭自我的性格。

了解到根源，班长带着李玉制订“个

人训练计划”，陪他一起训练，帮助他完

成阶段性目标。在现实的“过关升级”成

就感中，李玉有了明显变化，不再天天盼

着发手机，脸上的笑容也多起来，训练刻

苦，面貌一新。

“走近官兵，读懂官兵，陪伴官兵一

起成长，而不只是置身事外顺其自然。”

对于这一要义，沈阳联保中心某保障队

的吴教导员也深有感触。

那年国庆节，这个保障队的两名主

官主动提出，每天和战士共同执勤。一

天中午，恰逢吴教导员和列兵张英东一

起站岗。

“哨位正常，可以接岗，齐步走！”看

似平常的接岗动作，却让吴教导员微微

皱起眉头。上岗时的几步路，张英东走

得 太 过 松 散 ，吴 教 导 员 果 断 让 他 回 去

重走。

一次、两次、三次……走了几次都没

达到标准，张英东有些不耐烦地嘀咕：“不

就这几步吗，把岗站好不就行了。”

“站岗，既有安全的职责，更是军人

形象的体现。一次正规执勤要从交接岗

开始，一名合格军人更要从每一个细节

做起。”吴教导员说。

接下来的 2 小时，吴教导员以身示

教，军姿挺拔、纹丝不动。指针一分一秒

划过，张英东最开始还没什么感觉，慢慢

地，他心中似乎受到触动。“教导员，我知

道错了。我以后一定严格要求自己。”沉

默了许久，张英东鼓足勇气开口。

“站岗执勤，看起来简单，实则每个

细节都考验着我们的作风是否过硬。如

果对你的小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

后你就难以养成好作风、好习惯。”吴教

导员耐心地说。

下哨后，张英东回到队里，把站岗时

的事分享给战友。“教导员对你挺用心

啊！”听到战友们的话，张英东心里更加

感动。

后来，张英东和吴教导员的关系变

得更加融洽，平时还会一起跑步锻炼。

几个月下来，张英东渐渐练成一名越野

尖兵，在仓库组织的群众性练兵比武中，

取得 3000 米跑第一名的成绩。

“遇到艰难险阻敢于
冲锋在先，官兵才会真正
信赖你，才会前赴后继”

