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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比起以前笼统的‘套餐式’授课，

现在的‘点餐式’辅导更有针对性。”近

日，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组织保卫

委员、思想骨干“两支队伍”和安全员培

训，参训人员普遍感到收获颇丰。

一名干部告诉记者，此前，支队每

年 都 会 组 织“ 两 支 队 伍 ”和 安 全 员 培

训，但大家反映培训不同程度存在重

过程轻实效问题，对提升实际工作能

力帮助不大。

“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针对性开展

培训授课，推动‘供给侧’与‘需求侧’

精准对接。”该支队领导介绍，他们打

破传统的“套餐式”课程设置模式，在

今 年 培 训 开 班 前 ，按 照“ 听 取 基 层 声

音、查摆实际问题、提供解决办法”的

思路，组织“两支队伍”和安全员召开

恳谈会，收集他们工作中遇到的矛盾

问题和实际需求，科学设置课程内容，

拓展教育形式，采取“点餐式”授课辅

导，聚焦问题靶标，精准提升参训人员

能力。

该支队机关将收集上来的意见建

议 梳 理 归 类 ，针 对 性 设 置 5 项 法 规 学

习 、4 个 专 题 辅 导 ，涵 盖 16 场 讲 解 授

课、12 次讨论交流、20 个典型案例剖析

和 5 场现地见学，确保培训既解决实际

问题，又传授实招良策。

培训展开后，他们以实操点评代替

理论教学，采取现场查、现场讲、现场评

的方式，帮助参训人员明晰职责范畴、

掌握工作方法。现地见学环节，机关组

织参训人员深入基层一线展开安全检

查，大家每到一个点位，都会结合日常

工 作 中 遇 到 的 难 点 堵 点 ，查 找 隐 患 、

“把脉会诊”，提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

此外，该支队还针对参训官兵反映

较多的“安全防范技能缺乏”“新式救援

装备操作使用不规范”等问题，邀请公

安、消防、医疗、救援等机构专业力量授

课辅导，抓好救援装备操作和应急处置

等训练，不断提高参训人员防范安全事

故能力水平。

带着问题来，满载收获回。日前，

参训人员已完成培训返回岗位。大家

纷纷表示，要将培训中的所学所思所悟

转化为工作实践，用实际行动把各类问

题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为支队建设发

展筑牢安全防线。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组织“两支队伍”和安全员培训—

“点餐式”授课精准提升能力
■黄晓宽 本报记者 安普忠

新闻前哨

带兵人手记

4月上旬，海军某支队开展舰载机起降训练，锤炼官兵协同作战能力。 孙锡涛摄

近日，新疆军区某团组织专业课目强化训练。图为官兵操作通信装备。 李 江摄

房君豪房君豪绘绘

“ 两 年 时 间 ，数 十 名 官 兵 立 功 受

奖 ”“ 参 加 旅 队 比 武 包 揽 专 业 前 三

名”……前段时间，记者来到陆军某旅

采访，在翻阅一支新组建连队的年度

工作总结报告时，发现了这样一份“硬

核成绩单”。

缘何能在两年多时间内获得这么

多荣誉？随着采访的深入，记者在该连

指导员叶梓俊的 3 本“带兵手记”中找

到了答案。

“连队‘四会’教练员紧缺，既要向

上级多争取培训指标，还要邀请兄弟连

队专业骨干前来传经送宝”“小冯考学

失利，回来后沉默寡言，要多找他谈谈

心”……翻开叶梓俊的“带兵手记”，每

一页都记录着连队需要解决的各类困

难问题和官兵的思想动态、成长规划等

内容，不少地方还用不同颜色的笔作了

标注。

2022 年 12 月，该连组建成立，叶梓

俊被任命为第一任指导员。“连队有近

三成新兵，骨干力量较为薄弱”“基础

设施比较陈旧，门窗损坏、电路老化等

问题亟待解决”“班排之间缺乏理解信

任，连队凝聚力向心力不够”……履新

之初，叶梓俊遇到了很多难题。

“作为连队第一任指导员，一定要

为连队建设起好步、开好头。”为了能将

这些问题逐一解决，叶梓俊多次组织

连队干部骨干研究解决办法。面对繁

杂的事务、众多的头绪，叶梓俊决定，

随手记录工作中的想法思路，为党支

部抓建连队提供助力。

有段时间，叶梓俊发现班长郑志鹏

工作心不在焉。经过了解，得知郑志鹏

的妻子临近预产期，但当时连队刚刚组

建，工作繁忙，作为班长，郑志鹏总感觉

此时提出休假不合时宜。两难之下，他

变得有些焦虑。

“由副班长李世龙暂时负责班里工

作，郑志鹏尽快做好工作交接后休假。”

