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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是能赢我，以后学习可以不
参加。”就因这句脱口而出的话，沈阳联
勤保障中心某通信站四连排长张宗毅
让自己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那天晚上，看完新闻联播，张排长
宣布：站里即将组织多媒体课件制作比
赛，大家跟往常一样，晚上加班学习课
件制作等知识。
“制作多媒体课件，对我来说就是

‘三指捏田螺——手拿把掐’的事！”张
排长话音刚落，台下就传来一名战士的
声音。张宗毅一看，不是别人，正是二
班大学生士兵王撼宇。

一听这话，张排长当场就火了：“刚
练两天就翘尾巴了？别以为自己是大
学生就一定比别人强，别的不说，你要

是能赢我，以后学习可以不参加。”
张排长敢这样说，心里也是很有底

气的。他是通信站里公认的“才子”，唱
歌、主持、写作样样在行，曾夺得大大小
小 10多个比武竞赛的奖项，制作多媒体
课件也是他的强项之一。

一听张排长这么说，王撼宇的倔劲
儿也上来了，当场就接下了“战书”：比

就比！
让张排长没想到的是，王撼宇的电

脑水平还真挺高。一上机，王撼宇手指
劈里啪啦像弹钢琴，制作的多媒体课件
无论是总体设计还是插图布局都十分
精巧。

张排长也是全力以赴，眼睛熬得通
红。但拿着自己制作的多媒体课件跟

王撼宇的一比，他不得不佩服：“这小子
技高一筹！”

结果，在站里的评比中，王撼宇的
作品夺得第一。看到战士赢了自己，张
排长也很大度，当场表扬了王撼宇。可
让他没想到的是，领奖回来，王撼宇还
真的不参加每晚排里组织的多媒体课
件制作学习了。

这让张排长很为难。说过的话应
该算数，可每晚的学习王撼宇不参加，
这显然不合适。想叫他参加学习吧，可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现在咋改
口？

一 时 间 ，张 排 长 陷 入 了 两 难 境
地……

新兵赢了排长后居然可以不参加

学习，这样的事在该站还是头一次听
说。张宗毅还没想好咋办，全站就已经
炸开了锅。

有的说，谁让排长有言在先，愿赌
服输，说话得算数。也有老士官说，现
在的新兵胆儿也太肥了，排长随便说
说，他就真的敢顺杆爬。不刹刹这股歪
风，那还得了？

指导员侯林了解情况后，及时找两
个人谈心。一番推心置腹的交流过后，
张排长意识到，带兵人言出必行，今后
带兵且不可随意表态，带好高素质战士
更要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素质。王撼
宇也认识到，军营有军营的纪律，不能
因为排长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就不参加
集体学习。从此，两人“冰释前嫌”。

战士赢了排长之后
■本报记者 刘建伟 通讯员 侯 林 赵 雷

聚焦新时代经常性思想工作累累累·能力提升

尴尬事引发基层带

兵人对能力的考量——

我们就像骑自行车

上坡，少蹬一脚就会倒退

张排长的“纠结”，在基层带兵人
中并不鲜见。

对此，某旅高炮连指导员崔志豪感
同身受。前不久，他在全旅“四会”政
治教员大比武中，输给了本连的上等兵
黄强。

黄强是沈阳工业大学的高材生，曾
两次蝉联校园“金牌辩手”。比武现
场，黄强授课生动形象、精彩纷呈，让
台下不少官兵情不自禁泪花闪闪，评委
纷纷给他打了高分。

随后，崔指导员上场。他为备好
这堂课下足了功夫，但结果令他始料
不及——综合评委打分，最终他输给
了黄强。

这次令人尴尬的“比试”，让崔指
导员悟出了“门道”——

近年来，越来越多像黄强一样的大
学高材生走进军营。他们大都学习能力
强、视野更开阔，思想更活跃、内心更
自信，训练敢往前站、业余敢秀才艺、
遇事敢提意见，带兵人“压力山大”也
在情理之中。

采访中，某旅肩扛几道“粗拐”的
老士官坦言，被年轻战士“打败”的事
情，在自己身上也曾发生过。有的是文
化知识不如年轻士兵，有的是网络摆弄
不明白……

某合成旅调查数据显示，2017 年
入伍的新兵中，大学生新兵明显增
多，高中以上学历新兵达 90%以上，取
得软件编程、汽车驾驶、机械修理、
国家心理咨询师等资格证书的占了
30%。对此，该旅领导打了一个形象的
比喻：赤橙黄绿青蓝紫，新一代战士
就像“多棱镜”。

