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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顾问答读者

军媒视窗

6月 11日

“领到的被装尺码不合适，如果逐

级退回调换，环节多、耗时长”“驻训地

偏远，网上购物无法送货，外出购物交

通不便……”近日，海军某导弹快艇大

队一场机关与基层“互动日”活动现

场，该大队政治工作处干事将基层官

兵提出的问题整理成“问题清单”，提

上解决日程。

该大队组建之初，驻地条件艰苦，

基础设施不完备，如何快速统一官兵思

想，激发干事创业动力，是亟需破解的

难题。“官兵是基层建设的主体，必须办

好暖心惠兵事，凝聚兵心士气！”大队党

委一班人以“互动日”活动为抓手，着力

解决事关官兵切身利益和战斗力建设

的问题困难，多年来累计千余条意见建

议被列入台账清单，一大批官兵“金点

子”被采纳执行，有效激发基层内生动

力，促进官兵全身心投入工作训练。

差旅费报销，审批流程“一路畅

通”；营房营具破损报修，维修人员快

速上门服务；家属临时来队，拎包入住

公寓房……细数近期基层风气事务公

开栏上“问题清单”解决情况，官兵们

直呼“给力”。为确保为基层解难帮困

落实落细，该大队党委一班人利用当

兵蹲连和日常交流等时机收集官兵意

见，组织官兵定期对机关服务质效进

行评价，把急难问题解决情况、官兵满

意度等纳入机关干部考评范围，确保

官兵反映的问题件件有落实。

“备战打仗是第一要务。”该大队领

导介绍，“互动日”活动不止于提报需

求、解难帮困，也是官兵们思战谋战的

交流平台。

一次实战化演训中，信号兵屈衡在

波峰浪谷间熟练驾驶快艇，让战友找到

最佳射击时机，一举命中目标。从信号

岗位尖兵转变为复合型人才，像屈衡这

样的人才队伍变化，就得益于一次“互

动日”活动上的讨论。当时，各艇普遍

反映艇小人少，独立战位多、战备执勤

压力大，一场关于战斗力新增长点的讨

论随即展开，催生出“多岗合训、一专多

能”的组训新思路。

很快，机关展开调研论证，按照相

近专业互补、相邻战位互通原则，细化

交叉训练内容标准，深挖官兵一专多

能潜力，为更好执行海上任务提供保

障。如今，航海班的操舵兵和电航兵

交流学习，通信班的信号兵和报务兵

相互授课，机电班的轮机兵和电工兵

可以互为“备份”。

“小型舰艇如何尽快融入联合作

战大体系，实现能力突围”“如何加快

科技创新成果实践转化”……近年来，

官兵们在“互动日”上反映的问题越来

越聚焦组训施训、战斗力建设，机关和

基层共同瞄准短板弱项研讨交流、合

力破解，一些影响部队战斗力持续生

成的问题陆续销账，一批素质过硬的

骨干号手接茬涌现。

海军某导弹快艇大队畅通机关基层互动渠道——

合力破解“挠头事”
■林庆港 许 豹 高卓妍

谢顾问：

我是今年刚任职的新班长。上任

时我信心满满，希望带着班里战士好好

干出个样子。最近，我却越来越苦恼，

感觉一些年轻同志干工作不像我当新

兵时那样积极主动，有时一项工作安排

下去得不到回应，“推一推才动一动”。

我想请教一下，如何激发年轻战友工作

热情，尽快成为一名合格班长？

陆军某部班长 小 吴

小吴：

你好！新班长上任之初，遇到一些

管理问题在所难免。你能够从一批优

秀士兵中脱颖而出当上班长，是你严格

要求自己不断进步的结果，也体现了上

级对你综合素质的肯定以及对你的信

任，认为你具备带领班里战友共同进步

的能力，所以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新班长满怀热情是好事，但因为带

