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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海军某守备部队军士延

期服役的命令宣布。笔者发现，虽然

延期服役人数比去年有所减少，但不

少军士都说今年延期服役“含金量”更

高。“含金量”高的背后，是该部着眼

训、用、管、留等环节完善工作机制，多

措并举做好军士延期服役工作带来的

新变化，助力他们在军旅延长线上加

速奔跑。

优中选优，带动能力提升

人力资源干事杨泽彤在基层调研

时 发 现 ，希 望 延 期 服 役 的 军 士 常 会

“卡”在士兵职业技能鉴定上。从去年

初开始，杨泽彤就对本年度军士延期

服役意愿进行摸底，并及时联系相关

人员报名、准备相应的等级考试。

一 级 上 士 索 巍 巍 没 有 相 应 等 级

的职业技能鉴定。杨泽彤及时提醒，

让他按时报名，并做好参加职业技能

鉴定考核的准备。虽然这些年已经

有了专业素质积累，但索巍巍不敢掉

以轻心，他给自己定下学习目标，利

用休息时间补齐短板。年中，索巍巍

通过士兵职业技能鉴定，前不久如愿

延期服役。

“从参加军事职业教育的情况来

看，现在大家更注重学习效果而不是

到了年底临时突击。只有真正把知识

点学懂弄通，才能在参加士兵职业技

能鉴定时更有底气。”杨泽彤介绍，他

们常态化开展“育才工程”，为有选晋

潜力的军士铺路架桥，提供各类学习

机会，帮助他们不断提升专业素质。

延期服役的目标，不仅是服役年

限的延长，更是战斗力的延伸。“把人

才选出来、保留住只是第一步，关键还

要采取务实举措帮助他们胜任新岗

位，在更大舞台发挥作用。”该部领导

介绍，现在“熬资格没出路，真本领才

是通行证”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他们

坚持让人才在竞争的激流中成长，确

保延期服役的军士素质过硬，形成延

期一个、带动一片的辐射效应。

正向激励，坚持全程发力

去年，各方面表现优秀的一级上

士张波顺利延期。当年底，他荣立个

人三等功。感受到组织对自己工作实

绩的肯定，张波直言：“虽然军衔没有

变化，但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延期后工作干得好，照样可以立

功受奖。这个三等功既是对张波之前

工作的认可，也鼓励他继续保持奋进

状态。”该部领导介绍，张波入伍以来

一直从事军械岗位，他利用自身专业

特长，发挥指导帮带作用，为本专业培

养出一批骨干人才。

对张波个人而言，延期只是他继

续服役的第一步。要想实现晋升高级

军士的愿望，他还需要利用好延期服

役的时间，补齐学历短板，为今后发展

争取更多的机会。

不 仅 要 保 留 人 才 ，更 要 培 养 人

才。该部相关部门召开交流会，具体

分析形势变化，对军士延期服役期间

的工作表现、年度考核及综合评价等

标准再次进行细化，激励留下的人才

保持干劲。

如今，延期服役的要求越来越严

格，军士们必须以更快的节奏、更高的

标准要求自己。杨泽彤形象地介绍：

“延期服役不是‘船到桥头车到站’，而

是好比一场马拉松比赛，关键在于始

终保持快速前进。”

