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班到凌晨，起床后，听说某营房

管道需要修缮，海军南沙某守备部队连

长黄镇炜赶忙组织人手去处理。紧接

着，机关参谋找他修改方案，一直忙到

一 点 多 。 下 午 他 又 赶 去 机 关 参 加 会

议。到了晚上，黄镇炜终于在食堂吃上

了今天的第一顿安稳饭……

总算处理完一天的工作，黄镇炜这

才有时间跟记者聊聊。在他和官兵的

共同讲述中，记者记录下一名新任连长

与一个优秀连队共同成长的故事。

连续 3 年被评为“四铁”先进连队，

前年荣立集体三等功，上一任连长能力

素质很强……一年前，得知自己要去这

个先进连队任职，黄镇炜感到压力很

大。身边也有不少战友提醒他：“连队

起点高，不管谁接手都是很大考验，你

这个连长可不好干！”

珠玉在前，很难不被对比。黄镇炜

心里，问题叠着问题：这么好的先进连

队，会不会在自己手里走下坡路？大小

专业加起来十几个，作为军事主官怎么

抓好训练？连队比自己年龄大的军士占

了一半以上，怎样赢得信任、建立威信？

常年的作风和纪律养成使然，即使

换了主官，连队官兵还是一如既往地工

作标准不降、执行力不减。但这样并不

意味着可以“躺平”吃家底，连队急需

“主心骨”。

黄 镇 炜 没 想 过 上 任 先 烧“ 三 把

火”。“形象威信不能靠这种方法树立。”

他觉得，在对一个连队没有深入细致地

了解前、在自己没有得到官兵充分认可

前，不能盲目蛮干。最终，他选择先从

改变自己开始。

摆在记者面前的一本工作备忘录，

是黄镇炜上任后专门为自己建立的，里

面有些是对连队建设的思考，大部分则

是对自己的要求与提醒。逐页翻看，就

像浏览一名新任连长的“成长日记”。

随手翻到一页，上面写着：“作为主

官，一定要时刻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和

形象，不给官兵传递消极情绪。”深刻的

感悟，来源于工作的实践。

刚接手连队时，工作千头万绪，难免

会出纰漏挨批评，他习惯放在心里。但

时间久了，情绪多多少少也会表露出来。

一天晚上熄灯前，班长李洪春敲开

了黄镇炜的门。他觉察连长晚点名时

讲话情绪比较低落，便上了心。

“要是看着自己的主官都垂头丧气，

官兵更加没有奋斗动力。”了解情况后，

李洪春对黄镇炜说：“带兵人的情绪、形

象、气质等都会直接影响到官兵，因此要

有强大的内心定力和动力，无论遇到什

么情况，都不要影响工作状态……”

