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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样本

基层热点话题基层热点话题··如何对接新生代官兵如何对接新生代官兵

带兵就是带心。只有心里时刻装

着兵，自觉以心交心、以心换心，才能走

进兵心、赢得兵心，催生出强大战斗力。

欲建大厦者，先厚其地基；将之求

胜者，先致爱于兵。对于广大基层带兵

人来说，只有对基层官兵始终保持信任

与欣赏，暖心鼓励他们，真心凝聚他们，

耐心引导他们，真正走进官兵内心，才

能带领部队一往无前。

铺就成长之路，重在暖心鼓励。每

名官兵都是一个光源，他们富有激情活

力，渴望在军营成长成才。然而成长的

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每个人都会遭遇挫

折，这就要求带兵人合理恰当地给予鼓

励，激发其内在动力。一个鼓励的眼

神、一个点赞的动作、一句表扬的话语，

都可以将正能量传递给官兵，帮助他们

超越自我，实现个人价值。

铺就成长之路，重在真心凝聚。有

情则军心聚，无情则军心散。带兵人和

部属朝夕相处，虽有上下级之分，但有

一家人之亲。当前，年轻官兵普遍学历

较高、思想活跃、观念新颖，这就要求带

兵人时刻把他们放在心上，多倾听他们

的心声、多掌握他们的需求、多为他们

解决矛盾困难，用真情解兵难、用共情

聚兵心。

铺就成长之路，重在耐心引导。基

层官兵在军旅路上扬帆远行，离不开带

兵人的正确领航。带兵人需要坚持用

信任的眼光、欣赏的眼光、发展的眼光

看待每名官兵，在了解其兴趣爱好和潜

力特长的基础上，本着取长补短、固强

补弱的原则，使其不断焕发练兵动力、

提升打赢能力。

“得众而不得其心，则与独行者同

实。”一线带兵人在带兵过程中的方式

方法不尽相同，但都离不开“用心”二

字。官兵的成长之路需要带兵人用心

铺就，这样才能熔铸牢不可破、坚不可

摧的战友深情，锻造甘苦与共、生死相

依的官兵关系，进而形成无惧艰险的

强大合力，激发官兵无往而不胜的不

竭动力。

用心铺就官兵成长之路
■陈奋苗

第 71集团军某旅侦察分队组织开展抵近侦察训练。 万智奇摄

“我已经挺优秀了，班长为啥还是针

对我？”这个问题，在第 71 集团军某旅侦

察营二级上士郑权远入伍第一年时，困

扰了他许久。

提起郑权远，时任班长李庆帅至今

都是“又爱又恨”。

“体能基础好、专业技能过硬，郑权

远明明是个好苗子，却长了一身‘刺’。”

李庆帅告诉记者，“郑权远家境优越，可

谓是蜜罐里长大的孩子。这也导致他个

性张扬，总爱和别人争论。”

即便当了兵，郑权远也丝毫不收敛

自己的个性——

为了帮助全班稳步提升训练成绩，

李庆帅要求战士们每晚加练体能，做完

才能休息。

起初，郑权远还能跟着大家一起老

老实实落实训练量，可随着成绩提升，他

心中的抗拒情绪也愈发强烈。

他总是拖延时间，企图逃避班长的

督促，或者熄灯前找借口做其他事……

郑权远的“小心思”被李庆帅悉数识

破：“我会给他 10 分钟时间，如果他不能

自觉落实训练量，我绝对会在第 11 分钟

的时候把他叫过来。”

也就是这 10 分钟，让郑权远“几乎

崩溃”。

“有时我在纠结，要不要自觉点，不

让班长督促我；有时我心怀侥幸，希望班

长忘了这 10 分钟……”郑权远坦言，“我

觉得我就是被他针对了，不管怎么做都

得不到班长的认可。”

