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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东亮被评为新一期‘执勤标兵’，

大家要向他学习……”前不久的一次点

名，我对战士朱东亮提出表扬。看到朱

东亮脸上露出了笑容，我的思绪不由地

飘到了半个多月前——

那段时间，连队组织装备维修。一

天，班长临时交给朱东亮一项维修任务，

为了按时完成，朱东亮一门心思铆在岗

位上，全然忘记自己还得去宿舍楼站岗。

在战友的提醒下，朱东亮急匆匆地

跑向哨位。由于距离换哨时间不到 5 分

钟，朱东亮就没顾上换掉沾着油渍的衣

服和鞋子。

好巧不巧，朱东亮才换完哨，就碰上

纠察路过宿舍楼前。结果可想而知，他

因军容不整被通报批评。

当晚，我点名批评了朱东亮，他当场

表示认识到了错误，并保证以后不会再

出现类似问题。

此后，为了提醒大家在站岗执勤前

要做好一切准备，尤其不能忽视仪容仪

表这些细节，我频频让朱东亮“现身说

法”。效果很不错，我经常看到战士在军

容镜前仔细检查，连队也没再收到相关

通报。

然而朱东亮的表现却越来越反常。

不仅与战友们沟通少了，而且课余时间

总是独自待在宿舍，就连平时最喜欢的

篮球比赛也不参加。

一天晚饭后，我找到朱东亮了解情

况。原来，我常拿他当“反面教材”，让他

感觉自己是连队里的“异类”、战友眼中

的“笑话”。

“没想到自己的做法，给他造成了这

么严重的心理负担。”直到这个时候，我

才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方法出了问题。此

前，在我看来，用身边典型案例警示官

兵，时不时紧一紧遵规守纪的“弦”，能够

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但我忽略了当事

人的内心感受。随即，我向朱东亮道出

了自己的用意，表示并非刻意针对他，还

对他近期的执勤表现予以肯定。

当周的连务会上，我特意将此事抛

了出来，引导干部骨干谈谈看法。最终，

大家一致认为，用战士案例讲评问题，要

“对事不对人”，不能让当事人背上思想

包袱；更重要的是把握好尺度分寸，不能

老翻旧账，教训必须吸取，但别总是揪住

一个人、一件事不放。只有这样，警示教

育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从此之后，针对出现过错的官兵，

连 队 骨 干 们 尽 量 进 行 私 下 批 评 教 育 ，

将 其 作 为 教 育 警 示 案 例 使 用 时 ，也 特

别 注 意 方 式 方 法 ，防 止 造 成“ 二 次 伤

害”。朱东亮恢复了往日的自信，精神

饱 满 地 投 入 到 工 作 训 练 中 。 近 期 ，连

队 又 接 到 一 项 新 任 务 ，朱 东 亮 第 一 个

找我报名参加。

（本报特约通讯员王轶整理）

讲 评 问 题 别 老 翻 旧 账
■陆军某旅某营某连指导员 张 哲

新闻前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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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兵人手记

“快冲刺，马上就能拿到奖牌了！”

听到班长杨林川的助威，上等兵施宗义

加速奔向终点。伴着秒表的定格，施宗

义 打 破 了 所 在 大 队 3000 米 跑 课 目 纪

录 ，并“ 解 锁 ”一 枚 3000 米 跑“ 高 级 成

就”小奖牌。

这一幕，发生在武警四川总队绵阳

支队执勤四大队前不久组织的群众性

比武竞赛场上。施宗义获得的那枚小

奖牌，是该支队激励官兵创先争优的一

个新举措。

“奖牌虽小，作用很大！”杨林川介

绍，以前施宗义的训练成绩一直在班里

垫底，大家想了很多办法帮助他都没啥

效果，直到支队推行新的激励措施后，

他就像变了一个人。

这套激励措施的由来，得从该大队

某中队指导员蒋昊的一次检查说起。

时值周末，蒋昊走进各班排宿舍查

看，发现不少战士聚在一起打电子游

戏，时不时为彼此成功过关升级而欢

呼。蒋昊正为提升中队训练成绩而发

愁，看到大家兴奋的样子，他脑海中闪

现一个灵感：既然游戏闯关令大家“上

瘾”，如果把这种“过关升级得奖励”的

规则搬用到训练中，会不会更好地激发

官兵的训练内驱力？

为了验证想法的可行性，蒋昊组织

了一场“训练方法创新”大讨论。讨论

中，不少官兵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

“传统训练模式有点单调，如果可

以，不妨添加一些能够调动大家积极性

的元素。”

“最好是训练水平每上一个台阶就

能‘解锁’一项奖励，就好比游戏中每闯

过一关，就能赢得小奖品。”

