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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工作千头万绪，官兵往往“两

眼一睁，忙到熄灯”。在繁忙的练兵备

战中，基层官兵都会碰到或大或小的

切身忧虑和难处。

面对形形色色的困难，大多数带

兵人都会迎难而上，靠上前，伸出手，

帮一把。当然，也有的带兵人一遇到

难题，要么躲着走、要么一拖了之。还

有的甚至不希望战士在自己面前开

口，认为是给自己找麻烦。

有的带兵人私下发牢骚：“你看看

基层干部，没权又没钱，能办成啥事？”

于是，在这些托词掩护下，无视战士困

难也就变得理所当然，推脱的语气也

变得理直气壮……

凡此种种，要么是不负责任，要么

是没有理解经常性思想工作的精髓和

关键。一位老政工说得好：“兵能在你

面前开口说难处，说明他信任你，这难

也就解决一半了。”在这位老政工看

来，带兵人真正的难恰恰是“不知

难”——兵不愿在你面前开口说难，你

也不知道兵难在何处。

一个难字，难住的或许是一个带

兵人，但若不及时解决，伤的则是一片

兵的心。优秀的带兵人都深谙这样一

个道理：“难”搁置在那里，时间长了就

成了“冰山”，带兵人与战士间的关系

就会降到冰点；“难”积攒在那里，时间

长了就成了“火山”，随时会“爆发”官

离兵、兵离官的危险。

难，在有的带兵人那里是虎，畏难

如虎；难，在有的带兵人那里却是宝，

视难如宝。在后者看来，为兵解难，恰

恰是经常性思想工作的一次机会、一

次证明。他们相信，只要用心去化解，

那些难题终将迎刃而解，化成战士心

中温暖热流。

如何用心为兵解难，也考验带兵

人的作风和方法。有的单纯当制度政

策的“搬运工”，大会小会耍“嘴皮子功

夫”；有的“管你千般难，唯有谈心这一

招”，填鸭式说教、空讲大道理；还有的

打造所谓的“暖心工程”，动辄“60个

一”“100个一”，实则一阵风，仅仅满

足于走形式、走流程，效果可想而知。

其实，为兵解难只需要“1个一”就够

了——走心。真正努力去做，战士自

然会感受到，即便你难题没解决，战士

也都能理解。

“士兵伤心处，是我动情时”“士兵

所盼，是我所办”……千难万难，心里

装着战士就不难。你对战士“真”，战

士才能跟你“亲”。

为兵解难，带兵人要随身携带“温

度计”。只要带兵人真诚做到人到、心

到、情到，就能赢得战士的信任和爱

戴，就能将战士心中的暖流，化作他们

工作训练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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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一件小事，让第75集团军某
旅道路连指导员黄建军至今“哭笑不得”。
“为什么我干的多还要受批评？”上

等兵李奕君委屈极了。原来班里干活，
班长分配任务不均，李奕君找班长理
论，却被“怼”了回去：“叫你干就干，怎
么还斤斤计较？”

李奕君红着眼找黄建军“告状”：
“不干了，我要回家！”黄建军吓了一跳：
想当初，这个单亲家庭的孩子来当兵，
就是因为跟家里“赌气”。一番好话安
慰后，他把班长和李奕君拉在一起，才
化解了矛盾。

时代在变，“难”题也在变。2005年
入伍的黄建军越来越感到，如今的战士
自尊心强、维权意识强，只要是他们感

到不公平或者不服气的事，都有可能演
化成基层带兵人需要解决的“难”题。

有着 20多年兵龄的三级军士长宋
海涛记得自己刚入伍那会，最大的困难
是打电话。那时候，宋海涛常常一个月
才跟家里人说上一句话，每次打电话都
要排好长的队伍，“即便家里有困难，也
轻易不找干部”。

上世纪 80年代入伍的旅政委曾祥
明至今记得，一次半夜饿得实在睡不
着，班长顶着被批评的风险，悄悄从炊
事班拿了两个馒头。那个味道，成了他

军旅生涯最宝贵的回忆。
“难”题在变，不变的是“解”

字。在老兵们的记忆里，不管遇到了什
么困难，总会有一双双关怀的手在支持
他们，在这些温暖的故事里书写着战友
情深。

只是如今，像大多数基层干部骨干
一样，黄建军感到“越来越多元化的困
难背后，需要多元化的解难本领”。

下士董正耀入伍前是个十足的音
乐迷，听着歌曲“梦想仗剑走天涯”来到
部队的他，每天起床叠被子前的第一件

事，就是在排房里打开他的“低音炮”，
播放流行歌曲。“部队的歌太单调了，还
是流行歌曲有意思！”他说。

然而有段时间，黄建军发现早上变
得清净了。一打听，才知道是董正耀的
“低音炮”坏了。

了解到这个“低音炮”是父母送给董
正耀的高中毕业礼物，黄建军开始琢磨
如何修好它。这个文科生硬着头皮，捧
着课本和说明书足足学了一个星期，着
着实实当了一把“电焊修理工”。
“低音炮”被黄建军鼓捣好了，董正

