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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自古被列为带兵人的一项重

要素质。

带兵人守信、重信，关系着部队战

斗力。电视剧《亮剑》中，团长李云龙

在一次反围剿战斗中成功突围后，发

现营长张大彪落入包围圈，他冒着再

次被包围的风险果断带领官兵杀回战

场救出了战友。后来，李云龙始终坚

守“绝不丢下任何一个弟兄”的承诺，

在一次次战斗中赢得了官兵的信任，

部队也因此空前团结、所向披靡。

“用兵之道，抚士贵诚。”信任，从

哪里来？

有人说，信任既是经常性思想工

作结出的“果”，又是开展经常性思想

工作的“因”。这话说得很有道理，经

常性思想工作做到位了，信任自然不

是问题；反之，官兵相信你，你的经常

性思想工作也就好做得多。

如果骨干说的话、立的标准、提的

要求，没人听、没人服从，官兵思想就

无法交融，工作就无法正常开展。因

此，带兵骨干必须在工作、训练和生活

的点滴小事中时时处处坚守诚信、立

起威信、当好导师，才能引导官兵自觉

追随、英勇善战、成长成才。

带兵人坚守诚信，才能收获官兵

的信任。基层带兵人与官兵生活在同

一个屋檐下，既有上下级之分，又有一

家人之亲，只有在工作中讲真话、在生

活上动真情，坚持事事官兵一致、言行

一致，甚至用生命兑现诺言，官兵才能

在面对困难和危险时，群策群力、群威

群胆，完成好使命任务。

带兵人立起威信，才能赢得官兵

信赖。立起威信，首要的是严明军纪

法规。东汉时，一位受光武帝刘秀宠

爱的官员酒后在军营打死了人，祭遵

本着“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的原则将

其处死，刘秀知道后十分恼怒要惩处

祭遵。主簿陈副劝阻说：“祭遵坚守法

令、不避亲疏，像他这样号令三军才有

威信。”刘秀恍然大悟。

如果说信赏必罚是带兵人立起威

信的刚性基础，官兵一致则是软性指

标。军营生活往往是艰辛枯燥的，基

层带兵人只有坚持与官兵同吃同住，

一起苦、一起累，干在一起、玩到一块，

官兵才能以苦为乐、苦中作乐，任务来

时自然而然和带兵人站在一起，确保

上级一声号令，部队闻令而动。

带兵人当好官兵的军营导师，才

能给官兵留下指引人生的信条。带兵

者带心。一名优秀的带兵人，教会官

兵的远不止打仗本领，还有人生追求、

生存之道、立身之本。

一位参加过边境作战、如今领导

着一家市值过百亿民营企业的退伍老

兵，多年后面对当年并肩作战的老班

长声泪俱下。以39岁“高龄”下海经

商、周转资金被席卷一空、遭遇经济危

机公司多次面临倒闭……多年商海沉

浮，他始终把老班长教给他的战场法

则当作执着追求的人生信条：人生，就

是一个高地连着一个高地，只要战斗

没结束，就要向着下一个高地冲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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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网络上流行的一些调侃语，
均指向一个话题——信任危机。但与
此同时，一些关于信任的温情故事，也
同时在我们身边上演着，感动着你我。

前不久，全国各大城市流行过这样
一个实验——

有人把 500 枚一元硬币装在盒子
里，放在地铁口、公交站旁，盒上写着：
如有需要请自取，但不要超过 5枚。一
连几天的跟拍结果令人意外，藏在角落
的摄像机中没有出现疯抢的场景，取用
时没人超过限额，甚至有人拿纸币换硬
币……人们惊讶，陌生人之间的信任也
可以如此简单纯洁。

目光转向军营，信任不仅是一个热
门话题，还是一道现实命题。

随着 95 后逐渐成为军营主体、00
后开始进入军营，官兵的社会阅历、自
我意识、入伍动机等，都在发生深层次

的时代之变。一项来自基层部队的调
查显示，“有问题不找干部找百度，有心
事不找战友找网友，有困难不找组织找
论坛……”正考验着许多基层带兵人。
除了主观带兵方法的问题，他们不得不
面对这样一个客观事实：战士信任的
“三围”——基点、燃点和断点都变低
了，信任正在变得更加谨慎、更加理性，
同时也更加脆弱。
“基点”变低意味着战士从社会进