兵经验不足、管理方法单一，工作中往

往容易遇挫。从你的表述可以感受到，

作为班长，你本想带着战士们“多人联

机”，很多时候却变成“单机游戏”——

你喊“动起来”，却没看到“一呼百应”的

效果。我想，你的困惑可能源于对班里

工作的目标期望，与战友们呈现出的实

际状态之间存在差距。面对这种差距，

对于如何把大家“拧成一股绳”干好工

作、做出成绩，你还没有找到好的思路。

作为一名新任职班长，要想凝聚全

班力量、顺利开展工作，需要在哪些方

面下功夫？我们可以一起梳理一下，希

望能给你一些启发。

新班长首先要弄清楚“我是谁”和

“我该干什么”。基层班长都是从战士

中择优选拔出来的。然而，一名优秀的

士兵，是不是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班

长？答案是否定的。

为什么这样讲？按照“官兵依法履

职”要求，士兵和班长履的“职”有所区

别，对应的能力素质要求也不同。新班

长上任后，弄清楚自己的基本职责，才

能对于“我是谁”和“我该干什么”有清

晰的认识。

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

令》中明确，“班长职责”为“对全班的工

作负完全责任”，具体内容包括 7 条，相

信你已经认真学习了。从中我们可以

看到，一名班长在“把工作安排下去”和

“获得让人满意的结果”之间，还有大量

的工作要做，这些工作才是对班长能力

最大的考验。

通过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

务条令》中“班长职责”相关内容提到的

动词，或许可以了解得更清楚——带领、

培育、指挥、掌握、教育、监督、发现……

班里的工作、训练、战备、生活等各项任

务完成的效果，不可能全凭战士们的自

觉。作为班长，对布置的任务进行必要

的指导、督促、检查、纠正，就是日常管理

工作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也是你的重

要责任。

说到这里，你可以复盘一下近期的

工作，是不是有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

第 一 ，有 没 有 用 正 确 的 眼 光 看 待

战 士 。 从 你 的 简 单 描 述 中 ，我 能 感 觉

到 ，你 认 为 是 班 里 年 轻 同 志 身 上 存 在

的一些问题，导致了“难以管理”的结

果。其实，许多带兵人都曾抱怨过“时

代变了，兵难带了”，那是不是也需要

扪心自问：时代变了，带兵方法是不是

也要随之改变？每一代人都打着鲜明

的 时 代 烙 印 ，如 今 的 年 轻 战 士 思 想 活

跃、阅历丰富，呈现出很多时代特征，

比如：渴望被看见、被尊重、被理解；追

求体验需求，喜欢追问意义和价值；尊

重前辈但敢于存异，主动思考多、盲目

跟 从 少 …… 作 为 班 长 ，要 看 到 并 允 许

他们与自己心中那个“理想的模型”不

一 样 ，要 把 工 作 重 心 放 在 战 士 们 的 教

育 引 导 和 科 学 管 理 上 ，不 能 因 为 他 们

的“不一样”就简单予以否定。

带兵就是带心，理念先于方法，感

情先于技巧。带兵，要具备“信任的眼

光 、欣 赏 的 眼 光 、发 展 的 眼 光 ”，才 能

“ 真 正 走 进 他 们 、引 领 他 们 、赢 得 他

们”，要把每一名战士看作一个“宝藏”

