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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连日志

下达预令、分工筹备、集结转移……

初冬，北京卫戍区某团新兵训练场上，一

场模拟战备训练火热展开。新训骨干调

度有序，新兵分工各展所长，整个过程忙

而不乱、配合密切。

眼见新兵进入状态很快，团宣传保

卫股赵股长十分欣慰，向记者讲起此前

一段经历。

新兵入营不久，他随团领导来到训

练场检查训练情况，当时两个班正在组

织“五小练兵”活动，双方就不同训练内

容展开比拼。

“小张，你入伍前参加过跳高比赛，

小腿爆发力强，一会儿用侧姿通过后段

铁丝网”“小李，上次打球你说自己从小

跑 山 路 ，腿 脚 力 量 足 ，这 次 短 跑 你

上”……活动开始前，五班班长、二级上

士王松由于对班里新兵的特点特长心

中有数，排兵布阵很有章法。听到班长

“叫号”，几名新兵跃跃欲试。

“班长制订的方案果然有效！”比拼

中，这几名新兵不负众望，获得优胜。

与他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一个

班。赛前筹划时，该班骨干只了解新兵

的籍贯、生日等基本信息，对新兵的役

前经历、性格特长等细节了解不深，只

能随机安排。骨干和新兵配合不够默

契，接力过程中也是状况频出，最终败

下阵来。比赛失利，大家垂头丧气，训

练氛围也出现下滑。

“战术制订得不错，班里战士也很

有凝聚力，平时都做了哪些工作？”休息

时间，赵股长与王班长攀谈起来。

“其实没做啥，很多细节都是大家

一起参加集体活动时随口聊出来的。”

王班长说，每周五上午是连队文体活

动时间，一般是各班自行组织。有的

班觉得新兵自我意识较强，各玩各的

才能充分放松，就不组织集体活动，于

是很多新兵一人一个角落，互相交流

较少。他们班则坚持组织活动，每次

集思广益确定主题后，骨干手把手帮

带新兵，随后组队“参赛”，全班战士很

快就熟悉起来。

“还真不能小看这些集体文体活

动，这是加速新兵融入军营、增强集体

凝聚力的好抓手！”赵股长在几个班调

研发现，班长骨干经常带着新兵一起

参加文体活动的班，骨干们对新兵了

解更深入，新兵在训练和生活中也对

骨干更信任。这样的班不论是内部关

系还是精气神，普遍高于不组织集体

活动的班。

调研结束，赵股长及时反馈情况，

引起更多官兵热议。有人认为，对新兵

而言，尽快夯实基础技能才是主责主

业，纠结于文体活动是否组织、怎样组

织会分散精力；有人认为，新兵日常训

练强度较大，让大家玩自己想玩的才能

放松身心。大多数官兵感到，群众性文

体活动是官兵之间密切关系、加强团结

的桥梁载体，不仅有利于新兵加速融入

军营，更有利于在练兵备战中步调一致

攥指成拳……

“组织集体活动能力也是一种带

兵 能 力 ，官 兵 不 仅 要 吃 住 在 一 起 、训

练 在 一 起 ，也 要 娱 乐 在 一 起 ，这 样 才

能 增 进 了 解 互 信 ，拧 成 一 股 绳 ，形 成

练兵备战强大合力。”讨论中，该团领

导表示，“开展好集体活动，首先要纠

正个别官兵的认识偏差，提升活动组

织能力。”