个人想进步，组织搭梯子。“延期

服 役 人 才 不 仅 要 留 得 住 ，更 要 用 得

好。”基于这个认识，该部严格按照军

士职业发展管理有关法规要求，紧盯

部队备战打仗和转型发展急需急用

急缺岗位，统筹规划设计、精准施策

培养、适岗调配使用，为军士成长创

造更大空间，进一步激发人才队伍建

设活力。

近年来，一批军士骨干陆续实现

军衔晋升、转岗任职，获得更大发展空

间，这也让更多爱岗敬业、踏实肯干的

专业骨干吃下“定心丸”。如今，该部

官兵立足岗位精练技能，为单位建设

助力添彩的动力更加充沛。

多措并举，做好下篇文章

3 年前，一级上士张利平即将满

服役期，站在了“走”与“留”的十字路

口 。 延 期 服 役 政 策 犹 如 一 场“ 及 时

雨”，让他看到新的希望。“当时我想晋

升三级军士长，但没有达到专业年限，

如 果 能 延 期 服 役 ，正 好 可 以 补 齐 年

限。同时，在延期服役的时间里，只要

单位里有三级军士长编制空出来，我

就能申请晋升。”张利平说。

军士队伍是战斗力建设的中坚力

量，认清个人职业发展方向，才能更好

地成长成才。针对个别单位存在“才

不配岗、岗位缺才、有才无岗”的实际

情况，该部依据《军士暂行条例》《军士

职业发展管理暂行规定》等制度法规，

按照“超前培养、预先储备、梯次接续”

的原则，对照军士晋升选改标准条件，

结合专业优长、短板弱项等情况，一人

一案科学制订“军士培养计划表”，帮

助提升专业技能、丰富任职培训经历，

让军士学有方向、干有目标，不断提升

人才培养质效。

现在，谈起张利平的状态，用他自

己的话来说，就是“干工作更心无旁骛

了”。延期服役后的张利平，积极带领

骨干钻研新装备，有效缩短专业人才

培养周期。

为进一步解决军士延期服役的后

顾之忧，该部积极对接地方大学，协调

军士学历提升；成立机关服务基层联

动小组，帮助延期服役的军士解决家

庭实际困难。针对军士对延期服役后

“干什么、怎么干”的问题，他们聚焦延

期服役军士在战斗力建设中的作用发

挥，精准设计发展路径，真正做到让表

现好的晋升快、能力强的机会多、贡献

大的安置好。如今，军士们有了更灵

活的留队选择，扎根军营、为战谋战的

追求也更加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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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引导官兵密切内部关系？”比武

