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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电影回来的路上，新兵队列有点
乱，调整了几次也没统一步调。排值班
员气得跺脚：“练！练到整齐为止。”

不知是新兵心里憋着劲，还是训练
确实不到位，几遍下来，队列依然不见
改观。

这时，一个上士走到队伍前面，简
单几句话说清为什么要走好队列后，开
始边讲边示范。“从刚才的转体看，大家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们再来一动，
注意几个细节……”在他的鼓励下，新
兵们做得越来越好。
“孙班长就是有魅力，同样是批评，

听他讲就得劲儿！”一个新战士说。
孙班长叫孙文帝，是第 80 集团军

某旅“红九连”班长。孙文帝已连续带
了 9年新兵，连长杨波说，他这人肯动
脑子，有自己的“带兵哲学”。

啥是“带兵哲学”？孙文帝觉得还
上升不到那个高度。他的想法很简单：
每个战士都有闪光点，用心引导，就能
把它放大成照耀前进道路的阳光。

战士小许喜欢打游戏，入伍不到一
个月就偷偷买了两部手机，被发现后开
始“泡病号压床板”。走马灯似地换了几
个班长后，连长把他调整到了孙文帝的
班里。有人提醒孙文帝别折腾了，能相
安无事就好。可他相信，人都是有上进
心的，关键看你能不能走进战士的心。

从聊游戏入手，他发现小许好胜心
强，头脑灵活还不怯场。于是，连队组

织演讲比赛，孙文帝鼓励小许报名，帮
他写提纲。小许一下拿了个第三，重拾
信心。紧接着，从打扫卫生到编排连队
节目，孙文帝一步步给小许压担子。去
年参加跨区演习，即将退伍的小许主动
要求调到比较辛苦的炊事岗位，演习结
束后，他被高票评为演习先进个人。
“只要方法路子对，没有教不好的

兵。”孙文帝对此深信不疑。
新战士李海超肯吃苦、求上进，手

雷投掷、单兵战术等都在连队靠前站，
惟独三公里拖后腿。他咬牙给自己加
量，可成绩不升反降，还影响了其他课
目。

有人断言，李海超天生跑步不行，
但孙文帝不信邪。他主动找李海超分
析原因，发现李海超跑步“八字脚”，两
只胳膊舞得像风车。“按一步少跑 10厘
米算，三公里要多跑 470 多步，更何况
‘八字’费劲还伤腿！”孙文帝耐心算给
李海超听，并给出建议。李海超坚持了
半个月，跑步成绩突飞猛进。

兵员素质在变，带兵方式也要与时
俱进。近几年，孙文帝尝试在管理中加
入量化评比，运用电脑软件统计分析战
士训练情况。今年他又根据班内新兵
年龄、学历、经历跨度大等实际，开展起
了“一帮一”结对子活动。这些年，孙文
帝先后 6次被评为优秀新训班长，带出
了 30多名训练尖子、15个骨干，2人提
干，8人立功。

魅力班长的“带兵哲学”
■陈 强 颜士栋

新兵每人一本成长手册——

用数据给空白军旅

绘张最美蓝图

刚入新兵营，奚梦磊就领到一份《新
兵训练成长手册》，记录新训期间个人资
料、自我分析、日常行为规范、理论学习、
实作训练等10个部分的资料信息。
“现代企业大都采用员工培养方

案，学校里老师就给我们介绍过这样的
例子。”大学学管理专业的奚梦磊没想
到这样的科学管理理念已走进了军营。
“这个手册只是构建新兵能力素质

模型的一个环节，目的就是精准化培
育，为下一步新兵岗位分配、个人发展
方向提供参考依据。”基地主任周强国
介绍，能力素质模型包括新兵主体、测
评软件、考核题库、成长手册等 4个部
分，将能力素质指标转变为可见、可测
的行为特征。
“结合手册里的内容，我们对采集

