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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同志刚来培训时就犯过错，

还给队里工作造成影响，没想到也能上

榜……”一个秋日下午，海军士官学校

某学员队骨干选拔公告栏前，几名学员

边看边议论。

大家提到的犯过错的同志，是学员

小廖。他刚来学校的时候，不熟悉周边

环境，没有提前规划好路线，结果因堵

车迟到，被上级点名通报。

“年轻同志犯错并不可怕，能及时

改正就好，不能因为一个错误就‘贴标

签’‘拉黑名单’。”某学员队队长常少辉

告诉记者，问题出现后，他们及时靠上

去做好小廖的思想工作，帮他尽快走出

阴影，重振精气神。

后来，小廖没有辜负队领导和身

边战友的帮带鼓励，迅速调整心态，积

极参加学员队各项工作，表现一直比

较突出。前段时间，学员队组织骨干

选拔，此前担任过骨干的小廖也想进

一步锻炼自己，于是鼓起勇气报名参

加遴选。

经过大家推选和组织研究确定，决

定选拔小廖担任骨干。可在此过程中，

仍有个别同志发出质疑。

为何有人会有“出了问题就与进步

无缘”的观念？这引起了大队领导的关

注。一次交班会上，大家围绕这一话题

展开讨论。有人感到这些质疑有一定

道理，让曾被上级通报批评的同志担任

骨干，可能会树立不良导向，为学员管

理带来一定影响。但大多数人认为，对

人才的培养使用要全面客观、综合评

价，不能因一次犯错就全盘否定，要坚

持容错纠错理念，同样给予他们成长进

步的机会。

经过深入讨论，大家统一了思想。

出了问题犯了错，依法依规处理只是手

段和过程，最终目的是让被处理的人警

醒改正，进而奋起直追。如果因犯过一

次小错就剥夺个人成长进步的机会，未

免会矫枉过正，严重挫伤积极性，甚至

起到反作用。

会后，大队在学员中展开调研，发

现类似情况在个别学员队时有发生。

有的队干部揪住学员的过失不放，搞

“一票否决”；有的戴有色眼镜搞区别

对待；还有的制订“受到通报周末不准

外出”“犯了错误不得使用手机”等土

政策、土规定……这不仅给学员成长

进步带来影响，还阻碍了单位的建设

发展。

为统一思想认识，端正态度观念，

大队党委针对性制订了整改方案。

一方面，制订容错免错的“12 种情

形”，防止部分年轻同志因为无心过失

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从调整优化学员

队干部管理工作考核评价标准等方面

入手，引导大家树立“人人都能成才、人

人都是人才”的正确育才观念，用信任、

欣赏、发展的眼光看待每名学员，从机

制上杜绝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另一

方面，探索实施全过程考核评价，注重

综合评价学员在校期间表现，不简单搞

“一票否决”。

这些举措很快收到良好成效。学

员小李麻痹大意，在一次内务卫生检

查时被通报批评，后来一度有些消极

低落。容错新举措推行后，小李受到

感召激励，充分发挥自己艺术特长，积

极参加大队举办的文艺汇演，如今成

长为队里的文体骨干；学员小张一次

担任哨兵执勤时，因身体原因误岗受

到批评，后来，在队干部帮带关怀下，

他重振信心，主动请缨担起宣传工作

的重任……

如 今 ，小 廖 成 为 骨 干 后 ，铆 足 了

劲，带着大家主动加压，奋勇争先。前

不久一次专业考核，他带领区队战友

取得全优成绩，赢得领导和战友们的

认可。

“大家干工作顾虑少了、信心足了，

担忧少了、热情高了，单位活力动力明

显增强。”看着受过批评的学员卸下思

想包袱，全身心投入学习训练，大队领

导欣喜表示，今后会进一步坚持完善容

错纠错机制，为更多学员成长成才创造

良好条件。

海军士官学校某大队为学员成长进步营造良好环境——

一次小错不该“一票否决”
■刘争俊 本报记者 向黎鸣 特约记者 倪 帅

