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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叔阿姨，你们好！这是我们连

的新任指导员……”前段时间，新疆军

区某团某连官兵父母陆续接到视频电

话。与往年不同的是，视频中出现了

该连前后两任指导员的身影。

去年底，该连干部调整，钟维锥接

替吴波成为指导员，吴波则到团后勤

保障股任职。

得到提拔晋升，钟维锥高兴之余，

深 感“ 压 力 山 大 ”。 虽 然 担 任 排 长 期

间，他工作踏实、责任心强、成绩突出，

工作能力得到广泛认可，然而基层主

官岗位非比寻常，对于自己能否胜任，

他心里有些没底。

春节前夕，钟维锥上任不到一个

月，还处在熟悉情况阶段，就面临一个

挑战：连长休假不在位，他将一个人负

责连队春节期间的各项工作。

如何让连队官兵既不忘战备，又

过个好年？就在钟维锥挠头之际，吴

波不请自来，积极出谋划策。春节临

近，他更是回到老连队，帮助营造节日

氛围，组织开展文化活动，给官兵家属

拜年……

原来，调到团机关工作后，吴波仍

惦记着连队。了解到春节期间钟维锥

一个人主持连队工作，他主动靠前提

供帮助。

类似情况，也发生在到机关履新

不久的参谋张金鑫身上。由于是第一

次负责修订春节期间战备方案，张金

鑫一时找不到头绪。就在这时，上一

任参谋王建斌打来电话询问：“战备方

案修订好了吗？有没有什么困难？”随

即，两人结合当前形势任务，共同完成

了这项工作。

其实，在张金鑫报到当天，王建斌

不仅全面交接了工作，还详细介绍了

年度训练计划制订、各单位训练进度

以及训练场地建设等有关情况，帮助

张金鑫迅速进入角色。

“一名干部到新岗位任职，通常要

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渡期。”该团政治工

作处领导告诉笔者，这段过渡期往往

也是问题的多发期。

过 去 ，军 官 岗 位 调 整 后 ，个 别 单

位 出 现 了 前 后 两 任 工 作 衔 接 不 紧 等

现象，导致部分新任职干部不能及时

全面掌握单位情况，工作一时打不开

局面。

“ 科 学 调 配 军 官 岗 位 ，是 部 队 发

展 的 需 要 ，也 是 培 养 人 才 的 需 要 ，但

一 定 要 避 免 因 人 员 流 动 给 工 作 可 能

带来的不利影响。”该团领导介绍，为

此 ，从 去 年 起 ，他 们 组 织 开 展 新 老 传

帮 带 活 动 ，做 好 军 官 岗 位 调 整“ 下 篇

文 章 ”，让 同 一 岗 位 前 后 两 任 军 官 结

成对子，以老带新，提供必要指导，确

保工作不断档。

军 官 王 修 全 到 警 卫 勤 务 连 任 指

导 员 后 ，很 快 掌 握 了 连 队 底 数 ：新 年

度 工 作 的 重 点 是 什 么 、需 要 关 注 的

人 员 都 有 谁 、尚 未 解 决 的 难 题 有 哪

些 ……“ 这 要 归 功 于 上 一 任 指 导 员

王 国 山 的 悉 心 帮 带 。”王 修 全 告 诉 笔

者 ，他 上 任 第 一 天 ，王 国 山 就 带 他 走

遍 了 连 队 每 一 个 房 间 ，为 他 详 细 讲

解 连 队 各 方 面 情 况 ，晚 上 还 对 着 人

员 花 名 册 ，逐 个 官 兵 介 绍 性 格 特 点 、

能力特长等。

“ 工 作 交 接 不 是 结 束 ，而 是 新 的

开始。只有把方方面面都交代清楚，

继任者才能心里有数、少走弯路。”王

国 山 介 绍 ，最 近 一 段 时 间 ，他 经 常 利

用空闲时间，到机关各个业务股室了

解警卫勤务连有关情况，还多次回到

老 连 队 ，就 连 队 建 设 遇 到 的 棘 手 问

题，同王修全一起商讨解决办法。在

王国山的帮带下，王修全迅速在新岗

位站稳脚跟。

此 外 ，该 团 还 开 设 了 培 训 夜 校 ，

针对不同岗位，采取分层、分类、分专

题的方式，组织经验丰富的同志传经

送 宝 ，帮 助 新 任 职 军 官 熟 悉 任 职 需

求、政策法规、工作流程等，更好地履

职尽责。

新疆军区某团做好军官岗位调整“下篇文章”—

新老传帮带 工作不断档
■牛晨曦 本报特约通讯员 梁佳伟

潜 望 镜

“如何才能激发战士的训练热情？”