到的数据进行分析论证，由此制订针对
性的教育训练方案，并紧贴训练进程，
更新内容和数据。”奚梦磊新兵连的指
导员卢养超介绍。

卢养超办公桌上，还放着一摞问卷。
这些问卷依据行为描述命题，设计了理
论考试、问卷调查、实作考核、心理检测4
种题型，共有 29套题库，每套题库分为
个人自测、战友互测和组织评定3类。

新兵入营后，营里组织理论考试，
测验显性能力，开展问卷调查、心理检
测，衡量隐性素质；中期组织问卷调查，
综合反映新兵现实表现；后期则组织新
兵队列动作、军事体能、反恐防暴等 9项

技能实作，评判新兵能力水平。
卢养超拿出奚梦磊的问卷结果。入

伍以来，奚梦磊的成长变化有目共睹。
最初，他的心理检测结果表明性格

较为内向，不善于表达和与人交流。对
此，专业心理咨询师为他制订了个性化
心理服务，带兵骨干有针对性地开展一
系列帮扶措施，指定其他战友与他结成
互助对子，互帮互教共同进步。很快，奚
梦磊消除了对新环境的紧张和畏惧，训
练积极性大幅提高。

为更广泛地发挥数据分析作用，该
基地搭建了网络平台，配齐数据采集设
备，创设数字化测评条件，制订个性化训
练方案，通过分段分批测验，动态记录新
兵成长轨迹，及时调整训练培养方案。
“这为新兵更好地与舰艇工作岗位

对接提供了更科学精细的支撑。”一名
带兵骨干认为，这些数据模型能为新兵
的空白军旅绘出最美蓝图。

入营即上模拟化舰艇——

走向深蓝的梦想从

兵之初起航

初入海军新兵营，许杰锋处处觉得
新鲜：每幢楼前摆着舰艇舷梯，宿舍楼
前操场也被粉刷成甲板样式，值更台设
置在“甲板”上，救生圈悬挂在外墙、走
廊，船用平衡仪、战斗组织系统图和战
斗人员编组等舰用标识非常醒目。

随后，他被班长孟帅领到了模拟的
“温州舰”，住进了“兵舱”。

应该说，许杰锋对军营并不陌生。
2014年 9月，还是一名大三学生的许杰
锋参军入伍，到陆军某部服役了两年。

退伍返校，今年刚一毕业，从小就有上
舰艇、闯大洋梦想的徐杰锋选择了再次
入伍当海军。

在这个新兵营，日常集合、部署工
作全部由哨音信号改为舰艇铃音，日常
上下楼梯、过楼道全部靠右行进。耳濡
目染之中，徐杰锋很快找到了当水兵的
感觉：“海味生活已经开始，我们从这里
就开始一步一步走向大海……”

两年来，该基地全面推行“一营一舰”
管理模式，一个新兵营作为一艘舰艇，按
照舰艇部队要求设置，让新兵在潜移默化
中完成由“新兵”到“舰员”的转变。

徐杰锋所在的营被命名为“温州
舰”，新兵床铺上喷印着敲击信号、战位
标志和战斗号码，根据房间功能功用不
同，张贴着“险”“闭”“令”“警”等标识。
虽然没有第一时间登上真正的舰艇，徐
杰锋心里还是十分兴奋。

舰艇部署化管理不仅仅是称呼和氛
围上的转变，更深层次的是要让新兵按
照舰艇生活规范作风养成。为此，该基地
进行了一系列大胆尝试，把训练科目融
入战斗部署，把管理工作融入日常部署，
定期组织部署化训练和部门操练，强化
新兵舰艇意识，固化人员行为规范……
“通过这几个月的新兵训练，将来

我会很快适应战舰上的生活。”徐杰锋
对未来满怀憧憬。

新训骨干共享带兵日记——

点滴关爱浇铸海上

劲旅“合格钢板”

当上副班长，佩戴着“纪律标兵”的
胸牌，上海交通大学在读研究生、新兵

张光明精神抖擞。
“刚入营时，我可是个‘刺儿头’。”谈

及入伍以来的经历，张光明毫不讳言。在
大学学习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的张光明
喜爱军舰，当初填入伍志愿时，他毫不犹
豫选择了海军。可军营与校园环境的巨
大反差，却让他一时很难适应。
“不适应是正常的，我们一起努力。”

