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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推荐

营连日志

春夏之交，各地暑气日增，而新疆

军 区 某 边 防 团 某 连 驻 地 山 巅 积 雪 犹

在，营区内的白杨才吐露新芽。

“感到烦闷苦恼，就去‘舒心小屋’

坐坐，心情立马变好。”早就对该连“舒

心小屋”有所耳闻，一个阳光明媚的周

末，笔者慕名探访。

“舒心小屋”坐落在该连宿舍楼顶

层，原本是闲置的房间，两年前被改造

成一个可以放松交流的空间。

恰如其名，“舒心小屋”虽然面积

不大，只有十几平方米，但暖黄色的墙

纸、原木色的地板、穿过纱幔照进来的

阳 光 ，让 人 一 步 入 就 有 温 馨 舒 适 之

感。屋门左侧，摆放着沙发和圆形矮

桌；右侧，贴墙固定的桌子，几把高脚

凳，以及摆放着书籍、绿植的置物架，

构成了吧台区。

“训练结束或者休息时间，很多人

喜欢来小屋待上一会儿，放松放松。”

见笔者前来参观，原本坐在吧台区看

书的中士徐雷，主动起身介绍。

徐雷是从去年开始爱上“舒心小

屋”的。彼时，他刚参加完一个大项任

务，因长期高度紧张、神经紧绷，归队

后睡眠质量较差。那段时间，徐雷觉

得压力重重，工作训练受到影响，与战

友交流更是少之又少。

发现徐雷的异样后，连队指导员

崔建德主动邀他来到“舒心小屋”。一

杯牛奶、一部电影过后，两人面对面聊

着天。放松的环境让徐雷袒露心声，

将烦恼和盘托出。

在这之后，徐雷经常来这里，播放

一首舒缓音乐，闭眼小憩。慢慢地，他

的睡眠得到改善，精气神越来越好，工

作训练状态恢复正常。

“给官兵打造一隅‘心灵静区’，是

建造‘舒心小屋’的初衷。”崔建德介

绍，小屋是由连队前任指导员步少康

提议并主持建造的。

步少康产生这样的想法，原因有

三：一是，他观察发现部分战士与家人

通电话时，喜欢躲在楼道角落里，缺少

相 对 私 密 的 空 间 ；二 是 ，高 强 度 训 练

后，官兵容易身心俱疲，加上驻地冬季

寒冷，大家宁愿窝在班排宿舍玩手机，

也 不 愿 出 门 活 动 ；三 是 ，官 兵 恳 谈 会

上，很多“00 后”官兵多次表示想拥有

一处静心之所，放松心情、释放压力。

为此，步少康专门翻阅了《环境心

理学》《社会心理学》等专业书籍，向心

理咨询师请教有关事宜，确定了最终

的设计思路——

优先选择安静的、阳光充沛的、距

离宿舍较近的空间；鼓励官兵建言献

策，每个班出一个方案，择优选用；布

设时尽可能避免空间拥挤，防止造成

心理上的压迫感……

谈起“舒心小屋”，某班班长湛鹏

最喜欢的是沙发。“这里的环境比宿舍

更容易让人放松下来。”他说，“现在，

班 长 骨 干 都 喜 欢 到 这 里 开 展 谈 心 交

心，有的班还将班务会、茶话会‘搬’了

过来。”

“这里让我有家的感觉。”列兵李

事起说，初来连队的各种不适应，思想

上的“小疙瘩”，在一次次同班长的“沙

发谈心”中，逐渐消解了，心里对连队

的归属感越来越强。

如果细心观察，就会发现，“以连

为家”的设计理念，藏在“舒心小屋”的

细节之中。

参观时，一面墙格外吸引笔者注

意。只见上面张贴着许多照片，尽管场

景各有不同，但每一张都有笑脸，或喜极

而泣，或开怀大笑，或嘴角微扬。透过照

片，笔者能感受到喜悦、开心与幸福。

“笑脸墙是我最喜欢的设计。”女

兵班班长罗雯雯，指着一张 3 位女兵开

心拥抱的照片说，“这是前年我们克服

困难成功考取体能‘特三’后，战友用

照相机抓拍的。这是我军旅生涯的一

段难忘经历。”

