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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后的活动方案比上次进步很

多。建议再完善一下这几个地方……”

前不久，文职人员小陈向我汇报阶段性

工 作 ，我 们 围 绕 工 作 细 节 展 开 讨 论 。

他结合实践经历，提出了不少自己的

思考。

回看小陈的成长过程，我很有收

获。从“大包大揽”到“授人以渔”，我对

做好新入职文职人员帮带工作的理解

更深刻了。

一

小陈刚入职时，工作经验较少、上

手较慢，好在他十分虚心，经常向同事

请教。我是他的直接领导，觉得他有较

强上进心，便尽心尽力做好教育管理和

传帮带。

一次，我安排小陈拟制一份会议

通知，虽然前期已经明确过要点和要

求，但小陈还是出了一些疏漏。眼看

时间有些紧，我揽过工作，很快修改完

善好。还有一次，小陈受领制作授课

课件任务，由于不够熟练，连续加了好

几 个 夜 班 。 我 看 他 白 天 上 班 无 精 打

采，有些心疼，便主动提出帮他完成后

续工作。

就 这 样 ，我 担 心 小 陈“ 肩 膀 嫩 ”

“吃不消”，先后几次把本该由他挑的

担子揽到了自己肩上。虽然辛苦，但

小陈负责的工作经常受到领导表扬，

我也感到有些欣慰。

那次，我家中遇到一些情况，需要

临时请几天假去处理。尽管有些不托

底，我还是宽慰自己：有小陈等几名文

职人员顶着，工作不求出彩，至少能平

稳推进吧。

然而现实是，那段时间我既要操心

家里的事，工作方面也一点没省心——

手机经常响起，不是小陈咨询业务情

况，就是领导和同事向我反馈某项工

作没做到位。那天，我正因家庭事务

烦心不已，又多次接到小陈打来的求

助电话，心里有些窝火：“我帮带了你

那么久，怎么还是不能独立完成！”

