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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中午，结束半天的训练，陆军某

旅火力连指挥保障排官兵一走进宿舍就

发现，角落的空铺上多了一套被褥——

指导员的床铺“流动”过来了。

“流动红旗”很常见，“流动床铺”

不多见。谈及此事，“流动床铺”的主

人、该连指导员郭方宇打开了话匣子。

此前，郭方宇一直住在连部，尽管与各

班排离得很近，但与官兵的交流并不算

深入。时间一久，郭方宇发现，自己虽

与官兵近在咫尺，但开展思想工作总有

一种“隔着一层”的感觉。

如何打破这种局面？郭方宇琢磨

再三，决定不定期到不同班排宿舍住

宿，近距离倾听官兵心声。

说干就干。第二天，郭方宇就带上

被褥住进了战士宿舍。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郭方宇

的创新做法，很快在官兵中激起涟漪：

有 的 认 为 ，指 导 员 不 过 是“ 三 分 钟 热

度”，一旦热情褪去，多半还得搬回连

部；有的感到，连主官住进宿舍，大家说

话做事都得小心翼翼，别提多别扭；还

有人觉得，“流动床铺”不过是形式主

义，就算掌握了真实想法，也不一定能

解决问题……

面对大家的议论，郭方宇深知，只

有拿出实际行动打消官兵的顾虑和疑

问，才能真正拉近彼此距离。

一天过去了、一周过去了、一个月

过去了……连队官兵发现，郭方宇渐

渐融入了各班排。朝夕相处中，大家

逐渐打消顾虑、敞开心扉，郭方宇也发

现了不少以前忽视的问题。

班长小谭工作积极、吃苦耐劳，任

务面前总是争着上、抢着干。一次聊

天，郭方宇表扬他是班里战士的榜样。

没想到，小谭听了不仅没有高兴，反而

面露难色：“指导员，凡事亲力亲为，其

实我也很累。但班里大部分老兵都比

我军衔高、资历老，每次安排工作，我都

怕分工不均，只好自己多干一点。”

小谭的一番话，让郭方宇陷入了沉

思。随着交流的深入，郭方宇给小谭讲

起自己当排长时经历的“第一次”，鼓励

他大胆工作、放手管理：“作为班长，只

要率先垂范、公平公正，就一定能赢得

大家的理解和尊重。”那晚，两人一直聊

到深夜。

不知不觉中，变化悄然发生。受

到鼓励的小谭转变管理方式，工作开

展得有声有色。一次，连队奉命参加

上 级 组 织 的 一 场 演 练 ，小 谭 主 动 请

缨 ，带 领 班 里 战 士 齐 心 协 力 ，圆 满 完

成任务。

谁打呼噜声音大，谁睡觉时爱磨牙，

谁的心里装着事，谁有牢骚不敢发……

在班排宿舍与官兵朝夕相处，让郭方宇

对全连官兵的情况了如指掌，开展工作

越来越得心应手。“冒热气”的兵声兵情，

换来“接地气”的抓建措施，连队全面建

设逐渐驶入快车道。

“‘流动床铺’虽小，折射的却是知

兵爱兵的优良传统。”该旅领导介绍，郭

方宇的“流动床铺”，是他们鼓励基层干

部骨干探索创新带兵方法、密切内部关

系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该旅坚持“基层首创、机关

赋能”原则，鼓励各营连立足自身特点、

任务属性和人员结构等，探索形成各具

特色的带兵方式。旅机关建立“三级评

估”机制，形成“创新—评估—推广”工

作方法，及时将基层探索的优秀带兵经

验推广至全旅。

“带兵就是带心，只有用真心换兵

心，才能提高‘知兵度’、密切战友情。”

谈及自己的带兵体会，该旅某连指导员

陈鹏飞深有感触。

前 不 久 ，该 连 组 织 一 场 体 能 训

练。因时间较长，一名新兵忍不住小

声吐槽：“如果让我来组织，效率一定

高得多。”这句无心之语，恰好被陈鹏

飞听见。几天后，陈鹏飞经过深入思

考，决定顺势而为，在官兵中组织一场

换岗体验活动。

活动当天，他们遴选战士担任管

理者，负责统筹安排工作；干部骨干则

“ 客 串 ”普 通 一 兵 ，听 从 指 挥 、受 领 任

务。一开始，无论“负责管理”的战士，

还是“被管理”的干部，对自己的“新身

份”都充满新鲜感，然而没过多久，各

种问题便逐渐显现。

“代理班长”小张组织训练时信心

满满，却因忽视班里成员身体素质差

异，导致训练过程状况频发。两名战士

因训练理念不同产生矛盾，小张不知如

何调解，一时有些手足无措。

另一边，干部骨干也有不少新体

会。新排长小代任职时间不长、工作经

验不足，以往安排工作常常只考虑目标

要求，却忽略战士执行中可能面临的实

际困难。此次换岗体验让他感到，发出

每一个指令前，要多从战士角度考虑，

既重视预期目标效果，也关注战士承受

能力。

换岗体验活动结束后，陈鹏飞惊喜

地发现，官兵间互相理解的多了、埋怨

指责的少了；相互支持的多了、态度消

极的少了，大家合力拧成一股绳，完成

多项急难险重任务。

“带兵没有模板，方法不拘一格。”

