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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第 74 集团军某旅训练场

上，某连新兵正在进行手榴弹使用训

练。引人注意的是，教练员是一位新

排长。

“他和这些新兵差不多同时间来

到连队。”该连曾指导员指着那位新排

长介绍，这是他们进行的一次尝试，即

让新排长带训新兵，携手度过适应期。

去年秋季入伍的新兵下连后，该

连党支部一班人决定，打破以往由老

骨干负责新兵训练的惯例，让新排长

担任教练员。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面

对笔者的提问，曾指导员回答得很直

率：“一开始是迫于无奈。”

通常情况下，该连会安排有新训

经验或综合素质较强的骨干，负责训

练新兵。但当时，该连刚经历骨干调

整，新骨干一部分在熟悉工作，还有一

部分参加集训，骨干力量一时出现短

缺。于是，由谁担任新兵训练教练员

的问题被摆在了桌面。

“那位新来的排长怎么样？”就在

这时，连长的提议让曾指导员眼睛一

亮。紧接着，他心里犯起了嘀咕：“王

一村刚下连，能胜任教练员角色吗？”

可转念一想，王一村读军校前，在“硬

骨 头 六 连 ”当 班 长 ，带 兵 经 验 比 较 丰

富，由他负责新兵训练应该问题不大。

连务会上，两位连主官就这个问

题征求班长骨干意见，有人支持，也有

人反对。持反对意见的骨干认为，王

一村此前长时间远离基层，可能不清

楚连队训练现状，训练质效恐难保证。

“大家的担心不无道理。”曾指导

员嘴上说着，内心却想放手让这位新

排长试一试。

随后，他将自己的考虑和盘托出：

刚毕业的新排长与刚下连的新兵，同

样初来乍到，更有共同语言，也更容易

交心。除此之外，从以往的经验看，新

排长普遍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适应，

才能胜任本职岗位。

“新排长负责带训新兵，自己可以

更快进入角色，还能利用自身优势，帮

助新兵顺利度过‘第二适应期’。”经过

讨论，大家达成共识。连队党支部研

究决定，这批新兵训练由王一村负责。

听 到 这 里 ，笔 者 有 了 新 的 疑 问 ：

“新排长带训新兵的效果如何？”

“相当不错！”曾指导员接着分享

了一个具体事例。

新兵小马体能基础较弱，下连后，

由于训练强度陡然增大，一时难以适

应，便打起了“退堂鼓”。

这时，王一村主动找他谈心，针对

他的情况量身制订训练计划，将训练

目标细分成多个小目标，并绘制训练

成绩对比图帮他分析训练情况。王一

村希望用清晰可见的点滴进步，激励

小马不断突破自己。

在王一村的帮助下，小马摸索总

结出适合自己的训练方法，成绩大有

改观，重拾了自信。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曾指导

员说，王一村负责新兵训练，带来了不

少惊喜。最令人开心的是，新兵对待

训练的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

前段时间，曾指导员发现，主动到

健身房加练的新兵越来越多。询问得

知，他们深受王一村的影响。

原来，当新兵因训练强度难度增

大而状态出现下滑时，王一村和他们

分 享 了 自 己 此 前 的 一 段 经 历 。 在 上

级组织的比武中，他和战友面对陌生

环 境 和 恶 劣 条 件 的 考 验 ，知 难 而 上 、

挑战极限，勇夺 2 个单项冠军和总评

第一名。

“听了王排长的故事，我们也想像

他那样敢打必胜！”新兵们找到了努力

方向。曾指导员意识到，王一村带给

新兵的，不只是成绩上的提高，还有在

“兵之初”就需养成的拼搏奋斗品格。

在这个过程中，收获成长的还有

王一村本人。与新兵的朝夕相处，处

理工作训练中各种复杂问题，让他对

排 长 的 岗 位 职 责 有 了 更 深 的 认 识 ：

“作为排长，不仅自己要懂军事训练、

政治工作和日常管理，还要善于培养

人才。”

