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最近 3 年，您给连队官兵写

过多少封信？是什么让您一直坚持下

来？

王松柏：对信的数量，我没刻意统

计过，大概 200 多封。除了写信，我也

会发手机短信。至于为何能坚持这么

久，我觉得就是一个“真”字——对官

兵有真感情，自己真想做，认为这种方

法真有用。

带兵就是“带心”，不能指望三言

两语就能对官兵产生很大的影响，就

像下了一阵雨，地没湿透，就不可能有

滋润和灌溉的效果。所以，从决定写

第一封信开始，我就做好了长期准备，

想通过这种方式，与官兵建立更多的

情感链接，让大家知道，我的心里有他

们，我很在乎他们的喜怒哀乐。

记者：都说基层主官“两眼一睁，

忙到熄灯”，您写信的时间从哪里来？

王松柏：对我来说，写信并不难，因

为我充分了解每名官兵的性格特点，知

道他们最近在做什么、需要什么。之

前，有人对我自己设计信纸的想法很不

理解，他们觉得用普通信纸又方便又省

事。但是，我觉得写信就像与战士进行

一次“隔空谈心”，传递的是带兵人的感

情和态度。为此，每一封信，我都会认

真对待，先打草稿再誊抄，还会在信中

加一些艺术字和表情符号。无论信的

形式还是内容，你用没用心，官兵一眼

就能看出来。

今年 3 月初，我休假结束返回部

队，刚一进连队，战士慕威就兴奋地对

我说：“指导员，您太有爱了！您写的

信已经被我收藏起来啦！”那一刻，我

有一种说不出的欣慰，感觉自己的付

出没有白费。你在战士们身上倾注真

情，他们就会感觉自己被关注被重视

被尊重，自然就会以满腔热情投入到

工作、学习和训练当中。

基层工作头绪多、事情杂、任务

重，但只要科学统筹、合理安排，写信

的时间还是能挤出来的，就看你想不

想写了。我一般会先打好腹稿，再用

饭后半小时、晚上或者周末的休息时

间写信，确保每一封信都能按时送出。

记者：在此过程中，您有哪些带兵

感悟？

王松柏：现在，“网生代”官兵成为

部队主体，他们习惯通过“键对键”表达

想法、倾诉感情。在他们看来，有些问

题和道理，通过文字形式表达出来，有

时可能比面对面交流更易于接受。过

去，我总喜欢把大大小小的问题摆在台

面上讲，经常指名道姓，本以为战士们

会引以为戒，但效果往往适得其反。后

来，我开始用写信的办法与他们进行一

对一交流，既保护了大家的自尊心，也

让他们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所以，我的感悟是：带兵需要刚

中有柔，不能总是直来直去。一些在

工作训练中解决不了的问题，不妨放

在生活中去试一试。在写信时，我会

根据每名官兵的不同性格特点，做出

具体引导。比如，连里有个副班长性

格比较内向，做事不自信，我就会多

给他一些正面激励；有一个战士想当

骨干的意愿比较强烈，但比较浮躁，

我会对他进行委婉提醒……虽然讲

的不是什么大道理，但确实管用。我

认为，写信谈心与当面谈心的最大区

别，就在于这种仪式感——写信、发

信，收信、看信，白纸黑字写着呢，谁

也不能不当回事。

记者：这 3 年 ，很 多 官 兵 不 止 一

次收到您写的信，他们会不会失去新

鲜感？

王松柏：在我看来，想让信件“保

鲜”，就要保持“两个不变”，即感情不

变、态度不变；也要寻求“两个变”，即主

题要变、内容要变。不管生日还是重要

纪念日，虽然日期是重复的，但每一年

官兵经历的事情是不同的。如果没有

对他们进行持续、细致的观察，信里就

只能说空话套话，大家就会认为这是

“多此一举”，不仅起不到应有作用，还

可能引起反感。有时候，连官兵自己都

忘记了的事，而你却记在心里，专门写

在信中，这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惊喜。

今年 4 月，二级上士王国全与女

友登记结婚。在写给他的祝福信件

中，我就如何处理好个人成长与家庭

建设的关系，谈了自己的看法，也算是

一个“过来人”的忠告。回信中，王国

全字里行间充满感激，他没想到，我能

为他考虑得如此细致全面。带兵人只

有善于从细微处着眼、在点滴中用心，

才能找到打开官兵“心门”的钥匙，与

他们产生情感共鸣，这样写出的每一

封信就不会失去新鲜感。

记者：借此机会，您还有什么想与

广大基层带兵人分享的？

王松柏：说 说 这 3 年 的 体 会 吧 。

首先，我深刻认识到，感情是相互的，

你为官兵付出多少真心，官兵就会报

以多少真情；其次，决定做一件有意义

的事情，就要坚持到底。起初，我曾质

疑过自己，花费那么多时间写信到底

值不值得。但是，看到官兵的改变，我

找到了答案，心里有了更多成就感；第

三，带兵人一定要让官兵真心感到被

在乎和关爱，他们的不足、他们的进

步、他们的心情都在你的眼里心上，然

后竭尽所能，给他们提供帮助。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形势怎样变

化，带兵的底层逻辑都离不开一个“真”

