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新时代经常性思想工作累累累·谈心交心

●●●●● ● ●●●●●●● ● ●●

5 军营观察E-mail:jfjbjygc@163.com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４日 星期三责任编辑/王天益

“键对键”畅所欲言、“面

对面”金口难开……面对新时

代士兵，带兵人有苦恼——

战友，为什么总难打

开你的心门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天涯海角，
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在玩手机。”这
句网络俚语，杜金辉感受深刻。

2017年 9月，杜金辉上任第 72集团
军某旅警卫勤务连指导员。利用周末和
节假日，他找全连战士挨个谈心，可几次
走进班排宿舍，看到大家都在埋头玩手
机，他欲言又止。
“我也曾是个‘低头族’，那块小小的

屏幕装着整个世界，也隔离着个人和现
实世界。”杜金辉自己走上带兵人岗位
后，这种感受更强烈。现在的战士网龄
比兵龄长、上网比入伍早，“习惯在虚拟
世界里匿名交流的他们，似乎缺少面对
面谈心的热情。”

某旅“海上练兵模范连”指导员魏志
雄也有类似遭遇。一次，他与一名性格
内向的战士谈心，自己说得口干舌燥，对
方却始终“嗯”“啊”作答。谁知，没过多
久，这名战士却发了一段长长的文字，在
微信“朋友圈”吐露心声。
“键对键”畅所欲言、“面对面”金口

难开的背后是兵情之变。
“以前，战士有事没事都喜欢跟干部

骨干唠唠嗑，说说笑笑中一些思想扣子
就解开了。”某旅指挥通信连指导员严明
感叹，现在的兵很少主动跟你交心。

某旅一次问卷调查显示，75%的战
士表示不会主动向干部骨干汇报思想，
68%的人表示当自己被找到谈心时，会
觉得不自然。

为什么曾经无话不说，现在却无啥
可说？
“现在的战士来自单亲家庭、重组家

庭的相对以往有所增多，他们大多内心
敏感、自尊心强。”严明分析说，他们自带
“保护模式”，轻易不愿透露真实想法。

魏志雄认为，随着兵员成分变化，带
兵人与兵之间学历、经历、年龄等方面出
现倒挂，导致信任感削弱，也是一些战士
不愿交心的原因。另外，新生代战士兴
趣爱好广泛，社会经历丰富，他们以兴
趣、经历、地域等结成的“圈子”，也客观
上对基层带兵人融入官兵形成了阻隔。

采访中，一些士官骨干还谈到，“网
生代”的战士隐私意识强，经常是“玩得
亲密无间，却谈得遮遮掩掩”。

对于这些，严明所在某炮兵旅的政
委王守伦有自己的看法：“很多问题都是
这个时代在军营的投影，不过，时代是没

有问题的，问题只在于我们的工作能否
跟上时代的需求。”

摆架子、走形式，说功好、

练功差……面对为谈心而谈

心，战士们有疑惑——

不走心的谈心，越谈

越伤感情

“要谈心，得先能坐到同一条板凳上
啊！”战士小谢不经意间的一句话，羞得
新排长王国强满脸通红。

当兵提干后回到连队，王国强想与
战士尽快打成一片，于是分批召集大家
到会议室谈心。他坐在会议桌一边，面
前摊开个记录本，战士们则坐在另一
边。不想，之前还有说有笑的战友，现在
却问一句答一句，很是拘谨。

听到小谢离开会议室时的嘀咕，王
国强恍然大悟。他赶紧挪位置，和谈心
对象挨着坐，果然谈得顺利了很多。

战士的一句嘀咕虽直白，却值得带
兵人对当前一些“为谈心而谈心”式的现
象深思反省。
——你的谈心形式妥当吗？
“谈心不走心，越谈越伤感情。”采访

中，一名上等兵“吐槽”：有的干部与战士
谈心时高高在上，习惯了“我说你听”；有

的干部爱挨个点名叫战士过来谈心，流
水线般一个接着一个。殊不知，从敲门
喊报告那一刻起，一道墙就在心里悄然
耸立了……
——你对战士真诚吗？
2017 年 10 月，某连队出现安全事