入军营，对骨干和战友的信任基础薄弱
了。调查显示，81.3%的战士入伍时有
过担心班长、战友会欺骗自己的想法；
66%的官兵入伍前认为军营和社会同

样复杂，需要处处戒备。
年年承担带新兵任务的某部新训

骨干刘青松发现，近年来新兵戒备心理
和自尊心一茬比一茬强，班长骨干越来
越难取得他们的信任，“稍加严厉就觉
得是刻意针对他，很少有人一开始就把
批评当作是对自己成长进步有利的
事”。事实上，“基点”低并非军营因素
所致——68.7%的官兵表示因入伍前有
过记忆深刻的上当受骗经历，到部队后
不敢轻易相信别人。
“基点”低导致“燃点”低。一位具有

多年带兵经验的营长表示：“现在的战
士，从小生活条件好，带兵骨干单纯的关

心关爱已经不足以令其信服。”这一观点
得到数据支撑：65%的官兵认为，关心关
爱、军事素质、人格魅力是最能影响带兵
骨干信任度的因素，但表示仅凭其中单
一元素就能获得官兵信任的不到10%。

换言之，如今想取信官兵，当“爹”
当“妈”还不够，还得会当“炫酷偶像”
“人生导师”。此外，“燃点”低还意味着
骨干需要持续不断地累积信任因素，才
能真正获取官兵信任。46.2%的士兵表
示，不会因为一两件事被打动就与带兵
骨干建立起牢固信任。

信任如同镜子，一旦碎了，便无法复
原，缝隙将永远存在。不容忽视的是，不

少士兵对带兵人的信任正遭遇刚过“燃
点”就到“断点”的尴尬局面。比如，仅仅
因为一两件允诺的事没做到，结果花了很
大功夫才建立起的信任链条，没两天就断
裂了。一些士兵承认，很可能因为骨干某
一件事的食言而丧失对其的信任……

挑战无疑是空前的，但值得欣慰的
是，大多数基层带兵人决心并正在用行
动，直面这些挑战。

一位带兵人说得好：陌生人分享硬
币尚且可以“不问深浅”，军人起居生活
在一起，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我们有理
由相信，只要带兵人找到开启士兵心房
的钥匙，信任危机将迎刃而解。

从社会到军营，信任正在发生什么
■汤文元

有一种信任，叫兄弟

情深

信任从来不会凭空产生，

它需要一点一滴的真情累积

谁也没想到，凌禹翰会像小绵羊一
样听话。

这个“刺头新兵”的转变，一时间成
了新疆军区某旅新兵四连热议的话题。
谈起凌禹翰的思想转变，班长林炯宇坦
言，自己没啥招式套路。
“没啥招式套路”的林炯宇，使的却

是细水长流的“内功”。
从别的班转到林炯宇班上时，凌禹

翰始终心不在焉。那时候，距离“出走”
风波已经整整一周，凌禹翰内心越来越
复杂。他一边忧虑新班长会不会找个机
会给他难堪，一边又有些期待着再爆发
点“冲突”，好让自己距离回家更近一步。

林炯宇显然没打算让他“得逞”，他
早就掐准了凌禹翰的脉搏。

一周前，凌禹翰突然“失踪”。很快，
他被连队骨干从训练场的角落中揪了出
来。他告诉指导员于文彬，自己不想干
了，因为班长总批评他，说他“做什么事
都故意摆烂，到部队就是来混日子的”。
凌禹翰觉得班长根本不尊重自己：“他看
我不顺眼，处处针对我！”
“看起来是思想问题，实际上是信任

缺失。”当于文彬在骨干会上征求处理意
见时，林炯宇主动向指导员申请，把凌禹
翰转到自己的班上，并打算从信任这个
突破口找到转变其思想的路径。

凌禹翰来了之后，林炯宇没给他开
过小会，也没找他单独谈心，反而要求全
班杜绝任何关于凌禹翰的闲话，班里的
大事小事毫不避讳地跟他说，有什么问
题当面点出，做得出色的事有一件表扬
一件，犯了错误就严肃批评，也并不害怕
伤到他自尊导致再次“出走”。
“插班生”渐渐变成了“土著生”，之

