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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准备在网上报一门课，拓展自

己的能力……”一天夜里，在外出差的

我，收到排里一名战士发来的短信。

见他如此主动学习提升自己，我感

到很欣慰。翻开手机日历的“打卡”纪

录，我发现读书成为每天的必修课。这

一路走来，我内心无比充实。

课外自学，是我在初中养成的习

惯。我一直认为，坚持读书学习可以帮

助一个人拓宽视野眼界、提高能力素

质、适应时代发展。在军校上学期间，

“做一名学习型军人”的倡议，让我更加

坚信：自己以后带兵，就要带出爱读书、

善学习的好兵。

这个过程，并不轻松。

记得到连里报到当天，大家见我带

着一箱书，便一脸疑惑地围拢过来。一

名战士直勾勾地看着我：“排长，您到排

里的第一件事，不会是给我们每个人送

一本书吧……”

“ 去 去 去 ，书 上 面 写 着 排 长 名 字

呢！”见我哭笑不得，一名班长马上替我

解围，“排长，我带你把书放起来吧。”

来到图书室，只见书架上摆放的图

书，除了几本小说卷起了毛边，大多整

齐如新，我不禁发问：“这些书没怎么动

过吧？”

“现在连里喜欢读书的人越来越少

了，拿到手机，不是打游戏，就是刷视

频。”班长无奈地说。

听完他的话，我陷入了沉默：“不读

书学习，靠什么进步提高？”在那一刻，

我决定做点什么。

“指导员，能不能改造一下连队图

书室？”一天，我向指导员建议。指导员

听后一怔，但很快明白了我的用意，让

我讲讲打算怎么做。

改善图书室环境，增加图书种类，

购置床头书架；推荐优质网课、教育片、

读书类短视频，拓展知识面；定期举办

读书分享活动，引导大家参与其中……

我将内心想法和盘托出，立即得到指导

员大力支持。干部骨干们一商议，立即

付诸实践。

作为排长，我要求排里的战友每周

拿出专门的时间读书学习，并交流心得

体会。

然而，现实给我泼了一盆冷水——

第一场读书分享会，战友们要么不

知 说 啥 ，要 么 有 头 没 尾 ，要 么 应 付 了

事。坐在台下，我都感到尴尬。

事后，副班长小宋问我：“对我们来

说，读书一不能让人跑得快，二不能让

枪打得准，好处体现在哪儿？”听罢，我

竟一时无言以对。

渐渐地，装修一新的图书室成了大

家和家人通话的“打卡地”，床头书架也

成了摆设……我预想的目标一个也没

达成。

那个周末，我不断回忆自己养成

读 书 习 惯 的 经 历 ，决 定 多 一 些 耐 心 ，

把“战线”拉长，潜移默化影响和改变

大家。

野外驻训很快到来。在那段容易

集中精力的时间里，我主要做了三件

事：一是带领大家优化老装备作业流

程，二是定期带头分享读书学习收获，

三是推荐好书和“金句”，并有意识地组

织战友讨论。

改变，悄然发生。尤其是我依靠一

本机械类教材，将多年不变的装备作业

流程缩短 4 分钟后，大家终于体会到了

“开卷有益”的好处。我能明显感到，主

动学习钻研正在排里渐成风气。

如今，身边不少战友通过坚持读

书 学 习 ，成 长 为 专 业 人 才 和 管 理 骨

干。当年问我“读书的好处体现在哪

儿”的小宋，虽然退役回到了地方，但

凭借后来养成的主动学习的劲头和扎

实肯干的韧劲，也在工作岗位干得有

声有色。

思绪拉回，我赶紧给排里的战士回

复短信。“最近很忙，今天只看了两页

书，但还在坚持，一天不落……”点击

“发送”，我自问自答——

“读书有什么好？”

“读书的好处实在太多了，只有读

书的人才能体会到。”

开卷有益成为官兵共识
■第 82 集团军某旅某连干部 刘 凡

这是一名基层排长与战友的读书故事。从中不难看出，在基层部队，关于读书学习、关于建设书香军营，有
很多工作可以做，也有很长的路要走。“世界读书日”刚过，书却不能放下。愿每一名战友都养成爱读书的好习
惯，坚持开卷有益、积少成多，相信日拱一卒、功不唐捐。

——编 者

“103058！”

