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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耀演兵场

小咖秀

特别关注

新闻前哨

“刘国炳——少尉！”授衔仪式上，

摘下带有 4 年军校记忆的“一道杠”，换

上代表身份转变的“一杠一星”，海军某

部少尉排长刘国炳心中，既有对未来的

期待，也有隐隐的不安。

“您知道我的情况，我是战士考学，

23 岁进入军校，27 岁回到基层部队，今

年 已 经 28 岁 了 。”来 到 部 队 任 职 没 多

久，刘国炳一脸凝重地敲开了指导员兰

天照的房门，言谈中难掩失落，“28 岁

的少尉排长，似乎在起跑线上就落后别

人一大截。”

有此感受的，不止刘国炳一人。随

着新的军官政策制度改革落地，新毕业

的排长如果是本科学历，一般被授予少

尉军衔，而在此之前，则被直接授予中

尉军衔。这一变化，本是让新排长们多

些时间在基层好好蹲蹲苗，但其中一些

人却因此产生了心理落差。

平时闲聊，大家或多或少的担忧，

早就引起了兰天照的关注。这次听刘

国炳一说，他索性把连里所有的少尉排

长叫到房间，来一次集体谈心。

“同样是排长，肩章上少了一颗星，

感觉比别人矮一头”“当排长时间变长

了，不知道以后朝哪个方向发展”……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敞开心扉。

“你们的忧虑，我能理解。但放眼

全军，同年毕业的学员都站在同一条起

跑线上。基层是成长成才的沃土，多蹲

蹲苗对年轻干部没有坏处。”看着年轻

的面孔，兰天照语重心长地讲解政策、

分析形势，为他们做好思想引导、扫清

思想迷雾，“凡事要向前看，不要总和过

去比。当前最重要的，是想好今后的路

该怎么走，制订人生目标，提高能力素

质，立足本职岗位把工作任务完成好。”

谈心结束时，兰天照向大家保证，现在

各级都非常重视新排长的培养使用，也

在想方设法创造有利条件：“你有多大

才，组织就给你搭多大台。”

听完指导员一番话，刘国炳豁然开

朗：与其在意肩上有“几颗星”，不如好

好想想以后该怎么干。

在这批少尉排长中，陈杰的想法比

较成熟。在军校读书时，他就开始谋划

自己的军旅生涯。通过自学政策法规、

聆听专家辅导、请教机关干部和部队官

兵，陈杰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定位，并在

毕业前给自己设计了一张职业发展路

线图，上面明确标出了每一步晋升所需

要的能力、应具备的条件。

通往成功的路上，把准方向非常重

要。心里装着这样一张图，陈杰下连后

没有怨天尤人，而是目标明确、干劲十

足：“基层大项任务多，机会就多，成长

就更快。”这些年，陈杰跟随部队上高

原、下岛礁、赴深海、走戈壁，足迹遍及

祖国的大江南北，按照路线图的规划，

在一次次实践锤炼中经风雨、见世面、

长才干、壮筋骨。

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一次，

旅里组织实兵对抗演练，遴选分队指挥

员。早有积淀的陈杰主动请缨，在同批

排长中脱颖而出。

演练当天，陈杰指挥装甲侦察分队

对“敌”指挥所展开侦察。被“敌”前沿

哨兵发现后，他沉着应对，一边指挥火

力组正面吸引火力，一边命令突击组迂

回到“敌”后攻击，一举扭住战局。

“打得漂亮！”侦察分队的表现获得

导调组好评，大家都以为其指挥员是一

位“久经沙场”的老将，没想到从战车上

走出来的，竟是一名少尉排长。

“赢得胜利、获得认可，主要凭本

事，而不是靠军衔。”走下演练场，陈杰

立即带领分队展开复盘、查找不足，为

迎接新的挑战积蓄力量。

谈及其他战友忧虑的那些问题，陈

杰有自己的见解：“基础不牢，个人发展

肯定没有后劲。蹲苗时间长一点，正好

可以在基层磨砺一番，这样今后不论晋

升军衔还是调整岗位，都不会出现基层

经验不足的问题。”