黄镇炜把这些建议听进了心里，并

在工作备忘录里写下了那句话。

“有时候连长加班到凌晨，天亮也

按 时 出 操 ，精 神 饱 满 地 站 到 队 伍 前

面 。”记 者 想 起 文 书 赵 连 浩 此 前 说 的

话，那时只道是黄镇炜真能“扛”。现

在才明白，这名连长日常坚持的背后，

有着深刻考量。

这一年来，大家都说黄连长越来越

有“连长气质”——刚来时在官兵面前

讲话还有点腼腆，如今在各种场合讲话

大方得体、沉稳有力；刚上任时安排工

作还有些犹豫不决、思虑不周，现在决

策果断、细致全面。

赵连浩以前觉得连长性格温和，但

没想到，好脾气的黄连长“唱黑脸”也那

么坚决。

连队有次执行大项任务回来后有

些松劲，几名战士训练期间怠惰岗位受

到上级批评，其中还有两名班长骨干。

黄镇炜责令几名同志在全连军人大会

上做了检讨，党支部随后开会研究，拟

将两名班长骨干撤职，这种坚决鲜明的

态度，也得到了上级支持。

“在训练和管理上，干部要严于骨

干，骨干要严于战士。”黄镇炜指着工

作备忘录里的这句话说，他始终这么要

求自己，也将这一标准传递给官兵。从

那以后，连队再没出现过类似问题。

“连长对我们要求高，对自己要求

更高。他的军事体育成绩在连队始终

是数一数二。”一级上士孙伟至今记得

连 长 跟 自 己 学 习 巡 逻 艇 驾 驶 时 的 情

景。那段时间，黄镇炜一有空就开着巡

逻艇在码头反复练习，不知疲倦地逐个

“死磕”驾驶难点。

连长虚心求教，各专业的骨干倾囊

相授。如今，连队的各个专业，黄镇炜

都已熟练掌握、了然于胸。

“连长特别较真，尤其喜欢在训练

上抠细节。”下士卜子航说，一次夜训，

黄镇炜跟着突击车巡逻途中，突然临机

出了一个“特情”要求大家处置。处置

完毕后，他现场指出问题，并带领大家

对怎样编组掩护和进攻进行研究讨论。

黄镇炜干工作既注重夯基础、抓

细节，也鼓励创新创造。在他的支持

下，一级上士白家松牵头研究出快速

瞄准器，能辅助某型装备更快更准打

击目标；中士王民府入伍前是程序设

计专业，黄镇炜鼓励他发挥专业特长，

设计程序创新训练方法……去年底，

黄镇炜的连队被上级表彰为“科创南

沙”先进连队。

“训练是为了打仗，不可片面强调

米秒环”“抓训练只靠量的堆砌，换不来

质的提升”……在黄镇炜的工作备忘录

里，记者还看到不少“金句”，每一句都

来自他的工作实践和思考。

“回顾了任职一年的经历，我又有

了些感想。”采访结束，黄镇炜拿过备忘

录，在上面又添了一句话：“主动作为就

会产生无限创造的可能，不等不靠才能

激发向上攀升的潜能。”

左上图：黄镇炜在巡逻途中观察

情况。 黄春茂摄

一名新任连长的“成长日记”
■本报记者 陈晓杰 特约通讯员 吴 强

到一个连续3年被评为先进的连队当连长，压力可想而知，是勇于担当接受挑战，还是
一心求稳吃老本？海军南沙某守备部队连长黄镇炜的经历能带来一些启示。请看——

“多亏了连队帮助，让我这么短时

间就适应了新岗位。”前几天，第 77 集

团军某旅某连下士白永奎在实弹射击

中打出了满分成绩。

白永奎原本是一名狙击手，因工作

需要，转岗为榴弹发射手。面对新专

业、新装备，他起初感到底气不足，但借

助连队为他量身定制的转岗军士成长

计划，他在专业能力上有了较快提升，

第二年还当上了副班长。

“这几年，由于岗位、编制调整，不

少军士面临转岗转型。努力为他们成

长成才创造条件，才能不断为战斗力建

设注入新活力。”该连朱连长介绍，为帮

助白永奎这样的转岗军士成长，连队专

门为他们设计成长计划，包括搜集相关

专业资料、联系旅技术骨干进行“一对

一”帮带等，还会结合军士发展意愿，在

计划中列入学历升级、职业技能鉴定、

参加比武竞赛等内容。

该旅人力资源科郭干事对该连的

做法表示认可：“这样做是贯彻全旅人

才建设规划的一项务实举措，能够较好

把人才选好、留住。”他说，此前就有一

名综合素质全面的军士，因执行任务错

过了院校升级培训。面临高级军士选

拔考核时，因缺少相应职业技能鉴定，

只得选择延期服役。

育才留才必须主动作为。“一名军

士人才在技术成熟、年富力强时无法

更进一步，是我们在人才建设上的损

失。”一次人才建设形势分析会上，该

旅领导调研列出不少相关问题，大家

结合《军士暂行条例》《军士职业发展

管理暂行规定》等制度法规，研究制订

出《军士成长指导手册》，对每个岗位

的人员属性、专业领域、任职经历、职

业资格、来源渠道和发展去向等，逐一

作出具体规范。

郭干事告诉笔者，这样一来，军士转

岗有了“个性路径”的计划，就能更加坚

实地走好军旅每一步。笔者翻看手册，

每个军士岗位的任职时长、培训时间、应

参加何种升级培训等都一目了然。

“这是我取得的资格证书。”前不

久，某连下士彭望东与战友分享了自己

的喜悦。去年晋升下士后，彭望东向连

队提出转岗为卫生员的想法。在单位

的支持和安排下，他通过了全旅卫生员

集训考核，并获得资格认证。如今，彭

望东已经顺利转岗为连队卫生员。

培养实践中，该旅还安排高级军士

参加岗位带教；定期对军士人才队伍进

行摸底，建立旅“军士后备人才库”；遴

选优秀军士赴院校、厂家学习，帮助他

们提升专业技能，丰富任职培训经历。

上半年，中士周琪玲调整到数据链

专业后，为帮助她快速适应新专业，连

队安排三级军士长袁文浩对周琪玲进

行“一对一”帮带。3 个月后，周琪玲熟

练掌握了专业技能，还在上级组织的专

业比武中取得第二名的好成绩。

“军士人才是强军兴军的基层骨干

力量。”郭干事说，如今，各级对军士的

帮扶引导越来越精准，军士留队成长成

才的意愿也越来越强，干事创业的热情

更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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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马上任新单位，基层主官需要