处理好家里的事，我回到单位的第

一件事，便是与小陈促膝长谈。“其实我

也不想总麻烦您，但平时看您干是一回

事，自己上手是另一回事。没有您的帮

助把关，我总觉得没底气。”小陈耷拉着

脑袋说。

二

这次谈心，让我陷入思考。从进取

心变成依赖心，出问题的虽是小陈，但

我也难辞其咎。

此前，对小陈经手的每一项工作

我 都 会 过 问 ，怕 他 在 工 作 中 受 挫 折 、

走 弯 路 ，反 而 导 致 他 畏 首 畏 尾 ，产 生

了依赖心理，没了我这个“拐杖”便无

法 独 立 完 成 任 务 。 殊 不 知 ，有 时 失

败、挫折、探索、反思是成长的必经之

路 ，我 想 让 他“ 成 蝶 ”，又 想 让 他 避 免

“破茧”的阵痛，这不现实。虽然有些

重要任务完成后，我会带小陈进行复

盘，但理论和实践之间难免有些距离：

对一些琐碎细致的日常工作，并不是

难度有多大，关键在于一些容易忽视

的 细 节 ；对 一 些 创 造 性 工 作 ，思 路 和

想 法 要 在 一 次 次 尝 试 和 纠 错 中 碰 撞

出火花，而这些往往很难从坐而论道

中获得。

把“带头干”变成了“代替干”，这种

大包大揽看似是落实了传帮带工作，其

实是缺少耐心和坚持。短期内营造出

人才快速成长的景象，却掩盖了隐藏的

危机，不利于单位长远发展。

在一次组织生活会上，我汇报了自

己的思想情况并进行了自我批评。“对

文职人员的培养帮带，要掌握好时机和

尺度，既不能不闻不问当‘甩手掌柜’，

也不能大包大揽做‘全职保姆’。”一位

部领导表示，好的帮带方式不是事必躬

亲、越俎代庖，而是在带头中教方法、带

队伍，潜移默化引导文职人员激发内生

动力，提高主观能动性。

三

授人以鱼救一时之急，授人以渔解

长远之需。从那以后，我开始调整改进

帮带方式，将手上的工作分解细化，打

好提前量，给小陈等几名新人充分的思

考和探索空间；开展业务时给小陈一定

的自主权，并要求他按节点定期汇报工

作进度，沟通想法。

仅停留在理论上，有时难以发现

问题。实践中我留意到，有些对我来

说不是问题的工作细节，对新入职文

职 人 员 来 说 却 是 考 验 。 但 面 对 不 确

定性，我不再频繁伸手，而是多提示、

多 交 流 、多 肯 定 ，放 手 让 小 陈 深 入 思

考 、独 立 判 断 ，只 在 必 要 时 给 予 针 对

性帮助。

“ 可 以 结 合 国 家 公 祭 日 ，拍 摄 一

期 国 防 教 育 宣 传 片 ”“ 我 认 为 这 次 的

活动方案，在时间安排上应该更加灵

活”“根据相关规定，该青年不符合征

集服现役条件”……随着时间推移和

实践积累，几名新入职文职人员有了

很大进步，工作自主性和创造性显著

增 强 —— 民 兵 整 组 工 作 中 深 入 有 关

单 位 摸 清 底 数 ，与 地 方 部 门 沟 通 协

调；组织学生军训、役前教育时，能够

合理安排各项工作。

看来，对新入职文职人员的教育培

养，不管不问、置之脑后不可取，一手包

办、管得太多也未必是最好的方式，理

应爱而不溺，严而有格，多为他们提供

“熔炉”，而不是“温室”。

（舒光明、徐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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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职工作一得

编余小议

周 洁绘

前段时间，编者到基层部队采访，

见 一 名 班 长 在 训 练 中 常 站 在 战 士 侧

方。了解得知，有的战士体能基础较

弱，班长站在战士身旁，便于时常指点

督促，万一遇到突发情况也可以及时伸

手帮助保护。

掌握好“尺度”和“距离”，这是一线

带兵人的经验，也不失为部队人才培养

的一个有效思路。

近年来，“90 后”“00 后”在文职人

员中占比越来越大，一些部队领导对

他 们 分 外 呵 护 。 这 样 做 的 初 衷 无 可

厚非，但有时关照的方式和程度还有

待商榷。比如，有的担心新入职文职

人 员 犯 错 ，时 时 悬 着 一 颗 心 ，干 脆 险

滩 恶 道 不 让 走 ，一 有 难 题 就 伸 手 ；有

的担心年轻文职人员心理承受力弱，

不敢严肃批评，甚至护短遮丑。“刃不

素 持 ，必 致 血 指 ；舟 不 素 操 ，必 致 倾

覆 。”人 才 培 养 与“ 持 刃 ”“ 操 舟 ”也 有

相 似 之 处 ，平 时 任 务 不 饱 和 、要 求 不

严 格 、锤 炼 不 到 位 ，到 了 关 键 时 刻 就

可能出现问题。

编 者 以 为 ，各 级 领 导 应 谨 记“ 帮 ”