该旅领导介绍，他们坚持“因人而异、因

时而异、因事而异”理念，以实际效果为

衡量标尺，鼓励各级带兵人各显其能，

探索适合的带兵方法，受到官兵欢迎。

该旅某连指导员吴立鹏的经历就是一

个典型事例。

受“流动床铺”启发，吴立鹏也把自

己的床铺搬进班排宿舍，却因深夜谈心

频繁影响官兵正常作息，效果适得其反。

同样的方法，效果为何截然不同？

吴立鹏深刻反思后意识到，每个连队、

每名官兵情况各异，不能照抄照搬甚至

“复制粘贴”。认真分析连队官兵特点

后，吴立鹏选择了调查问卷的方式。为

鼓励官兵畅所欲言，他别出心裁地推出

“空白问卷”，不预设任何问题，而是让

大家自由表达对训练、管理、生活等方

面的真实想法。问卷回收后，吴立鹏及

时归类整理，根据官兵意见建议精准施

策，优化工作安排。

高强度训练后科学恢复体能、饭菜

口味精细化调整……随着官兵关注的

问题逐一得到解决，大家对连队工作的

满意度明显上升。

俯下身子听兵声，这样的故事在该

旅还有很多：有的连队干部骨干自带

“小马扎”，一有时间就与战士围坐一

起，畅所欲言谈训练、聊生活、讲经历，

让问题在交流中化解、感情在互动中升

温；有的连队推出“心愿墙”，战士们把

自己的心愿、想法写在便笺纸上贴出

来，干部骨干及时回应诉求，把官兵期

待变成现实……

带兵先知兵，知兵更爱兵。该旅

领导说，打赢未来战争，不仅靠先进的

武 器 装 备 ，更 要 靠 官 兵 之 间 的 凝 聚

力。只有扎扎实实在知兵情、解兵忧

中聚人气、暖兵心，才能真正夯实基层

建设的基础，为部队战斗力建设添砖

加瓦。

陆军某旅鼓励干部骨干创新带兵方法密切内部关系—

带兵先知兵，知兵更爱兵
■余睿喆 本报特约记者 宋世杰

习主席指出，基层带兵干部要知

兵、爱兵、育兵。这一重要论述，指明

了科学带兵的方法路径。对基层干部

骨干来说，只有真正做到知兵了如指

掌、爱兵情真意切、育兵人才辈出，才

能让官兵关系更加密切、工作开展更

有成效。

社会环境在变、部队情况在变、官

兵特点在变，怎样才能找准部队“真问

题”、把握官兵“活思想”？陆军某旅基

层带兵人探索出的“流动床铺”“换岗体

验”“空白问卷”等经验做法，之所以受

到官兵欢迎、取得可喜成效，原因就在

于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从连队自身特点

出发，用灵活的办法把准脉搏、找准症

结、定准措施，进而拉近了官兵之间的

距离、夯实了部队建设的基础。

带兵就是带心，带心先要付出真

心。基层带兵干部只有俯下身子“扎”

