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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推荐

军媒视窗

7月 14日

带 兵 要 知 心 。 基 层 带 兵 人 既 要

掌握教育管理方法，也要学习了解心

理学相关知识，打开战士的“心门”，

赢得他们的支持信任。这里选取 3 名

基层带兵人提出的问题，邀请心理咨

询师孙玉琪从心理学角度寻找解决

问题的方法，帮助一线带兵人提升岗

位胜任力。

“内向型管理者”

也有“春天”

问：我之前是连队的业务骨干，如

今被任命为代理排长。我觉得自己业

务能力较好，但不善于表达，日常训练

工作中总想着多干活、带头冲，可管理

能力欠缺。每次开会发言、讲评时，其

他排长几句话就能切中要害、调动士

气，而我不经准备就很容易“冷场”。

因此，我经常怀疑自己不适合带兵。

请问我该如何调整？

答：战友你好，请不要过度自我怀

疑，更不必强迫自己变成“外向型管理

者”。用真诚和行动赢得信任，务实就

会成为你独特的“领导力标签”。心理

学中的“优势识别理论”认为，内向者

往往具备观察敏锐、持久专注、善于倾

听的特质，这些正是带兵人不可或缺

的优势。以下几点建议，供你参考：

一是用行动代替语言。你不必强

迫自己像其他排长一样用言语激励士

气，训练时冲在前、脏活累活抢着干，

也是表率和激励。相信你踏实带头完

成任务、主动分担困难的行动，能够赢

得战友们的支持与认可。

二是采用结构化沟通模式。在开

会、讲评等活动前，可以提前列出几点

核心内容：肯定当天的进步，明确需要

改进的地方，提出下一步的目标。简

明扼要的表达，既能避免冷场，又能让

战友们感受到清晰的思路。

三是建立深度信任。研究表明，

内向的人更擅长一对一深度沟通。你

可以利用工作间隙与战友们分享专业

心得，也可以找有需求的战士单独谈

心，经常问问大家的想法和困难，结合

自己的经验给出建议。这种亲和的姿

态，会让大家感受到尊重，也更愿意配

合你的工作。

找到适合自己的

带兵方法

问：我是一名新排长。来到连队

后，我发现自己的理论知识很难在管

理中发挥作用。比如日常内务检查，

我指出问题，有的同志并不服气，甚至

说“以前一直这样做”。当有人训练态

度不认真，我和他讲道理，他听不进

去。

答：战友你好，从军校的“理论课

堂”到连队的“实践战场”，需要时间和

耐心去适应。当前阶段属于你的成长

“阵痛期”，因此不必过度焦虑。这里

有几点建议：

一是先建立情谊，再树立威信。

多 参 与 战 士 们 的 日 常 活 动 ，比 如 一

起打球、一同聊天，多看到他们身上

的 优 点 、理 解 他 们 的 想 法 ，互 相 尊

重 ，保 持 坦 率 而 真 诚 的 关 系 。 当 你

真 正 融 入 集 体 后 ，提 出 的 建 议 会 更

容易被接纳。

二是做“发现问题”的观察者。当

有人说“以前一直这样做”时，本质是

对新的管理方式的抵触。你可以花一

段时间观察他们的生活、工作习惯，再

用探讨的姿态沟通问题，并逐步提出

要求，给彼此适应的过程。

三是善用“战士语言”。军校所学

的理论是“通用公式”，但连队管理很

多时候需要“个性方案”。比如面对训

练态度不认真的同志，“说”可能不如

“听”有效，由此再制订针对性的引导

和激励计划。

读懂年轻战士的

“情绪密码”

问：我是一名连队指导员，任职已

有数年，与连队的 00 后战士有一定年

龄差距，熟悉的管理方法有时不太奏

效。比如，不少年轻战士参加集体活

动不积极，不喜欢与身边人沟通，休息

时间总是抱着手机。我指出这些问题

时，他们的反应并不积极，也有过“指

导员根本不懂我们”的私下议论。我

想请教，如何更好地理解并走近年轻

战士。

答：战友你好，想实现你的目标，

就要看清年轻战士们对“自我表达”

“价值认同”和“情感共鸣”的心理需

求，有几点建议供参考：

一是增强参与感，激活兴趣点。

作为带兵人，应当尽最大努力调动部

属参与单位建设的积极性，使教育管

理由“要我听”向“我参与”转变。比

如，针对一项工作任务的安排，听取各

班排的意见，选出最优方案，并试行个

性化激励举措。当然，一切活动要在

组织决策和法规框架下运行。

二 是 以 尊 重 和 共 情 的 态 度 消 融

代际差异。当年轻战士提出疑问或

意见，避免直接回复结论，可以问“你

有 什 么 想 法 ”“ 你 觉 得 哪 里 有 待 改

进”。开放式的沟通，能有效降低对

方对权威的抗拒心态，提高对管理的

认同感。

三是用“价值链接”激活集体意

识。其实，年轻战士并非缺乏集体观

念，而是更追求“有意义的集体”，可以

用大家更感兴趣的方式来组织团体活

动，通过有趣又灵活的方式提高他们

的集体观念。

当你主动优化自己的管理方式，

找到双方的共鸣点，就会发现年轻战

士充满创造力、同理心的特质，这些特

质正是时代给予他们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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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解放军报》结缘，是 20 世纪