故。旅里随即开展“大谈心”活动，要求
干部骨干一周内必须找所属人员一人不
漏谈心。于是，班长谈完排长上、排长谈
完连队干部接着上，层层“问诊”。对此，
一名上士抱怨：有的干部骨干仅仅是出
于落实制度、应付检查而谈心，“找战士
谈了”“本子上记了”，哪能真正掌握战士
的现实心理？
——战士对你信任吗？
班里半数都是中士以上士官，下士

班长张理想觉得开展工作有点难：每次
谈心聊天，大家都说没问题、没困难，连
长指导员却好几次第一时间掌握了班员
的思想问题、矛盾困难。
“信任是谈心的基础。”由于兵员成

分变化，对于张理想这样的年轻骨干或
年轻干部来说，年龄和经历的倒挂带来
的不信任感，已成他们开展谈心要面临
的首要难题。

当然，战士是否信任，带兵人的言行
更关键。一名班长刚上任时，军事素质
过硬，威信很高，但后来班里战士发现他
经常借钱久拖不还，觉得他“不厚道”，有
啥心里话也不愿再跟他讲。有的带兵人
对战士反映的问题，谈心时承诺解决，谈

完后抛到脑后，“实际问题没解决，谈心
也就变成了空谈”。

你例行公事，我也敷衍了

事；你是真关心，我就讲真心

话……如何谈到一起去，官兵

间有共识——

真正的心灵对话，离

不开以心换心

“我所经历过的班长，你是对我最
关心的”“不辜负一班荣誉，在院校多锻
炼、多成长”……班长敖水斌的手机里
有两条一直舍不得删的短信。一条是
退伍战士发的，另一条是考上军校的战
士发的。

入伍13年，敖水斌带出了100多名优
秀战士。对于如何与战士谈心，他就两个
字：平等。“有个成语叫促膝谈心，膝盖挨
着膝盖，才算谈心嘛。”在敖水斌看来，只
有把自己与对方摆在平等的位置上，才能
真正了解其所想所需、所忧所虑。
“谈心是心灵的对话，要真诚沟通就

得以心换心。”指导员魏志雄在实际工作
中感到，如果带兵人不能真诚倾听战士
心声，战士就会选择“潜水”，选择网上
“吐槽”，甚至关闭沟通的大门，“你是真
关心，他就讲真心话；你例行公事，他也
就敷衍了事”。

今天，新时代的战士经历丰富、思想
活跃、反应敏捷，而且自尊心强、表现欲
强、民主意识强，如何与他们谈到一起、
打成一片？许多带兵人觉得，要做的还
有很多。

四级军士长刘欢是公认的优秀班
长。智能手机放开使用后，他在经常性
思想工作“老五看”的基础上，又总结出
“发文看心情、分享看状态、聊天看交
友、点赞看习惯、游戏看劲头”的“新五
看”。他认为，只有不断学习新知识，深
入研究战士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精神
需求的新变化，才能打鼓打到鼓点、谈
心谈到心坎。

去年老兵退伍前夕，班长舒跃发现
上等兵钟华有些闷闷不乐，工作积极性
不高。通过谈心交心他了解到，钟华的
母亲身体不好，父亲希望钟华退伍回家，
钟华却喜欢部队，去留之间难以取舍。
后来，舒跃几次给钟华的父母打电话、做
工作，最终，赢得父母支持的钟华顺利留
队，干劲十足。舒跃觉得，谈心只是手
段，化解难题才是目的。

只有尽不到的情，没有焐不热的
心。采访中，很多带兵人和普通官兵都
有一个共识：不管时代怎么发展，兵员成
分怎么变化，只要干部骨干能始终捧着
真心去带兵，实实在在地关心和爱护战
士，关于谈心的那些“心事”，何愁不能迎
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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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就“谈心”谈谈心
—对话第72集团军 3名连队指导员和他们带的兵

■本报特约记者 曾 涛

对于自己在战士中的亲和力，魏志

雄一向信心满满。这个在排长、副指导

员、连长岗位上都干过的基层军官，很擅

长与战士打成一片。然而，在连队重组

后就任指导员，魏志雄却遭遇了一场“信

任危机”。

“脖子以下”改革展开，20多名战士

从外单位分流到魏志雄的连队。为摸清

新转隶战士的思想底数，魏志雄熟记“知

兵卡”、逐一促膝谈心，最后还加了他们

的微信。他和连队的很多战士都是微信

好友，经常在“朋友圈”里相互留言点

赞。他将这视作与战士沟通交流的新桥

梁，却不料很多新转隶战士在“朋友圈”