字。一线带兵人在带兵过程中，无论用

何种形式、何种方法，都要带着真情和真

心。唯有如此，才能赢得兵心，才能形成

互相理解、彼此支持，患难与共、生死相

依的内部关系，进而凝聚奋进向上的磅

礴力量，迸发奋斗强军的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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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高原长途机动训练，我出现

了严重高原反应，时任连长张飞飞把我

抱在怀里，用手托住便携式氧气罐给我

吸氧……”近日，陆军某红军团开展“难

忘的青春岁月”图片故事分享会，某营

中士王亮展示了一张自己当列兵时的

照片，让在场官兵为之动容。

一张照片，就是一个暖心故事。该

团领导介绍，近年来，他们着力营造尊

干爱兵、兵兵友爱的融洽氛围，在常态

组织开展“点赞暖心事，夸夸好战友”

“讲讲身边的战友情”等活动基础上，定

期举办“难忘的青春岁月”图片故事分

享会，让官兵晒出自己珍藏的军旅照，

讲述照片背后的暖心故事，引导大家从

日常点滴中感受战友深情，在共鸣共情

中增进理解，巩固和发展团结、友爱、和

谐、纯洁的内部关系。

“那年，我们在高原执行实弹射击

任务，首发命中后，大家欢呼着拍下了

这张合影。”分享会上，该营女子反坦克

导弹班班长麦丽开·亚尔买买提手拿一

张照片，难掩心中激动之情。在大家期

待的目光中，麦丽开讲述了一段女兵班

团结奋进的故事——

模拟射击训练阶段，作为主射手的

女兵丁梦媛因手部力量不足，出现了失

误。眼看任务日益临近，成绩却始终得

不到提升，丁梦媛感到压力很大。得知

情况后，麦丽开带着几名同志，专门为

丁梦媛制订了手部力量训练计划，轮流

陪她加练。在大家的支持帮助下，丁梦

媛的成绩很快就有了明显进步。最终，

女兵班团结协作、密切配合，取得首发

命中的好成绩。

“ 作 为 班 长 ，要 带 着 大 家 心 往 一

块 想 、劲 往 一 块 使 ，在 互 帮 互 助 中 攻

坚 克 难 、闯 关 夺 隘 。”讲 述 结 束 ，麦 丽

开 对 自 己 的 班 长 身 份 有 了 更 加 深 刻

的认识。

女兵班的故事，让战士德力夏提想

起了自己入伍之初的班长王志辉。“训

练中，王班长总是绷着脸，只要我动作

稍微有点不规范，就会受到他的严厉批

评，我一直感觉班长很不喜欢我。”德力

夏提一边说，一边点开一张电子照片，

“后来，王班长的一个举动，彻底改变了

我对他的看法。”