排爆，是一项“在刀尖上跳舞”的危

险任务。

在沈阳联保中心某报废武器弹药销

毁大队，有一位排爆专家——高级工程

师曹海庆。对于排爆训练，曹海庆总是

十分严格，无论是谁违反操作规程，都会

受到他的严厉批评。

二 级 上 士 刘 垒 刚 分 到 大 队 没 多

久 ，就 赶 上 一 场 群 众 性 练 兵 比 武 。 为

了 备 战“ 弹 药 销 毁 尖 兵 ”的 比 赛 项 目 ，

刘垒试着在拆解炮弹底火时简化操作

步 骤 。 看 到 这 一 幕 ，曹 海 庆 狠 狠 对 他

发了火。

那次以后，刘垒训练时再也不敢“取

巧”。比武时，他严格按照排爆规程进行

操作，虽然时间上有些落后，但担任副裁

判长的曹海庆认为，刘垒是所有参赛者

中“质效最高的选手”。曹海庆向大队党

委推荐，刘垒受到表彰。

在该大队，像刘垒一样被曹海庆狠

狠批评过的官兵不在少数，但大家都跟

他关系“很铁”。“因为他是真心为我们

好！”刘垒认真地说。

“官兵不仅听你怎么说，更看你怎么

做。”曹海庆说。在常常要面临排爆危险

的报废武器弹药销毁大队，他和其他干

部骨干每一次都身先士卒、冲锋在前。

实投训练场上，某队王队长身穿排

爆服严阵以待，一枚未爆弹正静静躺在

地面上。他小心翼翼地操作，随后立即

转移到掩体后。随着爆炸声响起，未爆

弹被成功排除。

战士宓大程告诉记者：危急时刻，干

部先上，已成为该大队的传统。“遇到艰

难险阻敢于冲锋在先，官兵才会真正信

赖你，才会前赴后继。”王队长说。

记者采访时发现，该大队无论是机

关 干 部 还 是 一 线 官 兵 ，工 作 都 非 常 认

真。通往报废弹药销毁场的几公里路，

两旁的树墙修剪得笔直平整。

“有什么困难，领导都顶在前面；有

什么好事，领导都想着我们。我们能不

认真负责吗？”官兵们真诚而朴素的话

语，道出了基层干部骨干如何让官兵打

开心扉的真谛。

开启“心锁” 叩动心扉
■王可彪 上官明 本报特约记者 汪学潮

时隔一年多，谈起仓库党委为自己

解难，小于心里依然暖洋洋的。

小于是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的

一名军士，平时除了执行警卫勤务任务，还

承担仓库摄影摄像及多媒体制作等工作。

“感觉你这段时间情绪不对，遇到

什么烦心事了？”一天傍晚，小于默不作

声地在机关剪辑视频，经常一起加班的

政治工作处干事杜宇关切地询问。原

来 ，小 于 夫 妻 俩 结 婚 几 年 一 直 没 要 孩

子，双方父母催得急。妻子抱怨小于总

不回家陪她，而小于常年守着大山仓库

脱不开身，只好把这些无奈放在心里。

时间久了，他陷在两难中无所适从，准

备申请退伍。

得知这些，杜宇立即向上级反映小

于遇到的困难。政治工作处在仓库官兵

中摸底发现，因不能及时休假引发家庭

矛盾的不仅小于一人。他们就此问题向

仓库领导做了汇报。“‘士兵的心事’不是

一个小问题，有些事情连队这一级很难

妥善解决，我们必须给予重点关注。”仓

库领导表示。

当月，“士兵的心事”被列入该仓库

党委常委会议题。会上，仓库党委研究

决定，优先安排急需解决家中事务的官

兵休假，同时优先接待没有子女或夫妻

情感出现矛盾的家属来队探亲。

不久后，小于与几名跟他境况相似

的士兵，被安排优先探亲休假。此事在

官兵中引发议论：“没想到，‘士兵的心

事’竟然上了常委会！”

“有些‘士兵的心事’，看上去‘小’，

其实并不小！”仓库领导感慨，为士兵解

决困扰的态度和行动，直接影响着兵心、

影响着战斗力，所以必须真正关心和解

决士兵的实际问题，让他们从内心感受

到温暖。

以 此 为 契 机 ，仓 库 党 委 牢 固 树 立

服 务 官 兵 理 念 ，把“ 士 兵 的 心 事 ”放 在

心上——

召开基层建设座谈会，听取建议、研

究对策，制订为基层办实事的方案计划；

为官兵提供法律援助，发放困难救济补

助；为基层单位打深水井改善水质、建设

阳光晾衣房、改造健身场地、修建文化长

廊；为偏远单位配备车辆，便于官兵看病

就医、外出购物；在公寓楼前修建“军娃

广场”，添置儿童娱乐设施……一系列暖

心行动，为官兵解决了后顾之忧。

基层的盼望及时得到回响，官兵们

士气愈发高涨。“如何让官兵暖心、开心、

安心、凝心？”记者走进沈阳联保中心下

属的多个部队，了解到许多关于这一问

题的思考和实践。透过一个个带兵人的

故事，记者渐渐找到了答案。

“ 士 兵 的 心 事 ”上 了 常 委 会
■梁立坤 郭 冰 本报特约记者 汪学潮

不少带兵人反映，随着时代变迁、

信息网络影响扩大，年轻官兵思维方

式转变、自我保护意识增强，常常让带

兵人捉摸不透、难以交心。对官兵关

系典型矛盾的调研则发现，带兵人中

有的等级观念强，不能对官兵平等相

待；有的对待官兵不走心，“不打不骂

也不爱、不远不近也不亲”……作为一

线带兵人，要想打造一个团结奋进、全

面过硬的战斗集体，建立甘苦与共、生

死相依的官兵关系，必须用心用情用

行带兵。

情 感 要 真 诚 。 习 主 席 指 出 ：“ 军

队是要打仗的，如果上上下下都没有

感 情 ，怎 么 可 能 在 需 要 时 赴 汤 蹈 火 、

同 生 共 死 ？”以 情 带 兵 是 我 军 政 治 工

作 的 突 出 优 势 ，是 我 军 凝 聚 力 、战 斗

力的融合剂。军队要打赢，上上下下

必 须 凝 聚 成 一 个 无 坚 不 摧 的 整 体 。

这 就 要 求 带 兵 人 以 父 母 兄 长 般 的 真

诚关爱官兵、鼓励官兵、依靠官兵，不

断强化情感的黏合力。如此，才能形

成无惧山海的强大合力，在战场上一

往无前、所向披靡。

态度要端正。毛泽东同志曾指出：

“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

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

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

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如今，官兵民

主意识与权利意识不断增强。这就要

求一线带兵人切忌高高在上、指手画

脚，而是要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同时，

用权处事要公平公正，尊重官兵的主体

地位，用信任与发展的眼光看待官兵，

为其成长进步搭建舞台。只有营造出

风清气正的环境，才能引领官兵跟着

干、抢着上。

行动要真切。《孙子兵法》有言：“视

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只有真心实

意地关爱官兵、尽心尽力地为官兵排忧

解难，才能建立起亲密如一的官兵关

系。作为带兵人，要坚决纠治不良倾向

和歪风邪气，用心解决好官兵的急难愁

盼等问题，努力巩固发展团结、友爱、和

谐、纯洁的内部关系，最大限度把广大

官兵的力量凝聚到部队建设和备战打

仗上来，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作

出更大贡献。

带 兵 要 带 心 ，带 心 要 用 情
■王祖来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团官兵看书学习。 汪学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