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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基层部队调研新时代官兵关系

时，记者发现，由于社会环境变化、官兵

成分结构变化等客观原因，一些单位出

现了影响官兵关系的新情况、新问题。

如何进一步密切官兵关系，是每一名基

层带兵人的必答题。

密 切 官 兵 关 系 ，有 时 态 度 比 方 法

更 重 要 。 一 些 基 层 官 兵 反 映 ，个 人 对

连队、对集体的态度，是影响官兵关系

的 重 要 因 素 。 无 论 是 军 官 还 是 士 兵 ，

无 论 是 老 兵 还 是 新 兵 ，都 要 把 自 己 的

个人表现与集体紧密联系起来，以“我

是连队一员”的主人翁态度，把连队当

家建，视战友如亲人，才能不断增强连

队 建 设 的 内 生 动 力 ，凝 聚 起 战 胜 一 切

艰 难 险 阻 、勠 力 同 心 奋 斗 强 军 的 磅 礴

力量。

获得了组织的任命，
也要获得战友们的认可

陆军某部排长张俊宣上任之初，尤

其注重与班长骨干等服役时间较长的军

士们搞好关系。他认为，如果得不到班

长骨干的配合和认可，自己就很难在基

层站稳脚跟。

“ 排 长 ，您 放 心 ，咱 们 班 的 兵 都 很

踏 实 ，各 项 任 务 绝 对 不 拖 后 腿 ！”听 到

班 长 们 的 表 态 ，张 俊 宣 更 加 坚 定 了 自

己 的 想 法 。 日 常 生 活 中 ，他 与 班 长 骨

干 们 走 得 更 近 了 ，休 息 时 经 常 和 他 们

玩在一起。

没过多久，张俊宣发现，排里不少战

友开始有意无意地与自己保持距离。周

末，原本热闹的活动室，甚至会因为他的

到来而变得安静下来。

这让张俊宣感到困惑。一次，他听

到战友们正议论：“咱们的新排长好严

肃……”还有人吐槽：“人家是军官，我

们是兵，只有班长才能和他说上话……”

无 独 有 偶 ，新 排 长 梁 韦 尧 也 遇 到

了 类 似 情 况 。 下 连 任 职 以 来 ，他 将 各

项 任 务 传 达 布 置 给 班 长 们 ，指 导 他 们

根 据 要 求 执 行 落 实 ，自 己 最 后 把 关 检

查 。 班 长 骨 干 们 干 工 作 都 很 积 极 主

动，这让他感到，当排长其实也没有那

么难。

一 次 谈 心 中 ，列 兵 小 王 的 一 句 话

让 梁 韦 尧 陷 入 沉 思 ：“ 排 长 ，我 真 没 什

么事……你还是去找我的班长聊吧！”

虽然梁韦尧已经察觉到这名列兵有

思想疙瘩，可不管他怎么问，得到的答案

总是：“排长，我没啥事。”