的 内 涵 —— 即 辅 助 、帮 衬 ，“ 带 ”的 意

义——即带领 、引导，要帮到关键点，

带出内动力。培养帮带时，要掌握好

“ 尺 度 ”和“ 距 离 ”，分 清 轻 重 缓 急 ，抓

住 主 要 矛 盾 ，做 到 指 导 不 主 导 、帮 带

不替代 、放手不撒手 、督办不包办，防

止文职人员丢开“拐杖”就不会走路。

掌握好“尺度”和“距离”，需要在协

助文职人员制订好实在管用的成长路

线图、清晰准确的工作任务书后，多承

担把关定向的责任，在文职人员工作方

向出现偏差时及时提醒，在具体工作方

法、实施细节、时间要求上，为他们预判

风险值，打好提前量，留出一定探索锻

炼的空间、直面困难的机会，引导他们

学会独立思考 、独立判断 、独立决策。

不要一有重要任务总是几名老骨干“承

包”，造成两极分化的“马太效应”。

掌握好“尺度”和“距离”，需要眼睛

盯得紧一些，嘴巴说得勤一些，在文职

人员提出疑问时靠上来引导，在文职人

员遇到难题时靠上来点拨，在文职人员

遭遇挫折时靠上来鼓劲，在文职人员犯

了错误时靠上来纠正，必要时也要挺身

担当兜底补短，做好带头示范，不能隔

岸观火、袖手旁观。总之，要以呵护关

爱之心，行严格要求之举，为初入军营

的文职人员提供有平川也有高山，有缓

流也有险滩的成长锻炼环境。

掌握好帮带“尺度”和“距离”
■金雅兰

冬日清晨，呵气成霜。海军大连舰

艇学院对外汉语教研室主任、文职人员

孙颖早早来到办公室，准备再细心打磨

一下教案。

阳光透过窗户射了进来，认真工作

的孙颖被几次手机消息提示打断了思

考。点开一看，原来是一名外军学员发

来的照片。照片中，几名学员正认真学

习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孙颖会心一笑，

推开窗户，清新空气瞬间涌了进来。

回想 10 多年前入职时，让孙颖印

象深刻的，是一些外军学员对中国的

认 识 比 较 片 面 ，对 中 国 文 化 缺 乏 了

解 。“ 汉 语 是 充 满 诗 性 和 审 美 性 的 语

言，汉字是少有的表意体系的文字，通

过它们可以传递中华文化魅力。”孙颖

希望通过自己的授课，让外军学员“听

得懂”中国声音。

一 次“语 言 要 素 ”课 上 ，孙 颖 讲 到

古人造字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

方法，有的外军学员面露困惑。孙颖

就结合“舞”字的由来和演变，为大家

讲解古人如何通过模仿跳舞的姿态创

造文字。

“在你们家乡，大家都跳什么舞？”

孙颖的提问，让一些能歌善舞的外军

学员来了兴致，他们踊跃上台展示，课

堂气氛变得热烈。随后，孙颖视频播

放了一支中国古典舞，让大家感受含

蓄柔韧的气质之美。“中华文化孕育了

中国汉字，大家再看看‘舞’字，是否像

一位婀娜的舞者身着长裙翩翩起舞？”

这样讲解，使学员的困惑消失了、兴趣

增加了。

“课堂不应局限于教室，良好的环

境、浓厚的氛围更是外军学员学习的

重要渠道。”孙颖注重在课堂上融入文

化因素、艺术因素，还鼓励大家加强交

流，让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碰撞出新

的火花。她常利用假期时间，组织外

军学员游历文化古都和红色圣地。现

地教学像一本鲜活的史书，拉近了外

军学员和中国的距离。“直观生动的方

式，能够更好传达中华文化的深厚底

蕴。”孙颖说。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在孙颖

的帮带引导下，不少外军学员对中华文

化由衷热爱，在留学生写作、演讲比赛

中屡创佳绩，有几届学员全部通过了汉

语水平四级考试。“很多年以后，当我垂

垂老矣，在故乡高大的芒果树下回忆青

春，一定会想起中华五千年文化对我心

灵产生的震撼……”一次留学生演讲比

赛，非洲学员巴萨姆的深情告白，赢得

大家掌声。

投身对外汉语教学 10 余年，孙颖

在积极探索教学设计改革中，逐步成

长 为 教 研 室 中 坚 力 量 。 在 她 的 带 领

下，近几年新开设的“汉语水平考试辅

导”“中国传统艺术欣赏”“军事汉语”

