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近年来，二次入伍的战士越来越多。曾经的军旅
经历让他们具备一定优势，也对自己有了更高的期望。然而，
当理想与现实出现落差，这些佩戴列兵军衔的“老兵”，往往会
背上思想包袱。

针对这一问题，第 72集团军某新兵团加强教育引导，帮助
二次入伍战士正确看待自己、正确看待过去、正确看待挫折，加
速成长成才。请看从该新兵团发来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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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兵人手记

闪耀演兵场

小 咖 秀

特别关注

一名二次入伍的士兵（左一）为战友示范战术动作。 洪 扬摄

右图：前不久，陆军某

旅组织防化兵开展喷火训

练，锤炼战斗本领。

张文举摄

下图：5 月 23 日，武警

海 南 总 队 开 展 多 课 目 训

练。图为交替掩护，搜索

目标。

雷 辙摄

说起二级军士长耿进福，新疆军区

某旅官兵大多持两种态度——

有的大拇指一竖，赞不绝口：“修理技

术响当当，牛得很！”有的则微微摇头，叹一

口气：“就是脾气秉性太倔了，‘犟’得很！”

一天深夜，指导员杨利博查铺查哨，

发现耿进福的床铺上空无一人。再一

看，耿进福的修理搭档李帅阳的铺位也

空着。杨利博顿时明白：“这个老耿，准

是又跟炮车较上劲了！”

原来，白天旅里组织火炮实弹射击，

一台炮车“趴了窝”，几名修理工检查后直

摇头，断言这故障只能求助装备厂家。耿

进福偏偏不服气，非要自己试试看。

果不其然，杨利博在修理车间的炮

车车底找到了耿进福。灯光下，只见他

面带油污、双手黢黑，布满血丝的眼睛炯

炯有神。

“快跟我回去休息，这炮厂家会派人

来修的。”杨利博劝道。

“厂家技术人员上门最快两三天，要

是明天打起仗来怎么办？”耿进福一个反

问，把杨利博“噎”在原地。

第二天，“趴窝”的炮车重新驶上了

训练场，发出隆隆的轰鸣声。杨利博见

状不禁称赞：“老耿，真有你的，活脱脱一

个‘犟’出来的‘匠才’！”

这不是耿进福第一次这么“犟”了。

前不久，旅里淘汰一批达到报废标准的

装备。连队的任务是负责拉走，耿进福

却舍不得。

在他看来，装备报废了，但其中许多

零件换上去时间不长，还能再用。他带

着班里战友加班加点，从报废装备身上

“淘宝”，硬是凑出了两台可供实操教学

使用的发动机。

“耿进福是‘犟’了点，却总能干成看

似干不成的事！”杨利博说，只要倔劲一

起来，他什么都豁得出去。

大漠戈壁，为紧急排除发动机故障，

耿进福不顾酷热天气，把一桶桶凉水浇在

身上接着干；风雪高原，为抢修装备，他找

块纸板垫在身下就往车底钻，好像感觉不

到冷似的……凭着这股子倔劲和拼劲，耿

进福在装备保障任务中屡建奇功。

当然，他也有碰壁的时候。那年，旅

里列装某新型火炮。面对新装备带来的

技术升级，很多人认为应该多依托厂家

保障，耿进福却不认同。新装备列装一

个月后进行长途机动训练，他拍着胸脯

向营长保证：“把全营保障任务交给我，

绝对不辱使命。”

