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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

营连日志

当事人说

“老骨干要发挥好表率作用，主动

配合连队管理，不能搞特殊”“新骨干

不能为了凸显自己的威信，无视老骨

干的合理建议”……3 月下旬，南部战

区海军参谋部某连会议室内，一场“新

老骨干对话会”让人眼前一亮。“急于

立威”“管理简单粗暴”“摆老资格”等

新老骨干交接工作时容易出现的问题

现象被一一列出，大家现场把脉、对症

开方。

前段时间，该连骨干岗位调整，由

于新老骨干管理方式、训练理念不同，

出现了一些矛盾问题。

连队组织新兵岗前集训结业考核

时，向来表现优异的“新兵标兵”小王

却 在 某 课 目 上 掉 了 链 子 ，差 点 没 及

格 。 这 让 原 本 打 算 带 领 队 伍 一 展 风

采 的 新 任 带 兵 骨 干 陈 修 武 感 到 脸 上

无 光 ，回 去 后 不 仅 发 了 一 通 脾 气 ，还

拉着小王加练，摆出一副“怒其不争”

的架势。

老骨干李林泽因即将满服役期，所

以刚刚卸下分队长一职。他认为陈修

武的做法有些偏激，于是出言相劝：“不

要搞疲劳战术，应该先找原因。”但陈修

武仍是一意孤行。

李林泽事后了解到，考核前一天晚

上，小王扭伤了脚踝，因怕错过考核，就

没有主动说明情况。真相大白后，陈修

武意识到自己的“莽撞”，立即向小王道

歉。但此时考核已经接近尾声，承受身

体和精神双重压力的小王没能找回状

态，最终成绩不太理想。

此后没几天，驻地气温骤降，一次

会议上，新老骨干就要不要组织高强度

训练再次产生了分歧。

老骨干魏玉宝表示，温度变化太

大，陡然加大训练强度，新兵可能难以

适应，容易引发季节性疾病，延误正常

训练进度。新骨干雷书骁却不以为然，

认为训练就要上强度，越是恶劣天气，

越要拉出去练强体魄、锤炼意志。

双方争执不下，连长见状连忙亮明

态度：练兵没有间歇期，但加强训练也

要讲究方法，应根据现实情况和官兵承

受能力，循序渐进展开。最终，他们敲

定了“层级推进”的训练方式。

此后，连队就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

声音：有人认为老骨干已经离岗，还总

跟新骨干“对着干”，影响新骨干抓管

理；也有人议论，新骨干“新官上任”只

想 着“ 烧 火 ”，情 况 都 没 摸 清 就“ 乱 指

挥”。一时间，不少原本乐于出谋划策

的老骨干打起了“退堂鼓”，生怕被人说

闲话，新骨干们干起工作来也开始畏手

畏脚。

“有问题就要解决！”这一现象很快

引起支委一班人的重视，他们在了解情

况后，决定召开“新老骨干对话会”，于

是便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不是想抢风头，而是连队有连队

的实际情况，新骨干不熟悉，我们这些

老同志有责任出言提醒。”

“老骨干经验丰富，我们应该学习

借鉴，但指导帮带也应分场合和时机，

否则很容易降低新骨干的威信。”

“新骨干做事固然有时容易急于求

成，但我们也应大胆放手，给他们足够的

话语权……”

对话会上，大家放平心态、各抒己

见，逐渐解开心结。会后，该连配合开

展“老兵有话说”“大家来献计”等活动

凝心聚力，官兵岗位建功的热情干劲随

之水涨船高。

“ 向 前 摆 动 双 腿 时 ，手 臂 要 同 时

发 力 上 推 身 体 ……”近 日 ，该 连 组 织

器 械 训 练 ，李 林 泽 主 动 担 任 训 练 教

员 ，为 新 骨 干 进 行 示 范 教 学 ；老 骨 干

周振山也不遑多让，在随后的车辆保

养课中，给连队驾驶员传授了自己的

经 验 与 心 得 ……在老骨干的帮带下，

新骨干的工作逐渐走上正轨，不少战士

感慨道：“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新老骨

干从来不是对立方，这两股力量拧成一

股绳，连队建设一定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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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间时分，结束了半天的操课，第