考核现场，看着自己抽中的课堂授课主

题，我的嘴角不禁微微上扬。

说心里话，这个主题我觉得自己还

是有些发言权的。我所在连队自组建

以来，便把“铁血相融”的官兵关系作为

“传家宝”，有力促进了连队全面建设。

不过，伴随越来越多的 00 后官兵进入

军营，对连队继续做好密切官兵关系、

兵兵关系的相关工作，也带来许多新情

况、新挑战。

去年，我刚到连队任职时，班长张

富辉几次找到我，提及班里战士王珞的

情况。原来，王珞分到张富辉所在班之

后，一直沉默寡言，训练成绩也跟不上，

让年年都带领全班争先创优的张富辉

着急上火。

“训练搞不好，问原因还不说清楚，

这可怎么办？”看着张富辉一脸着急的

模样，我没有急于下结论，让他再观察

观察，随后找来王珞了解情况。

这个 00 后小伙子，和张富辉描述

得一样，走进我的办公室后就有点手足

无措，没说几句话便憋红了脸。我先与

他聊起家常，慢慢打开他的心扉，逐渐

了解到他日常表现背后的缘由：来到先

进班后压力大，班长还经常批评他，导

致他信心缺失，产生逃避心理。

我一方面耐心劝慰王珞，希望他理

解班长渴望他成才的良苦用心，一方面

提醒张富辉，新生代战士自尊心强、内

心敏感，渴望得到他人的肯定和重视，

所以不要操之过急，要在点滴关爱中增

强他们的归属感、荣誉感，激发练兵动

力。

不仅如此，我还找机会撮合他俩

“和解”。一次冬季野营拉练中，我将两

人安排在同一个小组。一次行军中，发

现王珞的棉手套不慎丢失，张富辉硬是

把自己的棉手套给他戴上，自己光着手

走完 20 公里。拉练结束，王珞为张富

辉端来热水，看着张富辉冻得发紫的双

手，不禁红了眼眶。后来，王珞一改消

极的态度，主动向张富辉请求承担更多

任务，张富辉手把手教他掩体构筑的方

法技巧，两人通力协作完成任务。

回营后，我常常看到两人在训练场

上并肩奔跑的身影。有人说，“一兵一

世界”，带兵人唯有带着一颗爱兵的心，

才能走进每一个兵的内心世界，一句暖

心的话语、一个关爱的举动，都会成为

有效的心弦拨动、有益的思想触动。作

为一名政治指导员，我想应该当好连队

战友间的“联络员”，从组织集体生日、

分享带兵故事、开展谈心交心等细微处

入手，在编好“三互”小组、发挥党员骨

干模范作用、解难帮困等重点上发力，

帮助官兵在心与心的交流中增进感情、

在手拉手的互助中融洽关系，用“合心”

形成建设连队的强大合力。

（张光轩、陈浩煜整理）

图①：近日，第 78 集团军某旅组织

政治指导员比武考核。图为比武考核

现场；图②：参考人员参加理论考核；

图③：参考人员进行课堂授课，评委现

场打分。 张义博、杨 钊摄

制图：扈 硕

找到开心门的“钥匙”
■第 78 集团军某旅政治指导员 马 明

离营那天早上，炊事员马冠杰端来

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一边用筷子夹着

饺子喂进我嘴里，一边说：“班长，这是

你教我包的饺子，多吃几个。”

一下子，眼泪就涌出我的眼眶。马

冠杰是我挑到炊事班的，可以算是我的

“关门弟子”。几天前，为了让全营的退

伍老兵离队时能吃上一口饺子，马冠杰

和炊事班的战友加班加点包好了饺子。

俗话说，“上车饺子下车面”。16 年

前，父母把我送上火车，一个劲地叮嘱我

到部队要好好干。我戴着大红花来到军

营，刚下车新兵班长就一把接过我们的

行李，副班长带着我们到食堂吃了一碗

热腾腾的面。那碗面的味道，特别香。

然而，那时的我从没想过，我的军

旅生涯，会和三尺灶台打交道，面和饺

子会成为我生活中的“主角”。

入伍离家时，不少亲戚“提醒”我：

“到了部队可别到炊事班，不然立功轮

不到你。”新训期间，我在训练场上拼尽

全力，可因为天资平平，一个动作要练

很多遍，班长也常常给我“加餐”。好

在，我还是如愿分到战斗班排。走上高

炮炮手岗位，经过几年的历练，我成了

营里的尖子，不仅入了党，还当了班长。

2011 年底的一天，营长找到我：“李

照辉，你干工作能吃苦有拼劲，敢不敢

到炊事班挑战一下？”我一听，心里“咯

噔”了一下。教导员在一旁接过话茬：

“炊事员也是战斗员，只是战位不同，都

是为打仗服务的……”