王一村随身携带一个笔记本，上

面记录着他带训新兵的感悟：针对不

同性格的战士，要采取不同的沟通方

式 ；在 批 评 的 同 时 ，多 肯 定 战 士 的 成

绩 和 努 力 ；对 待 战 士 ，重 言 传 更 重 身

教……

对于王一村的进步，曾指导员看

在眼里、喜在心头，他感到连队“以新

带新”这一招“用对了”。

该连的尝试得到了所在营党委的

肯定。不少兄弟连队慕名而来，学习

借鉴他们的做法。

第74集团军某旅某连尝试让新排长训练新兵—

“以新带新”，这一招“用对了”
■付芳有 石 伟

阳 春 三 月 ，驻 地 仍 有 寒 意 ，第 82

集团军某旅某连学习室里气氛热烈，

一 场 跨 越 千 里 的 视 频 连 线 活 动 正 在

进行。

视频这头，该连官兵整齐端坐，全

神贯注、认真聆听。视频那头，第 79 集

团军某旅“雷锋班”的一名战士满怀深

情地介绍雷锋当年盖过的军被和穿过

的军装。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加深官

兵对雷锋精神的理解，并转化为努力

工作训练的具体行动。”这次活动的发

起者、该连于指导员介绍，产生同“雷

锋班”视频连线的念头，始于去年底的

一天。

当时，该连组织官兵走进驻地福利

院和小学，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结束回

到连队，在专题讨论交流会上，于指导

员发现，一些官兵对雷锋精神的理解，

局限在“做好事”上。

“如何让官兵全面深刻领悟雷锋精

神的丰富内涵，并落实到实践中？”于指

导员认为，沿着雷锋的成长足迹寻根溯

源，不失为一种好办法。然而路途遥

远，组织官兵前往雷锋生前所在部队参

观见学并不现实。

“何不组织视频连线交流？”该连的

想法，得到旅领导的肯定和支持。于

是，在机关的协调帮助下，这场线上联

学共建活动得以顺利展开。

“无论身处什么岗位，雷锋都干一

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视频连

线中，“雷锋班”战士不仅讲述了雷锋的

故事，阐述了雷锋精神的内涵，还介绍

了他们践行雷锋精神的做法。

“以往提起雷锋，我最先想到的是

热心助人。”该连列兵王小龙说，“通过

视频连线交流，我终于懂得，苦练打赢

本领，把手中武器练到极致，也是在学

雷锋。”

到了互动交流环节，双方围绕各自

连队使命任务、转型建设、连魂培塑等

话题，以及如何践行新时代雷锋精神展

开讨论——“传承雷锋精神要与立足本

职岗位成长成才有机融合”“学雷锋不

是一朝一夕的举动，而是一生一世的追

求”……

活动临近尾声，该连和“雷锋班”

所 在 连 队 达 成 联 学 共 建 协 议 。 双 方

约 定 ，当 好 新 时 代 的 雷 锋 传 人 ，在 强

军征途上携手共进，合力锻造全面过

硬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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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段 时 间 ，笔 者 到 基 层 调 研 。 有

指导员反映：谈心交心时，一些官兵欲

说还休、遮遮掩掩，总感觉自己谈不到

大家的心里去。其他一些年轻带兵人

也表示，自己正在遭遇类似困扰。座

谈中，一名教导员的话引人深思：“要

带头说说心里话。带兵人率先袒露心

声，才能更好地消除隔阂，与官兵建立

信任。”

