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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 个 月 前 ，我 到 某 连 任 指 导 员 。

作为带兵人，本应主动走进班排，走到

战士们身边，与大家聊聊工作、唠唠家

常，但在上任之初，我却以“鸵鸟心态”

把自己“藏”了起来。

其实，我并不是不愿亲近战士，而

是性格内向。平日里，一有闲暇时间，

我就喜欢一个人在房间看看书、写写

日记。本以为这样也能够尽快适应角

色 、进 入 状 态 ，将 连 队 日 常 工 作 处 理

好，然而现实很快就给了我迎头一击。

那 是 我 上 任 的 第 二 个 月 ，有 几

天，我发现一向积极肯干的中士小王

在 训 练 时 总 是 打 不 起 精 神 。 了 解 情

况后，我才得知，由于天气潮湿，小王

腰上的老毛病又犯了，却不好意思向

我请假。

为啥不好意思？带着疑问，我找

到小王，催他赶紧到医院就诊。见我

以 诚 相 待 ，小 王 说 出 了 心 中 的 顾 虑 ：

“指导员，您刚来不久，我作为专业骨

干 要 做 好 表 率 ，给 您 留 一 个 好 印 象 。

还 有 ，看 您 每 天 都 在 房 间 里 忙 工 作 ，

我 们 也 不 好 意 思 因 为 自 己 的 事 前 去

打扰……”

谈心中，小王告诉我，其实像他一

样“不好意思”的战士还有不少，大家

都说有啥事能克服就自己克服。

这让我想起几天前的一个晚上。

路过班排宿舍时，我恰巧听到几名战

士正在谈论晚上洗澡时的事情，似乎

遇到了什么问题。然而，等我敲门而

入进行追问时，他们却异口同声地说：

“没啥事。”

一系列的事情，让我猛然意识到，

自 己 的 工 作 方 法 可 能 出 了 问 题 。 于

是，我找来几名班长骨干，将自己遇到

的问题开诚布公，让大家帮我分析原

因，提出建议。

性子直爽的小陈率先开口：“指导

员 ，你 工 作 干 得 不 错 ，也 有 很 多 新 想

法，但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有点少。”

“您此前在机关工作，可能严肃惯

了，给大家的感觉是不太好亲近”“休

息时间本想喊你一起打篮球，可经常

看 到 你 在 忙 ，也 就 没 再 好 意 思 打

扰”……随后，几名骨干也纷纷说出了

感受。

座谈结束，一名老班长把我拉到

一边：“指导员，只要走到战士们中间，

和大家打成一片，大家自然会以心换

心，有啥说啥。”

回 到 房 间 ，我 感 觉 脸 上 火 辣 辣

的 ，心 里 既 懊 恼 又 惭 愧 。 确 实 ，担 任

指 导 员 以 来 ，工 作 上 ，我 还 习 惯 沿 用

机关工作思路，“原则问题”讲得多，

“具体情况”说得少 ；生活中，我总认

为“ 网 生 代 ”官 兵 需 要 个 人 空 间 ，便

由 着 自 己 偏 爱 独 处 的 性 格 ，看 似 给

了 他 们 自 由 ，实 则 疏 远 了 战 士 、孤 立

了自己。

那 天 晚 上 ，我 思 考 了 很 久 ，深 刻

认 识 到 ：身 为 一 线 带 兵 人 ，就 应 该 主

动 走 近 战 士 ，与 战 士 们 在 一 起 ，不 能

以性格为借口，经常“宅”在屋里。只

有走出自我的小世界，带着真情和真

心来到战士们身边，才能让他们放下

戒心，真正把干部骨干当成值得信赖

的人。

接下来的日子，我一改往日习惯，

每天都到各班排转一转，特别是利用训

练间隙、党团活动和开饭时间，主动靠

上去和战士们聊天，关注他们的日常点

滴和内心需求。我还下载了战士们喜

欢的网络游戏，周末主动找他们组队打

对抗赛。同时，我向大家宣布，平时除

了睡觉时间，我都会敞开房门，随时欢

迎大家前来。

经过努力，战士们不再对我“敬而

远之”，而是渐渐敞开心扉，或分享成

长或倾诉烦恼。

“ 查 铺 查 哨 手 电 太 亮 影 响 休 息 ”

“浴 室 的 一 个 淋 浴 喷 头 出 水 量 很 少 ”

