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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

初春的夜晚，已经少了几分寒凉，

东部战区陆军某旅营区里寂静无声，舟

桥一连指导员孟轩利用睡前的空闲时

间，翻阅战士的教育笔记，还不时写着

什么。

“不是不让检查教育笔记了吗？”面

对记者的疑问，孟轩笑着答道：“这可不

是检查，我只是想了解一下教育效果，

顺便给大家‘回信’。”

说着，孟轩打开列兵肖杨阳的教育

笔记本，目光停留在最后几页，记者发

现上面记录的内容确实与教育内容没

什么关系。

“引体向上 33 个，刷新个人纪录！”

“不错啊，再接再厉……”这是孟轩

刚写的回复。

记者翻看发现，最近半年多来，肖

杨阳完成了属于自己的“士兵突击”，每

个月都有新进步。而在他的每一条记

录下面，都写着孟轩的“批注”，或是鼓

励的话，或是具体指导建议，或是细心

的提醒……

“别小看这最后几页，它像一个窗

口，让我更好地了解新生代战士的‘活

思想’。”孟轩告诉记者，在连队，并非所

有人都用这种方式与他交流，这种方式

也不能代替谈心，只是有些战士不善言

辞或者碍于情面，有什么心事不愿当面

说，却喜欢写下来。

这种情况，是他偶然间发现的。

去年初，一次思想教育课上，孟轩

敏锐察觉到，有些战士即便在没有内

容需要记录的时候，依然低头奋笔疾

书。他有些好奇，于是走下讲台，一边

继续讲课，一边悄悄观察大家到底在

写些什么。

“分手了，郁闷”“训练好累，坚持

不下去了”“这堂课有点无聊”……不

看不知道，原来这些战士在笔记本的

空白处写了不少“题外话”。课后翻阅

几名战士的教育笔记，孟轩发现笔记

本 的 最 后 几 页 才 是 大 家 自 由 发 挥 的

“广阔天地”，各种简笔画、表情包和心

里话相互交错。

孟轩陷入了沉思：自己与一些战士

的交流会不会也像这些教育笔记？表

面看并无异常和不妥之处，但细细观

察，却发现战士的心中百味隐藏在不易

发现的角落。

“何不顺势而为，创新交流沟通方

式，真正走进这些战士的内心？”孟轩很

快拿定了主意，试着在教育笔记本的最

后几页给大家留言。

“别难过，有啥事儿咱聊聊，我是过

来人”“今天有点沉默寡言，是不是有了

什么心事”“这堂课理论味太浓，我备课

时都感到很吃力，别说你们在台下听

了”……

孟轩本以为战士们能就此卸下心

理包袱，对自己袒露心声，没承想吃了

个“闭门羹”——他不仅没有收到任何

回复，不少战士的笔记本反而变得“整

洁干净”了。

“是方式不对，吓到了大家？”孟轩

没有气馁，继续发力。教育课上，他鼓

励战士记笔记不要拘泥于字数和格式，

多写自己的感悟和真情实感。私底下，

孟轩找到在笔记本最后几页记录较多

的战士谈心，切实了解他们的实际困

难，帮他们解开“思想疙瘩”。

一段时间后，战士们的教育笔记本

又“热闹”起来，大家纷纷在最后几页写

下烦心事和开心事，与孟轩有来有往、

有问有答——

“这个问题我有些不同看法，能不

能和您讨论一下？”“可以。但只对我说

多没意思，下次教育课请你上台讲讲，

大家一起出主意！”

“离开家快两年了，特别想吃妈妈

包的饺子。”“你家离得不远，方便时可

以请你爸妈来队，我也想认识他们！”

……

不知不觉间，小小的教育笔记本在

战士们和孟轩之间搭起了一座连心桥，

批阅笔记成了孟轩开展经常性思想工

作的一个有力抓手。

“刚开始时，原以为在笔记本上乱

写乱画会遭到批评，没想到如今这几页

纸，却成了我们倾诉内心想法、分享喜

怒哀乐的小园地。”战士赵晨乐对记者

说，今年以来，他和指导员的每一次纸

上交流，都像在进行“心灵对话”，让他

受益匪浅。

同 样 感 到 收 获 颇 丰 的 ，还 有 孟

轩。“随着纸上交流日渐频繁，我和战

士们的关系更加密切。”孟轩介绍，现

在 愿 意 和 他 掏 心 窝 子 的 战 士 越 来 越

多，他平时开展工作、部署任务也越来

越顺畅。

“知道战士们在想什么，是懂兵爱

兵、建连育人的关键。”采访结束前，孟

轩为自己的做法作了一个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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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增强思想政治工作时代性和感召

