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5 基 层 传 真 ２０２５年６月６日 星期五责任编辑/徐雯

采访手记

特别关注

夏日山城，雾霭初散。武警重庆

总 队 执 勤 第 四 支 队 警 勤 中 队 训 练 场

上，上等兵易伟波奋力冲向 3000 米跑

终点线，用时定格在 12 分 04 秒。得知

成绩，易伟波难掩激动：“指导员，我真

的做到了！”

“只有没尽到的责，没有焐不热的

心。”说起帮助易伟波转变心态、突破

训练瓶颈的过程，指导员沈俊宏将其

称作“破译信任密码”。

有一段时间，沈俊宏发现，每天就

餐时，很少见到易伟波的身影。一打

听才得知，易伟波在偷偷节食减肥。

找易伟波询问缘由，沈俊宏一连

抛出几个问题，却换来一阵沉默。他

又找其他战士侧面打听，结果对方均

表示“不清楚”。

沈俊宏感到其中必有隐情。一天，

他在刷朋友圈时，看到易伟波点赞了一

个健身短视频。于是，他翻出自己之前

的健身照片，再度找易伟波谈心。

有了共同话题，易伟波渐渐袒露

心声。原来，易伟波的训练成绩一直

在中队下游徘徊，为了不拖累集体，他

听信了短视频的一些说法，试图通过

控制体重，提升体能素质。

“减重必须讲科学，一味地节食，

不光训练没力气，对身体也有害。”沈

俊宏结合易伟波自身情况，为他制订

补 差 训 练 计 划 ，并 与 他 结 成 训 练 对

子。不久后，易伟波练出了一身结实

的肌肉，体能训练成绩大幅提升。

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沈俊宏的思

考没有停止：一些青年官兵有事找网

友不找战友，有问题问百度不问干部，

彼此之间似乎隔着一堵无形的“墙”，

大家不自觉地保持着疏离，让人很难

敞开心扉。

他的观点在支队最近组织的问卷

调查中得到印证：大多数战士有心事

更喜欢在网上倾诉，不少战士认为“主

动反映问题会显得自己软弱”，仅有少

部分战士表示“会在遇到困难时向干

部寻求帮助”。

“当前，网生代已成为基层主体，

其特殊的成长经历，造成彼此之间的

信任度降低。”该支队领导分析感到，

这些官兵习惯生活在虚拟世界的“社

交 茧 房 ”里 ，对 现 实 生 活 中 的 人 际 交

往、情感培养不太注重，就像易伟波宁

愿相信网上的减重速成攻略，也不愿

向干部骨干请教科学训练方法。

为了破解这个问题，该支队紧跟

时代特点开展“双四一”活动，建立“三

共三微”机制，即搭建集“线上共育课

堂、难题共解社区、生活共享贴吧”于

一体的交互平台，建立官兵成长数字

档 案 ，动 态 掌 握 官 兵 现 实 思 想 ，通 过

“动态微观察、评论微交流、点赞微激

励”主动融入官兵微信朋友圈，从而靠

前做好教育疏导。

忠县中队列兵阮荣博是一个典型

的“ 网 络 原 住 民 ”。 指 导 员 田 仁 杰 发

现，这个平日沉默寡言的新战士，却在

虚拟空间构建了另一个自我：深夜的

星空、一句“孤独是强者的勋章”配文、

暗冷色调的照片。

这引起了田仁杰的注意。他及时

找到阮荣博谈心，并在化解消极情绪

的过程中，得知阮荣博爱好摄影。于

是，田仁杰热情邀请阮荣博加入摄影

兴 趣 小 组 ，鼓 励 他 积 极 参 与“ 温 馨 周

末”活动，与战友探讨摄影技巧。

不久后，田仁杰再次在交互平台

看到了阮荣博的动态：照片还是那张

照片，配文却变成了“一同守望这片星

空，也是一种幸福”。

“面对网生代，传统的‘四个知道’

正在升级为‘四个读懂’——读懂帖子

背后的状态、读懂表情背后的心情、读

懂游戏背后的劲头、读懂点赞背后的

兴趣。”采访中，田仁杰向记者展示了

一本《兵情日记》，只见上面写着这样

一些文字：战士小陈的抖音收藏夹里

有多幅书法绘画作品，暗示其兴趣爱

好；战士小李经常循环播放轻音乐，可

能是思想压力过大的信号……这些平

日里的细心观察与平台数据分析相互

印证，为有针对性地开展一人一事工

作提供了精准“靶标”。

“过不了网络关，就过不了时代关。”

该支队领导说，网生代官兵的活思想就

像河流，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要紧跟时

代步伐，善用“键对键”、习惯“屏对屏”，

调整更新带兵思路和知兵方式，真正走

进他们、引领他们、赢得他们。

记者了解到，该支队目前正在总

结评估实践成果，探索建立“双四一”