人 之 相 知 ，贵 在 知 心 。 谈 心 交 心

是我军密切官兵关系的优良传统，也

是 一 门 讲 究 艺 术 和 实 践 的 学 问 。 当

前，“95 后”“00 后”逐渐成为基层官兵

的主体。他们普遍学历较高，喜欢独

立思考；入伍前经历丰富，但抗压能力

较弱；自尊心强，人际交往注重“边界

感”。这些思想特点和行为特征，给基

层带兵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新的

挑战，也对如何做好谈心交心工作提

出新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

为，带兵人带头说说心里话非常重要

而且有用。

互相了解是建立信任的基础。社

会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自我暴露”，

即主动向别人分享自己的真实想法和

一些重要信息。在人际交往中，一个

人主动“自我暴露”，意味着其寻求建

立信任关系；而对方以“自我暴露”作

出回应，则表示愿意接受这种信任关

系。信任关系一旦建立起来，双方后

续的交心交流就会变得很容易。从这

个意义上说，带兵人主动分享真实想

法，甚至说出尴尬或难堪经历，正是想

要和官兵建立信任关系，渴望平等交

流 、以 心 换 心 的 诚 恳 态 度 和 实 际 行

动。而且，带头说说心里话，可以让带

兵人“被一眼看穿”，有效减少官兵的

“猜测”和“揣摩”，避免不必要的误解

误会，有利于融洽内部关系、开展日常

工作。

笔 者 听 说 这 样 一 件 事 ：一 名 指 导

员上任后的第一堂课，就是以《带你认

识我》为题向全连官兵介绍自己，讲清

成长履历 、性格特点，亮明原则底线 、

行事风格。他解释说：“这样一来，官

兵们就不会乱猜我的心思了。”现实的

发展确如这名指导员的期待，连队官

兵很快对他产生信赖，主动找他谈心

的人越来越多。

建 立 信 任 关 系 ，打 开 官 兵 的“ 心

门”只是第一步。带兵人还要善于营

造团结活泼的氛围，这样大家才能讲

真话 、交真心 、诉真情，有助于把问题

找 准 、把 思 想 摸 透 。 但 是 ，谈 心 交 心

不能“一谈了之”，在引导官兵发泄情

绪 、吐 露 心 事 的 同 时 ，还 要 帮 助 他 们

解 难 纾 困 、化 解 矛 盾 。 大 多 时 候 ，现

实问题解决了，思想问题也会随之烟

消云散。

时代在变，官兵也在变，如何做好

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各级必须答

好的时代课题。谈心交心没有过时，也

不会过时，只会常谈常新。只有积极融

入官兵朋友圈，成为他们的知心人，才

能谈出正气、谈出团结、谈出干劲、谈出

战斗力。

带 头 说 说 心 里 话
■罗钧正

潜 望 镜

基层之声

初春时节，第 76集团军某旅组织战备拉动。图为官兵奔赴战位。 李明旭摄

日前，中部战区空军某旅某

营组织实装训练。

王轶哲摄

闪耀演兵场

近来，火箭军某部某偏远营区暖意

融融。在战友们欢送声中，一支小分队

启程奔赴下一个点位。

由于集理论宣讲、政策答疑、法律咨

询、医疗服务、心理疏导和文艺演出为一

体，他们被官兵们称为“六合一”服务小

分队。

“暖一片兵心，添一分干劲。”该部领

导介绍，由于所属部队点位分散、任务繁

重，部分基层官兵遇到急难愁盼，往往难

以第一时间反映，并得到妥善解决。为

此，他们抽调人员组成服务小分队，前往

练兵备战一线，来到基层官兵身边，送上

暖心服务。

“军属保障卡如何办理？需要提供

哪些材料？”这天，小分队到达某点位开

展服务活动。在政策答疑区，某班丛班

长 正 在 咨 询 办 理 军 属 保 障 卡 有 关 事

宜。丛班长刚结婚不久，最近正在关注

此事。

小分队成员向他详细介绍了相关政

策，讲明办理流程、需要提供的材料等，

并留下了联系方式，“若在后续办理过程

中遇到问题，可以随时打电话咨询。”

“ 医 生 ，您 好 ！ 近 段 时 间 ，我 经 常

因 牙 疼 失 眠 ，太 影 响 工 作 训 练 了 。”在

医 疗 服 务 区 ，战 士 小 薛 向 坐 诊 的 军 医

描述自己的病症。军医随即为他进行

口腔检查，开好药物，耐心讲解注意事

项 。 悉 心 周 到 的 服 务 ，让 小 薛 竖 起 大

拇指。

笔者看到，在活动现场，各服务区小

分队成员身边围满了官兵：理论宣讲员

讲授最新的理论热点，厘清个别人员的

认识误区；法律顾问一对一回答涉法咨

询；心理咨询师围绕常见的心理问题，传

授疏导方法……最后，服务小分队的文

艺骨干，还为大家送上一场精彩的文艺

演出。

“官兵在哪里，我们的脚步就到哪

里。”据小分队负责人介绍，在 20 多天时

间里，他们辗转多个省市，送去暖心服

务，让身处分散点位的战友感受到组织

的关怀和温暖。

暖心举措实 服务送上门
■林 泽

基层暖新闻

一线直播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