终于，又一次被班长叫过来完成训

练的郑权远没有控制住情绪，对李庆帅

发泄出心中的不满。

“情绪虽然发泄了，但我更加纠结

了。”郑权远告诉记者，与班长“闹翻”之

前他还能若无其事地入睡，可后来心里

越 来 越 不 是 滋 味 ，总 觉 得 自 己 该 做 些

什么。

原本倍感煎熬的 10 分钟，成了郑权

远自省反思的时间：不付出努力，我还能

保持现有的训练成绩吗？班长对我严格

要 求 到 底 是 出 于 关 心 关 爱 还 是 个 人

针对？

最终，郑权远决定为了自己，每天

坚持落实训练量。但他的心中还是默

默“ 记 恨 ”着 李 庆 帅 ，几 乎 不 与 他

交流。

后 来 ，郑 权 远 的 成 长 步 入 了 快 车

道：入伍第二年他就担任副班长并创下

了训练纪录；入伍第三年担任班长随后

入党。

郑权远说，他心中对李庆帅的不解

和“记恨”，是从自己开始带兵后慢慢化

解的——

郑权远在带兵训练时，发现自己总

会不自觉地沿用李庆帅的带兵方式，并

且觉得“十分好用”。就这样，当初的困

惑不解、排斥抗拒，逐渐转变成了理解和

认同。

内心的理解带来关系上的破冰。一

次，李庆帅代表营里参加上级比武考核，

出发前一天晚上，郑权远给李庆帅发了

条短信：所有的艰难挑战都会被坚持与

坚韧所击溃，预祝你凯旋！

“ 加 练 10 分 钟 ”改 变 了 什 么
■侯 鑫 本报记者 李 倩

一 双 训 练 鞋 引 发 的 扪 心
自问——

成绩与成长孰轻孰重

第 71 集团军某旅侦察营二级上士

傅道俊，至今记得自己军旅生涯的第一

个“荣耀时刻”——2019 年军体运动会

上，他荣获 3000 米跑和 5 公里武装越野

两个项目的第二名。

一场运动会，两次站上领奖台。对

于傅道俊的表现，很多战友表示出乎意

料。

为何出乎意料？因为前两年的军体

运动会，他都空手而归，成绩很不理想。

只有班长刘焕民对傅道俊很有信

心，他竖起大拇指：“你本来就具备这样

的实力。”

那一刻，傅道俊内心五味杂陈，两年

来憋着的那股“劲儿”和对班长的感激之

情一同涌上心头——

第一次报名参加军体运动会，傅道

俊遗憾败北。

“第一次参加，赛场经验不足罢了，

我相信你有获奖的实力。”班长的安慰，

让他感到温暖，也让他暗下决心：一定在

来年运动会上用成绩证明自己。

接下来的一年，只要有时间，傅道俊

就铆在训练场。再战军体运动会，傅道

俊信心满满。出发前一晚，班长带领全

班战友一起为他加油。

没想到，傅道俊再次铩羽而归。比

赛结束，两手空空的傅道俊倍感自责：

“自己丢人是小事，连续辜负班长和战友

们的期望，真的无颜面对‘江东父老’！”

带着愧疚，傅道俊回到营区。踏进

房间的那一刻，班长和战友们的脸上并

没有出现他想象中的失望神情。还没等

傅道俊开口，班长就指着他的鞋子说：

“肯定是因为鞋子旧了‘拖后腿’，我相信

你一定行。”

看到班长坚定的眼神，傅道俊愣住

了，羞愧又感动的同时，他感到疑惑：“班

长真的不在乎输赢吗？”

两天后，班长拿着一双新的训练鞋

送到了傅道俊手中，也解开了他的疑惑：

“你只管努力，成长的过程远比成绩来得

重要。”

春去秋来，一年的时间匆匆而过。

傅道俊第三次站到了军体运动会的赛道

上。穿着班长送的训练鞋，带着班长和

战友们的信任，傅道俊又一次向心中目

标奔去……

傅道俊手捧奖杯，激动万分。他告

诉记者，每次自己想放弃、想放松的时

候，班长的眼神和这双鞋都会鞭策他、鼓

励他，最终陪伴他实现了自我超越。

成绩是前进途中的标识，而成长则

是贯穿一生的命题。如今的傅道俊，已

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班长。在班里，他总

是乐呵呵的，对新兵极为耐心，从不发脾

气。问及原因，他回答道：“成长的过程

远比成绩更重要。”

侦察营有个传统，他们会将所有训

练课目第一名获得者的照片与成绩张贴

在楼前的“侦察英雄榜”上，用以鼓励大

家创破纪录。

“上榜”是上等兵赵梁龙第一天到该

营时就定下的目标。没多久，营里组织

体能普考，本来体能就是弱项的赵梁龙

当天突然发烧。“是如实报告身体情况申

请不参加考核，还是隐瞒病情拼一把？”

