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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部队，大家当然渴望建功军

营，但在发力冲刺之前，首先要找准努

力方向，否则就会南辕北辙，甚至无功

而返……”金秋时节，第 73 集团军某旅

二级上士廖定柳以“找准方向，精准发

力”为题，为今年刚下连的新兵授课，帮

助他们制订目标、少走弯路，更好更快

成长成才。

该旅领导介绍，这两年，新兵入伍

后普遍积极性很高，迫切希望一展身

手、建功军营。由于不熟悉部队情况，

他们的一些想法和做法脱离实际，导致

频频出错、屡屡受挫，给部队教育管理

带来很大压力。

对此，班长李志洋深有体会：“工作

积极值得肯定，但要掌握正确的方式方

法。一味蛮干，最终只会适得其反。”

李志洋向记者讲述了一段带兵经

历：去年 9 月新兵下连，列兵夏华润被

分到李志洋所在的班里。这个“00 后”

干劲十足，不论什么工作任务，都想参

与其中。有时，这种“过于积极”的做法

让李志洋感到头疼。

一次，上级准备组织比武竞赛，夏

华润得知消息后立即申请报名。但此

次比武竞赛设置的大多数课目，新兵训

练刚刚涉及，还不得要领，夏华润自然

也不例外。李志洋不忍心直接拒绝，便

婉言道：“先专心训练，参加比武不急于

一时。”

没承想，听了这话，夏华润认为李

志洋在暗示自己，只要好好训练就能参

赛，便开始盲目加练。最终，他因过度

疲劳和没有正确掌握技巧不慎受伤，不

得不卧床休养。

这次受伤不仅让夏华润崭露头角

的计划化为泡影，还影响了他所在班排

的考核成绩。虽然战友们表示理解，但

夏华润难以释怀，总觉得自己拖了后

腿，深陷自我怀疑之中。李志洋发现苗

头不对，连忙找他谈心。经过耐心开

导，夏华润卸下了思想包袱，重拾信心。

如今，在李志洋和战友的悉心帮带

下，夏华润各课目成绩都十分优异。回想

那段经历，他有些不好意思：“我当时太急

于求成了。班长说得对，人不可能一口吃

成个胖子。成长进步需要一个过程，必须

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地前进。”

前段时间，中士赵萌走上旅兼职心

理咨询师岗位。别看她现在工作开展

得有声有色，刚到部队时，她也和夏华

润一样，经历过一个“迷茫期”。

赵萌是大学生士兵，从小就有从军

梦。带着对驾驶战车纵横沙场的向往

参军入伍，她每天都激情似火、全力以

赴，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但很快，她

发现军营生活与想象中并不相同——

相比于“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自

己很多时候干的是站岗执勤、打扫卫

生、公差勤务这样的“小事琐事”，不免

感到有些失落。

“这‘火热军营’也不怎么火热啊？”

面对现实与梦想的落差，赵萌开始得过

且过：工作训练、完成任务追求“差不多

就行”，渐渐失去了当初的闯劲。班长

刘邻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时拿她

没有办法。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赵萌下连后的

首个退伍季。当时，连队组织老兵欢送

会。第一次参加这类活动，新奇的体验

重新点燃了赵萌那颗有些沉寂的心。

得知原定的主持人因病无法上场，她立

即毛遂自荐。

晚会开始前，赵萌反复练习，并对

晚会安排提出不少建议；晚会舞台上，

她自信大方、幽默风趣，精气神一如初

入军营之时。刘邻玲在台下仔细观察，

似有所悟。

晚会结束后，刘邻玲找赵萌闲聊，为

她的出色表现竖起大拇指。赵萌坦言，

她并非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只是

在日常的重复性工作中，找不到明确的

目标和方向，所以逐渐迷失了自己。

“你听说过‘光荣在于平淡，艰巨在

于漫长’这句话吗？”刘邻玲的突然发

问，仿佛为赵萌打开了一扇窗。一番深

谈之后，赵萌眼神里泛起了光亮。

担任旅史解说员、兼职心理咨询

师、参加演讲比赛……心里有了目标，

赵萌不断挖掘自身潜力，越战越勇。逐

渐累积的成就感，让她在军事训练方面

进步很快，各课目成绩后来居上。去年

初，面对进退走留，赵萌毅然选择留队，

她告诉记者：“我还年轻，还想在未来的

军旅人生实现更多可能。”

