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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排长的“三把火”为啥
让战士敬而远之——

带兵，首先要懂兵在
想什么、需要什么

“排长，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前几天，新疆军区某团修理连排长母玉

龙休假归队，刚一进门就看见排里战士

马涛兴冲冲地跑了过来。

之前的马涛训练成绩不佳，加之性

格内向，一直不太自信。此次，他口中的

好消息，是自己被连队评为“进步之星”，

还成了团里表扬的对象……

听到这里，母玉龙心里泛起一股暖

意，自己作为排长，最大的成就便是看到

排里战士有所成长。马涛的蜕变，也见证

了他与排里“老班长”之间的师徒情谊。

几个月前，母玉龙告别军校来到该

团修理连担任排长。报到当天，连长语

重心长地跟他说：“遇到问题，多向康班

长请教，他可是连队的‘大拿’。”

康班长是谁？了解后，母玉龙才知

道，这位入伍 18年的老兵叫康传明，在连

队建设和骨干培养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

或缺的作用。同时，母玉龙还对排里人员

大致情况进行了解，为的就是实现毕业时

的理想——在基层干出一片天地。

然而，一段时间过去，母玉龙慢慢发

现，战士们对他有些“敬而远之”，见了面

只是打个招呼就匆匆躲开……

母玉龙开始反思：自己担任排长后，

处处以身作则，内务卫生样样领先、军事

训练带头示范，为何得不到大家的认可？

思前想后，连长的那句嘱托在母玉

龙脑海中冒出来，从下连到现在，只顾着

烧自己的“三把火”，还没有与康班长好

好交流过。

于是，母玉龙主动约康传明饭后聊

聊天。“排长，本来之前就想找你，可又怕

影响你的积极性……”看到母玉龙真心

求教，康传明也打开了话匣子。

原来，大家之所以对母玉龙产生抵

触，最主要是因为他的管理方式问题。

康传明向母玉龙解释道，排里战士对于

工作安排都积极热情，但最怕一项工作

反复折腾。

连队内务标准已有明确规范，母玉

龙来了之后，却针对现有标准提出了更

细致的要求。在体能训练方面，面对战

士个体水平有差异的情况，他一味强调

标准化，而非分层分组施训，导致“冒尖

的难突破，靠后的超负荷”……时间一

长，大家难免产生抱怨情绪。

就拿马涛来说，这名战士偏内向的

性格人尽皆知，母玉龙却多次要求他在

人员集会时上台发言，连里安排的课外

活动也交由他牵头组织，这种“鼓励式”

教育看似有推动效果，实则拔苗助长，徒

增当事人心理负担。

“新排长有干劲，大家能理解，但更

要想战士所想、懂战士所难，真正走到他

们当中去。”康传明的一番肺腑之言让母

玉龙茅塞顿开，原来自己认为正确的管

理方式却给战士们造成了不必要的负

担，下步工作如何开展，母玉龙决定拜师

康班长。

就这样，这对“师徒”搭档开始带领全

排向前迈进。从安排公差的人员搭配到体

能训练的帮带计划，从谈心谈话的时机选

择到内务卫生检查的流程优化……在接下

来的日子里，母玉龙跟着老班长边看边学。

渐渐地，大家发现，这位新排长抛开

了“发号施令”的冷面孔，成为一位值得

大家信任的好战友。

对于马涛，母玉龙和康传明两人也

拿出了分工明确的帮带计划——一人负

责疏导心理，另一人针对弱项课目制订

补强计划。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段时间后，马

涛的成绩逐渐向良好迈进，人也变得更

加自信大方。

“带兵，首先要真正懂兵在想什么、

需要什么。”如今，这句话已成为母玉龙

的口头禅。他深知，新排长有不足、老班

长有优势，双方互相补台，才能实现真正

的好戏连台。

新排长第一次“挑大梁”
为啥“掉链子”——

理论与实践的距离，
靠勤学苦练去缩短

看着眼前的运输车不断疾驰而过，赵

宏杨的心情有些复杂。作为运输连的新

排长，军校车辆指挥专业科班出身的他，

却改善不了车辆维修基础薄弱的现状。

母玉龙的各项工作刚刚步入正轨，

与他在同一营的新排长赵宏杨却陷入了

困境。

记得刚到连队时，连长安排一级上

士陆轩与他“结对子”，还给了他一本《公

路驾驶操作手册》，简单翻看后，赵宏杨

便自信地对陆轩说：“这些内容我在军校

都 学 过 ，以 后 的 重 难 点 课 目 交 给 我 就

行！”