与“三个经常性工作”融合机制，通过

动态更新兵情档案、线上线下双向评

议等方式，推动传统工作方法与新时

代带兵理念深度耦合，不断提升思想

政治教育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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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军营中，网生代官兵已成

为 主 体 。 他 们 很 多 人 习 惯 用 键 盘 交

流、登“云端”倾诉，却在现实中变得愈

发内敛，不轻易将内心示人。如何打

破这种无形的隔阂，增进官兵信任和

战友情谊？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四支

队的实践说明：问题因网而生，必须用

网而解，在读懂官兵中走进他们、引领

他们、赢得他们。

当官兵将心事藏进微信朋友圈、

把兴趣爱好归入手机收藏夹，一线带

兵人不能止步于“知道他们在哪儿”，

还应主动走进他们的网络社交主场，

从点赞中发现价值取向、在评论里感

知情绪变化、于动态中捕捉内心需求，

通过这些“微观察”“微互动”，精准找

到做好一人一事工作的切入口。只有

这样，才能真正地知兵、更好地带兵。

信任从来都是相互的，需要的是

目标一致的双向奔赴。无论是用科学

训练回击减重速成，还是挖掘兴趣爱

好改变内心“色调”，传递的都是“我懂

你”的真诚。这背后，是对年轻官兵个

性需求的尊重，是带兵理念从“管理”

向“共情”的转变。时代在变、官兵思

想在变，但“带兵就是带心”的本质没

有变。只有以心换心、以情暖情，才能

让网生代官兵在军营找到信任感、归

属感、幸福感。

向 战 友 说 声“ 我 懂 你 ”，既 是 胸

怀，也是本领。各级带兵人必须正确

把握网生代官兵的心理行为特点，用

信 任 、欣 赏 、发 展 的 眼 光 看 待 他 们 的

“ 锋 芒 ”和“ 棱 角 ”，不 随 意“ 贴 标 签 ”