会后，他们广泛征求意见，对各类

文体活动的组织进行了优化规范：一方

面，对干部骨干的活动组织、氛围营造

能力进行初步培训，鼓励他们带头参加

集体活动；另一方面，对文体活动的组

织形式、时机进行细化明确，确保在不

影响官兵正常训练休息的基础上合理

组织。

举措施行后，该团基层文体活动组

织得更加有声有色。为了让更多新战

友深度参与进来，他们通过强军网让新

兵对喜爱的文体活动发起投票，对于军

棋等一些官兵感兴趣但不熟练的活动，

在集体活动时间设置“第二课堂”，帮助

新兵填补“技能空白”。

在一次才艺比拼文体活动中，某连

王连长同几名新兵临时组建了一支乐

队，大家经过苦练配合，台上发挥出色，

现场感染力十足。台下战友士气振奋，

不时送上阵阵掌声。

“既要训在一起，也要乐在一起，这

样的集体才更有战斗力。”王连长感慨

道，这段时间，他发现新兵们对于新环

境更加适应，脸上的笑容更多，训练的

劲头也更足了。最近一次考核，连队新

兵多个课目成绩提升明显。

北京卫戍区某团以集体活动为抓手加速新兵融入军营—

既要训在一起，也要乐在一起
■秦政纬 许韶玉 本报记者 孙兴维

军校学员毕业分配已有一段时间

了，根据工作安排，我对单位“新时代官

兵关系”情况进行调研。起初，我还担

心新同志来到单位，无法适应戈壁艰苦

环境和部队快节奏生活，但调研结果打

消了我心中的顾虑。

“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领导和班长很

亲切，主动找我谈心；军龄比我年龄还长

的一级军士长一点架子都没有，是我生

活中的老大哥、工作上的好师傅……”一

个周末下午，我看到几名新同志在操场

散步，便上前同他们攀谈起来，新排长小

刘这样对我说。

小刘所在连队近段时间担负的任

务较重，下连没几天，连队就指定骨干

带着他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在实践中

跟学跟训。在这段并肩奋战的日子里，

小刘感受到了集体的团结和温暖。

那是到达连队第二天，小刘早上洗

漱时突然流鼻血，但他没敢声张。“刚到

连队心里有些忐忑，环境有点艰苦，身

边战友又有些陌生，担心自己矫情被战

友瞧不起。”小刘坦言。

可中午回到宿舍，他心里顿时感到

一阵温暖。只见自己床边，一台加满水

的加湿器静静吐着水雾。班长对他说：

“这里自然条件艰苦，不少战友刚来时

也是因为太干燥，鼻子时有流血，需要

慢慢适应。”

更让小刘感动的是，班长对他的

关心关爱，也融入到了日常工作中。

“耗时有点久，但没关系，熔接的

时候擦拭要净、切割要快、熔接要稳、

盘纤要细……”一次作业，老班长手把

手帮带小刘，“对于我们而言，‘胜由信

息通’，时间就是先机，时间就是生命，

短 暂 的 几 秒 钟 能 够 直 接 决 定 任 务 成

败 。 再 来 ！”眼 见 小 刘 还 没 完 全 掌 握

要领，班长再一次做起示范，毫无保留

传授自己多年总结的经验心得。不多

久，小刘就掌握了相关技能，单独外出

完成了一次紧急保障任务。

日常工作一起干，大项任务教着

干，中心工作领着干。战友的倾心帮

助，让小刘越来越快融入这个集体，能

力素质也日益见长。因此，他也想找机

会回报一下战友。

有一次，营教导员带队去巴丹吉林

沙漠边缘执行任务。得知任务区域没

电没水，只能吃自带的单兵干粮，小刘

就自己带了几袋零食想分给大家。

“外出执行任务，携带物资有严格

要求。私自夹带物资，不仅可能给执

行任务带来影响，也会影响军营风气

建设。”教导员看到后当即对小刘提出

批评，然后语重心长对他说，“作为一

名军人，首先要用战斗力标准要求自

己。革命战争年代的战士们吃树皮草

根、喝雪水河水，建场的老前辈们吃沙

拌饭、喝盐碱水，他们都能咬牙坚持毫

无怨言，我们这点苦都吃不了，还谈什

么牺牲奉献？”

教导员的话，让小刘深刻认识到了

自己的错误，内心更觉得身边战友真诚

纯洁：“他们既是能够玩在一起的战友，

也是能够及时指出错误的诤友，教会我

很多道理，让我少走许多弯路……”

听了小刘的故事，其他几名新同志

也讲述了几段相似的经历，这让我更加

体悟到，稳心聚气、拴心留人靠的不是什

么“妙招”，而是战友之间“生活中爱、专

业上教、工作中帮”的点滴关爱。团结、

友爱、和谐、纯洁的内部关系是每名官兵

成长成才的沃土，只要大家真情互助、真

心关爱、同心协力，就会产生强大的凝聚

力向心力，坚定扎根军营的信心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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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