说到做到。带兵训练时，赵宏杨一

点不含糊，他利用自身精通专业知识的

优势，自创车辆各项参数速记法，帮助连

队新兵快速熟悉掌握车辆性能特点，同

时还把驾驶过程中应注意的流程步骤编

成顺口溜，让大家一学就懂。

踢好“头三脚”，效果立竿见影。在当

月的专业理论考核中，连队的几名新兵成

绩均达到良好以上。谁也没想到，接下来

的车辆驾驶复训，却让这位“理论通”犯了

难。

“排长，车辆‘趴窝’了，你赶紧过来

看看！”这天，对讲机里突然传来的声音

让赵宏杨瞬间紧张了起来。由于连里的

工作安排，车辆驾驶复训的任务落在了

赵宏杨身上。没承想，第一次“挑大梁”，

他就差点“掉链子”。

赵宏杨赶到现场时，车辆已经熄火，

无法正常启动，他赶忙按照常规流程逐

个环节进行检查，机油压力报警器正常，

发动机也无异响……

一时间，赵宏杨额头渗出密密麻麻

的汗珠。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赵宏杨心

里愈发着急，当他准备打电话求援时，一

只大手拍了拍他的后背。

原本在车队前端的陆轩，得知车辆

抛锚后连忙跑了过来。了解到前面的检

查情况后，陆轩当即判断车辆插接器出

了问题。找到元器件一看，果然是接触

不良导致的发动机熄火。随后，陆轩钻

入车底抓紧检修，很快便将问题排除，发

动机的轰鸣声再次响了起来。

返程途中，赵宏杨思绪万千，他在

脑海中将所有的车辆部件全都过了一

遍，学校教材上的内容却解不开眼前的

困境。

“驾驶员不仅要能开车，还要懂维

修，力争让每个人实现‘驾修双能’的目

标。”晚上点名时，连长的话语让赵宏杨

若有所悟。

第二天，赵宏杨找到陆轩，两人一头

钻进车辆维修车间，从车辆常见的细微

问题到各种疑难杂症，按照拆解好的车

辆部件，陆轩为赵宏杨逐个讲解。这样

的日子，一过就是半个多月，两人的关系

也逐渐升温。

能 不 能 出 师 ，还 得 靠 成 绩 说 话 。

首 次“ 驾 修 双 能 ”考 核 ，赵 宏 杨 还 是 出

现不少的“磕磕绊绊”。陆轩决定换一

种赵宏杨更容易接受的方式——将复

杂 的 检 修 要 点 转 换 为 容 易 背 记 的 口

诀。

很快，两人编写出《电路故障排除要

诀》《油路故障排除要诀》等，通过“线路

不通找节点，线路短路烧保险”“油路故

障两方面，低压油泵是关键”这样上口的

短句来帮助提高检修效率。

“虽然大家都叫我‘理论通’，但我知

道，陆班长才是连队的‘活教材’！”前不

久，赵宏杨参加了团里组织的专业考核，

不仅驾驶专业拔得头筹，维修技能也在

同组中名列前茅，他还收获了属于自己

的“红旗车驾驶员”荣誉。

登上领奖台，赵宏杨感慨万千，目光

望向陆轩时，老班长还是一如既往的平

静。赵宏杨知道，理论与实践之间还有

一段距离，成功的答案就是靠勤学苦练

缩短这段距离。

做 事 谦 虚 认 真 的 新 排 长
为啥受欢迎——

他像一块磁铁，把大
家的力量聚在一起

“这次工间改建方案能顺利敲定，孙

排长功不可没！”连务会上，连长的一句