“帮助新同志把力气用对地方，带

兵人不仅要及时引导，还须适时‘推一

把’。”今年 7 月，随着又一批新兵下连，

廖定柳有了新的带兵感悟。

新兵李爽是一个“健身达人”，入伍

前考取了健身教练资格证。李爽人如

其名，性格直爽，乐于表现，一下连就找

到廖定柳，表明自己有一技之长，希望

组织能多给他提供展示的机会和舞台。

新兵的自信和坦荡，让廖定柳有些

诧异，但更多的是对这种“初生牛犊不

怕虎”劲头的欣赏。于是，在廖定柳的

指导下，李爽利用自身所学帮助连队改

进体能训练模式，获得官兵一致认可。

不久后，李爽成长为连队唯一一名列兵

教练员。

“一线带兵人要看到新同志的优

点，更要乐于为他们的成长成才搭梯

子。”旅领导告诉记者，现在的青年官兵

普遍见多识广、经历丰富，有着各种奇

思妙想，其中有的过于天马行空，有的

不失为妙计良策，关键在于通过教育引

导激励，把他们的聪明才智激发出来，

为战斗力建设添砖加瓦。

为此，该旅确立了“因材施教、因能

赋责”的带兵育人原则，引导战士“人人

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他们遴选

优秀基层骨干登台分享心得，通过个案

分析、典型引领，帮助新兵明晰成长路

径，做好军旅规划。与此同时，将搭建

平台与提升能力结合起来，鼓励新兵积

极参加比武竞赛、战备拉动、跨区演训

等重大任务，让新兵顺利度过“第二适

应期”，尽快找准自身定位，早日经受实

践考验——

修理车间，新兵吴鹏正聚精会神地

向技术骨干学习装甲车日常维护要领；

学习室内，从小爱好军史的新兵陈健

洋，在指导员的帮助下，准备为战友讲

一堂旅史课；训练场上，新兵吴阳林利

用休息时间，在班长的指导下科学加

练，备战即将开始的比武……

在绿色军营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

篇章，是每一名军人的梦想。在该旅采

访，看着一张张充满朝气的面庞写满对

美好未来的期望，记者知道，在接下来

的日子里，他们或许会遭遇失败与挫

折，但有了组织的关怀和一线带兵人的

培养，这些激情和努力就会如花绽放。

帮助新战友明确前进方向
■陈游峰 本报特约记者 喻润东 记者 向黎鸣

“今 天 的 授 课 主 题 ，是‘22 岁 的 青

春’。这两张照片都来自荣誉室，照片

中的两名战士都是 22 岁……”前段时

间，第 83 集团军某旅举行政治教员比

武。台上，某连张指导员以两名年轻战

士的照片入手展开授课，顿时引起台下

官兵的兴趣。

电子屏幕上，并排摆着两张图片，

一张图中是拖着中弹伤腿，仍然坚持靠

在崖边支撑战友的班长郑宝武，另一张

图中是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连队骨干

杨飞龙。在当年的战斗中，郑宝武用身

体当梯子，用生命托举战友攻克碉堡，

完成上级赋予的任务；前不久，下士杨

飞龙在集团军组织的搏击骨干集训竞

赛中带伤上阵，最终取得第一名……

教员讲得有感情有味道，官兵听得

全神贯注。随后，张指导员抛出一个问

题：“把名字写进连史，我们应该怎么

做？”官兵踊跃发言，立足岗位找差距、

谈不足、定目标，课堂氛围十分活跃。

“授课取得如此成效，得益于扎实的

前期准备。”张指导员介绍，此次比武前，

他调研了解到，部分同志反映有关连队历

史的授课照本宣科，不够生动。针对这个

问题，他通过网络问卷和谈心座谈等方式

问计官兵，直至找到大家对连史教育的

“共情点”，才有的放矢地着手备课。

该旅政治工作部领导说，只有紧扣

现实问题和官兵“活思想”，备课授课才

能更有针对性。为此，他们要求参加此

次比武的 20 余名政治教员，在上台前

先立足本职岗位进行思想调研，根据调

研结果调整优化授课内容，把“善解难”