随着我将当天印象最为深刻的一

段文字摘录到备忘录里，电脑字数统计

功能显示出这样一串数字。对于一个

以前不爱看书的人来说，两年半时间能

有这样的积累，也算小有成就。

过去，我一直认为，与其坐在宿舍

里看书，不如到训练场上出汗。但晋升

下士那年，我的观念改变了。

那年初，听班长说，连里来了一位

爱读书的新排长。为了给他留下好印

象，在集训结束返程时，我打了一路腹

稿。回到连队，得知排长在图书室看

书，我便欣然前往，准备会一会这个“读

书人”。

“覃志同？欢迎归队。来，咱俩好

好聊聊……”一肚子“墨水”还没来得

及 倒 出 来 ，我 就 被 排 长 拉 着 问 长 问

短 。 那 天 的 聊 天 内 容 我 现 在 记 不 清

了 ，只 记 得 排 长 脚 边 放 着 满 满 一 箱

书。当时我想：一个人读这么多书，会

有什么不一样？

在后来的驻训中，我找到了答案。

那段时间，排长负责组织专业训

练。因为排里的装备有点“老”，经常出

现故障，大家操作起来放不开手脚，成

绩勉强及格。一天，排长不知从哪里找

来一本机械类教材，带领我们从最基础

的步骤开始，优化作业流程。

“装备列装这么久，现在还能怎么

优 化 ”“ 改 来 变 去 的 ，还 有 什 么 意

义”……由于费时费力，有的人发起了

牢骚。

排长不为所动，经常一边翻看教

材，一边比划指导。两个月过去，努力

得到回报：作业时间较以往缩短了 4 分

钟。消息很快传开，战友们对我们排刮

目相看。

“排长，你怎么想到优化作业流程

的？”兴奋之余，我仍心存疑惑。

“这本书告诉我的。”说着，排长晃

了晃手里的教材。

真有这么灵？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我找排长借来几本机械类的书籍，抽空

“啃”了起来。

有一次，某装备发生故障，几位班长

排查了很久都没找到原因。我突然想

起，有一本书里提到过相关故障和排除

方法，便“现学现卖”，结果“手到病除”。

也就是那一年，我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

和在任务中的出色表现，如愿晋升下

士。喜讯传来的那一刻，我内心清楚，如

果不跟排长读了那些书，根本不可能取

得这样的成绩。

尝到了甜头，我更加努力地读书学

习，每看一本书，都要做好笔记，写下心得

与思考。我还为此专门建立了一个备忘

录，摘录一些重要段落和知识点放在其

中，经常温故知新。在知识的滋养下，我

不断提高本领，很快成长为装备操作和维

修骨干，并在去年当上了副班长。

变化，不仅仅发生在我身上。以

前拿到手机只顾打游戏的战友，也有

样学样，点开电子书学习；曾经一看书

就犯困的一名战友，居然在排长引导

下，研究起《孙子兵法》；闲暇时间，新

兵们也开始在图书室里扎堆……

看到这样的场景，我心生感慨：一

线带兵人喜欢读书学习多么重要，一名

战士遇到喜欢读书学习的带兵人多么

幸运。

前段时间，我对新域新质作战力量

产生了兴趣。排长知道后，马上又给我

推荐了一本书。

排长让我尝到读书甜头
■第 82 集团军某旅某连副班长 覃志同

一天晚上，第 81 集团军某旅某连

列队集合。担任连值班员的五班下士

胡鑫杰，面对全连官兵展开一日工作讲

评。他声音洪亮、逻辑清晰、分析准确，

让人眼前一亮。

“感谢连里提供的锻炼平台，让我

明白普通一兵也可以不普通。”回到宿

舍，胡鑫杰告诉笔者，他前段时间刚选

晋 为 下 士 ，但 由 于 经 验 欠 缺 、阅 历 尚

浅 ，执 行 组 织 赋 予 的 任 务 经 常“ 掉 链

子”，一度产生消极情绪。多亏了连队

干部骨干的耐心帮带，让他逐渐找回

自信。

“军士是我军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

的基础骨干力量，必须高度重视这支队

伍的建设和培养。”该连指导员贾明轩

介绍，他们在工作实践中发现，很多非

骨干军士存在这样的倾向：日常表现不

突出、作用发挥不明显、训练成绩居中

游、执行任务爱溜边。

下士高志新一直将担任班长作为

奋斗目标。由于名额有限，他未能如愿

后，顿时陷入迷茫：“以后我就把分内工

作干好就行，其他的就不想了……”