看着两位营主官信任的眼神，我明

白这是组织对我的认可和期冀。那一

刻，那句我写在入党申请书里的话浮现

在脑海：我是组织的一块砖，哪里需要

哪里搬。

我把床铺搬进炊事班，紧接着被送

去参加炊事员专业培训。虽然思想上

做好了准备，可起初我还是很不适应。

和面、择菜、切墩儿……相比在训练场

上“操枪弄炮”，每天围着锅台转，让我

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孰料，两位营

主官隔三差五打来电话给我加油鼓劲，

反倒让我很不好意思，打退堂鼓的话怎

么也说不出口了。

“ 熬 ”过 3 个 月 ，我 拿 到 中 级 厨 师

证。持证上岗，让我有了信心，也开始

接受“战位”的转变。回到营队，我跟着

老炊事员廖理均边干边学，在“洗、切、

炒、蒸”的周而复始中，磨砺一颗想早日

成为“炊事精兵”的心。

红烧肉是廖班长的拿手菜，也是深

受战友们喜爱的一道“硬菜”。我缠着

廖 班 长 教 我 ，他 说 做 红 烧 肉 要 经 过 选

料、改刀、焯水、上色、焖煮等好几道工

序，其中最难的就是上色。果然，我就

经常熬不好糖色，要么就是火候不够没

上色，要么就是熬过了发苦。

廖班长安慰我：“做菜要胆大，更要

心细。”在他手把手传授下，我逐渐掌握

了这道菜的诀窍，在“菜品点评栏”屡屡

获得大家的好评。为了提升厨艺，我买

来书籍研究全国各地的菜系，通过网络

学习数十种菜品的做法，还利用休假时

间自费报班学习蛋糕、泡芙、饼干等烘

焙技能。看着结束训练的战友们吃得

满口香，我越发咂摸出那句话的含义：

餐桌连着官兵的幸福指数，连着部队战

斗力的生成。只有让战友吃得好，才能

让大家练得强。

部队有句老话，“好伙食能顶半个

指导员”。保障官兵一日三餐，暖了他

们的胃，还要暖了他们的心。我的电脑

里存着一份全营官兵的生日表。每当

有新兵入伍，我会第一时间把表格进行

更新。每次有战友过生日，我会为他们

做一碗长寿面，端上一个小蛋糕。这些

年，我还收集了 15 本“意见簿”，上面记

录着全营官兵的饮食喜好、愿望清单和

意见建议。当然，这也是我厨艺精进的

“加油站”。

有人说，炊事员有“三苦”：一是条

件苦，天天面对烟熏火燎；二是工作苦，

加班钻研新菜品；三是训练苦，下得了

厨房也要上得了战场。我深知，炊事班

人少事多，炊事员需要掌握的技能、履

行的职责很多，但身为军人，无论在哪

个岗位，首先都应该是战斗员。

一年 365 天，每天都是炊事员的“战

斗日”。上了训练场、驻训场、演训场，

我们作为战斗员，也要适应战场需求提

升遂行战时任务的本领。有一年，我在

训练中脚部意外受伤，恰逢营队要赴西

北戈壁参加一次演训任务。听说自己

被 列 入 留 守 名 单 ，我 立 刻 找 到 营 长 请

战：“平时你总告诉大家要轻伤不下火

线，这点小伤算不了什么。”看我一再坚

持，营长点了头。

奔 赴 演 训 场 ，酷 暑 难 耐 ，风 沙 四

起。打地钉、搭帐篷……费了好大劲把

炊 事 保 障 点 开 设 好 ，我 立 即 召 开 班 务

会 ，一 边 根 据 训 练 量 和 任 务 量 调 整 食

谱，一边根据任务修改伴随机动保障方

案。我们按照地图标识，绕开“敌”巡逻

区，一次次圆满完成保障任务。演训任

务结束后，我荣立三等功。

“当兵的滋味”情深意长。前不久，

在旅队组织的退役仪式上，主持人问我

军旅路上有没有什么遗憾。我想说，穿

上军装，不论在什么岗位上，只有干出

来的精彩，没有等出来的辉煌。

（李宝、彭凤瑶整理）

陆军某旅某营一级上士李照辉退役时回望在三尺灶台的“战斗青春”——

“当兵的滋味”情深意长

12月 14日，第 72集团军某旅开展新兵入营教育，激发大家立足战位建功军营的

热情。图为新兵在主题横幅上签名。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 毛摄

12月 17日

军媒视窗

知兵爱兵，

才能带好兵
——聆听第78集团军某旅政治指导员比武考核

3名参考人员的感悟

近日，第 78 集团军某旅组织政治指导员比武考核，区分理

论考核、课堂授课、情况处置等 7 个课目组织实施，全面检验政

治指导员岗位工作成效，锤炼个人综合能力。

比武考核虽然已落幕，但同场竞技碰撞出的火花带给参考

人员的思考仍在继续。这里，分享 3 名政治指导员的参考感

悟，请读者与我们一起倾听他们对于岗位职责的新认识，对未

来工作的新展望。

比武考核的课堂授课环节，我抽到

“如何引导官兵以连为家”的主题。我设

想了几个典型事例，精心设计课件内容，

授课过程十分顺利。然而，当我自信满满

等待成绩时，评委的一句话给我泼了冷

水：“讲得不错，道理也说得很清楚，可就

像做菜，一道菜如果没味道，即使色香俱

佳，也算不上一道好菜……”