去挖掘，特别是对新兵、对成绩靠后的

战士、对工作出现失误的战士等，要多

些真心、关心和耐心，真正把他们看成

连 队 建 设 可 以 依 靠 的 力 量 ，带 领 他 们

一 起 成 长 成 才 。 吴 班 长 ，下 一 次 遇 到

问 题 时 ，可 以 试 着 先 放 下 个 人 的 主 观

评价，在细致掌握情况的基础上，把战

士们的短板弱项和闪光点放在一起想

一想，找到行为表现产生的真正原因，

对症下药寻找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第二，有没有成为战士们的“充电

宝”。组织把你放在班长的岗位，说明

你具备了成为一名带兵人的基本素质

和潜能。然而，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班

长，还需沉下心来不断学习精进，把自

己变成性能优良的“充电宝”，才能通过

不断扩容持续去给战士们“充电”，发挥

“酵母”作用增强带兵育人的凝聚力、感

召力。

班长作为“兵头将尾”，集指挥员与

战斗员于一身，既要“言传”当好老师，

又要“身教”处处模范带头；既要从严带

兵 ，又 要 像 兄 长 、慈 母 般 关 爱 体 贴 战

士。作为新任职班长，要不断深化理论

学习，提升法规条令意识，用科学理念

适应新时代带兵要求，同时多向优秀的

老班长请教，利用军事职业教育平台等

了解更多带兵方法和经验。

带兵之道，没有固定之法。从心理

学角度看，人的优势之一在于拥有“元

认知”，不仅能制作工具改造世界，还能

够运用“反思”这个工具“敲打”提醒自

己。吴班长，希望你能在与战友们共同

摸爬滚打中锤炼本领，在与战友们朝夕

相处的“酸甜苦辣”中体味真情，通过不

断的实践反思，总结出适合自己的带兵

方法，尽快适应岗位，成为引导战士成

长进步的优秀班长。

（执笔：陆军工程大学副教授、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 绳慧）

当好“兵头将尾”学问多
—解答一位新班长的任职之惑

“现授予以下同志列兵军衔……”

近日，第 72 集团军某新兵团组织新兵授

衔仪式，新兵们完成从地方青年向合格

军人的转变。他们肩上增添的不只是

“一道拐”，还有身为军人应当扛起的光

荣使命。当军旅人生掀开新的一页，他

们期待以热血为墨、以信念为笔，书写

属于自己的青春篇章。这里，推荐 4 名

新兵的新训感悟，从 4 个关键词中品读

他们的成长故事。

（刘华山、本报特约记者童祖静推

荐）

关键词①：好作风

令行禁止走稳“第一步”

■新兵 彭永生

“嘟嘟嘟……”紧急集合哨声突然

响起，我条件反射般翻身下床，手指熟

练地穿梭在背包绳间，打好背囊和战友

们冲下楼，快速整队。

这一幕，与 3 个月前的我形成强烈

反差。从那时状况百出的手忙脚乱，到

如今一令一动的整齐划一，这些蜕变已

经融入我的一言一行，在令行禁止中尽

显军人雷厉风行的作风养成。

还记得入营后第一次紧急集合，慌

乱中我没来得及系好鞋带，和几名新战

友跌跌撞撞冲下楼。班长盯着我狼狈

的样子，大声问道：“战场上，敌人会等

你系鞋带吗？”这句话如同一记重锤，敲

醒了我对军人作风的懵懂认知。

那段日子，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考

验——射击瞄准时掌心的汗浸湿枪托，

战术训练中手肘和膝盖磨破了皮……

日复一日的训练中，曾经的“面包被”在

我手中变得棱角分明，“令行禁止”4 个

字渐渐内化于心。

今年新兵入营，恰逢新条令正式施

行。干部骨干用新条令规正我们的“兵

之初”，让我们尽快熟悉内务建设、纪律

维护、队列生活等各类要求。过去喜欢

赖床的我，如今听到起床号迅速起身；

曾 经 丢 三 落 四 的 习 惯 ，也 被 物 品 摆 放

“三点一线”的严谨作风取代。我明白，

好作风不仅是队列里的整齐划一，更是

对 训 练 工 作 中 每 一 个 细 节 的 精 益 求

精。我期待在军营“大熔炉”里百炼成

钢，以更高标准培塑顽强作风、锤炼过

硬本领。

关键词②：好身体

用意志扛起成长“重量”