困难时刻，区队长贾旭向他靠了过来。区
队长的理解、宽容和手把手帮带，很快让
张光明重新振作起来。这一转变过程被
贾旭详细记录在了《带兵日记》里。

作为基地的带兵骨干，多年来，贾
旭一直坚持写带兵日记，把常见的思想
疏导、训练伤预防以及训练方法总结等
都记录下来。

如今，这样的《带兵日记》已在基地
全体新训骨干中推广和规范。结合大家
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基地定期梳理
总结并汇编成册，帮助带兵骨干共享好
经验好做法。他们还在队务会、骨干会
议等场合，组织大家交流带兵心得、拓
宽带兵思路。

在这样的交流中，今年，该基地几
名取得心理咨询师资格的女干部组成
心理服务小分队，成为大家熟悉的“知
心姐姐”。针对新兵成长的环境和性格
特点，“知心姐姐”们下连队、进操场，见
缝插针地开展心理服务，疏解新战士在
训练管理中的心理压力，很受欢迎。

前不久，新兵营组织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讨论交流会。回顾自己的成
长经历，品味基地营门的那段话，大学
生新兵周福强声情并茂地说：“每一滴
雨水都需要合理引导才能百川归海，每
一块矿石都需要科学锻造才能百炼成
钢，经过新兵营淬炼磨砺，走出营门的
我，一定能成为祖国海上劲旅的一块过
硬钢板！”

走进新时代，兵员素质提升呼唤科学施训，信息化装备要求科学育人。海军东海舰队某训练基地——

科学带兵，“水兵摇篮”里变化多
■本报记者 陈国全 特约记者 代宗锋 通讯员 秦佳华

前不久，习主席给南开大学8名新入

伍大学生回信，勉励他们在军队这个大

舞台上施展才华，在军营这个大熔炉里

淬炼成钢，书写绚烂、无悔的青春篇章。

新时代，我们带的是什么样的兵，

怎样带好这些兵，如何才能不辜负领袖

的殷切嘱托与期望，帮助新战士早日成

长为“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这是需

要带兵人深入思考、探索和解答的紧迫

课题。

带兵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

方法是带兵的“桥”和“船”，带兵的有效

性取决于方法的科学性。

兵员素质提高呼唤科学带兵。今

天，高学历、高素质的兵员走进军营，对

战斗力发展、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无

疑具有很大的积极作用。官兵的学历

结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精神文化需

求等方面的深刻变化，迫切要求带兵人

与时俱进、顺势而为，探索总结新时代

带兵育人新理念。我们要针对新兵思

想活跃、民主意识强等变化，摸索带兵

育人新方法；要积极引导他们瞄准实战

化、聚焦演练场，不断激发练兵热情、培

养战斗意志。

武器装备发展呼唤科学带兵。当

下，国防和军队建设正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军队的现代化，首要的是军事人

员现代化。武器装备信息化程度提高，

呼唤更多的高素质专业化军事人才。新

训单位作为战斗力生成的活水源头，要

让新兵做到“走出训练场、就能上战场”，

就要创新带兵方法，科学引导官兵尽快

掌握高技术装备；就要注重全面发展，培

养新战士强壮的体魄、良好的心理、宽广

的眼光和适应未来战场的过硬技能。

迈步新征程呼唤科学带兵。建设

一流军队呼唤一流人才，培育一流人才

需要科学手段。伴随着国防和军队改

革向纵深推进，各部队承担的使命任务

正发生历史性转变，多样化的军事力量

运用对带兵育人提出了新要求。我们

必须树立适应新时代使命要求的带兵

育人思维，积极创新思路理念、运行模

式、指导方式，带出忠诚兵、带出战斗

力、带出正规化、带出好作风，为实现强

军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带兵是一门科学
■吕友明

11月 10日，第一次实弹射击就打
出 50环的大学生士兵金艺韬戴上大红
花，走上了“神枪手”奖台。入伍之
初认为叠被子、摆牙膏是“鸡毛蒜
皮”小事的他，如今已变得兵味十
足，成了一名综合素质过硬的优秀新
兵。