一次，一辆火炮因操作不当出现故

障，耿进福熬了一个通宵也没修好。无

奈之下，他只能接受失败的事实。

“既然不会，那就学，一个大活人还能

被这个铁疙瘩打趴下？”耿进福的犟脾气

又上来了。厂家上门维修时，他白天跟着

技术人员拆这修那，晚上对照自己录制的

视频一步步还原修理全过程。经过日复

一日的学习钻研，耿进福把新型火炮的所

有零部件都装在了脑子里。如今，即使在

暗夜条件下，他也能进行修理。

入伍 20 年来，耿进福精通 20 多种武

器装备维修，出色完成 50 余次重大演训

活动保障任务，荣获全军士官优秀人才

奖二等奖 2 次，荣立二等功 2 次。

这些年，耿进福编写了多本维修实

用手册，带出了一批能够独当一面的修

理尖兵。

一句话颁奖辞：靠着一股“犟”劲，成

为一名匠才。这份执着里，有干一行爱

一行的敬业，也有钻一行精一行的坚韧。

新疆军区某旅二级军士长耿进福—

“犟”出来的“匠才”
■邱 干 张智尧

前段时间，连队通知：采取公开选

拔的方式遴选班长预备人选，再由组织

研究任命。

消息传来，我兴奋不已。作为一名

大学生士兵，我军事素质过硬，平时工

作也坚持高标准、严要求。除此之外，

上大学时，我还担任过学生会干部，有

一定的组织能力和管理经验。所以，对

此次选拔，我感觉自己势在必得。

基础体能、实战技能、组训指挥……

顺利通过这些硬实力比拼，终于等到我

最有把握的演讲环节。走上讲台，我信

心满满，战友们纷纷投来钦佩的目光。

本以为胜券在握，然而投票结果显

示，我以微弱劣势败下阵来。一时间，

我百思不得其解：“论能力素质和工作

表现，自己都不差，演讲更是高人一筹，

为啥有的不选我呢？”

“指导员，我到底哪里不行？”当晚

熄灯后，我带着一肚子的困惑和委屈，

敲开了指导员的房门。指导员拍了拍

我的肩膀：“对于这样的结果，我并不感

到意外。”随后，他讲起了发生在我身上

的两件事——

今年初，旅里组织技能比武，我取

得了不错成绩。于是，连队安排我筹备

专业课目示范讲解，接着又推荐我参加

上级专业骨干集训。连队压担子、交任

务，原本是有意培养和锻炼我，我却私

下发了一通“为啥什么活都交给我干”