经过短暂思考后，赵梁龙瞒着所有人参

加了考试。结果不出所料，他成了全营

唯一一个不及格的人。

“不及格”在侦察营是绝对“刺眼”的

事儿。这样的成绩本该受到批评，但当

领导得知他顶着高烧参加考核时，批评

的话语没有讲出口。

该营营长在考核讲评时说道：“虽然

带病参加考核的做法不值得提倡，但这种

不言放弃、挑战自我的精神值得鼓励。有

了这股劲，他一定会成为‘侦察英雄’！”

取得优异的成绩需要一个过程，而

且在这拔节的过程中愿意容错并给予鼓

励，能孕育出一名士兵优秀的品质。事

实也正如营长所言。如今，赵梁龙的体

能成绩已全部达到优秀，并且不断向着

心中的目标进击。

一 个 荣 誉 箱 蕴 含 的 带 兵
哲思——

工作与情感谁先谁后

“你觉得班长和战士之间，是先有感

情还是先有工作？”中士徐华君还记得，

这是 3 年前，指导员与他闲聊时说起的

话题。

“肯定是工作为先，感情是建立在工

作基础上的。”徐华君脱口而出的答案并

没有得到指导员的正面回答：“你刚入伍

的时候表现就很突出吗？你带的兵一开

始就都是标兵吗？”

指导员的话看似漫不经心，其实意

有所指。

那时，徐华君刚担任班长，信心满

满。他决心要把自己的班带成全营的尖

子班。但是，在日常管理和训练工作中，

他的管理方法却有些“简单粗暴”——他

认为“我是班长你是兵，我说话你就得

听”。有时候，班里的战士训练成绩不尽

如人意，他就不由分说地训斥。大家表

面上服从，实际上内心很难接受，班里各

项建设并没有显著进步。

指 导 员 的 反 问 ，让 徐 华 君 陷 入 沉

思。自己刚入伍时的经历在脑海中慢慢

浮现——

入伍前，他性格叛逆、争强好胜，常

与 人 发 生 争 执 ，是 让 父 母“ 头 疼 ”的 孩

子。入伍之初，徐华君的“个性”依然突

出，不仅有时不服从管理，训练成绩也是

时好时坏。

有一天，班长在训练场上批评他：

“有能耐你就在比武中拿几个第一回来，

耍脾气不算好汉！”

不知是自身性格使然，还是班长的

激将法起了作用。自那以后，徐华君开

始瞄着比他优秀的尖子们暗自努力。在

各类比武竞赛中，徐华君也屡获佳绩，慢

慢成了训练骨干，跟班长的关系也愈发

亲密和谐。

年终总结后，他给父亲打去电话，

将 自 己 一 年 来 的 获 奖 情 况 告 诉 父 亲 。

那 晚 ，徐 华 君 的 父 亲 激 动 得 久 久 难 以

入睡。

将自身经历与指导员的话放在一

起 ，徐 华 君 接 连 自 问 ：“ 班 长 是 因 为 关

爱战友兄弟，还是为了工作成绩，去着

意激发我的斗志？没有班长的激励与

包 容 ，自 己 能 否 实 现 自 我 超 越 ？ 工 作

与 感 情 到 底 是 前 后 因 果 关 系 ，还 是 相

辅相成？”

答案，似乎呼之欲出。

思考几天之后，徐华君自费购买了

一个箱子，紧接着召开了一次批评和自

我批评的主题班务会。

会上，徐华君表示以后自己会虚心

接受大家的意见建议，和大家同进退、共

荣辱。“这个就是咱们班的荣誉箱，暂时

用来存放咱们每个人获得的每一份荣

誉。”徐华君说。

军人对荣誉有着天然的崇尚。在徐

华君的带领下，荣誉箱存放的证书越来

越多。他还准备了一本记事册，详细记

录每个人的成长点滴。每一场演习、每

一次驻训、每一项重要任务结束后，全班

人都会合影留念，并将照片一同存放在

荣誉箱里。

韦召 3000 米跑第一次获得优秀，谢

文桂获得了“内务标兵”……事无巨细，

荣誉箱见证着全班每个人的光荣时刻与

拼搏奋斗。

“现在，经常有班里退伍的老兵打电

话来询问荣誉箱的情况。”一个荣誉箱把

全班紧紧凝聚成了一个钢铁集体。

采访中，当记者将话题回溯到 3 年

前指导员那个“工作与感情谁先谁后”的

问题上时，徐华君脱口而出：“感情！爱

兵才能带好兵，班长首先要有陪伴战士

成长的耐心、相信每个战士都能成才的

信心以及带领全班一起进步的决心！”