话让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坐在角

落里的孙磊。

谁能想到，这个还略显青涩的新排

长，如今已经成为连里能够独当一面的

骨干。

孙磊初到连队就紧盯共同基础课

目，推出系列措施严抓训练，全排成绩有

了明显提升，他也赢得了大家的认可。

然而，在不久后的一次专业训练中，孙磊

遭遇了“滑铁卢”。

一次装备检修训练，排里的战士们

纷纷表示想看孙磊演示教学，孙磊却由

于对专业技术不够熟悉，接连出现失误

操作。更尴尬的是，他还把一个重要部

件装反了，导致整个检修流程不得不重

新来过。当时在场的老兵们看向孙磊，

让他感到十分窘迫。

“作为一线带兵人，技术不过硬是

万 万 不 行 的 。”为 了 弥 补 自 己 的 短 板 ，

孙 磊 主 动 找 到 几 位 班 长 骨 干 拜 师 学

艺 。 每 天 训 练 结 束 后 ，他 都 会 找 到 老

班长们请教，从装备操作到班排管理，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正是这些点滴

积 累 ，为 他 后 来 接 手 改 建 任 务 奠 定 了

坚实的基础。

时间拨回一个月前，当连长将工间

改建任务交给孙磊时，他倍感压力。9

个专业领域的技术要求和繁杂的协调工

作，对于一个新排长来说无疑是巨大的

挑战。然而，孙磊没有退缩，他迅速理清

思路，制订了详细的推进计划。

接到任务后，孙磊第一时间召集相

关专业的骨干开会，坦诚地说：“各位班

长，我对这些专业了解不多，希望大家

能给我一些建议，咱们一起把这件事做

好。”这番话得到了在场老班长们的积

极响应。

接下来的日子里，孙磊就像一台高

速运转的机器，白天穿梭于各个班组之

间，与技术人员反复沟通；晚上埋头整理

资料，优化设计方案。为了确保每个环

节不出差错，他还多次组织现场勘察，邀

请专业骨干参与讨论。

一次，一位老班长提出某个区域的

设计可能会影响日常训练效率。孙磊听

后二话不说，立刻组织相关人员重新评

估，并根据建议调整方案。这位老班长

后来感慨道：“孙排长虽然年轻，但他做

事谦虚认真，像一块磁铁，把大家的力量

聚在一起。”

就像聚力的“磁场”，随着时间推移，越

来越多的人主动参与到任务中来。有人帮

忙绘制图纸，有人协助联系厂家，还有人自

发加班赶进度……整个连队齐心协力，共

同将这项艰巨的任务向前推进。

如今，工间改建方案已经顺利敲定，

即将进入施工阶段。站在新的起点上，

面对未知的困难，孙磊满怀信心。

当 新 排 长“ 拜 师 ”老 班 长
■王 净 李兴友 本报特约记者 崔雅庆

记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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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排长”与“老班长”，基层常见