管理的不仅有年轻战士，还有军龄较

长的老兵骨干，他们熟悉基层，精通专

业技术，管理经验丰富，在战士中间很

有 威 望 。 在 一 个 基 础 扎 实 的 先 进 连

队，这种压力更是会成倍放大。如何

让老兵信服，对很多年轻的基层主官

来说，是个难题。

基层是门“必修课”，战士是本“必读

书”。很多基层主官刚刚上任，就急于先

烧“三把火”树立威信，但如果缺乏对连

队的细致了解，没有取得官兵的充分信

任就盲目蛮干，只会适得其反。一名合

格的一线带兵人，最应当弄清楚连队当

前需要什么、官兵在乎什么，决不能“情

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没数点子多”。

能否让人信服、能否带出好兵，一

线带兵人的过硬素质、优良作风和以情

带兵的人格魅力缺一不可。如果能力

不过硬，拿“嘴皮子”带兵、用手中权力

“压”人、得过且过吃老本，势必得不到

官兵信赖，即使看起来有威信也只是虚

浮于表面。我们常说“身教重于言教”

“带兵就是带心”，对走上新岗位的带兵

人来说，这个道理什么时候都不过时。

主 动 作 为 、不 等 不 靠 …… 记 者 希

望这些“成长日记”中的关键词，能够

给广大战友以启示，稳扎稳打、履职尽

责，在奋斗强军接力赛中跑好自己这

一棒。

带兵人应是“有心人”
■陈晓杰

右图：8 月初，武警安徽总队蚌埠支队开展小组战术训练，锤炼官兵作战

能力。

梁 旭摄

下图：近日，新疆军区红山嘴边防连组织新兵执行巡逻任务。

肖国涛摄

前不久，记者到陆军某红军团采访，

大家都说某连指导员许立超带兵有方。

辗转高原驻训场，记者终于见到了他。

“带兵就是带心，战士们的心理状态

大多会在细节上表现出来。”谈到自己的

带兵心得，许立超用“望闻问切”四个字

来概括，他说：心里有心事，脸上会表现，

这是“望”；情绪不对劲，说话会低落，这

是“闻”；谈心谈话细分析，这是“问”；设

身处地谈感受，便是“切”。

这些经验，许立超在带兵实践中已

多次验证。

一次会餐，许立超发现上等兵小曹

餐盘里的饭菜很少，吃饭没胃口，便开始

留意起这个性格腼腆的战士。经过两天

观察，小曹的情况不见起色。许立超大

体确定小曹有心事，便在一次饭后主动

找他散步聊天。

诚恳交心中，小曹道出了缘由。原

来，小曹父亲此前因务工受伤住院，事故

责任迟迟未能划分清楚。小曹担心父亲

身体，但又觉得这是家务事，和部队扯不

上关系，才将这些憋在心里。

了解情况后，许立超开导小曹，向他

介绍涉军维权相关法规制度，还帮他申

请法律援助，上报机关有关部门发函给

地方部门帮助解决。

很快，小曹家人的纠纷得到顺利解

决，小曹也找回了状态。

“我们常说‘吃饭看饭量、睡觉看安

稳、走路看姿态、娱乐看情绪、工作看劲

头’，也是这个道理。”许立超补充说，只

有发现问题的能力还不够，还必须透过

现象看本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此前一次，连队的体能尖子小叶在

比武中失误受伤，与奖杯失之交臂。许

立超上前查看小叶伤情时，一向开朗的

小叶若无其事地表示自己没事。看他的

状态与平时无异，许立超也放下心来。

可回去后，卫生连给出的诊断结果却让

大家有些始料未及：小叶左臂骨折。

许立超赶到卫生连时，小叶神情萎

顿，脸上流着豆大的汗珠。“指导员，我没

在比武中取得荣誉，我对不起连队！”小

叶的这句话让许立超愣住了，在这个节

骨眼上还提及比武，可见他对这次失利

十分自责。

那天晚上，许立超陪在小叶身边，

逐渐缓解了小叶的焦虑情绪。他深刻

意识到，要不是受了伤，这次很难发现

小叶的真实想法。自己之所以没有从

一开始就关注这方面，原因就在于自己

没有透过“开朗”的表象去深入了解小

叶性格，没有准确“切”中这名年轻战士

的脉。

后来带兵时，许立超常会想起这些

经历。他总结说：战士的事无小事。一

个合格的带兵人，必须经常设身处地感

受战士需求，这样才能从一个个细节中

看清本质，抽丝剥茧解决问题。

记者了解到，今年赴高原驻训以来，

该连官兵“问题不出连”，大家心往一处使，

驻训不畏苦。前不久，该连在上级组织的

射击课目考核中，综合成绩名列前茅。

战士的事无小事
■高传硕 本报特约记者 高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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