担任排长后，我一度被这个问题困

扰。一次，通过排里战士李强兵的转变，

我终于找到了破解办法，那就是善于使

用“正反馈”。

去年底的一天，正在参加集团军集

训的我，接到李强兵打来的电话。他激

动地说，他在旅岗位练兵比武中获得了

单项第一名。

听到这个消息，我十分开心。如果

在一年前，有人说李强兵会在比武中夺

得冠军，排里没有人相信。

性格内向、不爱说话，是我对李强兵

的“第一印象”。在新兵连时，他是补差

训练的“常客”，工作训练干劲不足，以至

于下连分配时，很多班长都对他唯恐避

之不及。后来，连队党支部综合考虑，将

他分到了我们排。为此，指导员还特意

嘱咐我，要对李强兵多关注、多引导、多

激励。

当时，我毕业分配到连队刚满一年，

面对这个“烫手山芋”，心里直犯嘀咕：如

何才能激发他的工作训练积极性呢？苦

思冥想之时，自己的一段经历闯入脑海。

来到连队后，因为在军校有过从事

宣传工作的经验，我主动请缨担任新闻

报道员。但由于对基层工作不够熟悉，

我总是抓不准新闻点，采写的稿件一直

没有被刊用，于是打起了“退堂鼓”。

一个周末，我熬夜写完了一篇工作

通讯，看到指导员还在加班，便拿去请他

审阅。指导员看后，肯定了我的进步，叮

嘱我注意休息。返回宿舍的路上，我发

现指导员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个动态：

“看见刘扬努力的样子，我深深被感染和

惊喜到了……”

寥寥数语，让我重拾信心。此后，我

一边了解连队情况，一边提高新闻采写

能力。现在想来，当时正是指导员的“正

反馈”，温暖了我、改变了我。

其实，经过几次谈心，我发现李强兵

的主要问题是尚未适应部队生活，也没有

找到努力的方向。再加上训练成绩不够

理想，得不到干部骨干的及时肯定，他就

渐渐失去了奋进的动力。他还反映，新训

期间，带他的班长很严厉，极少表扬人。

万殊一辙，激发李强兵的内在动力，

何不多用“正反馈”？我打定了主意。

一天体能训练时间，我组织了一场

小比武：不限时间，各车组人员轮流做俯

卧撑，总数最多的车组获胜。

轮到李强兵，他做了 25 个就开始体

力不支，但始终咬牙坚持，不肯放弃。

我意识到，这是使用“正反馈”的好

机会，便大声为他加油助威，其他战士也

加入进来。结果，以往最多做 30 个俯卧

撑的李强兵，出人意料地多做了好多个。

“李强兵展现出的不服输精神，值得

我们每一名同志学习！”训练讲评时，我

着重对李强兵提出表扬。在这之后，我

一发现他有好的表现，就及时予以肯定。

渐渐地，李强兵对待工作训练的态

度发生了改变，主动申请学习难度较大

的驾驶专业，体能成绩也有了明显提升。

看到他一天天在成长进步，我更加

笃定，要善用“正反馈”，坚持下去定能带

好兵。

（王桢怡整理）

善用“正反馈”
■第 83 集团军某旅排长 刘 扬

排长方阵

新排长走上工作岗位，总会面临一

些“成长的烦恼”。这个时候，作为连队

主官，就要及时发现问题、化解矛盾，帮

助他们踢开“头三脚”。前段时间，我就

遇到了这样的事。

去 年 6 月 ，小 潘 结 束 新 排 长 集 训

后，来到我们连任职。他原本就是连队

的战士，通过大学毕业生士兵提干考入

军校，毕业后又分了回来。

在我看来，小潘应该对连队的一切

都很熟悉，理应能更好地开展工作。实

际上，他确实激情满满、干劲十足，一心

想把在军校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工

作中。然而去年底，我偶然察觉到，小

潘与一些战士的关系有些紧张。

这 还 得 从 一 次 跨 昼 夜 强 化 训 练

说起。

训练开始后，连队官兵斗志昂扬，

表现积极；可到了后半夜，困意袭来，有

些战士状态出现下滑。

这天，小潘担任连值班员。发现情

况后，他及时作动员，鼓舞大家士气，还

点名批评了个别表现不好的战士，其中

就有小黄。

我发现，对于排长的批评，站在队

伍里的小黄并不服气，嘴巴张开又合

上，似乎想要反驳什么，但最后忍住了。

他俩之间是不是有什么矛盾？我

私下找小黄了解情况，这才知道，原来

不少战士对小潘颇有微词，认为他的

一些想法不切实际、工作安排不够合

理。

一次车炮场日，小潘将新兵和老兵

各分成一组，比拼维护保养火炮的速度

和质量。彼时，新兵刚下连不久，捣鼓

了半天，也没有达到标准，最后还得靠

老兵们“返工”才完成任务，耽误了开饭

时间。有些人抱怨道：“为什么不进行

新老搭配呢”“明明时间就不多，还非要

搞什么比拼……”