与“讲好课”一并考察。

“无人机并非‘万能机’，一名合格

的战士，要具备立足现有装备完成作战

任务的能力……”课前调研时，某连指

导 员 发 现 ，部 分 官 兵 迷 信“ 武 器 制 胜

论 ”，认 为 每 天 进 行 体 能 训 练 没 有 必

要。对此，他深入剖析典型战例，从专

业角度讲述了无人机应用场景和性能

缺陷，帮助官兵廓清了错误认知。

某连李指导员调研期间，正逢老兵

退伍、一些岗位出现空缺，个别同志对

工作调整“不太满意”。针对这一情况，

在正式授课时，他从一群普通士兵的平

凡一天讲起，引导官兵认识到，任何岗

位都是强军打赢不可或缺的一环，只有

专业分工不同，没有好坏高低之分。“大

家最应该思考的，是自己如何立足本

职，建功军营。”语重心长的一番话，让

战士们豁然开朗。

调 研“ 找 准 靶 标 ”，授 课“ 入 心 共

鸣”。笔者采访时，该旅宣传科对教育

满意度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显

示，绝大部分官兵给出了“十分满意”的

评价。该旅政治工作部领导介绍，下一

步，他们将围绕课前调研、课中互动、课

后评教建立完善制度机制，鼓励更多基

层理论骨干走上讲台，不断提升思想政

治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

第 83 集团军某旅着力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

调研“找准靶标” 授课“入心共鸣”
■王 光 闫帅印

以前，我认为新兵不难带，无非就

是按照条令条例严格管理。直到今年，

我第一次担任新兵班长，才发现这件事

并不简单。

成为新兵班长之前，我当过副班

长，自认为对带兵颇有一些招法。新兵

下连后，我严抓内务卫生和作风纪律，

第一周，班里就夺得两面流动红旗。训

练场上，我同样雷厉风行，对新兵高标

准、严要求，帮助大家尽快完成身份转

变，成长为一个合格军人。

前段时间，上级通知，我们班将代

表连队参加营里组织的队列会操，我非

常激动，决心带领全班同志在全营一展

风采。

随后的日子里，我狠抓新兵队列

基 础 ，力 求 每 个 动 作 都 整 齐 划 一 。

大 家 极 力 配 合 ，只 有 新 兵 陈 亚 东 显

得 有 些 突 兀 —— 他 原 本 身 体 不 太 协

调 ，现 在 因 为 太 过 紧 张 ，做 动 作 经 常

变形走样。

我有些着急，但没有多说，只是在

晚上讲评时，谈到自己当年为连队争

得 荣 誉 的 经 历 ，鼓 励 大 家 再 接 再 厉 。

此后几天，陈亚东训练起来更加刻苦，

训练间隙也很少休息，而是主动加压

“吃小灶”。一天晚上，新兵张明找我

求助：“班长，您要管管小陈，不能再让

他蛮干了！”

原来，由于过量加练，陈亚东出现

了肌肉痉挛酸痛等症状，但为了备战队

列会操，他不但隐瞒实情，还对自己下

了“狠手”——熄灯后，把腿捆绑固定，

希望借此形成“肌肉记忆”。

我 回 到 班 里 时 ，陈 亚 东 已 经 上

床。掀开被子，只见他的腿上果然缠

了好几圈背包绳。陈亚东面红耳赤地

解释：“班长，我就是想把腿掰直一点

儿。您要相信，我一定不会给大家拖

后腿……”看着眼前这个憨厚朴实的

年轻战士，我既心疼又无奈，赶忙解开

绳子，安抚道：“这么着急干什么？没人

说你不行。慢慢来，班长教你。”