接过大学生新兵郑国全的英文检讨
书，第 80集团军某合成旅新兵班长李
智慧有些懵。

这天夜里，新兵连组织紧急集合，
睡在上铺的新兵郑国全有些慌乱，成了
连队最后一个入列的人员。新兵班长李
智慧虎着脸批评了他两句，没想到郑国
全还不服气。一气之下，李班长责令他
写一份检讨。让人没想到的是，第二
天，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毕业的郑国全交
给班长一份几页纸的英文检讨书。新兵
郑国全想出的这一招，一时间让班长李
智慧哭笑不得。

走 访 北 部 战 区 陆 军 基 层 部 队 ，
“低学历带高学历”的“学历倒挂”
现象比较普遍，“信息社会新知识倒
挂”的趋势日渐凸显，多数新战士入
伍前“手机平板不离手、微信微博随
时刷”，他们对有些新生事物的接受
能力，已经走到了许多基层带兵人的
前面。
“时代变了!”几多尴尬事，引发基

层带兵人对能力的自我反思：新时代
战士眼光新、思维活、学习能力强，
倘若还固步自封谈何带兵，知识倒挂
何谈做好经常性思想工作？某旅“锦
州突破连”指导员赵元永说：“新时代
来了，我们就像骑自行车上坡，少蹬
一脚就会倒退。”

过去的知识优势正

在消失，带兵“老经验”也

受到时代挑战——

直面挑战，要勇于承

认“我”落后了

这是记者在基层部队采访中听到的
一件尴尬事。

前年老兵复员之际，士官留队名额
少了，战士志愿留队的多，某旅张指导员
教育课上说，地方发展空间大，动员大家
回家创业。去年士官选取名额多了，张
指导员又说留队比回家好，号召大家继
续服役作贡献，搞得战士们“左右不是”，
不知道到底该如何选择。

对于诸如此类“不会说话”的带兵人，
战士的批评入木三分：与新时代战士说
话，说不上去；与有思想问题的战士说话，
说不下去；与老士官说话，给顶了回去。
“不会说话”，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有

的基层带兵人做经常性思想工作能力不
足的短板。
“95 后 ”“ 网 生 代 ”“ 大 学 生 士

兵”……随着一批批新时代战士走进军
营，经常性思想工作也面临一个又一个
新情况、新问题。因自身带兵能力不足，
对新时代战士的特点把不准、心理摸不
透，有的基层带兵人不禁感叹：“现在的
兵不听话、不好教、不好管，思想工作不
好做。”

感叹之余他们也有疑问：为什么沿
用几十年的传统教育管理手段不管用
了？难道仅仅是因为现在的官兵不好管
教吗？
“底气不足、本领恐慌的背后，是基

层带兵人思想观念和能力素质的不适
应！”某旅的一项调查显示，个别基层带
兵人仍用老眼光打量新时代战士，把个
性张扬当成爱出风头，把经历丰富当成
思想复杂，把崇尚民主看成难教难管，把
合理追求看成额外奢求。

看着案头的调研报告，该旅领导感
叹：“用昨天的思维带今天的兵，不落伍
才怪呢！”
“本领不强要被急死，办法不多要被

愁死。”能力不够，令许多基层带兵人产
生从未有过的紧迫感和危机感。

士兵提干的某合成旅四连排长姚超
直言：在某种意义上，带兵人就是比兵更
强的兵——内心更强大，素质更过硬。
“面对新时代士兵，如果仅凭过去的老经
验带兵，就可能格格不入、事倍功半!”
“雨果曾说，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

可以阻止一个时代已经到来的想法。我
们带兵人不能与新时代的战士拧着劲！”
某合成旅政委杨春文说，时代在发展，社
会在进步，一茬茬战士就是这样走到了
今天，而且将继续这样走下去，破解现实
课题是带兵人的职责所在。

历史没有返程票。基层带兵人如果
抱着“九斤老太”的思维观念不变，那么
看新时代战士必然“恍若隔世”，新时代
战士看他也疑为“桃花源人”；他看新时
代战士必然觉得“难以理喻”，新时代战
士看他也感到“难跨代沟”。

析事明理，使许多基层带兵人认识到，
说“我们那时候”更不能忘了“你们这时
候”，很大程度上不是现在的战士“冒泡”
“冒尖”，而是带兵人自身的观念落伍了。

从“新时代战士为什么难管教”到
“勇于承认我们落后了”，采访中，记者欣
喜地看到，广大基层带兵人的看兵视角
和带兵理念正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绳短不能汲深井，浅

水难以负大舟——

新时代呼唤新型带

兵人

背包刚往排里一放，连里几个素质
不错的兵就想和他“比划比划”。某旅
“钢铁连队”新排长刘正峰没料到，自己
的“官之初”是这样开场的。

“战士竟不把干部放在眼里，今后还
怎么开展工作？”有一摞证书和好几个“尖
子头衔”的刘正峰哪能畏惧：“谁怕谁？”