陈杰的成长经历，对于其他少尉排

长而言，无疑是一剂“强心针”。

少尉排长周品比刘国炳小 5 岁，虽

然不为年龄担忧，但同样有着自己的

困扰。原来，他一直把长期服役当成

军旅目标，但作为生长干部学员来到

基层，陌生的环境、自身缺少资历的短

板，让他一度产生了迷茫。看到陈杰

依靠“稳扎稳打”换来个人发展的“顺

风顺水”，周品找到了努力目标和前进

方向。

他白天在训练场给自己“加餐”，

晚上到学习室“充电”，一边剖析自身

能力短板，有针对性地制订训练计划，

一边主动向连队的技术骨干、训练尖

子拜师请教。凭着一股拼劲和韧劲，

他的专业理论、装备实操成绩双双达

到“优秀”标准，在旅里的考核中表现

出色。

“指导员说得没错，过硬的能力素

质才是立身之本。”周品兴奋地说，立身

之本足够厚实，发展前途自然更加广

阔，“这跟初到基层部队任职时，被授予

什么军衔没有必然联系。”

个人想进步，组织搭梯子。该旅领

导介绍，为了更好地帮助新排长们拔节

成长，他们一方面定期组织开展理论轮

训、参谋集训、骨干培训等活动，帮助少

尉排长强化理论武装，提升军事素养，

夯实带兵能力；另一方面，开展多岗位

交叉培养，安排少尉排长到不同专业岗

位锻炼，丰富经验、完善履历，解决后续

发展受限问题。此外，他们还要求营连

主官与少尉排长结成对子，实时掌握他

们的思想动态和心理诉求，积极为他们

排忧解难。

“行稳才能致远。”采访中，该旅人

力资源科干事谢刚打了一个形象的比

喻：少尉排长在军营里成长成才，好比

参加一场马拉松比赛，获胜的关键不在

于某一阶段的全力冲刺，而在于自始至

终保持好步调和节奏。

据他介绍，如今在该旅的各类大项

任务中，经常可见少尉排长的身影，他

们踊跃参与、喜欢思考、充满干劲，对自

己的未来发展有了更多盼头。

肩扛“一杠一星”，新毕业排长迎来了时间更长的“蹲苗期”。如何解决他们的发展
之忧？请看海军某部的育人之道—

少尉排长的心路历程
■张飞龙 夏泽华 昂正平

“旅里将建设学习加油站、多功能

健身房，依托强军网建立维修和器材申

报请领系统，定期邀请医院专家来营巡

诊……”4 月下旬 ，第 71 集团军某旅机

关“ 三 解 回 应 ”现 场 ，某 营 王 教 导 员 针

对 官 兵 提 出 的 问 题 ，一 一 给 出 解 决 方

案。及时的回复、有力的举措，获得官

兵好评。

“要把基层‘急难愁盼’放在心上。

官兵减少了后顾之忧，才能心无旁骛投

入练兵备战。”该旅领导介绍，此前的调

研中，部分官兵反映机关办事流程繁琐，

一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对此，该旅

决定常态化开展“三解回应”活动，即以

“解决实际问题、解答官兵困惑、解释政

策法规”为重点，及时回应官兵关切，帮

助解难纾困。

他们牢固树立“基层至上、士兵第

一”理念，每季度集中组织活动，通过线

上线下各种方式听取官兵呼声，并建档

立册，由营连、机关、旅党委三级各自认