罗 雯 雯 不 仅 是“ 舒 心 小 屋 ”的 常

客，还参与了设计建造：“征集照片时，

指导员就要求大家，提供对自己有特

殊意义的笑脸照。”

于是，一级上士王子寿家属来队

时和战友们一起包饺子，下士孙滔完

成了自己在部队首个绘画作品，上等

兵张学柳组建的“舒心乐队”为连队战

友演出……这些记录着官兵军旅生活

的瞬间纷纷被定格在笑脸墙上。

罗雯雯说：“这面墙，不仅承载了大

家的美好记忆，还成为我们的‘充电站’

‘加油站’。心情沮丧或者烦闷时来这里

看一看，大家能从中汲取不少正能量。”

“舒心小屋”设计上的用心之处不

止 于 此 —— 吧 台 上 放 置 了 多 排 孔 插

座，方便充电使用；墙面四周的管道用

麻绳缠绕起来，与屋内整体设计保持

一致……除此之外，该连还购置了投

影仪、咖啡机等，供官兵使用。

走 进 去 是“ 愁 容 ”，走 出 来 是“ 笑

脸”。如今，“舒心小屋”的环境布设越

来越温馨，官兵们也越来越爱来。在

这里，既能享受一个人的独处时光，也

可以多人相约观影品茗、谈天说地，拉

近彼此距离、密切内部关系。

“这些年，我们不断提高按纲抓建

水平，逐步完善基础设施，搭建‘舒心

小屋’只是其中一个动作。”崔建德告

诉笔者，如今，连队已建起图书室、健

身 房 、唱 吧 等 ，各 种 文 体 活 动 常 态 开

展。闲暇之余，官兵们选择更多了，活

动空间更大了。

但“舒心小屋”仍是最受官兵欢迎

的地方，这小小的一隅，以它独有的方

式关爱着这个连队的每一个人，已经成

为他们军营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左上图：“舒心小屋”内，该连排长

崔豫乾（中）正与战士谈心。

邹菁泓摄

新疆军区某边防团某连为官兵搭建设施助力心理服务—

“舒心小屋”：给你一个好心情
■王选利 刘欣雨

去年刚到连队任职时，我想尽

快进入工作状态，于是挨个谈心，

了解熟悉官兵。但事与愿违，我的

做法非但没有拉近与大家的距离，

反而引起不少人抵触。

为此，我向前任指导员步少康

请教经验。他告诉我，走进官兵内

心不能急于求成，要善于从实际需

求出发开展工作、建立信任。他建

议 我 多 去“ 舒 心 小 屋 ”看 看 ，说 不

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虽 不 明 其 意 ，但 我 还 是 照 做

了。留心观察“舒心小屋”一段时间

后，我发现上等兵李洛喜欢安静，一

个人一本书，享受阅读时光；下士孙

滔擅长绘画、雕刻，抽空就窝在沙发

搞创作……如此一来，我逐渐掌握

了很多官兵的兴趣爱好。

此后，我打开了思路：谈心内容

不必局限于训练学习，从兴趣爱好

入手，更能让官兵打开“话匣子”。

我还有意将谈心地点移至“舒心小

屋”，置身舒适的环境，官兵更愿意

敞开心扉。从实际效果看，这些做

法都奏效了。

“舒心小屋”带给我的启发不止

于此。今年初，在我的提议下，小屋

新增了一面“心愿墙”。我发现，面

对面交流并不适用于每一名官兵，

有的战士就是不愿开口表露自己。

在“心愿墙”上，官兵们可以写

下个人成长愿望，也可以提出有关

连队建设的意见建议。由此，我听

到了更多“好声音”，收获了改进工

作的“金点子”。

如今，我发现“小屋”其实并不

小，它不只是一个可以让官兵放松

静 心 的 空 间 ，更 像 是 一 个 博 大 的

“怀抱”，接纳大家的喜怒哀乐，搭

起战友之间的连心桥，为干部骨干

开展思想教育工作提供了无形的

帮助。

“小屋”其实并不小
■新疆军区某边防团某连指导员 崔建德

“ 舒 心 小 屋 ”改 造 完 成 并 投 入 使 用

的 翌 年 4 月 ，我 被 调 整 至 其 他 连 队 任

职。在交接工作时，我向继任指导员崔

建德，专门介绍了“舒心小屋”的由来。

从后面同他的交流来看，“舒心小屋”的

作用得到了很好发挥与拓展，深受官兵