“我 准 备 报 考 军 校 ，能 否 安 排 一 名 基

础 扎 实 的 战 友 给 我 讲 讲 题 ”…… 连

队 军 人 大 会 上 ，战 士 们 放 下 了 拘 谨

和 顾 虑 ，畅 所 欲 言 提 出 意 见 建 议 。

我 这 才 知 道 ，原 来 大 家 有 那 么 多 现

实 需 求 未 得 到 解 决 。 那 一 刻 ，我 感

觉自己很失职。

战 士 小 奉 平 日 里 不 爱 说 话 ，做

事 放 不 开 手 脚 。 一 次 ，我 了 解 到 他

文 字 基 础 较 好 ，便 与 他 分 享 了 自 己

从 事 新 闻 报 道 的 经 历 ，并 安 排 他 担

任 连 队 报 道 员 。 在 我 的 指 导 下 ，他

撰 写 的 稿 件 很 快 见 诸 报 端 ，整 个 人

的 精 神 状 态 立 马 不 一 样 了 。 事 后 我

想 ，如 果 我 当 时 没 有 走 近 他 ，与 他 进

行 一 次 深 聊 ，他 肯 定 不 会 有 现 在 的

改变。

越走近战士，越被他们的质朴和

真实打动；越深入战士，越与他们产生

思想共鸣。都说“带兵就是带心”，没

有“身入”，何来“心入”？如何带着真

情走进战士心间？这是每一名基层带

兵人都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何志、杜家辉整理）

带着真情走进战士心间
■信息支援部队某部某连指导员 梁 南

“叶俊君，3850 个。”前不久，营里组

织创破纪录种子选手选拔，我的俯卧撑

成绩又有了新的提高。

“ 班 长 ，谢 谢 你 ！ 没 有 你 ，我 做 不

到 。”比 赛 结 束 ，我 起 身 给 了 班 长 张 佳

楠 一 个 大 大 的 拥 抱 。 那 一 刻 ，班 长 用

心 用 情 陪 伴 我 实 现 梦 想 的 经 历 ，再 次

浮现在我眼前。故事还要从我下连之

初说起——

当时，旅里组织创破纪录比武，某连

下士杨想以 2111 个俯卧撑创下新纪录，

成为旅里的焦点人物。我也成了他的粉

丝，被他那种敢于突破自我、超越极限的

精神深深打动。

于是，我萌生了一个念头：我能做

500 多个俯卧撑，练一练会不会有希望

超越他，也成为大家的偶像？

不久，连队制作目标墙。就在我写下

“超越杨想，打破纪录”这个目标时，身旁

战友都哄笑起来，认为我简直异想天开。

班长见状也好心提醒：“小叶，制订目标可

不是闹着玩的，说到就要做到。”

“班长，我是认真的！”我严肃地回答。

“2112 个，把目标定得这么高，你确

定能实现？”班长追问。

我坚定地点了点头。“好！我支持

你。”就这样，在班长的带领下，我开始了

赶超之旅。

起初，我劲头十足，每天都按照班长

给我制订的 800 个目标，竭尽全力咬牙

坚持。然而，面对日复一日枯燥的训练，

我开始有了偷懒的想法，动作慢慢变得

不标准，有时还会给自己多算几个，只为

能早点休息。

敏锐的班长很快发现了我的小心

思。随后，为了让我坚持下去，他每天不

管多忙，都会抽出时间陪我训练。

班长要求十分严格，我只要稍一放

松，或者动作不到位，他就重新计数。但

有时，我发现他也会数错。“班长，你糊涂

了吧，怎么越数越少？”我笑着提醒他。

而班长却严肃地说：“你只管专心找节

奏，不要在意做了多少，有我给你数着，

不会错的。”

在班长的严格监督下，几个月后，我

的俯卧撑成绩达到了 1500 个。然而，这

个数字似乎成了我的极限，无论怎么努

力都无法突破。

一时间，信心受挫的我陷入了自我

怀疑。那几天，班长每次喊我训练，我都

会找各种理由逃避。

“行百里者半九十，你就这样放弃了

吗？当初是怎么答应我的？”看到我灰心

丧气的样子，班长一边用激将法鞭策我，

一边为我寻找破解“瓶颈”的办法。

那几天，班长拍下我训练的视频，利

用课余时间，找到身边的训练尖子和专

业军体教员，请他们分析研究。

“问题出在核心力量上。”经过一番

“取经”，班长终于找到了原因。随后，他

为我制订了全新的计划，在正常训练基

础上，加上了平板支撑和其他上肢力量

训练。

班长的用心让我重新打起了精神。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的核心力量有

了明显提高，训练成绩实现了新的突破。

很快，到了比武的日子。随着一声

令下，我沉下心来保持节奏，一个接一个

地做。当我做到 2112 个时，一个念头在

脑海中闪过：既然已经超过了杨想，要不

要停下？

“加油，再多做几个”“坚持住，相信

自己”……此时，班长的声音在我耳畔响

起。那一瞬间，我全身仿佛又充满了力

量。我调整呼吸，向着极限发起冲锋。

最终，我以 3600 个的成绩创下旅队俯卧

撑新纪录。

当天晚上，我找到班长，感谢他这段

时间以来的鼓励和帮助。班长笑了笑，

递给我一个小本子。打开本子，我眼眶

湿润了，只见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关于

我向纪录冲击的点点滴滴。

原来，班长为了帮助我实现目标是

如此用心！那一刻，我在心里立誓：一

定以实际行动精武强能，练就过硬本领，

为班里争光，为连队添彩。

如今，又到了制订新目标的时候，班

长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大胆挑战自己，

有我在呢！”