金艺韬的转变不是个例。
15个复旦大学生、28个同济大学

生……新兵入营之初，新兵八连指导
员王玉磊就发现，虽然大学生群体比
例增高属于意料之中，但其中近百名
来自重点大学的在读学生还是令人有
点意外。

更让王玉磊意外的，是他跟大学
生士兵们的一次集体谈心。当问及
对新的军旅生涯的打算时，新兵中
很多人坦言，来部队就是接受锻
炼，体验不同的人生，服役期满后
肯定要回校完成学业，没有在军营
长期发展的打算。

退伍，还是留队？两年后要给出
的答案，这群军旅生涯都还未开始的
新兵心中似乎已经笃定。这场谈心，
让王玉磊觉得自己为新兵准备的第一
堂政治教育课——《不忘入伍初心，
扎根献身军营》有点缺乏针对性。

的确，在面临完成学业、享受退

役优惠政策等现实因素考量时，在读
大学生士兵要个个扎根军营并不容
易。但如何引导这些高素质人才建功
军营，仍是为新兵系好“第一粒扣
子”的重大课题。该旅因此在新兵营
开展了一场新的思想引导。
“两年军旅能干啥？我在牵头新型

装备信息化改造中干出了成绩，立了
功、入了党……”不久后，一堂题为
《入营绽放青春精彩，退伍留下强军足
迹》 的教育课被王玉磊搬进了新兵
连。几名退役大学生士兵现场连线分
享自己的成长故事，这些“过来人”
告诉新战友：建功军营不在时间长
短，找到舞台就大有可为！

该旅工程师卢同心为提高新兵
射击水平，研发了一套轻武器精准
射击校准系统。掌握数控和计算机
专业技术的大学生士兵苏子添第一
次试用就提出了几点改进意见。卢
同心把这位新战友请进科研室共同
攻关，最终，这套系统获得了国家
发明专利。
“正因为两年后我可能要离开军

营，所以更要抓紧时间找到用武之
地，才不负青春。”入伍之初还很迷茫
的苏子添，如今对未来的军旅生涯满
怀信心。

建功军营才不负青春
■邬 林 李 宝

新兵营·新气象

声 音

“这里没有大海，但大海的每一

朵浪花在这里汇聚；这里没有军

舰，但军舰的每一块钢板在这里锻

造……”

这是写在东海舰队某训练基地

营门口的标语。每年，东海舰队的新

兵都会来此新训，淬火成钢，再走上

舰船，走向大洋。

入营一个多月后，站在这幅标语

前，大学生新兵刘百岩觉得自己身上

有了点“钢”的成色。

当初，刘百岩的训练成绩在新兵

营垫底。前不久，新兵营组织“新兵

向前冲”闯关竞赛，他的训练成绩排

名第三。按照规则，他当选班里的训

练小教员，并具备了参评营训练标兵

的资格。

刘百岩的蜕变不是个例。近年

来，大学生新兵比例逐年增加，今年，

该基地新兵中大学生士兵占比高达

68.5%。如何帮助这些学历高、思想

活的新战友系好军旅“第一粒扣

子”？该基地推行科学的管理、训练

和心理培育，使之成为催化高学历兵

员向高素质军人转变的关键之举。

新训中，实战化训练实行科目按

周推进、内容逐项过关、质量滚动发

展，这种类似竞技闯关的训练法，让

常玩网络游戏的刘百岩充满了热情。

除此之外，数据分析、模拟舰员、

心理行为测试等更多的科学手段也

运用到新兵的管理教育中。这些创

新做法及其在新兵身上产生的“化学

反应”，成为这座“水兵摇篮”里的一

道道亮丽风景。

针对新兵成长的环境和性格特点，该基地心理服务队的“知心姐姐”们下连

队、进操场，见缝插针地开展心理服务，疏解新战士在训练管理中的心理压

力。 杨 帆摄

走进2017冬季新兵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