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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咖 秀

一件工作的部署、一项任务的完

成、一茬士兵的成长，需要方方面面、

各种因素共同发力。其中，带兵人的

威信至关重要。

什么是威信？有人说，“说一不

二”“我总能说服别人”就是威信，我曾

深以为然。然而，任指导员第一年的

一段经历，却让我对威信有了不一样

的理解。

当时正值年终岁尾，连队官兵有

的外出执行任务，有的脱产参加专业

集训，有的休假回家，实际在位人数偏

少，但是装备还是那么多，怎么维护保

养成了难题。由于连长不在位，我就

想了一个办法，将人数多的班组匀出

一部分战士，帮助人数少的班组，大家

互相配合完成任务。

“是哪个班组的装备就该哪个班

组维护，更何况各班组的装备不尽相

同，否则很容易出问题……”与班排骨

干商量时，班长老徐提出不同意见。

“就按我说的来！”当众被质疑，我

脸上有些“挂不住”，便很生硬地“怼”

了回去。我想当然地以为，老徐有意

“欺负”我这个新任指导员不懂专业，

而且存有私心，觉得他们班组人多，按

我说的做会“吃亏”。

大家依令行事，展开装备维护保

养，不但没有取得齐头并进、事半功倍

的预期效果，反而出了状况：分配到其

他班组的战士，由于不熟悉装备，与其

他成员缺少默契，不仅插不上手、使不

上劲，还不时误操作，险些酿成事故。

事后与老徐交流，我才知道他其

实当时还有后半句话没说，大意是维

护保养重装备，各班组不宜交叉，但是

擦拭轻武器时，人数多的班组可以多

承担一部分，这样整个工作进度才会

保持一致。看来老徐是对的，而且完

全出于公心。

当晚点名结束后，我召集干部骨

干碰头，不仅当众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还就连队当前情况下如何抓好战备训

练和教育管理，真心向大家请教。大

家你一言、我一语集思广益，很快敲定

了思路办法。由于连队在位的干部骨

干都参与了讨论，无需再花时间统一

思想和具体部署，工作效率大大提升。

通过这件事，我意识到，作为主

官，自己不自觉地产生了“我的见识就

是比你强”“我是主官就该听我的”“我

的意见被反驳就是嫌我水平低”等思

想偏差。我忽然间明白了，威信是自

然而然形成的，凡事动不动搞“一言

堂”，对带兵人的威信不是增强而是损

害，虚怀若谷、从善如流才能赢得官兵

信任。

后来，连队党支部开会研究奖励

表彰事项，我和连长会前沟通时，都认

为大学生士兵小邢平时表现突出，参

加上级组织的演讲比赛名列前茅，还

在连队文书外出培训期间接替完成相

关工作，应予重点考虑。

但讨论发言时，一位排长支委和

两位军士支委推荐的人选都是小张。

有的说，小张勤奋好学，在同年兵里最

早获得实际操作装备的资格；有的说，

小张踏实肯干，无论转场宿营还是修

整路面，都踊跃参加、出力最多……

听完 3 人的意见，我和连长相视

一笑，互相点了点头。他接着表态：

“我本来想推荐小邢，但听了大家发

言，感觉还是要把练兵备战、注重实干

的导向鲜明树起来，照此来看，小张更

合适。”

“我一开始也倾向小邢，但大家平

时和战友朝夕相处，更有发言权。我

赞同大家的意见！”我接过连长的话

头，肯定了几名支委的发言，随后还对

充分发扬政治民主谈了感受，“连队就

要营造说真话、重实绩、讲公平的浓厚

氛围，不是谁职务高、资格老就一定听

谁的！”

随着任职时间的增长，我明显感

到，为连队建设发展建言献策的官兵

越来越多，大家不再心存顾虑，反映问

题不再遮遮掩掩。在此过程中，我也

逐渐成为官兵们的知心人。直到现在

离开指导员工作岗位，还有连队的战

友 愿 意 和 我 分 享 近 况 ，让 我 出 谋 划

策。这让我明白，靠“威”不能立“信”，

凭“信”可以生“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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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推荐