那天，叶梓俊在“带兵手记”里写下一句

话，并为郑志鹏协调办理休假事宜。

这件事提醒了叶梓俊。从那以后，

他开始记录连队官兵的性格特点、家庭

情况和兴趣爱好，及时掌握思想动态和

现实需求，“带兵手记”的内容也渐渐丰

富起来。

在建连初期的一本“带兵手记”上，

记者看到这样一段文字：“连队人员由

多个单位抽组而来，存在合编不合心问

题，主要是缺乏集体意识……”那段时

间，叶梓俊发现四班和六班的战士经常

出现在连队龙虎榜上，相比之下，其他

班训练成绩总是停滞不前。

与连队教练员李诗蕊交谈中，叶

梓俊得知，四班和六班的战士与李诗

蕊来自同一个单位。训练中，李诗蕊

对他们要求更为严格，而对自己不熟

悉的班，他在组训中存在顾虑，便放松

了要求。

经过思考，叶梓俊在“带兵手记”中

写下解决办法：常态开展集体活动，融

洽内部关系。

组织基础课目训练时，叶梓俊打破

原有班排建制，让来自不同单位的班长

骨干轮流担任教练员。同时，组织连队

官兵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通过随机组

队等方式培塑协作意识、集体观念；开

设“士兵大讲堂”，打破专业、资历界限，

鼓励大家登台分享奋斗故事……一段

时间后，连队官兵熟络起来，从“你是

你 ，我 是 我 ”变 为“ 你 中 有 我 ，我 中 有

你”，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再

也没出现各自为战的情况。

“不仅记录带兵招法，也要善于总

结建连良策。”叶梓俊告诉记者，随着

连队建设逐步走入正轨，“带兵手记”