71 集团军某旅官兵回到宿舍。安静的

楼道里，一个身影却脚步匆匆地走进办

公室内——林站长的“午间半小时”开

始了。

“林站长”是谁？“午间半小时”又是

怎么回事？

一年前，为帮助官兵解难纾困，该

旅开设了线上服务站。自那以后，助理

工程师林雨作为常驻值班员，专为官兵

们提供一站式服务，大家有什么“挠头

事”都可以找她解决。久而久之，战友

们便亲切地称她为“林站长”。

在此过程中，林雨发现，线上寻求

服务的多为家属、干部及营连文书，其

他官兵却十分少见。经过了解得知，这

是因为在日常操课时间，官兵很少有机

会取用手机，而拿到手机时，偏偏又到

了休息时间，机关服务与基层需求之间

存在一个“时间差”。

半年前，某修理连二级上士刘煌

伟想要办理身份证。但因他平时担负

的修理任务较重，没有时间前往机关

办理，又不能在工作期间取用手机寻

求线上服务。于是，这样一件并不复

杂的事情，硬是拖了一个多月才得以

解决。

在不久后的解难会上，刘煌伟反

映 了 此 事 ，引 发 大 家 共 鸣 。 某 营 通

信 技 师 于 锋 说 ，他 们 会 把 问 题 交 给

营 连 文 书 统 一 上 报 处 理 ，但 因 每 个

人 情 况 不 同 ，人 数 一 多 ，即 使 是 些 并

不 复 杂 的 服 务 需 求 ，办 理 周 期 也 会

拖得很长。

本来出于好心提供的线上服务，

却与基层官兵形成了“平行错位”，这

让 林 雨 开 始 思 索 如 何 改 进 工 作 ：“ 旅

里 大 部 分 营 连 允 许 官 兵 在 工 作 日 中

午 十 二 点 半 至 下 午 一 点 之 间 取 用 手

机，如果能在这个时间段里提供线上

服务，就能更好地满足官兵需求。”这

个想法很快获得了旅领导的支持，于

是 ，林 雨 开 通 了 服 务 账 号 ，延 长 线 上

服务时间，并将自制的宣传海报张贴

至各营连。

延时服务一上线就广受关注，不少

官兵慕名而来。

“林站长您好，我们单位的热水器

在洗澡‘高峰期’不够用。”

“林站长，军人申领住房公积金需

准备哪些材料？”

“您好，请问什么时间能够申领新

被装……”

越来越多的基层官兵在这个时间

段找她帮忙，林站长的“午间半小时”便

由此而来。

“别看半小时时间不长，却体现了

我们为基层服务的态度和决心。”从业

务流程到材料填报、从子女入学到营

房维修，官兵眼里的难事，林雨却能在

十 几 分 钟 内 ，协 调 相 关 科 室 进 行 督

办。而且不论大事小情，每名官兵都

能很快得到答复，大家对机关服务的

满意度持续走高，林站长的名声也越

来越响。

“ 感 谢 林 站 长 的 贴 心 服 务 ，让 我

们 能 够 把 更 多 的 精 力 投 入 练 兵 备

战……”这两天，某营一级上士李亚伟

通过微信给林雨发来感谢。此前，他

因通信台站值班和技师报考资料上报

时间“撞车”感到苦恼。材料多、内容

细，他又在值班无暇分心，得益于林雨

的线上指导帮助，他最终如期上交了

材料。

“ 既 让 官 兵 少 费 事 ，又 能 提 升 机

关工作质效，何乐而不为呢？”看着李

亚伟的致谢短信，林雨有些感慨，“其

实 反 复 收 取 材 料 机 关 也 很 头 疼 。”由

于 部 分 营 连 点 位 散 、距 离 远 ，即 便 是

现 场 办 公 ，遇 到 材 料 出 现 问 题 ，机 关

基层都要折腾好久。现在，有不同填

报需求的官兵可在饭后闲暇之余，通

过线上“预服务”及时修改完善，这让

林雨很有成就感。

转眼快到下午一点，前来咨询的官

兵纷纷在线上向林雨道别，而她的“午

间半小时”也将结束。看着“问题清单”

上的一个个“√”，林雨的脸上带着笑

意：“这是属于我和官兵们共有的幸福

时光，忙碌而又充实。”

林站长的“午间半小时”
——第71集团军某旅延长线上服务时间为兵解难见闻

■杨训清 宋世杰 李 林

特别关注 一线直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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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好人心！”“砰”一声关上宿舍