直接将其拒之门外。

“婆婆嘴”遭遇了“屏蔽门”，魏志雄

心有不甘：“今天，要打开一个战士的心

扉，真挺不容易！”

有此感受的不止魏志雄。面对新时代

士兵，不少带兵人都感叹：今天的兵越来越

不愿跟你交心了！

与此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带兵人承认，

走进兵心是当前最紧要的思想工作课题。

改革调整后，许多单位或转隶移防、或新

建重组、或被赋予新使命任务，部队建

设 发 展 进 入“ 换 挡 期 ”。 面 对 观 念 理

念、运行模式等方方面面的转型，官兵

思想也进入了“活跃期”，“越是变革重

塑，越需要思想凝聚，越是充满挑战，

越需要精神支撑”。

谈心交心是我军经常性思想工作的重

要“法宝”。当老传统遇上新时代，如何创

新开展谈心交心，做好“凝神聚气、打通经

脉、活血化瘀”的经常性思想工作？虽然身

处不同旅、不同的连队，担任连队主官时间

有长有短，指导员杜金辉、严明和魏志雄一

样，都在孜孜求解。

今天，我们对话第72集团军3名基层

带兵人和他们带的兵，一起聊聊关于谈心

的那些“心事”。

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谈心，

是打开人们心灵的钥匙，是经常性思

想工作的有效手段，也是我军政治工

作的优良传统，对于掌握官兵思想、化

解心理矛盾、预防倾向性问题具有不

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现实中却常听一些带兵人

感叹：现在的战士心扉难开，有事愿找

网友不告诉战友，有问题问“百度”不

找干部……战友战友，上战场是要以

生命相托付的，这些现象引人深思：平

时不能有话坦诚说，战时还能否生死

相托？

恩格斯说，“人们酷肖他的时代，

远胜于酷肖他们的生身父母。”今天，

新时代的战士思维开阔，接受新鲜事

物能力强，崇尚“指尖上生活”，青睐

“虚拟化表达”，喜欢“平等式交流”。

干部骨干与他们谈心时，如果墨守成

规，不创新形式，自然就只有“谈”的过

程，而无“心”的交流。

“你经历的坎坷多又怎样，我走的

又不是你那条路”“你若不过来，我干

吗过去”“你不朝着我的心谈，那我也

就随便敷衍”……调查发现，一些战士

在谈心交流中立起“屏蔽门”，并非不

愿意与带兵人沟通，而是不喜欢缺少

真感情的沟通。

谈心是心灵的对话，贵在一个

“真”字。如果不掏心窝子，只是摆样

子、走过场，只挠痒点、不触痛点，反而

让人反感。谈心要带着真心和真情走

近战士，让战士放下顾虑，真正把干部

骨干当值得信赖的“自己人”，从而实

现心与心的碰撞，情与情的交融，达到

谈心的目的。

谈心贵在“走心”，重在方式方

法。干部骨干要放下架子，主动坐在

“同一条板凳上”与战士交流，这样才

能听到真话、摸到实情；要善于运用

“兵语”，用战士熟悉喜爱的语言词汇

交谈说话，切忌摆架子、讲套话，用训

话教育、问话责备的口气与战士谈心；

要善于解决问题，注重把解决思想问

题与实际困难结合起来，对谈心中收

集到的合理意见建议要及时吸纳，对

谈心中反映出的困难问题要及时给予

解决。

当然，谈心很多时候也是无关形

式的。面对战士，一句暖心的话、一次

有力的握手、一个关爱的举动，都可能

形成有效的心弦拨动、有益的思想触

动。带兵人应该走到战士中间，在摸

爬滚打、朝夕相处中，培养知兵爱兵的

真挚感情；应该把官兵的冷暖疾苦挂

在心上，常讲“心”话、多解“兵”忧。只

要始终把关心人、爱护人作为谈心活

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以真心对

真心、以真情换真情，就一定能直抵战

士的心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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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点 28分，上等兵小潘又一次在战
友的一片熟睡中起身下床了。离午休号
响还有 1小时，他披上衣服，蹑手蹑脚从
床头柜中掏出一摞书本，穿过宿舍、走
廊，悄悄来到学习室坐下。