“有的士兵认为，排长们是处于管理

岗位的军官，在日常生活中很难把他们

当成‘自己人’。”某营李教导员深有感触

地说。

调研中记者发现，一些新排长在处

理官兵关系方面缺乏经验。为尽快打

开工作局面，他们任职初期大都格外注

重寻求连队主官的支持，同时积极与班

长骨干打成一片。

新 排 长 们 往 往 认 为 ，得 到 主 官 表

扬，就是得到连队认可；抓好班长骨干，

就是抓好全排工作。殊不知，排长如果

忽视了更多士兵的切身感受，很容易陷

入战友不信任、骨干不支持、领导不认

可的恶性循环，从而影响官兵关系健康

发展。

“ 搞 好 官 兵 关 系 ，主 要 责 任 在

‘ 官 ’。 新 排 长 获 得 了 组 织 的 任 命 ，也

要获得战友们的认可。”该部领导告诉

记者，他们当兵蹲连时发现，训练环境

越 苦 ，官 兵 关 系 越 密 切 ；训 练 课 目 越

难 ，官 兵 团 结 越 牢 固 。 该 部 结 合 部 队

训 练 计 划 ，常 态 开 展 复 杂 条 件 下 险 难

课目训练，穿插进行不限场地、不限时

间 的 临 机 教 育 ，帮 助 新 排 长 们 早 日 融

入集体。

那 段 时 间 ，张 俊 宣 所 在 排 随 部 队

千 里 机 动 ，远 赴 西 北 大 漠 执 行 演 训 任

务。抵达当日，9 级大风来袭。所有党

员 干 部 冲 在 一 线 ，死 死 拽 住 帐 篷 不 松

手。

“这么大的风，排长一直把我护在

他身后。”看着精疲力尽、灰头土脸的张

俊宣，列兵李靖的内心一阵感动……

在 恶 劣 的 自 然 条 件 下 ，该 部 严 格

落 实 训 练 课 目 ，积 极 营 造“ 军 官 不 特

殊 、士 兵 不 畏 苦 ”的 良 好 氛 围 ，官 兵 同

吃一锅“带沙饭”，同睡一张“硬床板”，

新 排 长 和 战 士 们 感 情 不 断 升 温 ，同 甘

共 苦 、生 死 与 共 的 战 友 情 谊 得 到 进 一

步升华。

每个人的表现，都与
身边战友息息相关

雪山连绵，云遮雾罩，陆军某部某连

演练失利的“阴云”，也如山间迷雾般笼

罩在官兵心头。

那 次 演 练 ，黄 指 导 员 带 队 组 织 抓

捕。发现 3 名“可疑人员”后，考虑到对

方可能携带杀伤性武器，黄指导员下令，

兵分三路隐蔽机动，形成合围之势。

谁知，正在此时，距离“可疑人员”最

近的战士小党在未获得允许的情况下，

跃身而起，强行实施抓捕。

抓捕行动成功了，该连却因为“官兵

协同意识不强可能导致友军伤亡”而被

考核组点名通报。

复盘会上，虽然连队主官没有对小

党提出批评，但身边的战友们对此议论

纷纷。有人说：“小党真厉害，一个人制

服了 3 个人！”还有人说：“个人逞英雄有

什么用？害得连队被考核组批评……”

小党心里很委屈：“自己明明表现很

出色，为啥却被大家孤立？”深夜，他一脸

纠结地敲开了黄指导员的房门。

“你有没有想过，战场上如果贸然行

动，会给战友们带来什么危险？会不会导

致行动失败？不管是战场上还是日常生

活中，每个人的表现，都与身边的战友息

息相关……”黄指导员耐心地引导小党。

在黄指导员看来，小党立功心切、急

于表现，是导致此次事件发生的主要原

因。入伍以来，小党想要长期服役的愿

望非常强烈，各项工作积极主动，在同年

兵中综合素质靠前，是值得培养的“好苗

子”。不过，因为他“表现欲”较强，在日

常训练、学习、生活中常以自我为中心，

有时与身边的战友闹得不愉快。

黄指导员找到老班长刘仕高，请他

专门负责小党的成长路线规划、思想教

育引导和作风形象养成。

一次巡逻路上，刘仕高边走边对小

党说，边防线数十公里内荒无人烟，战友

们只有团结协作，才能敢战胜战。

行进途中，在乱石纵横的陡坡上，小

党的右腿不慎被利石划破，鲜血一滴滴地

往外流。刘仕高赶忙帮小党卸下装具，副

班长刘振国拿出急救包为他止血包扎。

尽管小党一直说自己没事，但战友

们还是坚持轮流把他背回了连队。回想

起平日的点点滴滴，小党羞愧不已……

通过深入调研，记者发现当前 00 后

官兵已经成为基层主体，他们大多为独

生 子 女 ，以 自 我 为 中 心 的 想 法 较 为 普

遍。该部领导告诉记者，边防部队环境

艰苦、任务繁重，坚如磐石的内部关系对

履行戍边职责至关重要。他们坚持用好

“一连一文化”“一连一传统”的特色优

势，引导新战友成为部队红色传统的传

承人，最终形成官兵友爱、团结互助的生

动局面。

前不久，在上级组织的强军故事会

上，成功晋升军士的小党向新战友们分

享了个人经历，激励战友们一起扎根边

防、奉献青春，为祖国和人民筑牢钢铁长

城。

一个没有集体荣誉感
的团队，不可能有战斗力

热烈的掌声中，列兵王振安在全班

战友的簇拥下，精神抖擞地登上领奖台，

营长、教导员为他戴红花、披绶带、颁奖

状……

前不久，陆军某部某营对在岗位练

兵、比武考核等活动中成绩突出的官兵

进行表彰，获奖官兵与同班战友一同登

台、共享荣光。

表彰结束后，王振安与全班战友共

同种下一棵“荣誉树”。班长谢永国感

慨 地 说 ：“ 这 是 我 们 班 第 2 棵‘ 荣 誉

树’。6 年前，我参加上级比武夺冠后，

全班一起种下第一棵‘荣誉树’，树干上

至今还挂着励志格言‘攻坚克难、不畏

强敌’。”