力 ，必 须 奔 着 现 实 问 题 和“ 活 思 想 ”

去。能不能抓住官兵“活思想”，考验

着带兵人的实际工作能力。

相比过去，现在官兵的“活思想”，

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不是简单了、而

是复杂了。因其“活”，不仅一直处于

变化之中，而且有很强的隐蔽性，不细

心观察、真诚交流是很难发现的。

官兵有“活思想”并不可怕，可怕

的是用“死办法”应对。上文中舟桥一

连指导员孟轩的做法，算不上高妙，却

收到了较好效果。试想，如果一开始，

他 出 于 保 持 教 育 笔 记 统 一 规 范 的 考

虑，禁止战士乱写乱画，就有可能错失

知兵懂兵的良机。

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不

能见物不见人。捕捉官兵们的“活思

想”，必须用活的思维、活的方法、活的

手段。一名优秀的带兵人，应该找到

自己与官兵最适合的沟通交流方式，

从而让官兵放下戒备、敞开心扉，将思

想政治工作做到他们心坎上、做出务

实成效来。

善于捕捉官兵“活思想”
■谷远强

短 评

两年时光转眼而过，记忆中的自己

还拎着行李懵懂地入营，如今却到了离

队时刻。看着公告栏中自己的名字，想

起前段时间，体能考核成绩公布时的情

景，我感到鼻子有些泛酸。

“张梓良，看看你的训练成绩，最后

一次了，怎么考成这样？”当时，体能考

核成绩刚一公布，班长高鑫就语气严厉

地叫我过去。我心里一紧，急忙跑到公

告栏前，却见自己的成绩比上次多出几

分。看着班长脸上浮现的狡黠笑意，我

不由轻声叹息：“都快退伍了，还是会中

班长的‘计’。”

回顾两年的军旅生涯，我就是在班

长的一个个“小计策”中成长的。

早 就 听 说 我 们 班 是 连 队 的 军 事

训 练 先 进 班 。 这 个 响 亮 的 名 号 ，让

第 一 次 参 加 体 能 训 练 的 我 十 分 忐

忑 。 似 乎 是 看 出 了 我 的 紧 张 ，班 长

语 气 缓 和 地 告 诉 我 ：“ 梓 良 ，你 刚 来

还 不 适 应 ，我 们 就 以 活 动 身 体 为 主 ，

不 增 加 强 度 了 。”听 到 这 话 ，我 不 由

松 了 一 口 气 。

然而，训练开始后不久，我意识到

情 况 有 些 不 对—— 一 圈 一 圈 跑 下 来 ，

我们早已大汗淋漓，班长却没有丝毫

喊停的意思。我感觉喉咙快要冒烟，

扯 着 嗓 子 问 道 ：“ 班 长 ，还 要 跑 多 远

啊？”班长回过头来说：“快了快了，还

有最后一公里！”