喜爱。可见，我们办的是真正惠兵暖兵

的实事。

当前，“95 后”“00 后”日渐成为基层

官兵主体。他们学历更高、思想更活跃、

自我意识更强烈，普遍期望有更多个人

空间、受到更多尊重。看着休息日散布

在连队各个角落的官兵，我意识到，单纯

依靠连队组织集体活动，已满足不了他

们多元化、多样性的个体需求。

建造一间“舒心小屋”的想法一经提

出，便受到了连队官兵赞同。这充分展

现了他们内心的真实需求：在个人自主

支配时间拥有一个温馨舒适的空间。当

然，这也是我的初衷，让官兵在这样的环

境中，放松心情、缓解压力。

最大程度从官兵实际需求出发，“舒

心小屋”才能名副其实地让大家“舒心”。

各级领导总是告诫我们，要用心用情带

兵。我认为，体现在实践中，就是在开展

各项工作时，从官兵的真正需要出发进行

考虑、筹划。而这些需要，只要于连队建

设有利，未必非要等官兵亲口说出，带兵

人应该在日常工作中善于观察发现，并及

时有所行动。比如，我们主动安排高学历

干部对有考学意愿的战士进行辅导授课；

购买乐器、画具，成立兴趣小组，支持并培

养想学才艺的战士。这些都是对官兵需

求的主动回应和及时满足。日积月累，大

家对连队的认同感、归属感不断增强，工

作训练也更加认真刻苦。

回 想 这 段 经 历 ，我 发 现 让 战 友“ 舒

心”其实并不难，只要我们时刻把官兵的

需求放心上，让他们感受到组织的关心

和温暖，体会到被尊重、被信任，就能凝

聚兵心、勠力同心、团结奋斗，推动连队

全面建设蒸蒸日上。

“舒心”其实并不难
■新疆军区某边防团某连原指导员 步少康

新闻样本

左图：近日，海军航空大学某团

组织开展飞行训练前，飞行员向地

勤人员示意。

姜 涛摄

右图：日前，武警天津总队某

支队开展战术训练。

宫 旭摄

春末夏初，海军某部码头，某中队猎

雷班正在组织水下潜游、海上自救等基

础课目训练。

笔者发现，不只是新兵，老兵们也都

全神贯注，未见丝毫松懈。都是常年训

练并且应该烂熟于心的课目，他们如此

专注很是难得。

“这些都是基本功，是我们的立身之

本，不能放松要求。”该班班长彭健告诉

笔者，此前，他们曾因轻视基础课目训练

吃过亏。

一次，上级组织反水雷考核。随军

舰抵达目标海域后，彭健和战友驾驶冲

锋舟拖带声呐对海区进行探测。随后，

彭健入水精准确定了水雷位置。就在他

们准备下一步行动时，冲锋舟被一个浪

头掀翻，参加考核的官兵被扣在舟底。

就在这时，考核组评估安全风险后，

临时决定调整考核内容，将“冲锋舟侧

翻”作为特情纳入其中。

听到通报，彭健迅速组织人员开始

逃生。但因平时疏于训练，彼此之间配

合不够默契，加之海况复杂，最终在舰上

战友的协同配合下，他们才完成了特情

处置。

在本应熟练掌握的基础课目上跌了

跟头，这次考核让该中队受到了警醒和

触动。回到岸上，他们随即组织干部骨

干进行复盘反思。

大家分析认为，这些年，随着新型装

备不断列装，官兵们把主要精力放在了

新专业研训上，一些老兵自认为基础课

目已熟练掌握便疏于训练。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开展训练，

不能‘喜新厌旧’、顾此失彼。”随后，该中

队本着“纠偏补弱，强化基础”的原则，紧

盯薄弱环节补短板，大力纠治基础课目

偏训弱训问题。

同时，为了防止“年年都上一年级”，

他们瞄准岗位需求，区分兵龄层次，采取

“以工代训、勤训结合”方式，进行分类分

组训练并组织阶段性考核，提高官兵对

基础训练的重视程度。

“既要熟练掌握新装备，又要扎实稳

固‘基本盘’。”如今，这一理念已成为该

中队官兵共识。训练场上，大家对所有

训练课目一视同仁、认真对待，不断提升

实战本领。

掌握新装备，莫忘基本功
■杨福龙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垣镔

“11 分 05 秒！”