而入伍 11 年的二级上士李闯，能

力素质更胜一筹，同样没能当上班长。

“ 我 虽 然 有 一 技 之 长 ，但‘ 贪 多 嚼 不

烂’。当班长多操心啊，我待在自己的

舒适区里不是挺好？”听得出来，他另有

自己的盘算。

贾明轩认识到，很多非骨干军士安

于现状，主要是因为没有找到施展才

干、提升能力的空间和平台。事实上，

现在的战士学历普遍较高，或多或少都

有些专长，一定要创造有利条件，让他

们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在工作任务中大

展拳脚。

“非骨干军士也能‘唱主角’！”为

此 ，在 旅 机 关 指 导 帮 带 下 ，该 连 探 索

健全非骨干军士培养机制，综合考量

个 人 意 愿 、能 力 素 质 和 岗 位 需 求 ，为

他们制订成长路线图，积极搭建展示

平台，激发干事创业和成长成才内生

动力。

下士刘昊性格内向，入伍以来默默

无闻。一次教育课上发言，班长发现他

思维敏锐，便鼓励他走上讲台。随着上

台次数增多，战友们看到了刘昊身上的

闪光点，刘昊本人也明确了自己的发展

方向。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不仅当

上了营史讲解员，还被委以政治教员的

重任。

胡鑫杰的改变，同样立竿见影。进

入军士行列后，连队干部骨干决定“扶

上马，送一程”，对他展开“多对一”帮

带。胡鑫杰一改往日低迷，积极参与某

新型装备战场应用课题研究，在示范教

学、组训施训、战法创新方面提出了自

己的见解。目睹胡鑫杰的进步，战友们

纷纷竖起大拇指。

看到非骨干军士战友争先恐后，高

志新“坐”不住了，脏活累活抢着干，主

动向连队干部学习管理经验；一度留恋

“舒适区”的李闯，也开始闯劲十足，主

动请缨担负某课目教学任务，立下了争

当“金牌教练员”的目标……

如今，在该连，非骨干军士队伍的

干事活力得到了充分释放，其中不少同

志成了班长骨干的有力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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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中旬，陆军某团开展心理行为训练，帮助官兵缓解心理压力，增进

战友情谊。 段 洁摄

带兵人手记

“为什么挡把安装在发动机上面”

“这款发动机没有喷油泵，那燃油还能正

常燃烧吗”……在前不久的一堂汽车维

修课上，海军勤务学院某训练大队军士

教员、一级上士赵现会被团团围住。面

对学兵们提出的问题，他一一耐心解答。

许多战友没想到，放下扳手、拿起粉

笔不过两年多时间，赵现会成了学兵最

欢迎的教员之一。在此之前，他只是一

位响当当的维修尖兵。

2021 年 ，在 从 事 汽 车 维 修 13 年 之

后，赵现会被调整到教员岗位，从一名分

队长向一名“兵教员”转型。然而，转岗

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走上新岗位，赵现会很快感到了“本

领恐慌”。如何激发学兵的学习兴趣？

如何吃透装备操作的原理？如何把专业

理论讲得深入浅出？一连串问号，让他

直挠头。“如果动手操作，我保证一气呵

成、不出差错，但要讲出那么多道道，我

真是‘茶壶里煮饺子——有货倒不出’

啊！”赵现会既着急又无奈。

教研室主任彭碧鑫看出了赵现会的

困境，主动帮他适应岗位，安排他在教研

室试讲，其他教员现场提出问题和改进

意见，传授教学经验方法，具体到动作、

语气和表情。

第一次试讲，赵现会紧张得手心冒

汗，尽管事先有所准备，但还是“卡壳”了

好几次。根据教员们提出的建议，赵现

会一遍遍打磨、一次次试讲，终于站上了

课堂的讲台。不断学习总结，赵现会渐

渐摸索出适合自己的一套授课方法，很

快成长为学兵眼中的“教员新星”。

某部战士刘明帅来到该大队学习汽

车维修。平日里有些“棱角”的他，遇到

公差勤务经常不见人影。但上赵现会的

课，他堂堂不落，每次都会积极发言。

见刘明帅学得慢，赵现会在课后把

他 带 到 实 操 场 地 ，逐 个 零 部 件 对 照 讲

解，循循善诱、不厌其烦。在赵现会辅

导帮带下，刘明帅进步很快，在结业考

核中拿到了理论和实操两项第一。回

到单位后，他继续磨练技能，在本职岗

位上独当一面。“赵教员就是我的榜样，

我要像他那样兢兢业业培养人才。”刘

明帅说。

铁打的讲台，流水的学兵。截至目

前，赵现会已教过 5 批 300 余名学兵，很

多人成为所在单位的专业骨干。“走上三

尺讲台，改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初心。

我要在教员岗位上继续耕耘，培养出更

多部队需要的人才。”展望未来，赵现会

信心十足。

从修理车间到三尺讲台
——记海军勤务学院某训练大队军士教员赵现会

■张砚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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