……

大家很快达成共识。蒋昊立即召

集中队骨干一起商讨具体细则。他们

梳理军事训练课目，按照难度划分初、

中、高三个层次的成就，细化每一个层

次中各课目成绩标准，参照游戏过关后

获得的电子徽章，设计不同的彩色小徽

章贴纸。谁达到某一课目某一层次的

标准，中队就在谁的“个人成绩手册”中

贴上相对应的徽章。为进一步激励战

士，中队决定为达到“高级成就”的战士

制作颁发实体小奖牌。

当习以为常的训练课目变成了闯

关升级游戏，大家的训练热情很快被激

发出来——

中士景彦旭在原单位一直负责后

勤工作。调整来到该中队后，景彦旭心

里一直犯嘀咕：以前练枪的机会少，射

击成绩不理想，到了新单位可别成了

“吊车尾”。景彦旭开始尝试各种方法

提高成绩，但收效并不好，这让他很受

挫。时间一长，中队一开展步枪精度射

击训练，他就无精打采。

景彦旭的状态，蒋昊看在了眼里。

一次休息时间，蒋昊把景彦旭带到队部，

当着他的面打开了中队官兵的“个人成

绩手册”。看着战友们的手册上贴满了

各式各样的彩色小徽章，而自己却只有

寥寥几张，景彦旭的斗志瞬间被点燃。

接下来的日子里，景彦旭认真学习

射击理论，一有空就向中队的射击能手

请教。晚上别人休息时，他经常端着绑

了杠铃片的扫把练习据枪。

景彦旭的持续努力，换来了射击能

力的跃升。不久后的考核中，他达到步

枪精度射击课目优秀水平，创造了个人

最好成绩，不仅在“个人成绩手册”贴上

了彩色小徽章，还拿到了射击课目实体

小奖牌。

“新的激励措施实行以来，官兵每

一次的小进步都能得到肯定，大家精武

强能更加自觉。”蒋昊欣喜地介绍，现在

官兵主动加压训练成了常态。

该中队综合训练成绩排名也不断

上涨，这引起了支队领导的注意。经支

队党委研究后，他们决定在全支队推广

该中队的这一做法，建立“过关升级”激

励机制。为了更贴近各单位实际，支队

将激励范围进一步扩大，增加了理论学

习、执勤保障、工作考核等方面的“闯关

升级”，形成了覆盖面更广、奖项更丰富

的激励体系。

如今，走进该支队便可见到官兵取

得的新进步——某中队二级上士刘玉

成执勤理论考核得到满分，摘下中队首

个该课目实体小奖牌；某中队列兵龚骏

通过不懈努力掌握了单杠 5 练习和双

杠 5 练习，获得“列兵时单双杠 5 练习”

小徽章……

同时，记者了解到，新的激励机制

推行后，基层带兵人苦口婆心的叮嘱少

了，官兵们干事创业的主观能动性增强

了。这一枚枚小徽章，见证了官兵的努

力与拼搏，也连缀铺展成他们履职尽

责、矢志打赢的奋进之路。

上图：该支队可供官兵获取的部分

“中级成就”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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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 成 得 怎 么 样 ？”“ 上 级 反 馈 如

何？”“明天还用去吗？”这天，第 82 集团

军某旅某连班长吴伟鹏带领战友外出

执行任务归来，刚一走进连队大门，就

被连值班员余聪拦下，接受连珠炮似的

追问。

“都不先关心一下大家，眼里就只

有工作？”吴伟鹏原本想主动汇报工作

情况，可听了余聪的“三连问”后，禁不

住不冷不热地回顶了一句，便带着大

家径直往宿舍走，留下余聪在原地尴

尬不已。

一 向 沉 稳 的 吴 伟 鹏 不 是 故 意 挑

理。这次任务，战士们连续干了两个多

小时，衣服被汗水浸透，还没来得及吃

饭，就被连值班员拦住一通问，渴望认

可和关注的内心当然有些不舒服。

碰 了“钉 子 ”的 余 聪 也 有 些 气 恼 。

作为连值班员，他关心工作情况是分内

职责，而且他也不是不关心战士们，考

虑到大家回来晚了可能耽误饭点，他专

门叮嘱炊事班预留饭菜，还提前打开电

热水器为大家准备好洗澡水。

那么，一件小事，为何两头烦心？

无独有偶。上周，旅里组织教育，

担任连值班员的班长李洋洋负责集合

整队，眼见大家动作有些迟缓，便气呼

呼大喊：“后面的人利索点，看齐的动作

要领不会吗？”活动结束后，队伍刚解

散 ，几 名 站 在 队 尾 的 战 士 忍 不 住“ 吐

槽”：动不动就批评人，说话就不能和气

一些？

随后，在连队组织的“爱心小纸条”

活动中，很多战士写道：建议连队干部

说话少用诘问追问、多些客观陈述，别

一张嘴就带着火气……

这 引 起 了 连 队 指 导 员 孙 义 的 重

视。他细细想来，在干部骨干带兵过程

中，类似现象还真不少：战士训练成绩

不理想，会被问是不是不够努力；内务

标准低，会被问是不是态度不够认真；

安排工作没落实，会被问是不是没仔细

听要求……

在行政例会上，孙义引导干部骨干

围绕这几类现象展开讨论。有人分析

是沟通方式不恰当，有人坦言是看问题

有些片面……孙义因势利导谈了自己

的看法：“现在的官兵思想活跃、自我意

识强，同时也对外界评价很敏感，内心

渴望被关注、被赞赏。带兵人如果说话

不注意，就可能伤了他们的心。”