门，南疆军区某团修理连中士许瑞跃冲

到洗漱间，用冰冷的水流冲刷着脸颊，

仿佛这样就能把心里的火浇灭。就在

刚才，他被指导员叫去谈心，原因是他

受到了新兵的联名“投诉”。

前段时间，新兵下连，为帮助他们

强化专业技能，修理连组织开展集中

培训，素质过硬的许瑞跃被委以重任，

成为新兵班的班长。本着让新战友尽

快感受到连队大家庭温暖的想法，许

瑞跃事事想在前面、干在前面，对新同

志的关怀可谓无微不至。他万万没想

到，自己的尽心尽力，竟会换来这样的

结果。

“班长总是擅作主张……”以此为

开头，指导员收到的联名微信信息中，

细数了许瑞跃让新兵感到“不爽”的多

个“案例”。

原来，春节前，连队统计上报家庭

困难战士名单，准备申请发放慰问金。

许瑞跃在未征求小李意见的情况下，将

其家里的特殊情况在连务会上进行汇

报，还号召新兵给小李捐款。“我知道许

班长是好心，但我不想家事人尽皆知，

不想大家用异样的目光看我。”自尊心

非常强的小李，一度因此觉得“抬不起

头来”。

新 年 度 训 练 展 开 后 ，为 激 发 大 家

的热情动力，连队组织了各类比武活

动。新兵小徐得知消息后，全身心投

入训练，休息时间也经常抱着专业书

学 习 ，希 望 能 够 在 比 武 中 崭 露 头 角 。

但 许 瑞 跃 认 为 新 兵 应 该 以 打 牢 基 础

为 重 ，不 急 于 参 加 比 武 ，于 是 压 下 了

小徐的报名申请，这让小徐消沉了一

段时间。

前段时间，许瑞跃给大家分配卫生

区清扫工作时，担心新同志嫌脏，就把

脏活累活都留给了自己。但带来的结

果是，连队老兵们给这批新兵贴上了

“娇气”“怕苦怕累”等标签……

“ 班 长 ，您 别 生 气 了 ……”一 声 恳

求，让许瑞跃回过神来——洗漱间外的

走廊里，不知何时已被新兵们挤得满满

当当。看着一张张略带青涩的面孔，他

不由叹了口气。眼见许瑞跃火气消了

不少，新兵们一拥而上把他拉回了班

里，一场恳谈会就此展开。

“ 既 然 选 择 当 兵 ，我 就 做 好 了 吃

苦的准备”“我需要的是磨砺和摔打，

不是溺爱”“我已大学毕业，是非曲直

拎得清，不需要特殊照顾”“您今天把

我们养在温室里，明天我们怎么面对

残 酷 的 战 场 ”…… 在 指 导 员 的 引 导

下 ，新 兵 们 道 出 心 声 ，明 亮 的 眼 睛 和

坚定的话语，让许瑞跃紧皱的眉头渐

渐 舒 展 开 来 ：“ 原 来 都 是‘ 我 以 为 ’惹

的祸。我总觉得新兵初来乍到，需要

更多关爱，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的做

法是为他们好，却没有考虑大家的需

求与想法。”

少 一 点 自 以 为 是 ，多 一 些 真 诚 沟

通 ；少 一 点 越 俎 代 庖 ，多 一 些 换 位 思

考。许瑞跃很快改变了带兵思路，开展

工作时更多地考虑新兵们的感受。

近日，连队要从新兵中挑选一人参

加驾驶培训。许瑞跃本想推选性格沉

稳的王杰，但回到班里与大家商讨时，

王杰表示自己对车辆驾驶不感兴趣，反

而是入伍前已经考取驾照的黄胜杰意

愿很强烈。最终，黄胜杰顺利获得了参

加此次培训的名额。

“政 工 干 部 活 动 日 ”上 ，指 导 员 讲

述 了 新 兵 班 发 生 的 这 些 故 事 ，围 绕

“新时代该如何关爱战士”，引导大家

展 开 讨 论 。“ 关 爱 有 度 、善 于 沟 通 、尊

重隐私、敢于放手”等观点，正在改变

着 一 个 个 和 许 瑞 跃 有 着 相 似 困 惑 的

带兵人。

班长为啥被“投诉”
■高松强 马乐清 本报特约通讯员 赵治国

投稿请登录强军网
解放军报投稿平台

4 月上旬，火箭军某旅组织警

卫分队进行实战化训练，锤炼官兵复

杂环境下遂行任务能力。图为警卫

搜索。

向修红摄

基层是部队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

基础。随着“基层至上、士兵第一”的

理念更加深入人心，随着大抓基层鲜

明导向牢固树立起来，各单位纷纷推

出了诸如“一站式服务”“专人专办”等

暖心惠兵举措，竭尽全力为基层解难

纾困。

然 而 ，在 实 际 工 作 中 ，这 些 做 法

是否真的与官兵需求同频共振，获得

所 有 人 的 满 意 ？ 恐 怕 有 时 要 打 一 个

问号。因为，如果不站在官兵的角度

考 虑 问 题 ，再 好 的 机 制 也 可 能 收 获

“差评”。

官兵的呼声是服务的导向。在虚

心接受来自基层的意见后，我决定转

换思路，让自己在午饭后“加个班”，继

续在线上为大家服务。一天天坚持下

来，要说不累是假的，但这与官兵们练

兵备战、执行任务的辛劳比起来，实在

算不了什么。最重要的是，在官兵们

一句句感谢和一次次满意中，我收获

了“予人玫瑰，手留余香”的幸福。

一项服务基层的工作可以有时间

钟点，但服务基层没有终点。在提供

“午间半小时”服务之初，我也曾心生

犹豫，并不清楚这种模式可以持续多

久、自己能够坚持多久。但是，每次看

到自己的一点点努力能化作官兵脸上

的笑容，尤其是身后还站着那么多机

关的同志，他们也在为基层解难忙前

忙后、无悔付出，我就觉得所做的一切

都是值得的。

今后，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我的

想法很简单：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把官

兵们反映的每一个问题，都扎扎实实

解决好，不辜负他们的信任和嘱托。

服务基层：有“钟点”，无“终点”
■第 71 集团军某旅助理工程师 林 雨

 3 月下旬，武警河南总队新乡

支队开展教练员集训。图为参训官

兵进行刺杀对抗训练。

陈松年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