进兵中，在面对面中读懂兵、在心贴心

中暖兵心，才能带动全体官兵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各级应引导基层带兵

人加强对新情况、新问题的思考和研

究，团结带领官兵攻克一个个难题、跨

越一座座难关，把部队带出融融暖气、

虎虎生气、堂堂正气，凝心聚力锻造无

往不胜的钢铁集体。

带 兵 就 是 带 心
■冯启迪

短 评

本报讯 王涛、王亚伟报道：“一次

训练中，我们车队因车辆间距不够，被

蓝军‘一锅端’。如今，武器装备快速迭

代更新，课堂上的教学内容必须及时更

新，唯有如此才能跟上战场的变化。”近

日，陆军步兵学院石家庄校区组织一场

教学考评，来自一线作战部队的考评员

现场分享演训场上的经历和体会，在师

生中引起共鸣。

为提升课堂教学与战训实践耦合

度，该校邀请来自一线部队的学员深度

参与构建“课前需求调研、课上实时反

馈、课后效果追踪”全链条教学考评机

制，对教员授课质效进行打分评定，推动

教学内容及时更新、授课方式不断改进。

前不久，该校领导赴某旅调研时发

现，该旅结合任务需求自主编写训练教

材，有效提升了部队反制空中侦察的能

力。受此启发，该校大力推动课堂与战

场对接，按照“建议采集—分流转办—效

果追踪”的思路流程，建立完善常态化评

教机制；广泛邀请不同专业、不同层级的

一线部队学员登上讲台，分享部队最新

战训成果和实践经验，不断提升课堂教

学的贴近性、实效性。

一堂专业课上，来自某旅装步分队

的一级上士李瑞耐心指导其他学员操作

新型步战车模拟对抗系统。授课中，李

瑞分享了部队最新采集的实兵对抗训练

数据，并结合实战化训练时通信中断的

处置案例，组织大家展开应急处置推演，

让授课过程和内容更加生动直观，课堂

氛围热烈。

“每次提出建议，都能在下一次授课

中看到改变。”前不久，某旅排长王欣通

过视频连线方式参与该校某项课程验

收。令他欣喜的是，自己此前提出的建

议不仅被教员采纳，还促进了教学内容

的更新升级。该校领导介绍，他们广泛

吸纳来自部队官兵的意见建议，及时调

整完善多门课程的内容和授课方式，显

著提升了授课质效。

陆军步兵学院石家庄校区

教学课堂联通演训一线

近日，陆军某旅组织实弹射击

训练。

蔡从润摄

3月中旬，陆军某旅工兵分队开展操舟训练。

本报特约通讯员 谢文剑摄

春日，西北某地，实弹打靶训练前

的准备工作紧张进行。西部战区空军

某旅机场，机务官兵使用智能化管理

系统快速查找战机打靶所需装备的储

存位置。鼠标轻点，一件件装备自动

出库，时间较以往大幅缩短。

该 旅 领 导 介 绍 ，“ 快 速 出 动 、精

准 打 击 ”是 此 次 训 练 的 核 心 要 求 。

实 现 这 一 目 标 ，离 不 开 高 效 地 面 保

障 的 支 撑 。 战 机 外 挂 装 备 种 类 多 ，

以 往 出 库 采 取 人 工 管 理 保 障 模 式 ，

要 经 过“ 提 报 需 求 — 确 认 储 位 — 人

工 查 找 — 手 动 搬 运 ”等 环 节 ，整 个 过

程耗时费力。

为有效提升机务保障能力，该旅

遴 选 技 术 骨 干 成 立 攻 关 小 组 ，在 多

方 走 访 调 研 、吸 收 先 进 管 理 经 验 和

技 术 的 基 础 上 ，研 发 出 一 套 针 对 战

机 外 挂 装 备 和 维 修 工 具 的 智 能 化 管

理系统。

“与此同时，我们还对原库房进行

升级改造，添置了智能化维修工具保

管柜。”该旅机务大队领导介绍，他们

将现代科技手段嵌入保障链路，整体

保障能力得到提升。

走进该旅工具房，记者看到各类

维修工具被整齐存放在智能化保管柜

中。据介绍，借助无线射频、人脸识别

等技术，每一件工具的位置和出入柜

时间都能随时查看。

“智能化管理系统投入使用后，战

机外挂装备的出入库实现了自动化，

各类维修工具的发放使用实现了精准

化。”谈及身边发生的新变化，该旅机

务 大 队 二 级 上 士 钟 祥 林 深 有 感 触 地

说，“对装备物资进行全寿命周期智能

化管理，有效避免了错、忘、漏等问题

的发生，极大提高了武器装备使用管

理质效。”

科 技 赋 能 助 推 战 鹰 快 速 出 击 。

前 不 久 ，该 旅 组 织 一 场 实 战 化 考 核 ，

机务官兵闻令而动，快速完成各项保

障任务，将战机出动前的准备时间大

幅缩短，部队实战化保障能力进一步

提升。

西部战区空军某旅研发智能化管理系统—

科技手段嵌入保障链路
■林传茂 本报特约记者 胡勇华

本报讯 沈扬、记者胡云艳报道：

“雷达无法正常工作，立即排除故障！”近

日，海军某支队在某海域围绕装备特情

处置等组织实战化训练，参训官兵见招

拆招、精准操作，圆满完成多型装备紧急

抢修任务。

“如今，主战舰艇的结构复杂，技术

含量不断提高，对官兵的能力素质提出

更高要求。”该支队济南舰舰长介绍，为

缩短装备使用、维修能力生成周期，加快

生成战斗力，他们探索形成“图表学装

法”，通过编绘“三图三表”，即装备系统

组成图、工作原理图、操作流程图，性能

底数表、注意事项表、应急情况处置表，

帮助官兵快速提升装备使用管理水平。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鼓励全舰官兵

齐上阵，结合各战位的任务特点和装备

性能，总结有益经验，最终绘制出涵盖不

同专业、不同装备的数百张精细化图表，

极大地降低了装备原理学习难度，助推

部队战斗力快速跃升。

翻开厚厚一本图表汇编，记者看到，

装备运行原理、故障排除方法等一应俱

全，清晰直观的呈现方式通俗易懂、便于

记忆。该支队一名领导表示，得益于“三

图三表”的助力，新舰员完成独立值更考

核的训练时间较以往大幅缩短。

“只有熟练掌握手中武器装备，才能

在战争中赢得胜利。”该支队领导告诉记

者，他们在引导官兵学懂用会“三图三

表”基础上，积极营造科学用装、依规管

装的浓厚氛围，不断夯实战斗力基础，相

关训练经验被上级转发推广。

海军某支队群策群力编绘“三图三表”

精细化图表为人才培养提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