“集体伟大光荣，个人才能成长进

步。”该部领导介绍，前期，他们对各类比

武竞赛和大项任务中夺得荣誉的官兵群

体进行调研发现，集体意识越强的官兵，

个人成长进步越显著。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一个没有荣誉感的军人，不可能脱颖

而出；一个没有集体荣誉感的团队，不可

能有战斗力。

采访中，某连丁指导员谈起自己的

亲身经历。不久前，在上级组织的新时

代“郭兴福式教学法”研讨观摩活动中，

要求连队一名主官担任教练员准备教学

课目。因为连长暂时不在位，丁指导员

担心连队的“招牌”砸在自己手上。

沉思许久，丁指导员决定召集骨干

们开个专题会议。有人建议，既然军事

主官不在位，教学观摩任务还是交给其

他兄弟单位更稳妥。一名老班长说：“我

们作为一个荣誉连队，就是应该遇到机

会就上、看到荣誉就争！”

最终，丁指导员定下决心：“这不仅

是对我个人的考验，更是连队荣誉与信

任的托付，我上！”

为了协助指导员更好地完成教学课

目，全连训练骨干集思广益：有人提出采

取“翻转课堂任务卡”的方式，引导受训者

课前预习、体会交流、主动思考；有人自主

开发相关小程序，提升模拟训练效率……

大家齐心合力，课目进展有条不紊。

记 者 了 解 到 ，该 部 及 时 加 强 教 育

引 导 ，注 重 在 训 练 中 用 集 体 荣 誉 感 激

发官兵的练兵热情。他们请先进典型

作事迹报告，让战友们心中有标杆、奋

斗有目标；采取新老结对的方式，帮助

新 战 友 一 步 一 个 脚 印 扎 实 前 进 ；在 营

连 张 贴“ 龙 虎 榜 ”，广 泛 开 展“ 五 小 ”活

动 ，鼓 励 战 友 向 身 边 典 型 学 习 ；将“ 训

练 标 兵 ”评 比 纳 入 部 队 阶 段 性 工 作 计

划 ，常 评 选 、常 表 彰 ，形 成“ 比 学 赶 帮

超”的浓厚氛围……一系列举措，充分

调动了官兵的练兵动力，一批军事训练

“小老虎”迅速成长起来。

丁指导员说：“教学课目示范之所以

能够成功，离不开全连官兵群策群力。”

最终，凝聚连队集体智慧的教学课目从

多个连队中脱颖而出，在研讨观摩会现

场赢得官兵一致好评。他们的经验做法

还被所在大单位推广学习。

把 连 队 当 家 建 ，视 战 友 如 亲 人
■付善柱 周士钰 赵晨辉 本报记者 钱晓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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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兵下连不久，陆军某部高指导员