前的事好像被抹得一干二净。凌禹翰发
现班里没人拿他当外人，他渐渐放下了
戒备，开始在班长面前吐露心声。

林炯宇知道，信任对于做好经常性
思想工作来说，既是快捷键，也是真功
夫，最容易上手，也最考验真心，他把真
心用在了培养兄弟情上。

卧倒战术动作训练，凌禹翰一遍遍
做错，林炯宇不停地示范，结果手掌和小
臂被石子儿划了条口子，鲜血直流；凌禹
翰在队列会操时“冒泡”，林炯宇提出严
肃批评，然后利用周末一对一陪他把相
同的动作训练了一下午……
“他是真的想帮我，否则不会这么有

耐心。”信任总是双向的，当凌禹翰对林
炯宇越来越信任时，林炯宇思想工作越
来越有成效。凌禹翰也对林炯宇和战友
们彻底敞开了心扉。

“我有一个内柔外刚的班长，生
活中是个大暖男，训练场却一丝不
苟……”在一次连队组织的小演讲
中，凌禹翰把能想到的最好的词都
给了林炯宇。

有一种信赖，叫生死

相依

信赖不是喊出来的，是以

身作则干出来的

倒在终点线的一刻，訾宁宁的脸上
露出了由衷的喜悦。尽管并未获得名
次，但他知道，此刻他和这群新战友们，
重新建立起了那种久违了的信赖。

这是前不久，旅里组织的一场军体
竞赛中发生的场景。

由于部队刚刚组建，訾宁宁所在的
连队有一半转隶前是某师侦察兵，另一
半和他一样来自某特战旅，战士与带兵
骨干之间缺乏信任，彼此谁也不服谁。

这一次，连队决定由代理排长訾宁
宁带排里的 4 名战友参加五项全能课
目，尽管队员实力雄厚，但团结协作不
足，赛前这支队伍并不被大家看好。

果然，比赛进入最后一项越野五公
里时，个别战士不听訾宁宁指挥调度，
结果体力分配不均，精疲力竭摔倒在地，
无法继续比赛。由于比赛既分个人胜
负，也看团体积分，处在第一的訾宁宁发

现情况后，立即告诉其他队员：“你们继
续往前冲，我回去帮他!”訾宁宁背着这
位战士硬是奔跑了近 1公里，最终体力
耗尽踉踉跄跄倒在终点。

原本的个人第一没了，换回一个团
体第四。赛后，拉着訾宁宁的手，这位战
士羞愧不已，称不该自以为是拖集体后
腿。訾宁宁却认为这个第一丢得值：“如
果这一次我丢下你，以后排里谁还相信
我，上了战场谁还敢跟我冲？”

从那时起，排里的官兵对訾宁宁没
了猜忌和反感，多了信赖和拥护。这种
对骨干的信赖逐渐发酵蔓延，来自不同
部队的官兵之间管理模式、思维层次和
文化积淀迅速融合，让这支连队在年终
考核时各项成绩名列前茅。

谈及这个转变，该旅旅长尤秀红说，
战士对带兵人、对组织的绝对信赖，是经
常性思想工作“知行合一”的生动体现，
不仅需要带兵骨干去做，还要做好，让兵
看到骨干的能力和真心。

事实上，以身作则干出信赖，是这个
旅组建之初确立的抓骨干能力素质培养
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尤秀红从实践中
得出的真知。

那年 7月，时任某特战旅旅长的尤
秀红带领部队开展伞降实跳。当军列即
将抵达目的地时，噩耗突然传来：在即将
展开训练的同一片场地，兄弟部队某连
连长吴建跳伞时发生意外壮烈牺牲。一
时间，官兵心情沉痛、士气低落。

为稳定军心，该旅党委在列车上召

开紧急会议决定：训练按原计划展开，首
长机关带营连主官先跳……

那次任务之后，尤秀红和一些干部
分享体会：信赖不是喊出来的，是以身作
则干出来的，带兵人要想获得信赖，自己
除了要有过硬的本领，还要有随时准备
为战士“挡子弹”的决心。