新闻前哨基层之声

3月中旬，2024年度春季入伍新兵陆续入营。火箭军

某部用隆重的仪式、喜庆的氛围、周到的服务，迎接新战友

的到来。

上图：新训骨干王赫（左一）与新兵王臻促膝而坐，嘘

寒问暖、答疑解惑，帮助他尽快融入军营大家庭。

左图：入营当天，新兵阿依谢姆·阿卜杜喀迪尔和张馨

（右一）对军营充满好奇，班长（左一）热情迎接，耐心讲解。

特约摄影：火箭军某部干部 陈世锋

一级上士 郑 义

瞬间

点睛

老兵走时，战友们依依不舍；

新兵来时，官兵们笑脸相迎。

部队就是这样——老兵刚刚含泪离开，新兵已经笑着

入营。

如果说“老兵泪”让我们不忘过往，那么“新兵笑”则让

我们对明天充满希望。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正是有了一茬茬新兵与老

兵的青春接力，我们的强军事业才会蒸蒸日上、越来越好。

（张 良）

投稿请登录强军网
解放军报投稿平台

带兵是一门大学问，需要琢磨，需要实践，还须经
常总结提炼。本期我们推荐驻香港部队某部干部杨元
超的“带兵人手记”，看看他对于“威信”的理解，希望能
对广大基层带兵人有所启发。

——编 者

“ 凡 百 事 之 成 也 ，必 在 敬 之 ；其 败

也，必在慢之。”荀子《议兵》中告诫我

们，百事之成在于敬业。这个“敬”字，

可以理解为“责任心”。

“ 肩 扛 千 斤 谓 之 责 ，背 负 万 石 谓

之任。”责任，意味着必须要干而且要

干 好 。 无 论 艰 难 险 阻 ，还 是 压 力 如

山，既然在其位，就要尽其责，敢于担

当 、迎 难 而 上 。 具 体 到 军 人 ，就 是 对

岗 位 负 责 ，对 单 位 建 设 负 责 ，对 能 打

胜仗负责。

常言说：不患无策，只怕无心。责

任心是干好一切工作的原动力。在部

队，每名官兵都有自己的岗位和职责，

这是属于个人的“责任田”，耕种得好不

好，是一个人的精神状态、担当品质和

专业能力的综合体现。走上岗位就承

担了责任，有了职务便被赋予了责任，

这是分内之事，责无旁贷，必须全力以

赴地干好。

当前，个别官兵责任心不是很强，

有的工作中缺乏预见性和主动性，有

的只做表面工作而惰于细研深做，还

有的守着“责任田”却不愿干事 、不敢

担事……这些都是断不可取的。岗位

职责有限定，履职尽责见担当。只有保

持昂扬进取的精神状态，养成勤于学、

敏于思、笃于行的习惯，把岗位当战位

看、把工作当事业干，充分发挥主观能

动性，埋头苦干、创新实干，才能完成好

各项工作任务。

让“责任心”在岗位上蓬勃跳动，这

是一种不因环境变化而起伏的工作状

态、不被生活平淡而磨灭的斗志激情。

奋进强军征程，广大官兵务必保持“时

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自觉把练兵备

战各项任务时时放在心上、抓在手上、

扛在肩上，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

工作向打仗用劲，努力做到不负使命、

不负时代、不负青春，书写出党和人民

满意的优秀答卷。

让“责任心”蓬勃跳动
■刘 军

3 月上旬，某机场战机轰鸣，一场多

课目、多要素飞行训练正在进行，中部

战区空军某团战士桂响鹏、桂响腾分工

协作，表现出色，一时传为佳话。

这 两 名 战 士 是 一 对 双 胞 胎 兄 弟 。

2022 年 3 月，桂响鹏、桂响腾大学毕业，

一 起 参 军 入 伍 。 巧 合 的 是 ，兄 弟 俩 分

到了同一个新兵连。他俩的比拼就此

开始。

新训第一次体能考核前，桂响鹏先

找弟弟挑战：“看谁先拿到‘优秀’！”