■新兵 尹齐尧

最近，身边不少战友都在秀减重成

果。和他们一样，经过新训的磨炼，我也

像“变了个人”。不同的是，天生身材消

瘦的我，通过“增肌”练就了一副好身板。

入伍前，身高一米八的我，体重只

有 60 公斤。“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父亲

常挂在嘴边的这句话，我来到军营后有

了切身体会。新兵连第一次摸底考核，

我的 3 公里跑和单杠成绩都垫底。看着

班长的黑脸，我意识到摆在面前只有一

条路：增肌。

“增肌”说起来好像很容易，但并不

是加饭量增体重那样简单，注重的是肌

肉力量和耐力的同步提升。为了实现目

标，我在加强营养补充的同时坚持加训

加练，晚上熄灯后向班长申请加练半小

时，饭前小练兵提前 10分钟去练吊杠，手

上的茧子长了一层又磨掉一层。

渐渐地，我的身体壮实起来，随之

而来的是训练成绩的提升，不仅单杠和

3 公里跑达到良好水平，仰卧卷腹更是

突破 100 个。

“当身体撑不住的时候，意志会带

你突围。”新训期间，这句话一直激励着

我。新训结束前的一次小竞赛中，我以

仰卧起坐 145 个的成绩登顶新兵连“龙

虎榜”。

下连之前，我的体重定格在 68 公

斤。虽然“增肌”过程很难，但在一次次

挑战自我、突破极限中练就好身板，让我

更有信心走好军旅路。

关键词③：好战友

那双大手温暖“兵之初”

■新兵 宋星洁

刚入军营时，熄灯后我躺在床上久

久不能入眠。虽然身边战友都很友善，

但我性格比较内向，不善表达，总感觉

没有融入“大家庭”。

战术训练场上，班长趴在铁丝网下，

给我们讲解动作要领。“星洁，你再来试

试。”我把钢盔扶正，扑下身子，忍着手肘

与碎石摩擦的疼痛，努力向前爬。

“成绩有进步，但发的护具怎么不

戴？你看看，都磨破皮了。”班长卷起我

的袖子，发现胳膊划开了几道口子。训

练结束，他找来医药箱，动作轻缓地给

我的伤口止血。

新训结业考核，长距离徒步行军中

穿插进行 10 余个课目。“星洁，我看好

你，相信自己！”我想起班长前一晚的叮

嘱，每一个课目都拼尽全力。

天 空 下 起 绵 绵 细 雨 ，让 最 后 一 段

山 路 愈 发 难 行 。 我 的 体 力 快 达 到 极

限，只觉得脖子被枪带勒得生疼，小腿

像 绑 了 沙 袋 抬 不 起 来 ，视 线 变 得 有 些

模糊……

忽然，一双大手扶住我。“前面就是

终点了，冲起来！”班长用力一推，我顿时

又充满力量，和战友们一起发起冲锋。

新训结束，和班长告别时，我用力

握了握他的手。这双粗壮的大手，温暖

了我的“兵之初”。

关键词④：好传统

为血染战旗增光添彩

■新兵 温家峰

新兵入营，我第一次走进营区一个

英雄连队荣誉室，除了满墙荣誉战旗带

来的震撼，还有一种因年代久远产生的

“距离感”：革命先辈经历的生与死的考

验、血与火的较量是那样遥远，我能像

他们那样去战斗、去为战旗添彩吗？

这个问号，在新训中渐渐被拉直。

第一次参加战术基础动作训练，班

长给大家讲解完动作要领后，就一个猛

扑 钻 进 铁 丝 网 ，匍 匐 在 泥 水 里 进 行 示

范。依令卧倒后，望着挂满倒刺的铁丝

网，我还是心里直打鼓，小心翼翼摆动

身体前行。

“40秒38，不合格！”没等我起身，耳边

就传来班长的声音。“再看我演示一遍！”

班长快速穿过铁丝网，身后泥点飞溅。

一次聊天中，我问班长：“班长，你

动作那么快，不怕被铁丝网刮伤吗？”班

长笑了笑，卷起袖子露出胳膊上几道新

旧交织的疤痕：“当兵打仗，哪有不磕磕

碰碰的？这点皮外伤算什么？咱们是

军人，如果训练中都瞻前顾后、畏畏缩

缩，怎么能练强打赢本领？上了战场又

怎么敢往前冲？”

