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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虽已入秋，高温依旧。火箭军某旅

训练场上，一场新兵战术训练正在紧张

进行。

“ 一 分 队 ，向 前 方 跃 进 ”“ 展 开 搜

索”……障碍物后，几支战术小组迅速行

动。其中有个小组引起了笔者注意——

这个小组官兵领章上，有的是“一根杠”，

有的是“一道拐”，相互配合十分默契。

“让新排长带着新兵共度‘第二适

应期’，这样的集训方法我们也是首次

尝试。”一旁督训的警卫连汪指导员告

诉笔者，当前，新兵和新排长结束上级

组织的集训后下到连队，开展岗前适

应性训练。与往年抽调基层连队军士

骨干分别带训不同，今年下半年，连队

要备战上级组织的一次重要比武，且

日常执勤任务加重，无法同时抽骨干

成立两支集训队。一开始，他也为此

焦虑不已。

此时，新排长王瑞平第一个前来报

到。3 年前，还是一班班长的他凭借优

异成绩从该连保送军校学习，如今以新

身份重回老连队。“目前咱连重要任务

是啥……”一放下背囊，他就主动与班

里新兵聊了起来。新兵们听说有个提

干归来的新排长，纷纷凑上来询问。

这一幕让汪指导员眼前一亮：有的

新排长是班长提干，此前就有一定的带

兵经验，有的新排长是军校下连，有想

法干劲足，但缺少带兵机会，在带兵实

践上，他们都需要慢慢摸索适应；而新

兵普遍思维活跃，学习热情较高，但初

入军营，也需要调整适应。让这两批同

处“适应期”的青年官兵一同进行训练，

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按照相关规定，新兵下到连队后，

各连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组织相关培

训。警卫连党支部研究后，决定进行一

次探索尝试。集训前，他们按照专业特

长，对新兵和新排长进行了分组搭配。

开训不久，新兵李浩就和新排长曾

洪结成了对子。曾洪是警卫兵提干，军

事素质过硬，多次参与执行重要任务。

李浩了解他的经历后很佩服，训练场上

常跟在他后头学习。

“你最近有啥困难？”一次训练后，

曾洪主动找李浩聊天。原来，李浩想报

名参加上级组织的警卫比武，但在训练

中遇到了瓶颈。“从今天开始，我带你加

练。”曾洪爽快地说。

接下来几天，曾洪没有贸然“上强

度”，而是与小李一起研究分析他的特

点，从核心力量、技巧运用等多个方面分

步进行针对性指导。在他的帮助下，李

浩进步很快，被连队预选为比武选手。

“当兵期间，我们最欢迎有耐心有办

法的干部骨干，我希望自己也能成为这样

的带兵人。”曾洪感言，他与李浩同岁，很

多话题能聊到一块，通过这段时间的相

处，他对开展思想工作也有了新的感悟。

汪指导员观察发现，相比于战士提

干排长，军校下连的新排长也有自己的

优势。

在一次伪装课目训练中，几名新兵

由于操作不得法，出现不同程度训练

伤。此前在军校学过医疗卫生相关知

识的新排长谭宁主动站出来，为大家讲

解防治方法，并逐个解答新兵提问。后

来，谭宁还从亲身训练实践出发，将相

关专业知识和训练要求结合起来，整理

了一本关于理疗与训练伤防治的便携

手册，供战友们参考借鉴。

当然，以“新”带“新”过程中也有一

些问题。一次模拟训练，新排长小都带

领 几 名 新 兵 组 成 战 术 小 组 前 出 侦

“敌”。快抵近目标时，新兵小陈突然冲

上前将“敌”擒拿。任务虽然成功，但小

陈因为没按计划行动被都排长批评。

“我觉得自己没啥错，不都是为了打胜

仗嘛。”小陈当时有些想不通，小组的训

练氛围一度有所下降。

新排长指挥经验不足，新兵战术

配合意识较差，这一切都被汪指导员

看在眼里。他找到都排长，建议他先

开一场谈心交流会，让大家随意聊聊

经历和想法。

“那天大家聊了很多，我发现小陈

和很多新兵一样，很有主见和想法，渴

望建功军营，只不过没找对方式。”交流

中，小都意识到，对新兵不能生硬说教、

以势压人，而是要注重循循善诱、因势

利导。

为了增强小陈的团队意识，都排长

开始安排他带队出公差、组织球赛、晚

点名时发言……经历这些后，小陈成长

了很多：“集体取得成功，个人的成功才

更有意义，之前我的确有些冒进，容易

出问题。”

既有带兵实践，也有场外指导。这

段时间以来，新排长发挥各自组训经验

和理论知识专长，帮助新兵提升训练水

平，对带兵的理解也更加深入。

“其实，我们并没有做什么特别的

培养方案，更多是放手让年轻官兵自主

发挥，这种看似‘无心插柳’的安排反而

带来了不少惊喜。”看着集训场上的生

动景象，该营彭教导员欣喜地说，接下

来，他们会梳理总结以“新”带“新”的经

验方法，寻求青年官兵互促共进的最大

效能，为今后开展相关工作提供参考。

以“新”带“新”的实践探索
■本报特约通讯员 李映虹

若非在训练场见证这群青年官兵

共同奋进冲锋的劲头，笔者最初也对这

个连队的培养方式有些疑虑。“00 后”