去年底，徐华君所在班各项成绩突

出，被旅里嘉奖。

一次 3000 米跑带来的标
准讨论——

好兵与“孬兵”如何定义

“在侦察营，最不缺的就是尖兵。”采

访期间，记者多次在该营官兵口中听到

这样的话。

事实也确实如此：侦察营的基础课

目 训 练 纪 录 遥 遥 领 先 ；各 级 比 武 考 核

中，侦察营许多骨干都曾创下纪录、拿

过冠军；登上全旅擂台，侦察营总能拿

第一……

二级上士、班长郑权远告诉记者，他

们将“竞赛比拼”的意识融入到训练生活

各方面，从起床第一声哨响开始，比起床

集合速度、比呼号士气、比军容姿态……

在这样的一个“出门与兄弟单位竞

争，进门班与班比拼”的集体中，大家都

下意识地认为：给营队增光添彩的就是

好兵，让集体荣誉受损的就是“孬兵”。

战士潘振徽曾经就被大家认为是

“ 孬 兵 ”。“ 这 个 小 伙 子 看 起 来 很 精 神 ，

就 是 跑 步 不 行 。”谈 起 潘 振 徽 ，班 长 郑

权远说。

同为老乡的熊柏林与潘振徽同年入

伍，两人都在侦察营。熊柏林的跑步成

绩在营里总是名列前茅，但潘振徽的成

绩总是靠后，直接拉低全营的训练水平。

在大多数人眼中，潘振徽无疑是个

“孬兵”。

为了提高成绩，郑权远给潘振徽定

下“硬杠杠”：每天加练一个 3000 米。作

为班长的郑权远也总是陪他一起，监督

他完成。

一次实兵演习后，刚走下演训场的

潘振徽紧接着站了第一班夜岗。下哨

后 ，同 岗 的 战 友 早 已 疲 惫 不 堪 回 去 休

息。潘振徽却做出了一件令大家惊讶的

事：在没有班长的监督下，他撑着疲惫的

身体到操场跑了 3000 米，硬是完成了当

天的训练量。

第二天，这件事像一颗石头砸进了

平静的湖面，在全营荡起了涟漪，“好兵

还是孬兵”的讨论似乎有了新变化。“不

讲条件，不折不扣完成任务，这就是好样

的”“虽然他的成绩还没突破，但这种精

神值得我们学习”……

“虽然他的成绩还是不理想，但是你

能否定这样的精神吗？你能说潘振徽不

是一个好兵吗？”采访中，郑权远感慨，没

有一个兵是“孬兵”，只是我们还没有发

现他们的闪光点，找到这个点，就找到了

他们在军营里的价值坐标。

在 侦 察 营 ，有 一 个 延 续 多 年 的 传

统 —— 每 周 评 选“ 个 人 五 最 ”。 这“ 五

最”分别是最自豪的成绩、最满意的标

准、最贴心的互助、最管用的体会、最安

全的行动。

该营营长告诉记者，评选“五最”的

初衷也是想告诉大家——人人都可以成

为连队建设的主角，人人都可以成为军

营里闪亮的“星”！

在采访中，很多官兵表示，在自己

的 兵 之 初 ，尤 其 是 训 练 成 绩 不 够 优 秀

的 时 候 ，“ 五 最 ”评 选 帮 助 他 们 找 到 了

方 向 感 。“ 把 小 事 做 好 ，哪 怕 是 写 好 一

篇 心 得 体 会 ，都 能 够 获 得 鼓 励 和 掌

声。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

如 今 的 侦 察 营 ，再 没 有 人 轻 易 定

义 好 兵 与“ 孬 兵 ”。 像 潘 振 徽 一 样 ，只

要 不 服 输 、不 气 馁 ，勇 于 超 越 自 我 ，就

是好兵！

带兵人，请答好这3道辩证题
■周振国 杨 光 本报记者 李 倩 特约通讯员 薛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