这些道理，入伍前我曾听人说过，

但直到穿上军装，直到跟着班长在训练

场上摸爬滚打，直到在咬牙坚持中一次

次 突 破 身 体 和 心 理 极 限 ，我 才 更 加 明

白，军人与苦累相伴、与艰险相随，为的

就是淬炼敢打必胜的志气、舍我其谁的

勇气、赴汤蹈火的胆气，砥砺直面血与

火、生与死的血性担当。

下连前，上级组织我们前往一处红

色场馆现地参观见学，一幅描绘惨烈战

斗场景的画作吸引了我。先辈们弹尽

粮绝，眼神却如燃烧的火焰，双手紧握

上刺刀的步枪，准备与敌人最后一搏。

那目光，仿佛穿透时空，让我真切感受

到革命先辈身上那股劲——除去胜利

一无所求，为了胜利一无所惜。回想荣

誉室里那些历经战火硝烟的战旗，我告

诉自己：要像前辈们那样忠诚、担当、奋

斗，让他们用鲜血染红的战旗继续高高

飘扬。

（张宸铭、何飞、本报特约通讯员彭

帝烁整理）

列兵授衔，谈谈新训收获

记者推荐

6月 11日

安装移动光伏能源系统，专属车

辆保障外出看病就医……近日，空降

兵某部二级上士张涛又一次跟随任务

分队进驻戈壁深处，考虑到此前驻训

点缺电少水、就医不便等情况，他提前

准备了充电宝、常用药等物品，没想到

没了“用武之地”。

“居然还有了移动基站，手机也有

信号了！”见此情景，一级上士霍小龙

也觉得有些意外。

“这些小事，本不该成为官兵的

‘意外之喜’。”该部一位领导表示，他

们在调研中发现，面对基层官兵的急

事难事，党委机关往往能够倾力解决，

但是对一些看似寻常的“小问题”没有

给予足够重视，在处理的时度效上常

常打折扣。

大事难事彰显担当，小事小情同

样关乎信任。该部领导表示，大事小

事都是官兵关心的事，要往深处想、往

实里落，用心用力解决好。

不久前的一个清晨，下士王凡在

通信连机房不慎滑倒。这件事让运输

营房科科长上了心。他来到连队仔细

检 查 后 发 现 ，瓷 砖 地 面 未 做 防 滑 处

理。很快，通信连的机房、食堂等重点

区域铺设了防滑垫，走廊台阶贴上了

防滑条。

下士夏宇浩爱好读书，前段时间

在“官兵意见箱”里写下希望连队图

书室增添新书的建议。一周后，不仅

书架上多了新书，读书分享活动也跟

着“上新”。连队邀请驻地作家与官

兵交流，教授写作技巧，帮大家拓宽

文学视野。

“有呼必应，工作只能算及格；未呼

先应，才显用心用情。”该部领导表示，

解决大事难事，大多有相应的政策法规

作依据，对照落实即可。对于那些官兵

身边看似琐碎的“小问题”，也应有一套

完整的解决机制，确保工作流转顺畅。

为此，他们建立“兵情速办”机制，明确

要求“小事不过夜、难事不出周”，并通

过设立“官兵心愿墙”、建立“困难帮扶

台账”、开通 24 小时服务热线等措施，

将“小事”管理纳入规范化轨道。

“小事”不小“视”，细微之处涌暖

流。从晾衣场的改造到训练器材的更

新，从开办深夜食堂到文化活动的丰

富……笔者了解到，上个月该部某营

军人大会上，官兵提出的多条意见需

求已得到解决落实。

空降兵某部关注细微凝聚兵心增进信任——

用心化解“小问题”
■金 鹏 陈为森

近日，陆军某旅邀请驻地学校学生走进营区，感受军营文化。

高 聪摄

左图：授衔仪式上，新兵们互相佩戴军衔。

上图：新兵参加军体运动会喜获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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