一些班长骨干有时对小潘的工作

方式也不认同。小潘排里的王班长，之

前曾想过给他提意见，但担心挫伤排长

的工作积极性，于是欲言又止。

“小潘是否知道这些情况呢？”我趁

着体能训练时间，叫上他一起跑步，打

算一探究竟。

“这段时间工作得怎么样？有没有

遇到什么棘手问题？”我开门见山。

小潘点了点头，略显无奈地回答：

“我是真想把学到的方法理念运用到实

践中，让连队变得更好，可大家好像不

太配合。”看来，小潘已对大家的反映有

所察觉。

“你的出发点是好的。”我肯定了他

的想法，随后点出关键所在，“战士们的

性格特点、行为习惯、能力素质不尽相

同，开展工作要因时因事因人而异，不

能一概而论。”接着，我和小潘一起复

盘，分析查找他在管理方式、工作安排

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其实，仔细想想，造成小潘和一些战

士关系紧张的原因，除了工作理念上的

分歧，还有双方缺少及时有效的沟通。

一 天 ，我 把 小 潘 和 几 名 战 士 代 表

召 集 到 一 起 ，让 大 家 当 面 锣 、对 面 鼓

地 把 心 中 意 见 一 吐 为 快 。 听 着 战 友

的心里话，小潘脸红到了脖子根。不

过 ，在 此 过 程 中 ，大 家 也 给 他 提 了 不

少好建议。

最后，我严肃地说：“大家要尊重新

排长，尤其对他带来的新知识新理念，

要好好学习借鉴；新排长要积极融入连

队，从实际出发开展工作，不能总按自

己的想法来。总之，同志们要相互理解

支持、互相补台帮带，朝着共同的目标

一起努力，这样连队建设才能不断取得

进步。”

我亮明态度，支持新排长的工作，

同时提醒战士们注意检视自身。话说

开了，现场气氛融洽起来，小潘开心地

笑了。

这次沟通过后，成效初现——小潘

调整了工作方式方法，逐渐得到大家认

可；班长骨干们积极建言献策、不吝指

导，协助小潘完成了各项任务。

（牛明扬、王武锋整理）

帮助新排长踢开“头三脚”
■空军某部指导员 保 灿

日前，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

连官兵穿越山林徒步巡逻。

杨 舒摄

营连日志

元宵节前夕，武警广西总队北海支队开展系列特色活动。图为战士在一起包汤圆。 刘 坚摄

新年伊始，在基层部队，又有一批

军官调整工作岗位。他们怀揣梦想、

摩拳擦掌，决心干出一番作为。然而，

面对新的岗位和环境，一些人出现了

进入情况慢、一时难适应等问题。

好干部不会自然而然产生，一靠组

织培养，二靠自身努力。对于各级领导

和机关来说，加强对新任职干部的培

养、帮带、历练是分内之事、应尽之责，

要及时搭梯子、广泛结对子、放手压担

子，给他们“扶上马”后再“送一程”，这

样才能帮助他们踢好“头三脚”，迅速打

开工作局面，胜任岗位角色。

具体该怎么做？笔者认为，首先

要抓好岗前培训。摸清新任职干部教

育经历、能力基础、岗位表现等底数，

聚焦打仗紧缺、抓建急用、履职必备，

区分不同岗位需求，科学制订计划，坚

持 缺 什 么 就 补 什 么 ，哪 里 弱 就 训 哪

里。同时优化培训课程设置，丰富教

学手段，注重实践操作，通过打基础、

强素质，帮助新干部尽快进入新的角

色，掌握工作方法，提高履职能力。

到 任 履 新 后 ，面 对 新 环 境 ，新 任

职 干 部 通 常 要 经 过 一 定 时 间 的 适

应磨合。这时，搞好传帮带就显得非

常重要。可以采用“以优带新”方法，

遴 选 一 批 政 治 素 养 高 、专 业 能 力 强 、

工 作 作 风 实 、群 众 评 价 好 的“ 过 来

人”，与新任职干部结成对子，及时提

供 指 导 ，帮 助 新 任 职 干 部 缩 短“ 磨 合

期”“阵痛期”。

此外，还要对新任职干部保持应

有的耐心和包容。新任职干部干事创

业热情高、内生动力足，要积极采取措

施保护好这种干劲闯劲。不能因为他

们 偶 尔 出 现 一 些 小 的 失 误 就 求 全 责

备。当然，也不能因为他们工作积极

性高，就把繁重的工作任务一股脑压

下来，使其难堪重负。

新任职干部成长需要良好的环境

条件。要鼓励他们经风雨、见世面、壮

筋 骨 、长 才 干 ，敢 于 在 练 兵 备 战 第 一

线、重大任务最前沿和关键吃劲岗位

磨砺锻炼，在多接“烫手山芋”等具体

实践中强化担当作为，早日锻造成为

堪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军事人才。

“扶上马”，再“送一程”
■马 春

基层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