的牢骚。

还有一次，班长安排我带领 3 名列

兵整修训练场。年轻同志经验少、动作

慢、工作效率低，我不仅没有耐心传帮

带，还冷嘲热讽，把他们晾在一边。原

本两个小时就能完成的任务，硬生生拖

了小半天。

“你的能力素质毋庸置疑，演讲水

平更是有目共睹，大家钦佩你的才干，

却 未 必 赞 成 你 当 班 长 。‘ 会 说 ’与‘ 会

做’不是一回事，两者差距很大。”指导

员一席话，让我惭愧不已：不能怪战友

不选我，只能怪自己平时缺少令人钦

佩的表现。

“ 真 是 成 也 这 张 嘴 ，败 也 这 张

嘴 。”那 一 刻 ，我 终 于 明 白 ，要 想 成 为

战友心服口服的班长骨干，必须肩膀

能扛事，团结带动更多的人，实现“同

向奔赴”。

困惑解了、委屈消了，努力的方向

明确了。训练中，我苦练专业本领，将

自己摸索的经验窍门，毫不保留传授给

年轻战友；任务中，我冲锋在前，挑大

梁、担重任，时刻以一名骨干的标准严

格要求自己；生活中，我与战友们真诚

相处、真心相待，做到了言行一致、表里

如一。

不 久 ，大 家 渐 渐 改 变 了 对 我 的 看

法，开始慢慢接受和认可我。虽然没

能成为骨干预备人选，但我收获很大、

成熟很多。如果还有下一次选拔，我

相信自己能达成所愿。

（本报特约记者 陶 磊整理）

遴选班长，为啥有战友不选我
■第 82 集团军某旅中士 左宇轩

“王亮亮，50 环；向海冰，50 环；张

旭恒，50 环……”前不久，第 72 集团军

某新兵团组织轻武器射击考核，一连

听到 3 名新战友打出满环，坐在台下

的王淮康紧张得手心出汗。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王淮康，44

环。”听到这个结果，他的心情顿时跌

入谷底。

王淮康此前曾在某边防团当兵。

2021 年，为了完成学业，他服役满两年

便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军营。回到学校

后，部队生活的点点滴滴总是萦绕在

心头。大学毕业，王淮康再次选择报

名参军，继续追寻心中那个“军旅梦”。

“二次入伍，起步就要比其他新兵

‘跑得快’。”来到新兵团，王淮康就在

心里暗暗定下“争第一”的目标。新训

展开之初，他处处展现“老兵”风采，不

仅劲头足、标准高，还主动关心帮助战

友，很快成为表现突出的佼佼者。

然 而 ，进 入 射 击 训 练 阶 段 ，新 的

情况出现了：新兵团换装新式步枪，

无论据枪姿势、瞄准景况，还是击发

技巧，都与王淮康以前用过的步枪有

所不同。

以往经验没了用武之地，王淮康

只能和其他战友一样从头学起。遇到

问题时，碍于自己“老兵”的身份，他不

好意思开口向班长骨干请教，训练水

平迟迟得不到提高。这次考核，反而

是初入军营的新战友凭借勤学苦练，

射击成绩突飞猛进，这才有了文章开

头的一幕。

走下考核场，王淮康闷闷不乐，此

后工作训练经常不在状态。该团干部

庞钧铭找他谈心，王淮康道出心里话：

“以前觉得二次入伍是优势，现在却成

了枷锁，非但没达到心理预期，还让战

友看了笑话。”

“过去的经验不一定在今天适用，

以往的荣誉也不代表现在的水平。”庞

钧铭鼓励他放下思想包袱重新出发，

并安排专人针对他的短板弱项展开一

对一帮带。

经过一段时间努力，王淮康一步

一个脚印练专业、强技能，各项成绩都

有了很大进步，战友们说：那个阳光开

朗的王淮康又回来了。

王 淮 康 的 情 况 不 是 个 例 。 经 过

调研，新兵团领导发现，今年二次入

伍 的 新 兵 共 有 14 名 ，他 们 普 遍 对 自

己期望很高，干部骨干对其也是“高

看一眼”，这在无形中增加了他们的

思 想 压 力 。 正 因 为 这 样 ，在 困 难 挫

折 面 前 ，他 们 中 的 一 些 人 往 往 更 容

易 情 绪 波 动 ，甚 至 开 始 怀 疑 自 己 当

初的选择。

“要让二次入伍的宝贵经历成为

他们坚定信心、成长进步的‘推进剂’