等几门课程，深受外军学员好评。她

说，自己将继续以“眼纳千江水、胸起

百万兵”的情怀，用满腔热忱为各国学

员传递知识与温暖，只管默默耕耘，静

待春暖花开。

让外军学员“听得懂”中国声音
■单瑾纶 黎明宇

夕阳西下，群山在落日的余晖中渐

渐暗淡。海拔 4100 米的高原某地，野

战医疗队的方舱内亮起了灯。

来 到 高 原 5 个 月 ，西 部 战 区 总 医

院康复医学科文职人员凌泽莎的脸上

已经被肆虐的风沙留下了痕迹。虽然

有些疲惫，但她手上的动作始终精细

流畅——提捏进针、搓柄行针、捻转出

针，一套针灸流程下来，前来就诊的战

士眉头舒展了几分。

作为康复医生，凌泽莎对治疗伤痛

有着自己的见解。康复理疗是个循序

渐进的过程，但官兵职业的特殊性要求

他们必须争分夺秒练兵备战，因此凌泽

莎一直在探索更加简洁高效的慢性损

伤康复方法。

到 高 原 执 行 卫 勤 保 障 任 务 ，凌 泽

莎可以与官兵朝夕相处，开展深入调

研 。 她 把 随 身 携 带 的 设 备 和 药 品 备

足，这样无论是在方舱还是下基层、在

治疗室还是巡逻路上，都能随时随地

开展治疗。

第一次参加边防巡诊，凌泽莎遇到

一名走路一瘸一拐的战士。询问得知，

这名战士前交叉韧带断裂，做手术有段

时间了，膝关节仍有疼痛感。类似情况

需要系统康复才能恢复关节功能，稍不

注意还会留下后遗症。凌泽莎看了他

的病历和影像资料，进行全面康复评

估，随后开展针灸治疗。

“针灸无法修复损伤，但能止痛消

肿，促进气血运行。”凌泽莎为他做关节

松动训练，还教授了一些自我康复的锻

炼方法。一番治疗后，这名战士感到疼

痛明显减轻，屈膝范围有所增加。

“我很快就要退役了，很想退役前

跟战友们再走一趟巡逻路，去跟界碑道

个别……”这名战士眼中的渴望深深打

动了凌泽莎。

回 到 医 疗 队 ，凌 泽 莎 立 即 着 手 为

这名战士制订个性化康复运动方案，

并通过远程督导方式，要求他每天进

行 下 肢 肌 力 训 练 、本 体 感 觉 训 练 等 。

1 个 多 月 后 ，这 名 战 士 膝 关 节 疼 痛 感

消 失 ，关 节 活 动 度 达 到 正 常 范 围 ，恢

复了日常训练。

看到这名战士视频通话里欣喜的

笑 容 ，凌 泽 莎 如 释 重 负—— 高 原 环 境

人体代谢相对较慢，官兵各类伤痛恢

复期更长，自己必须做好科普和诊疗

工作，尽量降低慢性疼痛给官兵带来

的不良影响，让他们的军旅生涯少留

遗憾。

夜 色 渐 浓 ，送 走 最 后 一 名 前 来 就

诊的战士，凌泽莎打开坚持记录的接

诊日记。针灸、麦肯基疗法、神经松动

手法……回想战士们疼痛减轻后露出

的笑容，她甩了甩有些酸胀的手臂，开

始奋笔疾书。

西部战区总医院康复医学科文职人员凌泽莎—

为了战士的笑容
■李柳静

一线见闻

最美身影

寒冬时节，东部战区总医院

组织医护人员进行野战救护训练，

锤炼应急应战保障能力。图为文职

人员在野战帐篷内为危重“伤员”进

行伤情评估和急救处置。

汪卫东摄

近段时间，陆军某装备保障

队发动专业技术岗位文职人员开展

装备技术革新活动，成功破解多个

保障难题。图为文职人员细致研究

装备。

暴新宇摄

指导不主导

帮带不替代

放手不撒手

督办不包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