领问题，定人、定责、定时限整改解决。

与此同时，该旅还针对单位建设、伙食调

剂、日常管理等多项内容，广泛收集官兵

意见，引导官兵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参

与单位建设。

该旅某连长期在外执行大项任务。

在前期开展的“三解回应”活动中，有的

官兵反映自己长期不能与家人见面，希

望 旅 机 关 创 造 条 件 ，促 成 家 属 来 队 探

亲。该旅领导了解情况后，立即组织研

究对策，最终找到了解决办法。官兵家

属来队探亲期间，旅机关专门组织她们

座谈，进一步了解军人家里还有什么困

难需要部队帮助解决。一系列暖心举

措，引来官兵连连点赞。

据了解，自“三解回应”活动开展以

来，该旅共收集基层百余个实际困难，

其 中 70 余 个 已 得 到 解 决 ，其 他 的 正 在

加紧推进。受此激励，官兵们训练热情

高涨。

第 71 集团军某旅常态开展“三解回应”活动—

把基层“急难愁盼”放在心上
■胡广枭 邢福平

近日，陆军某团组织无人

机飞行训练。图为无人机起飞

瞬间。

帅丽建摄

山区腹地，响声隆隆，第 74 集团军

某旅正组织开展手榴弹实投训练。

后方保障区内，二级上士、排爆手

庄威严阵以待。

春末的岭南，天气闷热。被厚重

的排爆服包裹着，庄威全身上下很快

被 汗 水 浸 透 。 他 似 乎 没 有 感 觉 到 这

一切，眼睛紧盯着监控屏幕，生怕错过

什么。

“发现未爆手榴弹一枚……”突然，

对讲机传来命令，庄威迅速起身，拿起

排爆需要的工具物品，快步向落弹区走

去。随着一声炸响，未爆手榴弹被成功

排除。

这样的场景，多次上演。只要该旅

训练场上有未爆物需要排除，庄威就会

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

7 年前，班长征询大家学习排爆的

意 愿 时 ，庄 威 是 班 里 第 一 个 报 名 的 。

“ 无 知 者 无 畏 。”回 忆 往 事 ，庄 威 笑 着

给 了自己这样的评价，“要是现在，我

不一定会那么勇敢地站出来。因为，

在 这 个 岗 位 干 得 越 久 ，胆 子 反 而 越

小 了。”

这话当然有打趣的成分。当时的

他，内心想法很朴素：专业成绩在同批

战友中名列前茅，而且又入了党。危险

岗位缺人手，他理应当仁不让。

当一名战士、一名党员把担当视为

“当仁不让”，一切艰难险阻都不足为

惧。专业培训期间，庄威顺利通过各项

考核。所谓“艺高人胆大”，这话此时用

在他身上颇为合适。出色的表现一度

让他“胆大”起来，直到参加首次实爆

作业。

“当时，我拿起导火索就往药块里

插，被安全员狠狠批评一顿后，才想起

雷管还没装……”这段经历，让庄威至

今想来后怕。他对此毫无避讳，常常

跟班里战友提起：“多亏了那次实爆作

业，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岗位。”