记录的内容也从解难帮困向建连育人

延伸。

一次，旅里组织炮长专业比武。这

让叶梓俊犯了难：新装备刚列装不久，

连队骨干缺少操作经验，年轻战士更是

无法上手。正当大家为难之际，叶梓俊

翻阅“带兵手记”，发现班长洪志国曾有

过炮长专业比武经历，且取得不错成

绩。于是，党支部决定派洪志国参赛。

随后，连队积极为洪志国创造备赛

条件，除了提供专业教材和训练场地，

战友们还主动替他分担了不少工作。

最终，洪志国不负众望，一举夺冠，并在

当年底荣立个人三等功。

洪志国的成功，让叶梓俊意识到，

在日常工作中要更加关注和记录官兵

成长中的各个细节，并为他们提供科学

的路径规划和具体指导。

心中有担当，笔下见真情。如今，

叶梓俊已经记了 3 本“带兵手记”。他

告诉记者，受益于此，连队组建两年来，

全面建设不断呈现新面貌，官兵之间越

来越团结。

前不久，该连官兵齐心协力、默契

配合，圆满完成重大战备任务，被战区

陆军表彰为“练兵备战先进单位”。

新任指导员遇到新组建连队，该如何引导官兵增强凝聚力向心力？请看—

“带兵手记”里的解题灵感
■王杨恒欹 本报特约记者 廖晓彬 喻润东

“为啥战友们遇到挫折，都喜欢和你

倾诉？”“谈心时，怎样才能让对方愿意袒

露心声？”最近，经常有连队骨干找到我，

请教与战友们的相处之道。

其实，我性格比较内向，平时和大家

交流并不多，更没有什么特别的招法，只

是我比较注意留心观察身边战友们的表

情，敏锐感知他们的情绪罢了。

一次，连长打算根据连队人员伤病

情况，为部分同志制订康复训练计划。

那 周 连 务 会 ，我 恰 巧 作 为 列 席 人 员 参

加，听到上等兵刘松涵所在班陈班长汇

报说：“我班暂无训练伤病或伤病隐患

人员”。

“刘松涵不是腰不舒服吗？”我有些

疑惑。几天前，与刘松涵聊天时，我感觉

他压力有些大。原来，由于训练任务加

重，刘松涵为了跟上连队节奏，经常自己

加练，时不时感觉有些腰痛，但又觉得不

是什么大问题，所以一直咬牙坚持。

想到这里，散会后，我拉住了陈班

长。经过了解，陈班长得知，性格一向要

强的刘松涵，不想因为身体上的一些小

伤痛就被“特殊对待”。

知晓真实情况，陈班长第一时间修

改了伤病人员上报材料，并安排刘松涵

休整和治疗。

事后，陈班长向我道谢，并谈起自己

的带兵感受。他说，刘松涵之所以没告

诉他实情，是因为班里战士遇到困难和

问题时，自己经常从训练方法、生活作

息、人生规划等方面讲一些大道理，本以

为能帮助他们成长进步，却忽略了对大

家情绪的感知和疏解。

陈班长的话，让我想起战友小梁的

一段经历。

小梁体能训练成绩一直不理想，干

什么事都不太自信。第一次参加 400 米

障碍训练，他更是缺乏勇气。训练间隙，

大家围坐在一起休息，唯独小梁一个人

靠在墙边，神色落寞。想起他刚刚的表

现，我大概猜出了他的心思，决定用自己

的经历为他鼓鼓劲：“别紧张，刚开始谁

都会害怕，只要鼓起勇气迈出第一步，就

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等会我陪你一起

训练……”

“谢谢你的理解，如果班长也能像你

一样，不把倾诉当作求助就好了。”小梁

说。原来，小梁并不是没有倾诉心中苦

恼，而是没能得到班长的情绪认同。听

完我的话，小梁如释重负，心情放松了很

多，并积极投入到后续训练中。

“其实，有些时候战友们诉说心中的

苦闷，需要的不一定是指点和教育，而是

单纯想要得到理解和认同。”每每说到这

里，来找我请教的许多骨干茅塞顿开。

如 今 ，“00 后 ”已 成 为 基 层 官 兵 主

体，他们知识丰富、思维活跃、情感细腻，

无论情绪高涨还是失落，都渴望得到他

人的共情，如果此时能提供一些“情绪价

值”，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情绪不仅关乎官兵个人心理健康，

也会影响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如果

我们每个人都能给身边战友多提供一些

“情绪价值”，在倾听中与他们共情，在共

情中帮他们解惑，彼此之间就能多一分

理解、支持和信任，一些矛盾问题也会迎

刃而解。

（胡堂梁、本报特约通讯员刘凡整理）

给身边战友多提供一些“情绪价值”
■第 82 集团军某旅某连中士 蓝祥肯

“连长，我们赢了！”几天前，班长小

刘带领班组在群众性练兵比武中拔得

头筹，立即跑来向我报告。看到小刘饱

满的精神状态，我感到十分欣慰。

但说来惭愧，去年，小刘刚担任班

长时，我情绪急躁之下，一度给他贴上

了“不负责任”的标签。

一次训练中，我发现小刘组训状态

不佳，没能起到很好的带头作用。见此

情景，我有些生气，当着全连官兵的面

批评了他。

那天之后，本以为小刘能痛定思痛

有所改变，却没想到，他反而日渐消沉，

班里也时不时有人“冒泡”。

“不能让一个人的消极状态影响

了整个班。”一天晚上，我找到小刘责

问道：“你是怎么当班长的？这么不负

责任！”小刘见我对他一通指责，也将

心中委屈一股脑倒了出来：“连长，你

一定是对我个人和我们班有意见。”

小刘的话让我有些不解：生活中，

我对他们处处嘘寒问暖；训练中，我苦

口婆心讲原理教方法，怎么就变成了

战士眼里的“有意见”？这背后肯定有

误会。

见小刘有些激动，我先是安抚他的

情绪，随后耐心询问事情原委。原来，

前段时间单位在外执行任务，夜间查哨

时，我发现担任执勤骨干的小刘巡逻时

没有按要求携带哨子和秒表。见此情

景，没等小刘解释，我就以工作态度不

端正为由对他进行了批评。

然而，实际情况是，当晚部队组织

临时任务，由于时间紧迫，一名干部从

小刘那里借走了哨子和秒表。正当小

刘准备再取哨子和秒表时，刚好被我撞

见了。

那些天，小刘心里很不是滋味，但

又不敢向我说明实情，负面情绪得不到

释放，工作状态受到影响。加之这些天

来，我对小刘和班里其他同志多次批

评，从而让他认为我对他们“有意见”。

了解实情后，我当即为自己的武断

和急躁行为向小刘道歉，并鼓励他树立

信心，当好表率、带好队伍。

针对这件事，我进行了反思：哨兵

警戒器材携带不全，固然应该严肃指

出，但也应当先了解实情，以帮助战士

改正错误的心态去纠正提醒，而不是

不分青红皂白一味批评，不给战士解

释的机会。一旦让战士背上了“心理

包袱”，他们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打击，

从 而 影 响 日 常 工 作 训 练 。 作 为 带 兵

人，要有容错之心，遇到不明情况时，

先听听战士怎么说，然后冷静分析，理

性寻找解决办法。

心结解开，小刘很快恢复了状态，

各方面表现积极、主动作为。而我在日

常工作中与官兵沟通也非常注意方式

方法，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庞魁、蔡润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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