“没想到，就餐时提出的一些意见

建议，这么快就得到落实了！”近日，海

军航空大学某基地组织科郑干事前往

食堂就餐时发现，食堂就餐秩序和环境

与 此 前 相 比 ，得 到 明 显 改 善 。 走 出 食

堂，郑干事与身边战友不约而同为机关

“马上就办”的工作作风点赞。

此前，这个食堂仅需保障场站机关

人员就餐。由于近期有兄弟单位转场

过来开展驻训，需要额外保障数十人就

餐，因此带来了一些问题：就餐空间拥

挤、排队时间长、饭菜量不足……有人

反映吃不好、吃不饱，食堂伙食满意度

也出现明显下滑。

官兵有呼声，机关有回应。基地部

队管理科李科长了解“吐槽”情况后，立

即带领相关人员到食堂展开实地调研，

了解现有就餐条件问题的症结，与就餐

官兵沟通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并现场

承诺，用最短时间解决好上述问题。

调 研 结 束 ，基 地 相 关 部 门 认 真 研

究，很快拿出相应举措：考虑到某部机

关 就 餐 人 数 少 ，可 以 单 独 划 分 一 块 区

域就餐，与其它单位人员错峰就餐；将

只能单侧打饭的饭台改造为支持两侧

同步打饭的保温饭台，提高打饭效率，

减 少 排 队 等 候 时 间 ；指 导 食 堂 根 据 不

同单位最多就餐人数计算伙食供应总

量 ，并 参 考 训 练 安 排 情 况 适 时 增 加 饭

菜品种类，确保每顿饭菜营养均衡、足

量 且 不 浪 费 …… 同 时 ，他 们 还 要 求 食

堂 统 一 更 换 易 清 洗 的 餐 盘 ，进 一 步 加

强就餐安全。

经过帮带指导，食堂很快便完成对

就餐条件的改善。官兵再次来到食堂，

欣喜地发现了这些变化。就餐期间，食

堂伙食保障人员还随机向就餐官兵发

放调查问卷，对此前一些问题的解决情

况进行意见反馈，为进一步提升服务质

效提供参考。

该基地领导介绍，今年以来，面对

转场驻训中训练、住宿、管理等各方面

工 作 快 速 同 步 开 展 带 来 的 问 题 ，他 们

坚持基层至上，着眼官兵需求，定期收

集意见建议，指定专人跟进具体问题，

定期召开协调会对亟待解决的问题进

行汇总分类，能现场解决的立即解决，

一 时 难 以 解 决 的 ，也 明 确 解 决 时 间 节

点，限期予以答复。此外，他们还建立

“ 回 头 看 ”机 制 ，对 每 一 项 整 改 情 况 进

行动态跟踪问效，确保问题解决彻底，

长期有效。

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提升为兵服务质效——

有意见马上回应 有困难马上就办
■刘一盟 李 姗

新疆军区某红军团高原驻训地，一

场操炮小比武刚刚结束。

在这场交锋中，下士李瑞迪动作快

而不乱，最终获得优胜。眼见小李青出

于蓝，迫击炮班班长王阳光虽未取得第

一，却也是满面笑容。

王阳光和李瑞迪的射击水平都很

过硬，但两人性格大相径庭，王班长沉

稳老练，小李外向活泼。

新兵下连后，李瑞迪被分配到王班

长的迫击炮班。一开始，他勤奋好学，

对于专业知识一点就通，凡事都争第

一。一次得知连队的某项课目纪录后，

他很想打破纪录，为此下了不少苦功，

手上常有新伤出现。随着伤口一次次

出现，又一次次愈合，小李操作装备也

越来越娴熟利落。

眼见小李这么上进，王班长像捡

了“宝贝”一样。不过没多久，他就发

现这名新兵有些冒失，处事不太稳当。

“班长，快去看看你们班李瑞迪！”

一次闻听此言，王班长放下手头工作急

忙赶到现场。当时，本该在制作辅助训

练器材时打下手的李瑞迪，此刻正“反

客为主”，手持切割机动作生涩地操弄

着，不时溅出阵阵火花，身边战友看得

担心不已。王班长一把把小李拽到一

旁：“你胆子太大了！只是看过几遍就

敢上手操作，万一受伤怎么办？”

对此，小李不以为意，更有些不服

气：“班长太过小心翼翼，就是怕担责

任，把安全问题抓得太过了。”