重新审视的结果是，庄威胆子变

“小”了，更加谨慎了。从那以后，每次排

爆前，他都要仔细预想作业流程，防止出

现差错；每次排爆时，他都会小心翼翼，

严抠技术细节；每次排爆后，他就在自己

的笔记本上盖一枚红色五角星印章，提

醒自己再接再厉，不断精进技艺。

但不变的，是他听令而行的果敢

和坚定，是他面对危险从不退缩的毅

然决然。

这天排爆任务结束后，庄威在战友

的帮助下脱掉排爆服，脸上露出灿烂的

笑容。“你咋这么高兴，不害怕吗？”刚才

还在为他捏一把汗的笔者不禁问道。

“排爆好比在刀尖上跳舞，说不怕是假

的。但害怕不解决问题，却能产生敬

畏。一个人只有敬畏自己的岗位，才能

把工作干好。”对于害怕，庄威有自己的

一套“辩证法”。

从事排爆作业这么多年，庄威一直

瞒着家人，不想让他们担惊受怕。一次

偶然的机会，父母和妻子得知了真相，

纷纷劝他换岗或者尽早退役。去年底，

庄威即将服役期满，思想产生了动摇，

但随后的一次实排作业，让他坚定了自

己当初的选择。

那次，上级指定副排爆手排爆，让

庄威在一旁配合。当时，下着小雨，路

面泥泞湿滑。副排爆手拉完点火具返

回时，突然一个踉跄跌倒在地。庄威

眼 疾 手 快 ，一 把 将 副 排 爆 手 拖 入 掩

体。“轰——”巨大的爆炸声后，两人惊

出一身冷汗。

“如果当时我没在现场呢？”平复心

情，庄威开始后怕，转而思考自己的将

来。“部队需要我，战友们需要我！”思前

想后，他打定主意继续留队。

一晃半年将尽，如今的庄威不仅继

续活跃在排爆战场上，还忙着培养排爆

骨干。“这岗位不能后继无人啊。”听得

出来，庄威又在“害怕”了。

一句话颁奖辞：胆小，是对工作任务

的认真严谨；无畏，是对岗位职责的主动

担当。这两个意指相反的形容词，同时

用在一名排爆手身上，反而比较合适。

上图：训练结束，庄威在战友协助

下脱去排爆服。 黄 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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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中队长休假不在位，由

我接替他临时负责队内相关工作。我

与中队长配合已久，对他的工作方法比

较熟悉。所以，为了保险起见，我就“照

葫芦画瓢”开展工作。

然 而 ，事 情 并 不 像 我 想 得 那 么 简

单。一次紧急出动训练，中队因集合

时间较长受到通报。以往工作中出现

此类情况，中队长一定会疾言厉色进

行批评，随后由指导员循循善诱引导

大家端正态度、积极整改。这种一人

“唱黑脸”、一人“唱红脸”的方式，向来

能够起到不错效果。于是，趁着点名

讲评的机会，我也有样学样地唱了一

回“黑脸”。

我本以为经此“敲打”，官兵们一定

会打起精神、吸取教训。没承想，此后

没多久，在支队组织的一次专项考核

中，我们中队再次因出动不及时、准备

不充分“掉链子”，导致成绩垫底。

我既生气又羞愧，以为自己上次的

批评不够严厉，于是集合中队官兵，对

着大家发了一通火。可事后，新的问题

出来了：不少人见到我躲着走，大家的

训练热情不增反降，甚至出现“泡病号”

的现象。

过去好使的套路“失灵”了，我一时

不知所措。时间不等人。季度评比、送

学培训等工作压茬推进，我抓紧分派任

务，不料有的人流露出抵触情绪。正在

我困扰之时，中队长回来了。了解情况

后，他立即行动起来，先是针对此前的

事情和个别同志的消极表现进行了严

肃 批 评 ，随 后 坚 持 训 练 成 绩“ 一 票 否

决”，建议党支部迅速敲定评优和送学

人员。雷厉风行的作风，让队内气氛为

之一振。

“为啥你‘唱黑脸’管用，我‘唱黑

脸’就惹人嫌？”一天，我请中队长指点

迷津。“对于你的情况，我之前与指导员

交流过。”中队长似乎料到我会来找他，

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纸笔，逐条分析我的

问题所在：讲评时一味发泄情绪，拿不

出整改对策，大家无法信服甚至心生反

感；经常把“中队”“集体”挂在嘴边，对

大家的呼声和需求不太关心，让人觉得

高高在上、不接地气……最后，中队长

的一句总结让我如梦初醒：“不是不能

批评官兵，但‘唱黑脸’要有的放矢，盲

目照搬照做不可取，带兵最重要的是付

出真心。”

是 啊 ，真 正 让 大 家 对 我 产 生 抵 触

的，不是“唱黑脸”的讲评模式，而是我

在工作中的“不走心”。千招万招，抓不

住官兵的心，都是无用之招。平时带

兵，再多套路都不如“真心”管用。认识

到这一点，我豁然开朗。我相信，下一

次再让我负责中队工作，官兵对我的评

价一定会大有改观。

再多套路都不如“真心”管用
■武警重庆总队机动支队某中队干部 石 路

谢谢 岩岩绘绘

带兵人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