和‘加速器’。”为此，该团组织新兵开

展“军旅新阶段，正视新起点”讨论分

享活动，从集团军范围内邀请二次入

伍的优秀士兵畅谈成长体会，引导大

家正确看待自己、正确看待过去、正确

看待挫折，脚踏实地走好“兵之初”的

每一步。

站在台上，上等兵张骞讲述了自

己的经历。他曾服役于海军某部，二

次入伍后来到陆军部队。下连之初，

陌生的专业和紧张的训练节奏，让他

一时难以适应。

“ 重 新 出 发 ，才 能 成 为 更 好 的 自

己。”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张骞调整心

态，把自己当成一名新兵，从最简单的

知识技能学起练起，逐渐成长为旅里

的训练尖子。去年底，旅队组织炮兵

专业比武，张骞夺得个人总评第二名。

张骞的成长故事，让台下的李翔

感同身受。李翔是今年二次入伍士兵

中年龄较大的一位，曾是体育特长生。

“既然自己学习体育专业，那就理

应成为训练标兵。”李翔说，入伍后，为

了让战友觉得自己“名副其实”，有时

即便体能难以为继，还是咬牙冲锋在

前。一次考核，李翔膝盖旧疾复发，但

为了拿名次，他忍痛跑完全程，落下了

训练伤。

得知李翔的遭遇后，心理骨干咸

卓宇带他来到了理疗室，一边陪他做

理疗一边与他聊天。咸卓宇发现，经

过多年的专业训练，李翔积累了丰富

的运动知识，对新兵开展体能训练很

有帮助。为此，咸卓宇向连队建议，聘

请李翔担任军体教员。

从那以后，李翔拥有了一个新身

份，战友们因此获益良多。“有了运动

后的科学放松，身体再也不像以前那

样酸痛了，你传授的办法真管用。”训

练场上，李翔组织战友进行长跑后的

肌 肉 拉 伸 ，不 少 战 友 向 他 竖 起 大 拇

指。看到大家满意的笑脸，李翔感到

十分欣慰。

笔者了解到，除做好教育引导外，

该新兵团还因人施策为二次入伍战士

制订了成长规划，帮助他们找准自身

定位、明确努力方向。新兵下连在即，

该团组织综合考核，14 名二次入伍的

战士较此前又有了新进步，新兵训练

成绩普遍提高。

二
次
入
伍
，
老
兵
走
进
新
兵
团

■
王
杨
君

简

蕾

前不久，部队转入野外驻训阶段，各

项训练任务压茬推进，大家忙得不可开

交。为了让同志们保持良好的身心状

态，指导员专门召集班长骨干，要求我们

在召开班务会时，做好思想引导，疏解大

家的心理压力。

“这是我今年初担任班长后，首次与

班里战友参加野外驻训，一定要把队伍

带好。”听完指导员的话，我立刻想到前

段时间刚学的心理学知识——正向激励

有助于消除负面情绪，决定直接拿来一

用，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很快，到了召开班务会时间。在个

人工作讲评环节，我要求大家说说身边

值得表扬的人和事，帐篷里的氛围顿时

变得热闹起来。“野外设营时，高鹏主动

为连队解决了不少问题，这种担当精神

值得学习”“执行公差任务中，宋士博表

现积极，苦活累活抢着干”……同志们你

一言我一语，纷纷为战友点赞。

“表现不错！”看着大家脸上流露出

的笑容，我心中暗自窃喜：正向激励果然

有效。于是，接连两周的班务会，我都采

用了相同的方式。不承想，表扬的话说

多了、听多了，也会受到“反噬”。

一天暴雨倾盆，我们班的帐篷因为

搭建标准不高，出现漏雨、渗水、变形等

问题。指导员见状质问道：“怎么会有这

么多做得不到位的地方，为什么前期检

查时没有发现？”大家闻言低下了头，其

中一名同志小声嘀咕：“我们以为，自己

做得还不错……”

“什么叫‘还不错’？”指导员越发不

解，把我和几名战士拉到一旁了解情况。

战士们说，在搭建帐篷过程中，他们各司

其职，分别负责搭架子、拉篷布、挂隔热

层，但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做得很不错，也

就没有进行认真细致的检查。而我，由于

当时忙于其他工作，也没顾上“回头看”。

“是不是因为平时表扬和互相表扬

过多，产生了盲目乐观思想？”此时，我猛

然意识到哪里不对，带着有些慌乱的语

气向大家求证。

“班长，我觉得好像是这样”“班长，

我也感觉自己最近有些膨胀了”“班长，

开班务会时，你总说我们表现不错，我们

当真了”……话说开了，我满心惭愧，指

导员也听出了其中的问题。

“小胡，用正向激励的方法提振士气，

出发点是好的，但要把握好分寸，表扬的

话不能不切实际张口就来。”待其他人散

去，指导员单独把我留了下来谈心，“年轻

战士渴望得到夸奖是人之常情，但夸什

么、怎么夸、夸到什么程度很有讲究，夸对

了事半功倍，夸错了适得其反……”

指导员一番话，让我豁然开朗。是

啊，如果把班务会开成了“夸夸会”，一味

地避开问题，进行无原则表扬，只会让大

家越来越自以为是，看不到不足、得不到

提高。

“表现不错，就真的不错吗？”从那以

后，在集合点名、组织讲评前，我总是提

醒自己，让接下来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有

理有据、实事求是。

（刘 凡整理）

“表现不错”，就真的不错吗
■陆军某部某连班长 胡堂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