这天，营里组织小比武，班里战士

小张的 3000 米跑成绩较以往有了很大

突破。

“班长，多亏了你！”小张抹了一把脸

上的汗珠，喘着粗气，迫不及待地向我表

达感谢。

此前，小张因为受伤，耽误了训练

进度，体能成绩有所下降。康复后，他

找 到 我 ，希 望 我 能 指 导 他 进 行 恢 复 训

练。我想都没想，一口答应：“放心，包

在我身上！”

但其实对于小张真诚的感谢，我自

知受之有愧，因为我差点又开了一张“空

头支票”。

之所以说“又”，是因为类似的行为，

我曾出现过，并一度影响了我和班里战

士的关系。

今年初担任班长后，我一直苦恼于

“如何树立威信”。经过一番冥思苦想，

我脑海中冒出了一招。

一天班务会上，我让大家说说自己

的成长目标——列兵小李希望发挥播音

主持的特长，大学生士兵小刘表示想要

考学提干……

“没问题，只要大家好好干，这些都

包在我身上！”当时，我心里想的是：只要

我表明了态度，战士们就会自觉听招呼，

努力工作、认真训练。

然而，事与愿违。没过多久，我就发

现，大家积极性明显下滑，给他们安排的

一些工作难见反馈，这跟我当初的设想

完全不一样。

就在这时，我听到了一些议论：“班

长光说不做假把式”“承诺我们的事，他

就没放心上”……

乍听之下，我还有点生气，忍不住和

相熟的一位骨干诉苦。“说出去的话如同

泼出去的水。对班里战士，如果你做不

到，就不要随意许诺。”他毫不留情地指

出问题所在。

这话刺痛了我。回想当班长这几个

月，我作出了不少口头承诺，但真正做到

的寥寥无几。

那段时间，连队各项任务压茬推进，

我手头的工作较多，忙着忙着，就把答应

班里战士的事抛在脑后了。

不过，这不应该成为我的借口。而

且，我确实感受到“言而无信”带来的伤

害，有的战士看不到我的行动，就对我不

再信任。

反省过后，我第一时间找到小张。

在此之前，我曾答应帮他恢复训练，却迟

迟没有下文。听到我要主动帮助他提高

体能成绩时，他半信半疑地反问：“班长，

你这次不会又说话不算数吧？”

“你看我的表现吧。”我没再打包票，

而是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展现自己的态

度：请军体教员一起为他制订训练计划，

经常带着他在训练场练耐力。此外，我

还向军医学习了专业的按摩手法，帮助

他放松肌肉。

就这样坚持了两个月，小张的训练

成绩稳步提高，这才有了文章开头的一

幕。在这段时间里，我还把此前未履行

的诺言都一一兑现了，战友们开始重新

信任我，工作训练积极性高涨了很多。

经历了这些事，我对科学带兵有了

更 深 的 理 解 ：不 要 随 便 消 耗 战 士 对 你

的信任，说到做到才能立起威信、凝聚

兵心。

（刘梦婷、齐云飞整理）

别让许诺成虚言
■陆军某旅某连班长 王 旭

带兵人手记

工作训练生活紧张而忙碌，

是基层官兵的常态。不过，身处

集体之中，总会有那么一个时刻，

想要拥有一个安静的空间，盛放

那些不想外露的情绪，或者不被

打扰地独处一会儿。新疆军区某

边防团某连紧贴官兵需求，在宿

舍 楼 顶 层 辟 出 了 一 间“ 舒 心 小

屋”，让官兵放松心情、释放压力，

取得了显著效果。他们的探索，

为基层单位更好地开展心理服务

和思想教育带来有益启示。

推荐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