70年代的事。那时，我在驻云南边陲的

陆军某部当战士。

1976 年底，高中毕业的我从贵州大

山参军入伍。当时，排里有两份报纸，

一份是《解放军报》，一份是原昆明军区

《国防战士》报。因为我是排里唯一一

名高中生，排长知道我喜欢看报，就让

我负责保管报纸。

连队通信员每天午饭前送来报纸，

我就抽中午半个小时的时间浏览一遍，

看到有喜欢的文章或句子就抄下来。

我特别喜欢阅读军报上关于基层连队

工作经验的报道，以及副刊上发表的文

艺作品。看得多了，就有了给报社投稿

的想法。

我开始尝试写点文字，把平时的所

思所想、所感所悟都记录下来。虽然谈

不上正式的写作，可也为日后走上新闻

报道之路打下基础。我还经常参与出

黑板报，或者播报饭堂广播，渐渐引起

连队干部的注意。

1977 年 5 月的一天，连队驻地旁的

村庄突发火灾，我们在营区里看得真

切，一户失火人家就在营区对面的路

旁。连队战士拎上脸盆和水桶，向失火

的人家跑去。在全连官兵和村民的共

同努力下，大火很快被扑灭，村民财产

损失不大。我觉得这件事有点新闻性，

就参考军报上刊发过的一篇报道，采写

了一篇连队官兵勇敢灭火的稿件寄出

去。没想到，稿件很快在《国防战士》报

一版刊发。尽管稿件署名“七连报道

组”，可连队战友都知道我是作者，我成

为连队第一个写稿登报的人。班、排、

连的“三级”表扬接踵而至，让我非常激

动，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惹得旁边铺

位的老兵直“抗议”。

后来，我采写的新闻稿件陆续在

《云南日报》、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刊发、

播出，全连官兵欢欣鼓舞，我也有些沾

沾自喜，日常工作中不免有些飘飘然。

指导员看在眼里，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登报当然好，可以后的路还长，胜不

骄、败不馁，到啥时候也要朝前走。”我

有些羞愧难当，把指导员的教诲牢牢记

在心里。

没过多久，我这名年轻战士陆续写

稿登报的消息传到团机关。领导询问

考察后，将我选调到团报道组。参加完

团里组织的新闻报道短期培训后，我拿

着一张油墨印刷的结业证持“证”上岗，

在基层连队热火朝天的生活训练中寻

找鲜活的新闻素材。

1980 年 6 月，我来到团里的战术训

练先行示范班采访，了解到该班班长

周华成大胆改革战术训练，根据亚热

带山岳丛林地的作战特点，摸索出一

套新的训练内容和方法，总结出的《山

岳丛林地单兵进攻战术》《山岳丛林地

单兵防御战术》等教案，为部队进行山

岳丛林地战术训练提供了新教材。我

根据所见所闻写下一篇新闻报道，寄

给军报。没想到，军报很快就在一版

刊发了消息《班长周华成写出八种山

岳丛林地战术训练教案》。虽然只是

篇幅很小的一篇短讯，也是对基层工

作 经 验 的 高 度 认 可 ，让 我 深 受 鼓 舞 。

后来，因为在新闻报道上小有成绩，我

立了功还提了干。

此后多年，我随部队多次移防，也

曾在省军区机关、地方人武部工作。虽

然岗位不断变化，但我在完成本职工作

的同时，挤出时间从事新闻写作，曾在

军报头版发表了所在人武部组织民兵

科技示范户带领农户奔小康的新闻稿

件，也撰写过在边关过大年的回忆文

章。回顾我的新闻写作之路，是军报为

我打开了一扇窗，不仅让我了解到国防

建设各领域的发展，也让我找到愿意为

之付出一腔热忱的梦想与热爱。

如今，虽然我已经脱下军装，但与

军报为伴依旧是我的一种生活习惯。

早晨打开手机“读”军报，那种一睹为快

的感觉，只有钟情于一份报纸的人才能