照 片 里 ，王 志 辉 背 着 德 力 夏 提 在

寒风中艰难前行。德力夏提回忆，3 年

前，到高原驻训的第一天夜里，他就发

起 了 高 烧 ，王 志 辉 不 顾 自 己 的 高 原 反

应 ，硬 是 顶 着 寒 风 将 德 力 夏 提 背 到 了

卫生队……

“从那以后，我真正理解了班长严

厉却不失温情的爱。”德力夏提话音刚

落，现场响起热烈掌声。

一张暖心照，几多战友情。相机定

格的瞬间背后，是说不完的爱兵故事、

道不尽的真挚情感。

“平日里，大家都忙于各种工作任

务 ，很 容 易 忽 略 战 友 间 的 感 情 ，一 旦

静 下 心 来 回 忆 ，很 多 瞬 间 都 会 让 人 感

动不已。”该团领导说，随着图片故事

分 享 会 的 持 续 开 展 ，官 兵 之 间 的 情 谊

越 来 越 深 厚 ，团 结 奋 斗 的 士 气 越 来 越

高昂。

前不久，该团参加上级组织的群众

性 练 兵 比 武 ，在 参 赛 官 兵 的 共 同 努 力

下，他们将 400 米障碍、通信装备操作等

多个课目第一名收入囊中。

陆军某红军团组织开展“难忘的青春岁月”图片故事分享会——

一张暖心照 几多战友情
■张诗宏 本报特约记者 李 康

“谢谢刘医生，这次比武考核我能拿

到第一，您有一半的功劳！”前不久，第 74

集团军某旅组织专业技能比武考核，二

级上士姚伟在众多参赛选手中脱颖而

出，一举夺魁。捧着奖杯和证书，姚伟迫

不及待地来到该旅心理服务中心，与心

理医生刘玉分享这个喜讯。

姚 伟 告 诉 笔 者 ，备 战 比 武 那 段 时

间，由于心理压力较大，训练成绩不升

反降，他一度产生了放弃的想法。多亏

旅里心理服务队及时进行心理疏导，才

让他重新燃起了信心和斗志。

“只有全力做好心理服务工作，提升

专业化水平，不断为官兵注入‘心’活力，

才能提升战斗力。”该旅领导介绍，近年

来，随着练兵备战持续深入推进，部队大

项任务越来越多，工作节奏越来越快，个

别官兵出现了心理波动。及时关注官兵

心理健康，对于激发干事创业热情、维护

部队安全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为更好地给官兵提供心理服务，该

旅常态组织心理骨干培训，通过聘请专

家授课、外送人员学习培训等形式，培

养出一批具有一定资质的心理骨干，逐

步建立起“班有心理骨干、连有心理咨

询师、旅有心理医生”的心理服务工作

体 系 。 同 时 ，抽 调 部 分 取 得 心 理 咨 询

师、心理治疗师资质的人员，成立心理

服务队，深入各营连“巡诊”。

此外，该旅还依托强军网搭建心理

测评系统和心理档案管理系统，帮助基层

营连及时准确掌握官兵心理状况；购置音

乐治疗、身心反馈、测评宣泄等辅助器材，

搭建起集心理咨询室、宣泄减压室、调节

放松室、心理康复室、团体辅导室于一体

的心理服务中心。如今，该中心已经成为

深受官兵欢迎的“心灵驿站”，课余时间，

大家都喜欢到这里释放自我，缓解压力。

心理服务科学有效，练兵备战动力

十足。今年以来，该旅多项重大任务压

茬推进，官兵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迸

发出昂扬的精神斗志，取得一个又一个

优异成绩。

第 74 集团军某旅多措并举提升心理服务水平——

注入“心”活力 练兵添动力
■袁逸伦 李希凡

选来选去，最终在诸多与“七一”相关的照

片中选取了这三张——

一张远景，一张背影，还有一张局部特写。

这三张照片有个共同点，就是看不到或看

不清官兵的面孔。

为何如此选，道理很简单，因为难以找到

一张具象的脸，能在“七一”这天涵盖或者代表

所有共产党员。

反过来也可以说，所有党员都是一个样

子——面对困难，坚定高举拳头；身先士卒，

英勇无畏冲锋……

其实，这三张照片背后，还有更宏大的叙事、

更壮阔的图景——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请党放心，强军有我！”这是全军官兵永

恒的誓言、不变的承诺。 （张良）

新闻前哨

基层有约

6月 12日，本版刊登了稿件《准时送达的祝福》，讲的是 3年来，第 82集
团军某旅某连指导员王松柏，在连队官兵个人值得纪念或庆祝的日子，都
会以写信或其他方式表达自己的关注、鼓励和期盼。

报道见报后，很多基层官兵被这名指导员的用心和坚持所感动。今
天，我们邀请王松柏做客“基层有约”，请他聊聊那些祝福背后的故事。

——编 者

“七一”前夕，各基层部队

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

动，引导官兵牢记初心使命，

砥砺奋斗强军的激情斗志。

一个个坚毅的眼神，一句句铿

锵的誓言，表达出官兵对党的

无限深情和由衷热爱。

图①：新疆军区某部“英

雄白马连”党支部利用巡逻之

机，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激发

党员骨干戍边豪情。

特约摄影：某部下士段 洁

图②：空军航空兵某场站

党员，面对鲜红的党旗，举起

右拳庄严宣誓。

特约摄影：一级上士张为栅

图③：第 71 集团军某旅

“群众工作模范连”指导员为

如期转为正式党员的战士刘

宇涛佩戴党员徽章，嘱咐他时

刻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再接

再厉，岗位建功。

特约摄影：二级上士耿 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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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间

2024 年 6 月 12 日，本版刊发的稿

件《准时送达的祝福》。

我们连的照片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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