小潘的这项秘密行动，在被指导员
王玖龙撞破前，已悄然实施了一个月。
事发当晚，小潘主动敲开王玖龙的房门，
请求他“务必保守秘密”。原来，小潘入
伍后一直有考军校的念头，但他觉得自
己在同年兵中不算拔尖，强烈的竞争意
识让他将考军校的想法隐藏了起来，生
怕“对手”警觉。

不过，王玖龙倒是先警惕起来：若非
及时发现，明年考试的时候,小潘和战友
闹矛盾或是考不好有思想包袱，自己可
能全然没有准备。

这不是王玖龙第一次碰到类似情
况。“现在的战士思想问题有一定的隐蔽
性，表面上看似波澜不惊，心中可能早已

暗流涌动。”他觉得，这对增强经常性思想
工作的预见性来说，是个很现实的难题。

网络时代极大拓展了官兵的思想
和精神空间，也不断构造出带兵人的知
兵真空。指导员孙永强举例说，网络借
贷、玩网游产生高消费、网上不正当交
往等很多可能出现的新问题都具有隐
蔽性、突发性，带兵人对战士的心事看
不清、聊不透但又不放心，有时候就难
免去“猜”。

当主官两年多来，孙永强有时候确
实“猜”准了战士的心事，解决了问题，有

时候也会觉得陷入了战士的“心迷宫”，
不停兜兜转转。
“这其实是一个知兵的‘度’的问

题。”他坦言，一方面战士觉得隐私在“节
节败退”，另一方面带兵人觉得掌握官兵
思想“不到边不到底”，如何找准这二者
的平衡点是关键。

北部战区陆军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陈圣群就举了个“过犹不及”的例子。有
个班长为了解一名战士为啥出现思想波
动，注册微信小号，换上“马甲”套取情
况，最终事情败露，非但没有解决问题，

反而给这名战士造成更大心理创伤。
“不论猜不猜，出发点都得是爱。”陈

圣群认为，知兵不是为了掌握兵，而是要
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去帮助兵。站在这个
出发点上，就能对战士的“屏蔽门”客观
看待，进而找到开门的钥匙，否则，“得到
了兵情，也失去了信任”。

对此，指导员张振辉的理解是：每个
人遇到问题，都需要一定的自我调节，靠
上去做思想工作切不可“用力过猛”。

战士吴敬安前不久落选了旅里的狙
击手集训队，有些情绪低落。一次出公

差，小吴不小心丢失了一件工具，见此情
景，几名骨干更是忧心忡忡，轮番对他
“开导”。谁知越是如此，小吴越反感。
了解情况后，张振辉叫停了对小吴的超
负荷“关心”，只是让班里战士多拉着他
一起打球，工作上适度给他交代任务。
没过多久，吴敬安就从落选的沮丧中走
了出来。

教导员金鑫也讲起一个故事。那年，
一名面临转业的士官出现思想滑坡，连队
干部轮番找他谈心却收效甚微。这名士
官被作为“重点人”上报到营里后，金鑫没
有急于找他谈，而是加了他的微信，转发
给他一期脱口秀节目，节目探讨的主题是
“人到 30岁是做稳定的工作还是追求梦
想”。当晚，这名士官就主动走进金鑫的
办公室，道出了自己曾在创业和转业之间
纠结，但看过节目后已经找到了答案。
“给的再多，不如懂我！”提起这句年

轻官兵喜爱的歌词，金鑫感叹：今天，面
对怀揣心事的战士，“懂你”的确不容易，
有时就像是猜哑谜，但只要真诚关心、把
握分寸、注重方法就总能懂，甚至可能都
不需要谜底……

战士的心事，要懂不要“猜”
——北部战区陆军某旅几名基层带兵人的知兵感悟

■本报记者 康子湛 通讯员 王 鑫

带兵有感情，谈心才走心。前不久的考核中，上等兵孙广峰（左）成绩不理想，有些心情沮丧，训练间隙，班长张怀念给他讲起自己的成长经历，帮他重拾信心。陈 拓摄

微观察

记者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