后来，在大家“监督”下，小李安稳

了一阵子。直到有一次，他又找到了

一展身手的机会。可这次，他栽了跟

头——

那是一次红蓝对抗训练，排长安排

王班长和小李各带领一个小组分头行

动，转移炮阵地。没了班长约束，小李

又想另辟蹊径。现场观察阵地形势后，

他发现所在位置和目标地域直线距离

很近，于是便把预定计划和路线抛到了

脑后，带领战友抄起了近道。

不料，刚翻过一道山脊，整个小组

就暴露在“敌人”视野之中。几缕红烟

冒出，他们被“一锅端”。

最终，因小李所在小组没能按计划

到达预定地域，导致后续火力压制不

足，突击组损失惨重。事后，小李受到

严肃批评处理。

对于这次失败，王班长也是深感内

疚。他找到指导员检讨自己的失职，同

时也道出了带兵的苦恼：“小李是个好

苗子，但就是意想不到的念头太多，我

感觉自己带不好他……”

了解情况后，指导员告诉王班长，

对待这样的兵，严防死守只会让他们更

加“叛逆”，必须加强启发引导，帮他们

端正思想认识，让他们厘清“勇敢”和

“冒失”的边界，真正明白这些勇敢行为

一旦用错地方，就会带来不可挽回的后

果，从而自觉纠正自己的问题。

以剖析训练失败原因为契机，王班

长找小李深入谈了一次心。“思维活跃、

勇于尝试是好事，我一直很支持你，但

是胆大更要心细沉稳，不能光凭天马行

空的想法就处处冒险。要知道，残酷的

战场上，这样的行为只会害人害己，后

果不堪设想”……

那天晚上，两个人聊了很多。真正

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后，小李惭愧地低下

了头：“班长，您放心，我一定吸取教训

认真改正！”

自那以后，李瑞迪端正思想，自觉

约束行为。他准备了一个小本揣在口

袋里，每次有新想法时先记录下来，回

去深思熟虑分析是否可行再决定。一

段时间过后，战友们都感觉李瑞迪好像

换了个人，做事更有分寸，原来的那股

敢于冒险的劲头都能用在刀刃上，能力

素质不断提升。一次经验分享会上，李

瑞迪总结的高原驾驶注意事项条理清

晰、逻辑清楚，不仅得到连队干部的肯

定，也让身边战友刮目相看。

很快，小李成为同年兵的第一个

入党积极分子，后来又成为某班代理

班长。

担任代理班长后没过多久，连队

又 迎 来 了 一 次 高 原 山 地 红 蓝 对 抗 训

练。这次训练中，李瑞迪带领全班战

友 服 从 指 挥 ，严 格 按 照 预 定 计 划 执

行。面对特情，他灵活处置，在关键时

刻果断建立火力拦阻线，助前方战友

全歼逃窜之“敌”。

“李班长的胆子依然很大，不过却是

越来越心细、越来越沉稳，大家都很信任

他。”仍然操着心的王班长忍不住打听情

况，李瑞迪的副班长这样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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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营

现实中，基层官兵因无心过失被

“贴标签”“戴帽子”的现象，在个别单位

仍然存在。有的官兵因此遭到战友的

冷落疏远，有的官兵得不到带兵人的真

情帮带，还有的官兵因此失去一些成长

进步的机会。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对于广大

青年官兵来说，成长进步的过程，就是

一个不断纠错改正的过程。在干事创

业 的 过 程 中 ，难 免 遇 到“ 磕 碗 碰 盘 ”。

倘若因一些小错误就被轻易“一票否

决”，不仅会让这些官兵失去奋进的动

力活力，还会因此引发不良的辐射效

应，让身边越来越多的战友陷入“怕出

错、怕扛事、怕担责”的观念误区。如

此一来，势必影响部队发展和战斗力

建设。

军校学员是未来的带兵人，军校

所做的一切对他们都有示范效应。今

天军校如何对待他们，他们将来就会

如何对待战士。从“示范育人”的长远

意义上说，这个问题更不容小觑。军

校对学员的管理，本身就是一个“沉浸

式”的带兵大课堂。学员出了问题作

出处理后，队干部和各级管理者要坚

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进行正确引导

教育，指明改正方向，给予纠错机会，

主动帮他们卸下心理包袱、重振旗鼓，

尽快从挫折中站起来，以更端正的姿

态投入训练工作，营造和谐融洽、力争

上游的干事创业氛围。这样，学员们

离开母校回到部队后，就会把发生在

自己身上的鲜活“案例”运用到带兵实

践中，产生更好的示范和辐射作用，军

校的育人效益也会无形中得到放大和

升华。

军校要有“示范育人”意识
■徐正轩

近日，陆军某部组织开展心理行为训练。图为官兵齐心协力翻越高墙。

刘兴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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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空军某部组织低空飞行训练。图为战机穿越云层。 邓 劼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