（王轶、赵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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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近期业务办理效率显著提

升”“各营上报的训练计划越来越完善，

而且针对性很强”……第 74 集团军某

旅近期召开的机关基层双向讲评会显

示，基层对机关服务满意度不断提高，

机关对基层自建能力充分肯定。笔者

了解到，这得益于该旅党委机关抓建基

层工作思路的转变。

此前，机关一名科长在基层蹲点

时，有的连队向他反映，楼前台阶出现

损坏，虽已向机关报修，但迟迟不见动

静。随即，这名科长找到营房科助理

员了解情况。没想到，对方表示自己

也有难处：“各单位地域分散，我们人

手有限，很难及时做到一事一办，需要

将几个单位的损坏情况累积到一起，

再统一组织维修。其实，有些维修工

作基层就能自行解决，但偏偏要等着

机关来办。”

这一现象，引发该旅领导和机关

人 员 深 思 ：党 委 机 关 指 导 帮 建 基 层 ，

如 果 抓 得 过 细 、管 得 太 多 ，不 但 加 重

机 关 负 担 ，还 会 影 响 基 层 自 建 。 因

此 ，党 委 机 关 抓 建 基 层 ，要 适 当“ 留

白 ”，不 能 事 事 大 包 大 揽 。 但“ 留 白 ”

不是不抓，而是把关定向、指导督导，

做 到 放 手 不 放 任 、到 位 不 越 位 ，充 分

调动基层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提升自主抓建能力。

随后，该旅党委一改机关“保姆式”

抓建方式，根据《军队基层建设纲要》，

制订旅营连三级权责清单，结合各单位

不同任务特点，制订不同帮建方案，提

高立足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对机

关指导方式方法进行了规范。此外，他

们还常态化组织基层干部集训，培养更

多按纲抓建“明白人”，增强各单位“造

血”功能，激发自建活力。

随着党委机关工作思路的改进，该

旅基层自建能力明显提升。前不久，某

营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完成战备拉动课

目示范。整个过程，机关并没有过多干

预。该营营长表示，自从党委制订了权

责清单，机关指导帮建更加科学，基层

自主抓建更加有力，开展教育管理、练

兵备战等工作不再束手束脚了。

第 74 集团军某旅改进抓建基层工作思路——

放手不放任 到位不越位
■袁逸伦

新闻前哨

带兵人手记

近日，新疆军区某部组织各连结合自身特色营造文化氛围。图为某连“笑

脸墙”前，战士们开心地回忆照片中的往事。

段 洁摄

茅文宽茅文宽绘绘

编辑感言

指导员又在忙，还是

不要打扰他了……

大家都放松一些，有什么心

里话尽管讲出来。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军官走上

一线带兵人岗位，他们与自己所带的

战 士 年 龄 相 差 不 大 ，也 同 为“ 网 生

代 ”。 他 们 中 的 一 部 分 人 ，同 样 向 往

“指尖上的生活”，青睐“虚拟化的表

达”，注重“边界感的交往”，喜欢有自

己的独处空间。正是这些特点，导致

一些带兵人出现了“离兵”现象。

应该看到，这种“离兵”与以往有

些不同，大多时候并非带兵人刻意为

之。就像上文提到的指导员梁南，他

出于性格原因，习惯独处，平时操课能

与战士们有说有笑，一到休息时间就

愿意“宅”在自己房间里。更为关键的

是，在他内心深处，本能地认为其他官

兵也喜欢这样。如此一来二去，虽不

是主观故意，同样会给人以“不打不骂

也不爱、不远不近也不亲”之感，久而

久之，变成了战士身边“最熟悉的陌生

人”。“离兵”必然“离心”。对这种“离

兵”现象我们要保持警惕，并加以及时

纠治。

身为带兵人，须干带兵事。一旦

走上带兵人岗位，就被天然地赋予更

多的责任，一定要把“带”的学问研究

透、掌握好，不能以“不会”“不想”“不

喜欢”等为借口，拒绝与战士们玩在一

起、打成一片。记得一名模范指导员

说过，有的带兵人对玩扑克、打游戏、

踢足球等战士们喜欢的体育娱乐活动

并不擅长，甚至不感兴趣，但如果想带

好兵、想成为一名优秀带兵人，就一定

要参与其中，即使水平很差也没关系，

因为这体现的是带兵人的态度。

带兵人引领别人，也塑造自己。进

入新时代，我军官兵成分结构、外部社

会环境等面临许多新情况新变化，一线

带兵人既要根据每一茬官兵的特点，确

定不同的教育管理方法，也要着眼自身

岗位需求，努力提高带兵技能，不断突

破自我、挑战自我、完善自我，把知兵爱

兵落到实处，以换位思考的共鸣、设身

处地的共情、同频同向的共振，成为战

士熟悉的贴心人、最可信赖的人。

“ 离 兵”必 然“ 离 心”
■邹 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