就加上了新战友们的微信联系方式。

作为持证上岗的心理咨询师，通过

微信朋友圈了解大家的所思所想，已经

成了高指导员的习惯。尽管战友们有

时言辞隐晦，但他还是能够透过一行文

字、一张照片、一段视频等“蛛丝马迹”，

看出点什么。

然而这次，高指导员“失算”了——

刚下连的一些新战友的微信朋友圈里

竟然空无一物。这让他有些摸不着头

脑，难道新战友都不喜欢发朋友圈？

“指导员，我们班小魏能不参加新

闻点评吗？”没过多久，班长车路平找到

高指导员“求情”。原来，列兵小魏性格

腼腆，多次表示自己害怕在人多的场合

发表看法，人越多越紧张，希望连队能

酌情照顾。

了 解 到 情 况 后 ，高 指 导 员 拿 出 手

机，点开小魏的微信朋友圈。果然，里

面 一 片 空 白 ，只 有 一 张 深 夜 路 灯 的 图

片 充 当 头 像 背 景 。 他 敏 锐 察 觉 到 ，小

魏的内心很孤独，渴望着被关心、被温

暖 。 随 后 ，高 指 导 员 又 对 其 他 新 战 士

的 微 信 朋 友 圈 进 行 分 析 ，最 终 得 出 结

论 ：部 分 新 战 友 担 心 被 领 导 和 骨 干 关

注，便将微信朋友圈隐藏起来，这说明

一定程度上他们还没有把连队战友当

成“家里人”。

随后，高指导员叮嘱各班长在不降

低训练强度的前提下，穿插进行攀岩、

凌空跨越、合力冲击等心理行为训练，

引导大家克服困难的同时，互帮互助、

团结协作。这个过程中，高指导员一对

一与这些新战友谈心，对他们的现实表

现提出肯定，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用实

际行动拉近与他们之间的距离。

一套“组合拳”下来，不少新战友向

高指导员敞开了心扉，唯独小魏仍比较

拘谨。一次进行障碍训练时，同班战友

自 发 为 小 魏 加 油 鼓 劲 ，结 果 他 紧 张 过

度，一不留神竟摔倒在地。

“小魏的问题，在心不在身，要精准

把脉，对症下药。”高指导员通过调研了

解到，近年来“社恐”现象在新兵群体中

并非个例，只有找到有效的沟通方式，

才能真正“打开”他们的朋友圈。

“既然无法‘面对面’，何不试着‘键对

键’？”抱着试一试的想法，高指导员与小

魏开始了“云上对话”。一行行有温度、有

力量的文字，逐渐敲开了小魏的心扉。得

知小魏有一定美术功底后，高指导员鼓励

他发挥特长，推荐他加入“战地快报”创作

小组。随着一幅幅作品相继发表，小魏在

战友们肯定的目光中，慢慢放下心理包

袱，逐渐变得阳光开朗。

不久前，高指导员发现小魏更新了

微信朋友圈。他在微信朋友圈最新动

态中写道：“要把心思用在工作上，用实

打实的成绩说话。”

高指导员欣慰地为小魏点赞，并附

上留言：“加油，我看好你！”

“带兵人的态度，是决定新时代官

兵关系的‘金钥匙’。”小魏的转变让高

指导员认识到，带兵人只有自身主动求

变，努力与战友们的心贴得近一点、再

近一点，才能找到同频共振的切入点，

真正走进战友内心。

从 新 战 友“ 朋 友 圈 ”看 变 化
■孙德志 本报记者 钱晓虎

新闻样本

密切新时代官兵关系，有些现象值

得重视：部分干部骨干怕担责、怕负责，

产生“不打不骂也不亲、个人成长靠个

人”的错误思想；一些士兵与干部骨干感

情不纯，大家“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彼

此缺乏情感共鸣。

战友情也是战斗力。密切官兵关

系，态度往往比方法重要，真心往往比

技巧重要。作为一线带兵人，只有对

士兵真知真爱、真诚真心，与他们平等

相待，才能身入兵中、心入兵中，让他

们真信服而不是假服从、真融洽而不

是假和谐、真团结而不是假和气，奏响

新时代良好官兵关系的“主旋律”。

融洽官兵关系，要发挥好组织的

作用。日常工作中，党委、支部要把官

兵关系作为军官讲评的重要内容、考

核单位的衡量标准、评选先进的鲜明

导向，及时解决官兵反映强烈的突出

问题，巩固和发展紧密团结的官兵关

系、清清爽爽的上下级关系，让官兵相

处、内部交往更加纯洁健康。

密切官兵关系，应抓住“官”这个主

要矛盾。基层一线带兵人要把士兵当成

自己的兄弟手足，充分发扬“有盐同咸、

无盐同淡”的优良传统，诚心诚意办实

事、真心实意暖兵心，通过对战友们的实

际帮助和关怀体贴，最终赢得官兵信赖、

获得组织信任。

良好的官兵关系，是保持强大凝

聚 力 战 斗 力 的 动 力 源 。“ 新 时 代 卫 国

戍边英雄群体”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

和严峻的斗争形势，用“给你挡风雪”

的 真 情 、“ 跟 我 向 前 冲 ”的 感 召 ，迸 发

出 无 惧 生 死 的 强 大 战 斗 力 。 密 切 新

时代官兵关系，就是要在共同摸爬滚

打 中 凝 聚 坚 实 的 官 兵 情 、战 友 爱 ，让

官 兵 同 进 竞 技 场 、同 上“ 龙 虎 榜 ”，合

力锻造坚如磐石、能打胜仗的精兵劲

旅。

态度比方法更重要
■钱晓虎

近日，陆军某部官兵课余时间组织小竞赛活动。 李杰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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