有一种信条，叫老班

长的话

信条或许不是至理名言，

却是一辈子做人的道理

当听到自己被新兵营评为新训优秀
班长时，王晨疆高兴得差点掉下眼泪。

此前，王晨疆作为凌禹翰的第一任
班长，与凌禹翰不欢而散。这个刚刚毕
业的学员干部觉得一切都完了——自己
可能不适合在基层带兵。
“不会做思想工作，别把新兵带跑

了。”连队有人提议立即撤换，新兵营党
委却予以否决。
“谁都有跌倒的时候，爬起来就是英

雄，爬不起来就是孬种。”教导员田建忠给
出的解释是：没有带兵经验可以慢慢学，
仅仅因为工作方法的问题就把他撤下去，
以后谁还敢相信他，他还敢相信谁？

这句话田建忠说了近 20年，用来勉
励自己，也用来鼓舞手下官兵。田建忠带
过不少兵，但他真正意识到这句话的分

量，还是因为和老战友的一次不期而遇。
2017年 8月，田建忠一家到云南旅

游，飞机还没落地，得知消息的程勇品
早已等候在昆明机场外。13 年前，田
建忠在驻疆某师地爆连当指导员时，程
勇品是连队的一名普通战士。如今到了
“奔四”的年纪，听说指导员要来云
南，程勇品放下手里“日进斗金”的生
意，从云南瑞丽专程赶来，只为道一声
感谢。

程勇品说，这些年在外四处奔波，一
遇到困难，就想起指导员在连队经常说
的那句话：“谁都有跌倒的时候，爬起来
就是英雄，爬不起来就是孬种。”

想不到自己当年的一句话，竟成了
一个兵的人生信条。田建忠第一次感到
引路人的重要意义：官兵把带兵人的话
当做人生信条来信奉，这是做经常性思
想工作的至高境界。

改变一个人命运的，有时可能就是
一句话，这句话可能不是心灵鸡汤、不是
励志哲学，更不是什么名言警句，但它一
定深入人心。
“你不光要说，还得引着做。”田建忠认

为，这是让“信条”深入人心的不二法门。
如今，在这个成立不到一年的新单

位中，像王晨疆一样工作经验欠缺、能力
素质有待提高的带兵人不在少数。当他
们遇到困惑时，田建忠总会建议他们，不
妨回想一下老班长说过的话——也许在
他们身上，就能找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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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你，才能跟着你往前冲
——新疆军区某旅经常性思想工作新闻调查

■汤文元

遇到班长林炯宇之前，新疆军区某旅新兵
凌禹翰躁动的情绪一度达到顶峰。

踏入军营不到一周，他对苦口劝他“既然
来了部队就该好好干”的第一任班长怒怼：“我
连我爸都不信，凭啥信你？”

在严肃的军营中，他显然是叛逆的。但在
时代的背景下，这个男孩的经历又和许多同龄

人有些相似。
凌禹翰从小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忙着

在外挣钱过年才能回家的父亲总是给他一大堆
承诺：“你下次考试考个好成绩，爸爸给你买台
新电脑。”“听话，爸爸下个月就回来。”……

爸爸一次次承诺，一次次食言。凌禹翰一
边麻木，一边怨恨。

后来，高考失利，说好一起闯荡的铁哥们
四散东西；用好不容易攒的钱报名学手艺，结
果被骗个精光……凌禹翰自以为明白一个“道
理”：越相信别人，摔得越疼。

幸运的是，凌禹翰当了兵，遇到了班长林炯
宇——这位比他大5岁的广东男孩，总是用带着
温暖的笑容，迎接他的叛逆，他的无知，他的胆怯。

对于凌禹翰来说，这不过是军旅生涯的第
一站。以后，他会渐渐明白，在他所处的这支
部队，信任并非终点，信任的高阶叫信赖，信赖
的顶点叫信条。

在新疆军区某旅，信任、信赖和信条，不仅
是带兵人经常性思想工作的追求，更是他们与
战士并肩战斗时一起攀登的精神阶梯。

锐视点

记者调查

微观察

新年伊始，新疆军区某旅官兵进行冬季适应性训练。负重长途行军，走在最前面的都是班长等带兵骨干。 耿华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