“ 扣 帽 子 ”，因 人 施 策 加 强 教 育 引 导 ，

并积极为他们成长成才搭建平台、创

造条件。

向战友说声“我懂你”
■张磊峰

带兵人手记

初夏，陆军某部组织门桥装卸载训练。 覃星凤摄

“咱们能不能把折返跑改成障碍接

力赛？”前不久的一个下午，在体能训练

间隙，上等兵张嘉宇突然跑到我跟前，

郑重其事地建议。没等我回应，他开始

绘声绘色地讲起自己的想法。

当 时 ，我 正 在 查 看 大 家 的 训 练 成

绩，没怎么听进去，便随口回了一句：

“别整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把大纲规定

的课目练扎实比什么都强。”张嘉宇闻

言有些泄气，悻悻地走开了。接下来

的训练中，他全然没有了此前十足的

精气神。

我原本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但晚

上查铺查哨路过学习室时，发现张嘉宇

正捧着一本《军事基础训练创新与实

践》看得入神。他的手边还放着一张

A4 纸 ，上 面 画 了 不 少 障 碍 设 计 草 图 。

我猛然想起张嘉宇当天下午的提议，顿

时觉得自己处理欠妥，心里萌生了一个

新的想法。

第 二 天 早 操 结 束 ，我 叫 住 张 嘉

宇：“你昨天的建议很好，能具体说说

吗？”张嘉宇先是一愣，随后从裤兜里

掏出皱巴巴的草图，语速飞快地讲起

了障碍接力赛实施方案，不时用手比

划着。

听着张嘉宇的讲解，我感到这个方

案非常可行，它不仅把多个基础课目融

合在一起，还兼具趣味和难度，很有实

用价值。“先在你们班搞个试点吧。”我

当即拍板，并叫来张嘉宇的班长交代了

有关事项。

当 天 下 午 ，体 能 训 练 场 一 下 子 变

了模样，轮胎、背包绳、弹药箱等器材

物品齐上阵，被设置成各种障碍，原本

枯 燥 乏 味 的 折 返 跑 变 成 了“ 战 场 穿

越”。大家“闯关过隘”、互相比拼，不

多时便个个直喘粗气、满头大汗。训

练结束后，官兵们聚在一起，兴奋地讨

论着，看能不能再增加点新手段。见

此情景，我感到十分欣慰，幸亏自己及

时“止损”，认真考虑并及时采纳了张

嘉宇的建议。

事 后 反 思 ，我 意 识 到 ，其 实 在 工

作训练中，官兵们特别是一些年轻战

士经常会冒出一些新点子、新创意，但

很多时候都被带兵人有意无意地否定

了—— 有 的 心 里 想 着“多 一 事 不 如 少

一 事 ”，动 不 动 泼 冷 水 ，有 的 嫌 麻 烦 、

怕 出 事 ，不 加 分 析 论 证 就 随 意 否 定 。

久而久之，就会挫伤官兵的主动性积

极性创造性。

我在心里告诉自己，基层从不缺活

力，官兵也从不缺智慧，缺的恰恰是认

可和鼓励。如今，各级都在强调“尊重

官兵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倘若不

注意听取战士的意见、不注重采纳他们

的建议，这句话就会沦为空谈。

所 以 ，听 到 战 士 们 提 出 一 些 新 想

法，不要急着否定，不妨一试先看看效

果，再下结论。

（李林、本报特约记者宋世杰整理）

不要轻易否定战士的新想法
■陆军某部干部 刘益涵

近日，第 76 集团军某旅某连几名

战士前往机关主营区参加军事体育运

动会，刚出机场就坐上接站车。大家不

禁感慨地说：“以前来一趟机关，一般需

要乘车十几个小时，现在不到 2 个小时

就到了，感谢组织的关心！”

今年初，该旅领导来到某连蹲点帮

建。该连地处海拔 4000 多米的高原，

官兵平时外出，只有汽车和飞机两种交

通工具可以选择。当时，二级上士陈文

君接到出差任务，需前往旅机关，这让

他犯了难。如果乘坐长途汽车，至少十

几个小时才能抵达，但雪天路滑，存在

安全隐患。如果乘坐飞机，则须按照有

关规定，上报旅领导审批，流程复杂且

耗时较长。

眼看出发时间越来越近，陈文君利

用座谈时机说出了自己面临的困扰，引

发大家共鸣。“基层有所呼，机关有所

应。”这名旅领导当即联系旅机关科室，

要求他们抓紧为陈文君办理乘坐飞机的

审批手续，并研究简化相关审批流程。

记者了解到，该旅部署分散、点多线

长。如何为官兵提供及时周到的服务，

一直是该旅党委着力推进的课题。在蹲

点帮建中，旅领导分片包干，深入一线，

全面了解基层需求，梳理出军事训练、政

治工作、服务保障 3 大类 30 余个具体问

题，并制订为基层办实事计划，明确了责

任科室和完成时限。

在此基础上，他们建立常态服务官

兵机制，规定每周五上午，在主营区开

展“士兵接待日”活动，为主营区外官兵

设立“接待日专线”，广泛收集官兵需

求；每季度指派一名部门领导，带领服

务小组到各分散点位现场办公，为大家

排忧解难；在强军网开设“连心桥”专

栏，及时听取意见建议，确保兵撒千里

远，服务不断线。

该旅领导介绍，截至目前，在蹲点

帮建中拉单列项的 30 余个问题，已基

本得到解决。下一步，党委机关将探索

开展“一站式”服务，切实解决好官兵的

“急难愁盼”，让大家能够把更多心思和

精力投入到练兵备战工作中。

第76集团军某旅为一线官兵排忧解难—

兵撒千里远 服务不断线
■文 明 本报记者 杨明月

“刷单返利不可信，网络交友要留

心……”近日，第 74 集团军某旅教育准

备会上，某营政治教员应振康围绕安全

用网进行备课示教，活泼生动的语言风

格和贴近官兵生活的新鲜事例，深深

吸引着大家，课堂气氛十分热烈。

“基层政治教员是做好经常性思想

工作的主体，必须具有出色的施教能

力。”该旅领导介绍，青年官兵思想活、

见识广，准备一堂能够吸引、打动他们

的好课并非易事。为此，今年以来，该

旅持续开展帮带式任教活动，采用“一

带一”方式，由各营政治教导员、副政治

教导员各帮带一名政治教员，从备课、

审课、讲课、评课各环节进行辅导。这

样，既能提升政治教员队伍的施教能

力，又可以通过不断修改完善教案，打

造一堂堂精品课。

“第一次登台授课，我就被指出了

10 余个问题，真是有些下不来台。”某营

干部郑来栋至今对当初的场景记忆犹

新，“虽然现场不打分、不排名，但作为

评委的政治机关领导和优秀政治教员

点评起来直指要害、毫不遮掩。”正是这

段尴尬的经历，让郑来栋“知耻后勇”，

奋起直追。

反复修改打磨的过程虽然辛苦，但

收获颇丰。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郑来

栋逐渐脱颖而出，他和其他战友准备的

《信仰为旗，强军有我》《重寻黄草岭，再

砺新尖刀》等专题授课受到高度评价，

并作为精品课分享到各个营连。官兵

们说，通过帮带式任教，基层政治教员

的授课水平明显提升，显著增强了教育

课堂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第 74 集团军某旅提升基层政治教员施教能力—

结对帮带，打造精品好课
■王 涵 杨梓睿

新闻前哨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某勤务船中队组织检修设备。图为一名战士正在细致检查。

赵月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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