“新兵”“新排长”“适应期”……当这么

多关键词同时出现在一个集体中，这群

青年官兵状态却十分“在线”，焦虑、不

适应、压力大、不愿进取等状况，在他们

的身上体现得并不明显。

难能可贵的是，连队在培养新兵

和 新 排 长 的 过 程 中 ，没 有 一 味“ 当 保

姆 ”或“ 扶 着 走 ”，而 是 敢 于 放 手 压 担

子，并在他们遇到困难迷茫时及时给

予帮助，引导新同志更充分了解自己

的长处和短板，更好挖掘和发挥战斗

潜能。

近年来，兵员素质不断提高，新时

代青年官兵具备更高学历、更活跃的思

想以及更独特的个性。但个别带兵人

习惯于用老套思维去看待他们，因为有

“个性”而抱怨新兵不好带、新排长成长

慢等。这个连队的尝试并不是说有多

好，而是给了我们一种崭新的思路和视

角，让我们认识到，“放手”并不代表不

管不问，要看到新时代青年官兵的潜

力，提供适宜的成长“试验田”，不断探

索更适合他们的成长方式。

当然，青年官兵在成长过程中可能

会遇到一些迷茫和困惑。这个时候，各

级带兵人应及时给予适当的引导和助

力，启发引导他们拨开迷雾找到实现自

我价值的途径，持续激发基层年轻官兵

干事创业活力。

“ 放 手 ”引 发 的 新 思 考
■李映虹

“每次查铺，看到大家安然酣睡，我

就感到由衷开心……”这段时间，西藏军

区某旅某连张指导员发现，旅队“助眠”

计划施行以来，不少官兵睡眠障碍问题

得到较好解决，休息更有质量了。

“官兵休息不好，工作训练效率就

会打折扣，战斗力提升难免受到影响。”

张指导员说，高海拔对于官兵睡眠有一

定影响，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以前曾

专门找了许多助眠方法，但大都没有明

显效果。

此前有段时间，他在训练场发现有

几名班长骨干精神状态不是很好。起初

他并没有放在心上，但在半夜查铺时，他

发现这几人一直翻来覆去难以入睡。“这

种情况已经好几年了，之前也去医院看

过，但都没啥疗效。”提到这个话题，董班

长有些无奈。

一天，旅卫生科王科长带着卫生队来

到该连巡诊。交流中，张指导员向王科长

提起这件事，王科长表示：“这个问题我们

也注意到了，一路巡诊，好几个单位都反

映这种状况，我们会想办法尽快解决。”

王科长将情况上报后，引起旅党委

高度重视。他们立即着手施行官兵“助

眠”计划，制订《关于解决睡眠障碍官兵

试点治疗方案》下发基层，由机关对有

睡眠障碍的官兵进行信息采集后，与医

院协调合作，分批次将官兵送至医院住

院治疗。医院根据官兵个人情况制订

个体化、综合性治疗方案，制作治疗流

程图，通过高压氧治疗、中药调理、西医

干预、心理疏导、生活习惯健康宣教等

系统治疗方法，最大程度缓解官兵睡眠

障碍。

“治疗之后确实睡得香了，平时工

作起来也更有精神。”治疗归队后，董班

长迫不及待地向张指导员汇报此次治

疗效果。

“想官兵之所想，急官兵之所急，机

关 就 该 主 动 靠 上 去 发 现 问 题 、解 决 问

题。”王科长说，今后将开展更多这样的

巡诊活动，同时借助远程诊疗方式进行

线上问诊，及时为官兵健康保驾护航。

据了解，“助眠”计划开展以来，该旅

官兵睡眠障碍得到有效缓解，不仅暖了

兵心、强了战力，还

走开了机关为基层

办实事、解难题的

新路子，得到了上

级肯定。

高原战士睡得更香了
■马 璟 张勤琳

“正步走！”又到一年退伍季，但中

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营区内一

如往常——没有送战友的“驼铃声”，也

没有挥别身影，依旧是嘹亮的口号声和

整齐的训练步伐。

原来，大队此前接到通知，近期一

系列重要国际会议将在北京举行，官

兵们要在短时间内，连续完成百余场

仪仗司礼任务。时间紧、任务重，有些

新兵对高质量完成任务还不够托底，

在这种情况下，200 余名已满服役期的

战士不约而同写下请战书，主动申请

推 迟 离 队 时 间 ，等

完 成 这 次 重 要 任 务

再退伍。

“ 一 日 军 装 在

身 ，就 一 刻 不 能 松

懈。”大家纷纷表示，要在任务中以优异

表现展现大国礼仪和威严，为祖国站好

最后一班岗。

中士黄非凡已是第二次担负某重

要国际会议的仪仗司礼任务。任务中，

他与战友一起圆满完成了多场次礼宾

任务。“虽然很多同年战友已经退伍返

乡，但一想到自己的军旅生涯能在见证

大国外交蓬勃发展中画上句号，一切都

无比值得！”