的一“新”一“老”两个称谓，代表着不

同的资历——新排长刚刚上任，老班

长久经历练。

新 排 长 和 老 班 长 能 不 能 超 越 身

份 标 签 ，做 到 融 洽 相 处 、优 势 互 补 ，

是 不 少 基 层 连 队 建 设 面 临 的 一 道 课

题。

新排长初到连队任职，常常踌躇

满志又难免迷茫。基层经验不足，是

他们的“拦路虎”。老班长扎根基层多

年 ，熟 悉 基 层 ，经 验 丰 富 。 新 排 长 的

“短板”，恰恰是老班长的“长项”。

在基层这片沃土，新排长与老班

长 如 果 彼 此 信 任 、彼 此 欣 赏 ，互 相 学

习、取长补短，不仅能收获亲如兄弟的

战友情谊，还将有力推动连队的整体

建设。

基层藏着大学问。有人说，老班

长是一本厚厚的书。这本“书”，包含

丰富的基层经验和智慧。当新排长甘

当“小学生”，以“求师之诚”主动靠近

老班长，真诚地敞开心扉，将他们当作

愿意倾诉、值得信赖的对象，一定能学

到带兵技巧、组训方法、抓建思路，加

快学历向能力的转化。

没 有 谁 是 天 生 的 带 兵 人 。 新 排

长“ 成 长 的 烦 恼 ”，不 仅 是 个 人 的 事 ，

也 是 连 队 的 事 。 作 为 连 队 建 设 的 骨

干力量，当老班长全力支持配合新排

长的工作，在他们遇到困难时主动站

出 来 、靠 上 去 ，毫 无 保 留 地 传 授 心 得

经验，一定会为新排长搭建起成长的

阶梯，推动连队的各项工作更顺利开

展 。 同 时 ，“ 新 老 搭 档 ”也 是 双 向 奔

赴。老班长在与新排长相处过程中，

也一定能学习到新排长的新知识、新

理念、新思路，实现互促共进。

当新排长和老班长之间建立起牢

不可破的信任，培养出真挚深厚的感

情 ，就 一 定 能 够 拧 成 一 股 绳 、合 成 一

股 劲 ，成 为 急 难 险 重 任 务 中 并 肩 战

斗 、未 来 战 场 上 托 付 生 命 的 好 战 友 、

亲兄弟。

“新老搭档”的双向奔赴
■李 雷

锐 视 点

一名排长编写的教材，被全团推广

使用。

谈及此事，新疆军区某团排长路旭

格外激动。由他编写的《营连军事体育

组训实务指南》，成为该团新干部岗前培

训必学内容。

去年，刚刚担任排长的路旭，为迈好

基层“第一步”，主动报名参加全团“通用

400米障碍”课目示范任务。他认真准备、

反复练习，形成一份详细的示范脚本。

“下面，由我为大家讲解示范……”课

目示范当天，全部流程顺利完成，路旭没

想到却迎来一通批评：“普遍适用性不强”

“与战场结合不够，缺乏实战意识”……

“排长，从示范来看，你的理论功底

不错，只是刚到部队，对一些实际情况还

不是很了解。”训练结束后，看出路旭心

情低落，教导队一级上士魏光清主动靠

上前来。魏光清结合自身经验，从实战

角度出发，同路旭一起梳理分析教学中

存在的问题，帮助他进一步完善教案，鼓

励他在发挥优势的基础上补足短板，尽

快融入基层生活。

面对差距，路旭选择迎头赶上。他

利用休息时间研读《军事体育训练大纲》

等法规文件，梳理出百余条基层组训要

点，并且主动拜魏光清为师，学习实践经

验。为验证组训方法的有效性，他白天

跟训记录问题，晚上调整训练教案，3 个

月内整理出 2 万余字训练笔记。

凭着一股韧劲，路旭摸索出了一套

“法规为纲、案例为引、分层施训”的组训

模式。

一次集训考核中，路旭根据受训对

象优化分层组训，将“敌情”意识作为单

独部分进行讲解。路旭的成长让大家刮

目相看，他也获得该次考核全团综合排

名第一的好成绩。

在魏光清的持续帮带下，路旭系统梳

理法规依据、典型案例和常见误区，历时

半年编写完成《营连军事体育组训实务指

南》。这份指南中，既明确了“引体向上分

解教学”等标准化基础训练流程，也收录

了“武装越野跑突发情况处置”等已有经

验，同时还附有“训练风险评估表”“官兵

能力分级表”等工具表格。某连试用后反

馈：“过去讲不透的内容，现在根据教材

‘按图索骥’都能找到答案，大大提升了训

练效率。”

基层是最好的课堂，实践是最好的

老师。路旭在教材序言中这样写道：“只

有双脚沾满泥土，手中的教案才能透出

战味。”

一本教材的诞生，不仅凝结了一名

排长的成长思考，更见证了他在基层部

队的淬火蜕变。

新排长编写组训指南被全团推广
■张 坤 李兴友

新疆军区某团组织车辆驾驶训练。 白 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