耀也开始喜欢上了军旅歌曲。“只有军
旅歌曲，表现战友情比较到位。”这位歌
迷担心，“如果有一天离开了部队，害怕
再也听不到这些歌了。”

解决的琐事越多，黄建军越感到，
“只要在思想上当好‘保姆’，就一定能带
出在训练场上嗷嗷叫的兵。”

回到本文开头的上等兵李奕君，他
后来的表现没让黄建军失望。靠着不
服输的性格，李奕君多次在考核中取得
好成绩，成为同年兵中第一批技术骨
干，还在去年底顺利转为士官。

“难”题在变，不变的是“解”字
■李 越 杨 成

为什么这件难事没有办

成，战士却很感谢他——

“你把战士的难处放

在眼里，战士就会把你放

在心上”

当了 3年指导员，黄建军有时候觉
得自己就像一个家长，“管着‘鸡毛蒜皮’
的事儿，操着‘锅碗瓢盆’的心”。

忙忙碌碌的黄建军有时候也困惑：
都说为兵解难是经常性思想工作的“试
金石”，但一个连队干部的能力有多大？
全连那么多官兵，每一件难事都能解决
吗？

2年前，下士赖明的一件难事，让他
明白了一个道理：“战士的事，每一件都
要认真地去对待。”

那天，赖明接到老家打来的电话。
村里在他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征用了
家里一块种竹子的土地。竹子被砍光
了，父母跟村里起了冲突。赖明流着泪
挂了电话，跑到黄建军跟前，说想回家。
“我想帮他，但真不知道该做些什

么。”黄建军说，时值部队开展“送法下基
层”活动，他带着赖明找到律师，对方说
“这事要找土地局”。

黄建军硬着头皮找到领导，领导支
了一招：可以给当地武装部发函，请求帮
忙协调。此时，赖明父母打来电话，“这
事算了吧，几棵竹子不值几个钱。多一
事不如少一事，不要因为这件事耽误娃
在部队的前程。”

事情最终不了了之。那些天，黄建
军翻来覆去睡不着，每次见到赖明想说
些什么，却不知道怎么开口。“就像自己
的孩子被欺负了，自己却无能为力。”他
说。

可从那以后，黄建军发现，赖明不仅
训练更加刻苦，还主动申请当副班长，并
在班里带出了几个“嗷嗷叫”的兵。
“在咱指导员眼里，兵的事是大事。”

那段时间，看到指导员不停地往机关跑，
连里的战士们都私下嘀咕，“跟着指导员
可得好好干，指导员眼里有咱呢。”

黄建军没想到，这件难事没有办成，
全连战士却都在感激他。

从那以后，他得出结论：“战士是很
可爱的，你把战士的难处放在眼里，战士
就会把你放在心上。”
“不管难题有没有解决，只要你尽

力了，战士都会感激你。”该旅机保一营
教导员刘广特别认同黄建军的观点。
在这位基层老政工的眼里，战士们往往
反感这样的带兵人：有的光说不干，话
说得漂亮，却不见行动；有的能推就推，
能拖就拖，能躲就躲；有的装装样子，走
走过场……
“当然，有的带兵人是怕麻烦，还有

的带兵人有畏难情绪，觉得自己一个基

层干部能解决多大的问题。”刘广当了快
6年教导员，在他看来，经常性思想工作
看似是“说”的工作，其实更多是“做”的
工作。

为什么战士一有难事就

会想起找他——

“都说开口难，其实

只要战士开口就不难”

“你有困难时，首先会向谁倾诉？”
前不久，该旅的一份调查显示，

43.6%的战士选择“找关系好的战友”，
21.4%的会“找老乡”，19.2%的更愿意“在
网上联系曾经的朋友”，而“找干部骨干
倾诉”的，只有15.8%。

这份调查结果，引起了该旅政委曾
祥明的深思。都说连队干部是战士的
“一家之长”，可如今一些战士有了难
处，找老乡、找网友，但就是不找干部，
为啥？

报名参加“三互”小组时，桥梁连副
连长孔帝力的人气最高。在桥梁连，将
近20个战士表示愿意和他在一个组。

为什么这些战士一有难事就会想起
找孔帝力？这位“人缘超好”的“知心大
哥”嘿嘿笑着，腼腆地说：“很多战士碍于
面子，并不会主动把困难告诉别人，要善

于发现那些‘难以开口’的困难。”
经过组织审定，下士小吕如愿成了

孔帝力的“三互”小组成员之一。
刚到连队任职不久，孔帝力便发现

小吕有些奇怪：不爱说话，很节约，也从
来不跟战友去商店买零食。洗澡的时
候，一条毛巾用得“烂了卷”，却仍舍不得
扔。

后来孔帝力了解到，这个家在四川
农村的小伙，父母都是残疾，妹妹还在上
学，全家人依靠小吕在部队的工资维持
生活。这是小吕的“心病”，就算偶尔被
战友抱怨“抠门”，他也从来不告诉战友，
“怕别人瞧不起自己”。