“ 这 样 的 战 士 ，在 我 们 大 队 还 有

很 多 ，天 安 门 前 、训 练 场 上 、军 乐 厅

内 、驾 驶 室 里 …… 他 们 始 终 把 完 成 任

务放在首位，兢兢业业坚守到最后一

刻 。”大 队 领 导 说 ，这 段 时 间 ，马 上 退

伍的老兵甚至比以往更加忙碌。

“ 想 要 保 持 稳 定 ，最 关 键 的 是 腰

杆 当 家 ，时 刻 保 持 上 体 稳 定 …… ”训

练 场 上 ，即 将 离 队 的 中 士 朱 子 勋 ，正

在 为 营 队 新 兵 传 授 自 己 多 年 来 执 行

任 务 的 经 验 。 他 告 诉 笔 者 ，营 队 平

时 也 会 开 展 类 似 的 帮 带 活 动 ，但 此

时 感 觉 意 义 更 加 不 同 寻 常 ，不 仅 能

让“ 看 家 本 领 ”接 续 传 承 ，还 可 以 最

大 限 度 降 低 老 兵 退 伍 对 执 行 任 务 造

成 的 影 响 。

笔 者 了 解 到 ，战 士 们 执 行 任 务 期

间，大队积极协调驻地相关部门和企

业开展“送岗进军营”活动，为因推迟

退伍影响入职的战士提供工作机会。

同时，他们还向近百名退伍大学生士

兵所在院校发函说明情况，确保他们

离队后能顺利返校复学，继续书写人

生精彩篇章。

站好最后一班岗
■邱 婧

营连日志

采写手记

“没想到，在外执行保障任务，也能

同步参加军士选晋考核。”初秋时节，正

在友邻单位执行任务的新疆军区某团

某连下士袁甲欣喜地告诉记者，前段时

间，他通过远程连线、异地同步的方式

参加考核，并顺利选晋中士。

其实，选派袁甲外出执行此次任务

时，连队干部就有些顾虑。今年初，袁

甲已向连队递交了留队申请书，让他外

出，有可能会影响他参加军士选晋考

核。为此，连队特意向团机关相关部门

咨询。机关答复，可先派小袁执行任

务，在临近选晋前组织轮换，回单位参

加考核。

前段时间，眼见军士选晋考核在

即，小袁却迟迟没接到上级通知，心中

泛起一阵担忧：如果不及时回去，害怕

自己错过考核；归队需要长途奔波，担

心会影响备考状态和考核成绩；参加考

核，担心会影响正在担负的重要任务。

但很快，连队通知他，今年军士选

晋可以采取云端连线、异地同步的方式

参考。

“战士在前方执行任务，组织要想

方设法为他们的成长进步铺路搭桥。”

原来，该团党委了解到，高原驻训点位

多、分散广，像袁甲这样外出执行任务

的情况并非个例。于是他们认真研究

《军士暂行条例》和《军士职业发展管理

暂行规定》等，决定在确保公平公正公

开的前提下，采取线上线下、异地同步

的方式组织军士选晋考核。

组织考核前，团考核组下发考核实

施细则，明确考核课目及标准，在个人

申请、民主测评、政治考核、单位推荐的

基础上，根据各单位岗位需求，有针对

性地对选晋军士进行理论知识、专业实

操等课目考评，并协调战士所在单位主

官、作训参谋和基层风气监督员现场监

考。同时协调友邻单位、院校学员队等

相关党组织，对在外人员组织谈心、考

察，由任务所在单位党组织对他们的日

常表现出具组织鉴定意见，作为选晋军

士的重要依据。

考核当天，袁甲与主考场人员同步

参考。通过视频连线，他们的考试画面

实时显示在一体化信息平台大屏幕上，

并全程录像，考官第一时间将试卷和实

操视频回传主考场。

与小袁情况类似。某连大学生士

兵穆亚东学习能力强、专业素质过硬，

被遴选去院校培训。该团协调院校教

员现场监考，采取远程视频连线方式让

他同步参加选晋考核。最终，小穆成功

选晋为二级上士。

云端连线组考，有效解决了部队驻

训点位分散、外送学习集训难集中等矛

盾困难，受到基层欢迎。严格、统一的

标准，让参与考核的战士都很信服，大

家感到，这立起了凭素质立身进步的鲜

明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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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前哨

前段时间，火箭军某旅迎来了两批青年官兵——一批是结束新训下到连队不久的春季新

兵，另一批是走出校门来到基层的新排长。两批青年官兵在同一个连队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

火花？本期“特别关注”，让我们走近他们，了解他们共同成长的故事。

写 在
前 面

初秋时节，第 71 集团军某旅组织多机型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部队作战

能力。 曾宇轩摄

训练中，新排长向新兵讲解专业知识。 向修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