经过一番讨论，连队干部骨干达成

共识：要注意改变工作方式，充分了解

情况后再开口讲评；要善于站在对方的

角度看待问题，不轻易下结论；要多陈

述事实，不要动辄批评人。

不久后，余聪再次担任连值班员，

他在安排工作时注重帮助解决大家遇

到的问题困难。而李洋洋在组训和管

理工作中也多了耐心细心，与战友们相

处更加融洽。最近，上级组织班战术考

核，战士们在一天一夜的连贯作业中难

免出现差错，该连干部骨干不急不躁，

带领大家及时改正、顽强拼搏，全连综

合成绩排名位居全旅前列。

少一些诘问 多一点肯定
■黄建建 本报特约通讯员 刘小云

高原仲夏，夜风微凉，火箭军某旅

某营中士小徐心中暖流涌动，他将一张

困难补助回执单夹进日记本，然后一笔

一画写下：“连队就是我的家，这份情谊

要用训练成绩报答！”

这段温暖的故事，源于一次精准的

谈心——

3 个多月前，连队韩指导员发现，一

向活泼开朗的小徐有些沉默寡言，手机

申领也突然开始变得频繁。他几次关

切询问，小徐都支支吾吾，不愿多说。

几天后，连队“兵情动态记录册”信

息更新完毕。韩指导员打开记录册寻

找线索，只见小徐的“家庭情况动态”一

栏写着：“母亲旧疾复发”。

韩指导员心有所悟，再次跟小徐谈

心时，有意将话题引向家庭方面。真挚

的话语让小徐慢慢敞开心扉。原来，由

于母亲病情恶化、医疗费高昂，这些天

他一直忧心忡忡。了解情况后，韩指导

员将小徐的困难逐级上报，不仅为他申

请了困难补助，还协调帮助他母亲转院

治疗。

帮助韩指导员解开小徐心结的“兵

情动态记录册”，是该营开展经常性思

想工作的一个创新做法。这本“兵情动

态记录册”详细记录了每名官兵的个

人、家庭、经济、婚恋、心理等 10 个方面

的情况，并持续动态更新。

谈及在各连队设立这本小册子的初

衷，该营卢教导员介绍，此前他们在调研

谈心交心活动中发现，官兵“心有忧虑口

难开”的现象并不少，有的“怕给组织添

麻烦”，有的担心被贴上“重点人”的标

签，还有的习惯于报喜藏忧……依靠传

统的谈心方式，有时难以准确掌握官兵

思想动态。

为此，他们决定汇编“兵情动态记

录册”，发挥群众力量察兵情、知兵心、

因人施策。记者了解到，“兵情动态记

录册”中，诸如家庭背景、入伍前经历等

由官兵自行填报，并每半月主动更新婚

恋变化、经济情况、成绩奖惩等信息；连

队干部及班排骨干则结合战士平时表

现，动态更新遵规守纪、思想波动等情

况。“兵情动态记录册”由专人统一保

管，严格控制阅看权限，注重保护官兵

隐私。

“长期动态跟踪兵情，还可以发现

隐性问题，精准开展教育引导。”前不

久，韩指导员翻阅连队“兵情动态记录

册”时发现，训练尖子小萧近期“专业理

论兴趣度”连续两次被标注为“普通”，

专 业 考 核 成 绩 连 续 3 次 都 是“ 良 好 ”。

考虑到前期小萧还表示要在部队长期

干，他便专门找到小萧了解情况。果

然，小萧正在因专业理论学习成绩不理

想而烦恼。韩指导员立即安排技术骨

干与他结成对子，提供指导帮带。没过

多久，小萧的专业理论学习情况明显好

转，他紧锁的眉头也舒展开来。

“兵情动态记录册”的多次成功运

用，也激发了更多官兵通过这一渠道

“吐露”心声。二级军士长老冯在动态

更新信息时，表示自己在子女入学方面

遇到了困难。该营党委了解情况后，积

极协调机关，没多久，老冯的孩子就如

愿进入心仪的学校就读。

有了“兵情动态记录册”，该营一线

带兵人知兵情、解兵难的方向更明确、

思路更清晰、措施更有力，官兵的归属

感、获得感不断增强。前不久的一份调

查显示，该营明确表达今年秋季选晋军

士意愿的战士达到了总数的 90%。

火箭军某旅某营创新举措提升经常性思想工作质效——

记录兵情动态，精准因人施策
■岳小林 王 珍 本报特约记者 任增荣

上图：火箭军某旅注重搞

好 驻 训 期 间 的 思 想 政 治 教

育。图为前不久的一次训练

间隙，一名指导员（前排左一）

与战士谈心。

杨志华摄

左图：６月下旬，中部战区

空军某旅组织开展装备维护。

图为机械技师（右）带教新毕业

的排长（左）检查飞机起落架。

徐艺洋摄

Mark军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