当时，战术动作是桂响鹏的弱项，

他就请班长用摄像机拍下训练过程，休

息时通过视频回放查找问题，逐个研究

改进。短短 1 个月，桂响鹏磨破两双鞋，

体重掉了 5 公斤。考核如期而至，桂响

鹏拿下两个单项第一。

“哥哥好样的，我也不能差！”桂响

腾不甘示弱。虽然训练场上暂时不如

哥哥，但在连队内务评比中，桂响腾多

次被评为先进个人。

兄弟俩不光有比拼，还有互助。一

次连队评比，桂响鹏当选为训练之星，

桂响腾却因为单杠成绩不够好而榜上

无名。

“我带你加练！”从那以后，操场上

经常能看到哥哥手把手带教弟弟的场

景。而桂响腾也发挥自己的优势，一有

时间就主动帮带哥哥叠被子、整内务。

很 快 ，哥 哥 的 内 务 水 平 得 到 了 显 著 提

升。就这样，新兵连期间，兄弟俩你追

我赶，表现突出，名气大涨，被大家亲切

地称为“双响”兄弟。

下连后，兄弟俩又一起分到中部战

区空军某团某中队。哥哥桂响鹏成了

飞参员，弟弟桂响腾当上了电子员，虽

然岗位不同，却同处战训一线，两个人

的干劲更足了。

那年冬天，中队受领一项任务，还

处于带教阶段的桂响腾主动请缨，跟着

机组进场保障飞行。当天夜里，气温骤

降，进行垂尾通道检查时，由于检修口

狭小，只能容纳一个人进去，桂响腾每

次都抢在前面，爬进爬出几十次，直到

定检结束……

弟 弟 这 么 拼 ，哥 哥 当 然 不 可 能 示

弱。为准确判读飞参，哥哥桂响鹏学理

论、练实操，每天都要背记大量数据。

遇到不懂的地方，他就缠着班长骨干请

教，笔记本记了厚厚一摞。

去年上半年，在机务大队专业理论

考核中，弟弟登上了“龙虎榜”，哥哥却

因失误没能进入前 10 名。看着失落的

哥哥，桂响腾心里不是滋味。所以一有

时间，他就拉着哥哥往业务学习室跑，

别人学一小时，他们就学两小时；别人

练一次，他们就练三四次。经过一段时

间的努力，哥哥专业成绩突飞猛进。

一 分 耕 耘 ，一 分 收 获 。 兄 弟 俩 约

定，他们会一直比下去，在军营这片热

土上绘出属于自己的青春画卷。

一句话颁奖辞：“双响”兄弟，逐梦

军营。比拼互助，不负青春。

中部战区空军某团双胞胎战士桂响鹏、桂响腾—

你 追 我 赶 勇 争 先
■向 鹏 马汲著

“咦，那堵墙怎么不见了？”不久前的

一天中午，走进机关饭堂，东部战区陆军

某训练基地一名外出参加集训刚刚归队

的机关干部疑惑地问道。

原 来 ，该 基 地 在 几 年 前 调 整 组 建

时 ，直 接 搬 进 了 某 部 的 旧 营 房 。 在 设

置 机 关 饭 堂 时 ，基 地 保 障 处 助 理 员 发

现，饭堂大厅立了一堵墙，把饭堂分成

了一大一小两个房间。考虑到人数上

的 差 别 ，助 理 员 就 把 小 房 间 分 给 了 基

地 党 委 常 委 使 用 ，大 房 间 留 给 了 机 关

干 部 。 因 为 都 是 一 样 的 饭 菜 ，不 算 搞

特 殊 ，所 以 常 委 们 和 机 关 干 部 就 一 直

这样分开就餐。

今年春节期间，由于要组织文化活

动，机关按程序从基层借调人员帮忙，到

了饭点就安排他们在机关饭堂就餐。由

于不了解具体情况，看到中间隔了一堵

墙，一些基层官兵误以为常委们在小房

间里“吃小灶”。

此事很快传到基地纪委书记耳朵

里，他当即提议召集其他常委开个“碰

头 会 ”。 一 开 始 ，有 人 建 议 ，可 以 考 虑

在 春 节 后 利 用 交 班 会 向 大 家 作 出 说

明；还有人建议，把常委就餐区的菜单

进行公示。

“这些办法只能管一时，不知内情的

人还会产生疑问。明明大家同吃一锅

菜，为何要被一堵墙隔出距离、隔出猜

疑？是不是把墙拆掉更好？”讨论中，纪

委书记抛出了心中想法。

“说得对！墙拆了还会更宽敞些！”

其他常委纷纷赞同。

党委班子统一思想后，很快安排营

房助理员联系施工单位。春节后一上

班，施工单位准时进场，拆除了这堵墙。

从此，基地党委常委们和机关人员的就

餐区全面打通，大家一起吃饭也更透明

更宽敞了。

拆掉“隔离墙”，连通官兵心。官兵

纷纷感叹：“这堵‘墙’拆得好！”

这堵“墙”拆得好
■陈 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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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连的照片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