体会到。尽管白发已经爬上双鬓，我依

然笔耕不辍，期待着在军报这方沃土，

继续耕耘自己的新闻梦想。

耕耘梦想的一方沃土
■姚启超

阳光炙烤大地，狂风卷着沙尘劈头

盖脸地砸来，钻进鼻孔、糊住护目镜。

视野的受限，让脚步变得滞重。

“调整呼吸，顶住！”吼声混着风啸，我

和队友们咬着牙，在漫天黄沙中奋力向前

冲……一次次与风沙搏击，我带领全班

战友进行武装奔袭，默契度越来越高。

2023 年，我大学毕业后参军入伍，

很快在各类比武中崭露头角，荣立三等

功并提前晋升中士。今年初，我被任命

为班长。

新班长的“板凳”还没坐热乎，我随

队第一次参加野外驻训。一次班组战术

协同训练，目标是隐蔽接敌。我仗着体

能好、反应快，很快抢占有利观察点。心

生得意的我回头一看，队伍被拉成“长蛇

阵”，有人摔倒，有人因体力不支瘫坐在

地，队形散乱，协同全无。

连长指着狼狈的队伍问我：“你自

己是‘摸’到了，可你的班呢？打仗，靠

你一个人行吗？”连长的话，臊得我脸上

火辣辣的。

复盘反思，老班长拜高雄给我打了

一个形象的比喻——普通火车靠车头

带，很多动车是车厢也有动力。我明白

了，我这“车头”再快，拖着脱节的“车

厢”，怎么也跑不远。

我开始将目光投向身边的战友。

武装奔袭时，我刻意压住步子，退到队

伍中后段。看到上等兵李浩步履蹒跚，

我拽过他的装具甩上肩头：“跟着我，坚

持住！”冲过终点线，全班战友围在一起

互相按摩放松，看着彼此脸上的汗水和

沙尘混合成“迷彩”，都咧嘴笑了——笑

容里，有携手奋进的默契与信任。

然而，带好一个班不能靠一时突

击，更要靠平时下功夫。白天，我带着

大家摸爬滚打，提升伪装潜伏、班组协

同能力；夜晚，组织全班加班加点，钻研

识图用图、目标定位等专业技能……驻

训的日子，混着沙砾和汗水悄然流逝。

我们像一块块粗坯，期待着在“淬火炉”

中熔铸成一块好钢。

前不久，一场战术对抗训练展开。

指令下达，大家迅速扑向目标地域。风沙

漫天，我们交替掩护，快速机动，抵达预定

地域。当“敌”重要目标出现，观察信息被

清晰、快速传回上级指挥所，火力分队对

目标地域实施精准打击，任务圆满完成。

戈壁的风沙依旧呼啸，驻训的考验

还在继续。置身检验部队整体战斗力

的“准战场”，我想，驻训就像一杆秤，吃

过的苦、流过的汗都是那秤砣，能称出

“打赢”二字在心中的分量。

在“淬火炉”熔铸成一块好钢
■新疆军区某团某连中士 杨鑫康

酷暑淬火，沙场砺兵。盛夏时
节，许多部队挺进野外驻训场，按
照实战要求，从难从严锤炼检验训
练成果。

斗烈日、抗高温、战风沙，晒黑了
肤色，也强壮了筋骨。面对环境之
苦、压力之苦、疲劳之苦，官兵们在激
发自身潜能中不断提升打赢能力。
这里，推荐新疆军区某团 3名官兵的
驻训感悟，聆听他们如何在风沙中嚼
出甘甜，在实战实训中磨砺本领。

（吴越、杨鑫推荐）

茫茫戈壁，夜色如墨。忙完一天的

工作，我开始翻阅连队官兵的驻训笔记。

“ 奔 向 大 漠 戈 壁 ，我 心 中 满 是 期

待。可真到了驻训场，火辣辣的太阳和

高强度的训练，让我越来越蔫。好在有

战友的帮助，我很快‘满血复活’，练得

更起劲了……”列兵薛孟杰的心路历

程，让我很欣慰。

连队初到驻训场时，恶劣的自然环

境与骤然提升的训练强度叠加，如同两

记迅猛的重拳，“砸”得不少官兵一时难

以适应，士气略显低迷。如何点燃大家

的斗志，让戈壁滩成为淬炼精兵的熔

炉？这个问题像一块滚烫的戈壁石，压

在我的心头。

一天晚上，全连官兵齐聚在文化帐

篷里。“同志们，到了这‘风沙窝’，不好受

吧？白天烤‘炉子’，晚上睡‘沙床’。”我开

门见山地说，“今晚开个故事会，听听咱连

的几位‘英雄好汉’是如何嚼着‘苦’品出

‘甜’，在汗水里泡出真本事的！”