带兵人手记

近日，某部 3 名优秀军士通过为期

3 个月的专业培训和岗前考核，接替原

先由专业技术人员担负的作战值班岗

位，成为加入“作战链”的第一批专业军

士。这是该部聚力向内挖潜、壮大人才

队伍的一项举措。

据 了 解 ，该 部 技 术 室 担 负 作 战 值

班 等 重 要 任 务 ，且 由 于 军 官 和 文 职 人

员 较 少 ，人 少 事 多 的 矛 盾 十 分 突 出 。

与 技 术 室 情 况 不 同 ，该 部 战 士 队 伍 较

强 且 学 历 普 遍 较 高 ，不 少 战 士 能 力 素

质过硬。

该部领导介绍，为加快军士人才成

长，上级此前制订下发了军士队伍“两

个转变”方案，推动军士队伍由“值班

型”向“打仗型”转变、由“操作型”向“维

护型”转变，并出台相关规定，有序将军

士人才纳入作战值班岗位。这样既可

以加快军士人才队伍建设，还可以壮大

作战值班力量，缓解重要岗位人员紧缺

矛盾。

为此，该部研究决定拿出 3 个技术

室岗位指标，将日常表现突出、学历层

次较高、愿意长期服役的军士作为重点

培养对象，通过分队摸底、岗位实习、机

关考核和技术室认领等方式，选拔出适

配岗位的优秀人才。

今 年 下 半 年 ，3 名 军 士 在 选 拔 中

脱颖而出。该部党委研究制订专门培

养 方 案 ，配 套 修 订 职 业 技 能 鉴 定 标 准

及 人 员 管 理 办 法 ，组 织 专 家 对 他 们 一

对 一 指 导 帮 带 ，并 通 过 日 常 普 学 、岗

位 精 学 、任 务 研 学 等 方 式 ，着 力 培 养

数 据 整 编 、分 析 研 判 和 装 备 保 障 等 综

合 能 力 ，推 动 早 日 实 现 作 战 任 务 职 能

转变。

笔者了解到，目前 3 名军士已进入

跟班轮训状态，初步具备了值班能力。

“新岗位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

也对个人素质和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

要求。我一定会勤学苦练，努力提升专

业能力，坚守好自己的战位。”军士刘忻

金表示。

该部一名领导介绍，下一步，他们

将总结经验做法，继续遴选优秀军士参

加专业技能培训，持续激发军士队伍岗

位建功的热情动力，不断推动部队战斗

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某部探索军士队伍“两个转变”新路径——

打破岗位限制 遴选军士人才
■刘 杰

新闻前哨

记者探营

“ 不 着 急 ，慢 慢 吃 ，一 定 要 吃 饱 吃

好……”初冬，第 82 集团军某旅某连餐

厅 里 ，看 到 身 边 战 友 一 个 个 吃 完 饭 起

身 离 开 ，吃 饭 速 度 较 慢 的 新 战 士 小 魏

有 些 着 急 。 李 排 长 发 现 后 并 未 催 促 ，

而 是 耐 心 陪 伴 。 等 小 魏 吃 完 饭 ，李 排

长还和他一起刷洗餐盘碗筷。

看到李排长对战士真心关爱，排里

战士都感到心里暖暖的。

去年，李排长从军校毕业来到连队，

为高标准干好工作，平时不仅对自己要

求严格，对排里战士也坚持“严”字当头，

发现问题经常是一顿批评。

一次车场日，一辆主战装备突然出

现故障，李排长发现后，沉下脸来开始批

评司机。“作为排长，首先应该搞清楚原

因主动解决问题，不问缘由就批评不仅

于事无补，还可能适得其反……”一旁的

一名班长骨干当场就提出了意见，让李

排长有些下不来台。

事后，连队主官出面找两人谈心，让

两人握手言和。但此后，排里工作经常

“按下葫芦浮起瓢”，开展并不顺利。

新排长出现的问题并非个例。带着

“毕业考评全队第一名”光环来到连队任

职的石排长，也因为对战士训练管理十

分严格，同战友发生了一些小摩擦。

那次考核前，石排长为全排定下全

优 目 标 ，并 带 领 大 家 加 班 加 点 强 化 训

练。有战士认为，标准太高盲目加练可

能引发训练伤等诸多问题，建议排长调

整训练节奏。可石排长觉得战士在“讨

价还价”，在一次晚点名时，对提出建议

的战士进行了批评。

此后，排里战士提意见建议的少了，

同排长的沟通交流也少了，开展工作的

积极性出现下滑。

“我一心希望大家取得好成绩，而且

自己示范带头一点也没少练，战士们为

何不理解？”一次连务会上，石排长说出

了心中的不解。

这些情况引起了连队主官的注意。

该连指导员调研了解发现，这两名新排长

虽在工作中注重以身作则，但存在表达沟

通不畅、思想工作欠缺、管理方法生硬等

问题。尤其在“上有老班长、下有新战士”

的班排，遇到问题不注意方式方法，既无

益于问题的解决，还可能影响官兵关系。

很快，指导员找到两名新排长，同他

们交流谈心。“从校门到营门，大家下连后

都渴望一展身手，快速打开工作局面，这

种工作劲头很好。这期间，严格带兵没有

错，但是带兵不能只是一味严厉，应该既

有力度又有温度，对战友多一些关爱，用

道理说服而不是以势压人。”指导员告诉

他们，“一些老兵在连队时间长、带兵经验

足，同他们多交流，多虚心听取意见建议，

能更好带领大家完成任务……”

对于此类现象，旅党委也很重视，经

过调研后决定，常态组织带兵交流分享

会，邀请基层优秀带兵人分享工作经验方

法；组织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培训，提

高新排长开展政治工作能力；鼓励班排骨

干主动发挥带兵经验优势，积极帮年轻排

长分忧解难，尽快适应岗位；利用午休广

播、橱窗等平台宣传尊干爱兵典型，营造

和谐友爱浓厚氛围。

认识到自身问题后，李排长认真反

思整改，更加注重在工作生活中付出真

情关心战友。石排长也更加主动虚心向

班长骨干请教经验做法，不仅带队高标

准完成任务，还增进了战友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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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间隙，新兵和老兵进行单杠引体向上课目比拼。 邹 昊摄

前不久，某部官兵在任务区域进行线路巡护作业。 高大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