一次，部队组织困难家庭经济补
助申请，孔帝力极力推荐小吕报名。
小吕起初百般拒绝，但孔帝力一番话
打动了他：“这没有什么丢脸的，为了
自己的家庭敢于担当，才是真正的男
子汉。”

拿到补助的那天，小吕非得拉着
孔帝力去小店吃一碗炒粉。如今，小
吕顺利转了中士，还成了连队优秀的
技术骨干。
“都说开口难，其实只要战士开口

就不难。为战士解难帮困，很多基层带
兵人面临的第一步，就是让战士开口告
诉你困难。”在该旅政委曾祥明看来，带
兵人一定要带着温度去做经常性思想
工作，不仅要说“暖心话”，还要有副“热
心肠”。

为什么他要不厌其烦为

战士说话——

“ 平 时 相 互 遮 风 挡

雨，战时才能一起抵挡枪

林弹雨”

地爆连指导员肖伟鹏刚任职不久，
下士冯成磊被查出患有胚胎癌。

医院打来电话，让尽快办住院手
续。忙得晕头转向的肖伟鹏“脑子里嗡
的一下”，重重地坐在椅子上。

当年年底，冯成磊满服役期，按照规
定不能再继续留队了。冯成磊父母是农
民，口音很重，肖伟鹏要很费力地才能听
清楚两个老人说的啥。但不管说的啥，
肖伟鹏下定了决心：要让冯成磊评残，来
减轻这个农村家庭经济上的压力。

那些天，肖伟鹏天天往机关和卫生
队跑。可按规定要求，冯成磊必须出了
院才能评定伤残等级。人还在医院里，
评残工作不能继续。可冯成磊的情况
“太特殊了，根本出不了院”。

随后半年，肖伟鹏一直为这个退伍
老兵的评残工作而奔波忙碌。“人都退
伍了，已经不是你连队的兵了，按规定
也评不上残，你还这么拼干啥？”“如果
他的家人来部队闹，你不就是背黑锅的
吗？”那些日子，各种杂音充斥在耳边，

肖伟鹏只回答一句：“我是他的指导员，
我不帮他谁帮他。”

在肖伟鹏印象中，冯成磊是个有责
任心的班长，和战友关系很好，“是个腼
腆的大男孩”。知道冯成磊爱抽烟，肖伟
鹏有时候递给他一支烟，他却脸红着死
活都不接。干起工作来他很大胆，经常
拍着胸脯对连队干部说，“放心，这事交
给我！”

半年后，部队驻地移防，只剩冯成磊
一个人留在千里之外的医院里。然而，
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事情竟然有了转
机——肖伟鹏找遍了领导，终于让冯成
磊随着部队转移到新的医院。而这就意
味着冯成磊“算是出了医院”，“评残”也
终于落了地。

这一切，冯成磊都不知道。躺在病
床上的他，每个星期都会接到肖伟鹏的
电话，听他讲讲连队的事儿。肖伟鹏给
他捎来一本书，名字叫《秘密》。书里告
诉他，“要相信奇迹”。
“平时相互遮风挡雨，战时才能一起

抵挡枪林弹雨。”其实不仅冯成磊，回想
这些年来，肖伟鹏脑海里浮现出太多可
爱的战士。他们有的很爱笑，有的很调
皮，有的很勇敢……在肖伟鹏看来，如果
有一天走上了战场，“我会第一个为他们
挡子弹”。

肖伟鹏始终相信：“在铁律如山的部
队里，无数默默流淌的温暖，也是战斗力
的重要组成部分。”

请伸出你的手，有困难一起扛
——第75集团军某旅经常性思想工作新闻调查

■李 越 刘 灿 杨 成

前不久，第 75 集团军某旅下士黎造开
遇到了一件难事。

那天是黎造开女朋友的生日，两人约好
开视频聊天。可这天不是使用智能手机的
规定时间。于是他找到了管理手机的班长
石将将，想请帮忙“开开后门”。

没想到，最后悄悄给他手机的不是石

将将，而是指导员黄建军。作为连队“三
互”小组骨干，石将将把黎造开的困难告诉
了指导员。黄指导员不仅支持“特事特
批”，还专门在视频里向黎造开女朋友表达
了生日祝福。

为什么一开始不找指导员？黎造开坦
言，自己担心被指导员批评。“战士越是这

样，带兵骨干越要主动了解战士实际困难，
为兵解难帮困。”黄建军说，这是开展经常性
思想工作的重要法宝之一。

在这个旅，像黎造开和石将将这样的
“三互”小组还有很多。他们在落实集团军
开展的互帮、互学、互教“三互”活动中，让官
兵们自愿结成 3-5人的小组，并通过小组发

现和解决官兵的实际困难，让部队更有了
“家”的温暖。

“请伸出你的手，有困难一起扛。”该旅
政委曾祥明说，“让有难处的战士开口，并能
及时解决好这些困难，不仅是经常性思想工
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还是这项工作效果的
‘倍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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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第七十五集团军某旅官兵进行划冲锋舟训练。一位基层指导员说得好：带兵人只有时刻把战士冷暖放在心上，才能真正让“同船渡”的

战士们与你一起拼尽全力划桨。 牛彦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