3 位多次参加野外驻训的骨干依

次上台“开讲”，大家听得入神，眼中燃

起亮光。帐篷外，戈壁的夜风似乎也放

轻了脚步。

会 后 ，我 趁 热 打 铁 ，召 集 班 排 骨

干、结合上级部署，在连队展开一系列

活动：开设“戈壁夜话”小讲堂，让训练

标兵分享奋斗经历和实用经验；举行

“我身边的训练标杆”演讲活动，鼓励

官兵登台讲述战友的闪光点，放大榜

样效应；组织“训练周星”小点评，及时

肯定官兵们在恶劣环境下的点滴进

步；开展“苦乐得失”辨析讨论，引导大

家在思想碰撞中认清驻训意义，坚定

打赢信念。

变化，在风沙烈日下的滴滴汗水中

悄然累积。武装越野，干部骨干冲在

前，“老带新、强帮弱”结对互助，一个月

后全连 5公里武装越野成绩提升近 2分

钟；战术训练，大家在坚硬砂石地反复

研练低姿匍匐、跃进接敌，用肘膝磨出

的血痕换来战术考核头名；射击场上，

官兵们白天练据枪定型，晚上练微光瞄

准，用简易器材模拟射击晃动靶，实弹

考核优秀率比在营区训练时提升好几

个百分点……这些斗风沙、战酷暑拼来

的实打实进步，极大提振士气。连队官

兵真切感受到：这片戈壁滩，真能练出

硬功夫。

清晨，层层叠叠的山峦披着淡淡的

金纱。望着戈壁滩上一个个生龙活虎

的身影，我更加确信，“庭院里练不出千

里马”，走出生活和精神的“舒适区”，像

打仗一样驻，像打仗一样训，才能离打

赢越来越近。

走出舒适区才能练就硬功夫
■新疆军区某团某连指导员 郑俊晖

“砰、砰、砰……”夏日戈壁，热浪蒸

腾。我趴在滚烫的碎石滩上，汗水模糊

了瞄准镜中 600米外的靶心。

屏住呼吸，扣动扳机，子弹瞬间离

膛。“3 号靶位，5 发 47 环。”我抹了把混

着沙土和汗水的脸，感觉胳膊肘上还没

痊愈的硬痂，在隐隐发烫——那是戈壁

滩授予我的一枚“勋章”。

驻训之初，我作为唯一一名列兵参

加上级组织的狙击集训。扑面的热浪

裹挟沙尘，直往衣领里钻。“这种环境怎

么练射击？”我心头一沉，摸底测验成绩

果然垫底。

“别着急。”教练员陈班长拍了拍我

的肩膀，“狙击手的本事，是在任何鬼天

气都能把子弹射向该去的地方。”他抓

起一把烫手的沙砾说，“战场上，敌人会

挑好天气吗？”

这句话，像颗子弹击中了我。我

深吸了一口灼热的空气说：“班长，子

弹认死理，也认真功夫，看我怎么给它

‘讲’道理。”

集训的日子，熬的是筋骨，磨的是

意志。那段时间，最难熬的是据枪定

型。我每天数小时“钉”在能把鸡蛋烤

熟的碎石滩上。地面滚烫，枪管灼人，

脸颊贴上去一片火辣辣的刺痛；汗水

如注，流进眼睛又酸又疼；作训服湿透

又“烤”干，结出的盐霜磨着肘部的皮

肉，每一次细微的移动都如针扎。

真正的挑战，是驾驭手中这个“伙

伴”。复杂的弹道，诡变的风向，呼吸心

跳的微控……我“偏执”地追求每一次

据枪的“绝对复制”——肌肉的绷紧度、

呼吸的深浅甚至脸颊贴枪的力度，都必

须毫厘不差。烈日下，我在枪管上叠弹

壳练稳定，练到双臂麻木没知觉；每天

冲刺数个 50 米，让奔跑后的心跳在最

短时间内平复；随身携带的本子上，密

密麻麻记录着风速、湿度、心跳，以及每

一发子弹的落点偏差……

成绩在起伏中艰难爬升。当弹着

点明显收拢，我指着靶纸，沙哑的声音

难掩兴奋：“班长，子弹‘认账’了！”班长

笑着点了点头。

跃进、卧倒、据枪、锁定、击发……

风沙烈日中磨砺的“肌肉记忆”，让我在

考核中斩获两个单项第一，综合排名位

居榜首。

走下领奖台，我摩挲着金灿灿的奖

牌，更加坚定一个信念：要想成为一名

优秀的狙击手，没有别的路，就得让这

块痂、这股劲“烙”在身上，一枪一枪磨

出来。

驻训“准星”瞄准实战“靶心”
■新疆军区某团某连列兵 夏文龙

风沙中，
嚼出吃苦的“甜”

近日，陆军某旅开展军士选晋考核。图为通信专业考核现场，风气监督员

（右）全程监考。 万端武摄

题图：新疆军区某团官兵进行

远程机动；图①：官兵结合岗位任务

进行讨论交流；图②：列兵夏文龙

（右一）为战友讲解狙击要点。

杨 鑫、卢国平、毛耀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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