我担任政治指导员以来，大大小小的

教育课也上了不少次，怎么会“没味道”

呢？回到连队，我在一堂教育课上把“以

连为家”主题的教育课原原本本上了一

遍，邀请连队官兵“把脉会诊”。

一名战士告诉我：“指导员，您讲的

这些道理我们都懂，不过我们身边没有

这些现象，所以感触不深。”我这才意识

到，授课内容里的事例源于自己的“构

设”，没有深入调研，所以无法达到精

准、解渴的教育效果。

那么，以往的哪堂课又让连队官兵

印象深刻？大家不约而同提及那堂战斗

精神教育课。那时，我刚上任不久。为

了燃旺“第一把火”，我走进班排收集了

解官兵教育需求。作为一个有着厚重历

史的英雄连队，不少战士表示希望了解

更多连队荣誉室里奖牌、锦旗背后的英

雄故事。我想到了连队老指导员鞠万

昌。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他曾带领连队

创造了全歼美军一个连的辉煌战绩。

我邀请鞠万昌为官兵视频授课。授

课当天，已近期颐之年的老指导员拿出军

功章，指着头上的弹痕，声情并茂地回忆当

年的战斗场景。官兵们仿佛身临其境，在

重温前辈们用血与火铸就的光荣战史中，

燃起追随前辈足迹、不负前辈荣光的斗志。

细细品味，我终于明白那堂教育课

“没味道”的原因：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不是

建“空中楼阁”，要摸清官兵“口味”才能确

保教育“对味”。教育是一团火的传递，要

以真理真实真情去说服人、感染人、打动

人，才能与官兵思想同频共振，使教育真

正触动灵魂、入脑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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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兵带兵，要能做到一日三餐眼

看到、饥寒冷暖手摸到、困难困惑嘴问

到，让战士切实感受到组织的温暖和关

怀。”在比武考核中的情况处置环节，评

委的点评，让我不禁想起前段时间遇到

的一件事。

“指导员，我来向您承认错误。”那

一天，连队已经熄灯就寝，战士小张一

脸愧疚地敲开我的房门。原来，他因为

任务需要审批使用手机，任务结束后却

躲起来打视频电话，被保卫科发现。

我的第一反应，是想对小张提出严

厉批评，又感觉此事可能另有隐情，因

为小张的日常表现一贯不错，那通视频

电话也是打给家人的。

“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遇到什么

困难了？”在我的追问下，小张吐露了实

情。原来，他的母亲出了车祸正在医院

接受治疗，他的父亲既要照顾住院的母

亲，又要奔走处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

纷，非常辛苦。考虑到连队正在筹划某

战斗课目的演示任务，自己又是骨干，

小张便没有提出休假申请。

我一边安抚小张的情绪，安排他立

刻申请事假回家探亲，一边将相关情况

上报旅保卫部门，为小张申请必要的法

律援助，帮他和家人解决了问题。

“为什么战士遇到这样的困难，没

有第一时间想到向我汇报？”事后，我不

禁反思，不要怪连队官兵对我缺乏信

任，只怪自己的工作方法没有给他们带

去信任感。平时战士们犯了错，我总是

给予严厉批评，只想着当管理上的“家

长”，却没有尽心成为他们生活中的“兄

长”，不去了解错误背后深层次的原

因。情不通则理难顺，思想疙瘩没解

开，管理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管理方法千万条，真心关爱“第一

条”。作为带兵人，既要依规严格管理，

又要带着责任、带着真情关爱战士。而

知兵则是带兵的前提，对兵知之深、知

之真，带兵才能有基准、有方向，才能清

楚知道什么时候该严管，什么时候需厚

爱，如此才能让官兵心情愉快地接受管

理、服从规定，连队的凝聚力战斗力才

能不断增强。

垒实信任感的“根基”
■第 78 集团军某旅政治指导员 林立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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