眼前的一切逐渐在额头滴落的汗

水 中 模 糊 ，我 跑 到 双 腿 发 木 、头 脑 空

白，只记得“还有最后一公里”。跟着

队 伍 数 次 经 过 起 点 后 ，哨 声 终 于 响

起 ，大 家 喊 着 呼 号 结 束 训 练 ，而 我 只

能拖着疲惫的身体，一步一步向班里

挪动。

后 来 我 得 知 连 队 的 训 练 场 ，一 圈

就是一公里。而那次“活动身体”，在

我问话后，班长又带我跑了 4 圈。

当兵第一年，班长用他的“最后一

公里”带我跑过春夏秋冬，我的 3000 米

跑成绩从“及格”跃升到了“优秀”。

如果说跑步时的“最后一公里”是

班长的“美丽谎言”，那单杠训练场上的

一声声“再送我一个”，就是让我头疼的

“紧箍咒”。

力量训练展开后，因为上肢力量不

足，我成了引体向上课目的“困难户”。

挂在单杠上拉动时，我整个人活像离了

水的鱼，扑腾挣扎着才能勉强完成一个。

“ 班 长 ，我 不 行 了 ！”“ 不 许 下 ，再

送我一个！”每次听到这个声音，我恨

不得用牙咬住单杠一起发力。

筋疲力尽时，我不受控地从杠上掉

下，班长稳稳把我扶住，然后大笑着打

趣，说我又欠他一个引体向上。

“欠？”我无力辩解，班长的“小计

策”又得逞了。

过去两年难忘的一幕幕在脑海中

回放，我记不清自己多少次被班长的

“小计策”拿捏，屡屡“中计”的我，从一

开始时的徒呼奈何，渐渐变成甘之如

饴，因为我看到了自己肉眼可见的成长

和进步。

“集合了！”战友的呼喊让我一下子

回过神来，告别的时刻到了。

“敬礼！”随着一声口令，我举起右

手 ，却 感 觉 整 条 手 臂 都 在 微 微 发 抖 。

登上大巴前，我再次回望，对上班长的

目光，不愿轻易说再见。相顾无言之

下，不知怎的，我突然冒出一个问题：

“班长，我还欠你多少个引体向上？”班

长一愣，随后使劲抱了抱我：“不记得

了，以后你每次想放弃的时候，就‘还’

我一个吧。”

（滕宇飞、本 报 特 约 通 讯 员高群

整理）

难忘班长的“小计策”
■新疆军区某红军团上等兵 张梓良

营连日志

日前，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

队组织开展多个课目强训。图为

一名战士正在进行双杠训练。

余海洋摄

连日来，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严把试讲试教关口，帮助教员提升课堂教

学质量。图为该校一位教员（左一）在试讲。 廉 鑫摄

近日，第 77 集团军某旅工兵连组

织摸底考核，义务兵张靖昆取得了五公

里武装越野课目的第一名，被评为“训

练之星”。看着“龙虎榜”上张靖昆的照

片，陈排长很是欣慰。

在陈排长的记忆中，张靖昆总是

训练冲在前、集合站排头，下连不久便

被 评 为“ 进 步 之 星 ”，成 为 当 时“ 龙 虎

榜 ”上 唯 一 一 名 新 兵 。 然 而 ，好 景 不

长，在前段时间连队组织的两次战斗

体能考核中，张靖昆的成绩不进反退，

呈直线下降趋势。

体能训练热情不高、遇到任务往后

躲、参加考核不再拼尽全力……但经过

观察，陈排长发现，张靖昆并非萎靡不

振，也不是想偷懒，因为一到休息时间，

他反而闲不下来，总是在负责连队文化

活 动 的 战 友 身 边 打 转 。“ 你 到 底 想 干

啥？”满心不解的陈排长找到张靖昆询

问缘由。

“有人会画画就去出板报，有人擅

长摄影就去给连队拍纪录片，不仅迅速

和战友们打成一片，还经常受到表扬，

只有我啥也不会，缺乏存在感……”原

来，连队近期开展文化活动，张靖昆的

同年战友因为各有特长，被分派了不

同任务，并且因此崭露头角。看着他

们一个个大放光彩，张靖昆感到十分

失落，于是在与其他几名没有特长的

战友商量后，决定也要为自己“找”一

个特长。

了解事情缘由，陈排长有些哭笑

不 得 ，为 张 靖 昆 讲 明 军 事 能 力 过 硬

是 军 人 最 厉 害 的“ 特 长 ”后 ，将 此 事

向 连 队 主 官 作 了 汇 报 。 很 快 ，该 连

展 开 专 题 教 育 ，帮 助 官 兵 廓 清 模 糊

认 识 、明 晰 主 责 主 业 ，牢 固 树 立 以 军

事 素 质 立 身 的 导 向 。 在 此 基 础 上 ，

他 们 广 泛 开 展 各 类 军 事 竞 赛 活 动 ，

让 表 现 突 出 的 官 兵 登 上 荣 誉 墙 ，增

强荣誉感、归属感。

很快，张靖昆找回过往奋进的状

态，不再为自己没有特长感到困扰。在

前几天连队组织的比武考核中，他发挥

出色，夺得基础体能第一名。站上领奖

台，张靖昆感慨良多：“在文化艺术方面

拥有一技之长固然可喜，没有也不必自

卑。训练场上的汗水与付出不会被辜

负，脚踏实地提升军事能力，同样可以

书写精彩的军旅篇章！”

第77集团军某旅工兵连引导新兵端正思想认识——

没有“特长”同样可以出彩
■邰二东 本报特约通讯员 杞卫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