那晚，我躺在床上睡不着，脑海里

满 是 自 己 初 到 军 营 时 的 情 景 。 那 时

的 我 和 陈 亚 东 很 像 ，干 什 么 都“ 慢 半

拍”，临近新训结业考核，手榴弹投掷

才 勉 强 达 到 及 格 标 准 。 看 到 这 个 结

果 ，我 的 新 训 班 长 也 劝 我 不 要 着 急 ，

并 主 动 跟 我 结 成 帮 带 对 子 。“ 我 知 道

该 怎 么 做 了 ……”想 着 想 着 ，我 慢 慢

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醒来，我看见了不一样的陈

亚东，他脸上没有了焦虑，整个人变得

自信起来。出完早操，我单独把他拉到

一边，手把手示范，一点点纠正痼癖动

作。班里同志也积极为他出谋划策，分

享自己的训练小窍门。这暖人的一幕，

在每天早上都会上演。渐渐地，陈亚东

的队列动作越来越标准，很少在队伍里

“冒泡”了。

队列会操那天，我们班没能拿到第

一。说不遗憾是假的，但在我看来，这

段时间的努力没有白费，因为我见证了

一名新战友的成长和蜕变。

（丁雷、葛一博整理）

不要着急，班长教你
■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下士 王建州

记者探营

新闻延伸·带兵人手记

9月上旬，第 77集团军某旅组织炮兵分队开展实弹射击训练，提升作战能力。

孙浩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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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旅开展多课目飞行训练，锤炼飞行员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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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好的开始等于成功的一半。刚入伍和刚下连的新兵，有的志向高远、目标坚定，有
的激情冲劲十足却不知今后的军旅路该怎么走。作为一线带兵人，要当好“领路人”的角色，帮
助新兵明确前进方向和自身定位，找到“积极努力”的正确打开方式。请看来自第 73集团军某
旅的报道——

“早餐太油腻，不好消化”“天气转

凉，训练间隙可以提供温水保障”……

9 月下旬，一条条官兵建议通过“兵支

委”反映到武警荆门支队某中队党支部

会议上，成为抓建中队的第一手资料。

副书记陈克凡一边记录一边频频点头，

不仅因为这些建议确有可取之处，还缘

于发言的两名警士支委如今的改变。

要知道，前段时间，他们在会上几乎没

有提出一条有价值的意见。

事情要从一个月前说起。当时，中

队组织进行阶段性“双争”评比，警士支

委李朋建和赵闯的民主测评成绩都不

理想，这让他俩有些郁闷。对于这一结

果，陈克凡也颇感意外。李朋建和赵闯

今年 3 月才被批准担任警士支委，当时

战友们对此决定表示大力支持，怎么没

过多久，情况就发生反转了呢？

“自从成为支委后，他俩参加队里

的会议，如实反映大家的困难和诉求了

吗？”带着疑惑，陈克凡展开调研，战士

孙星宇的反问让他不禁回想两人的近

期表现。确实，在支部会议上，李朋建

和赵闯越来越不爱吱声了，即便开口发

言，说的也大多是没有实际内容的话。

是什么把他们变成了这样？

原来，考虑到担任支委后，李朋建

和赵闯要承担更多重要任务，其所在

班排便有意减少了他们的工作量，就

连每个月站岗执勤次数，两人也比其

他战友少。

这样一来二去，以往处处模范带

头、与战友同甘共苦的两个人，因为有

了支委这个身份，与大家“渐行渐远”，

自然无法获得认可与信赖。同志们有

话不愿对他们说，有困难不向他们反

映，使本应成为支部与战士之间沟通

桥 梁 的 警 士 支 委 ，不 接“ 地 气 ”、少 了

“兵味”。

意识到问题所在，该中队党支部立

即组织整改，一方面与李朋建和赵闯谈

心，讲清警士支委的职责，帮助他们摆

正心态，并取消班排对警士支委的“倾

斜照顾”，明确警士支委更应该主动担

当、多干工作；另一方面，在日常工作

中、支部会议上，重视警士支委的意见

建议，让他们切实发挥作用，积极为战

士代言、为中队建设发展建言。

有了这段经历，李朋建和赵闯进行

了反思，迅速作出改变。李朋建感慨地

说：“警士支委代表的是责任而不是特

权，‘兵支委’还是得有‘兵味’。”

“兵支委”还得有“兵味”
■张建宸 本报记者 宋子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