然而，迎接战士们的几次挑战后，他
服了：“钢铁连队”的战士就是不一般。

几次较量让刘正峰更加清醒了：绳短
不能汲深井，浅水难以负大舟。自己要想
在连队立住脚，除了组织任命，还必须用
过硬的能力素质赢得战士们的认可。

想到这，他给自己定了一个清晰的“小
目标”：跟上时代的变化，适应战士的需求，
让带兵理念和视角来一个“七十二变”。
“兵无强弱，强弱在将。”基层带兵人

的魅力指数是能力和素质。有研究表
明：在信息时代，一年不学习，所拥有的
知识就有可能会折旧80%。
“当‘先生’先要当学生。必须保持

能力不足的警惕性，保持本领不够的危
机感。”在实际接触中，第 79集团军某旅
排长宋子洵明显感到大学生士兵知识面
广、思维活跃。宋子洵给自己定下一条
规矩：放下架子，虚心学习战士们的长
处，在学习中赢得他们的尊重。

夜暗星稠，万籁俱寂。某旅教导员
王金磊办公室的灯光还亮着，他聚精会
神地盯着计算机屏幕，一组组代码从他
跳跃的指尖下涌出……这是王金磊正在
学习有关编程技术。
“脖子以下”改革中，王金磊走上了

教导员的岗位。他深深感到，用新知识
带兵就像用新武器打仗一样重要，基层
带兵人必须本领扩容、能力升级，才能带
出响当当的部队、呱呱叫的兵。

培养新型带兵人，根本在端正态度，
关键在转变视角，核心在提高素质。连
日来，某合成旅把新型带兵人所应具备
的条件明确为思想观念新、知识素养好、
法规意识牢、品德修养高、模范作用强等
5个方面的具体标准。

同时，他们用“走出去、请进来”
的办法，牵引基层带兵人学习社会心理
学、现代管理学等方面的知识，研究网
络对青年官兵心理和行为的影响，帮助
基层带兵人加强对新时代战士的了解和
理解，以新的视角和理念审视对方，使
“代沟”得到填平，让官兵更好地融为
一体。

入伍不同期，生活不同步，爱好不同
宗，相对封闭的军营与全面开放的社会
必然形成差异，带兵人要勇敢追随乃至
引领时代发展的脚步。沈阳联勤保障中
心某通信站持续抓基层经常性思想工作
“知情功、说理功、疏导功、解难功”训练，
广泛开展“兵情一口清”“真情问不倒”等
活动，有效增强了基层带兵人把握官兵
思想脉搏的本领。

该站政委于兴生说：“经常性思想工
作方法不同，结果各异。带好新时代战
士，必须用新视角看待他们，用顺应时代
的方法解决问题。”

人们常用“看家本领”这个词，来
形容一个人立身的能力素质。对基层带
兵人而言，这个本领就是带兵打仗、练
兵打仗。做好经常性思想工作同样是身
教胜于言教，基层带兵人过硬的能力素
质本身就是最有说服力的思想工作。

辽南某训练场，清脆的枪声连续响
起，20个“身靶”被打成了“马蜂窝”。

摘下头盔，“神枪手四连”指导员姜兴
国头顶还冒着热气。他说：“能力升级才
能生存。我们支部的支委都必须在课目
中担负射击任务，准不准全连都看着呢。”
“能力顶呱呱，才能带兵打胜仗！”这

是四连党支部一直传承的一句话。训练
场上，“干部人人一面旗、党员个个一盏
灯”。
“未来战争是‘班长的战争’，传统的

步兵班长信息化素养不足，已成为制约
战斗力提高的瓶颈。”姜指导员告诉记
者，在他们连要想当班长，得有“十个必
须”：必须是信息化知识能手；必须能熟
练操作使用连属武器装备；必须取得一
项以上等级能手认证……
“十个必须”，条条都是带兵打仗的

“硬杠杠”。连队战士们都说：“未来上战
场，我们愿意跟着这样的带兵人！”

上图：骨干带头训，战士士气高。第

78集团军某特战旅班长梁修龙（左一）

注重处处以身作则，激发战士训练热

情。图为他带领特战队员进行扛圆木训

练。 贺善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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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求解带兵“能力课题”
—对基层带兵人提升经常性思想工作能力的新闻调查

■本报记者 刘建伟 通讯员 赵 雷 张 楠

如今新生代“问倒”基层带兵人的

事例并不鲜见，这给我们传递了一个

强烈的信号：必须本领升级，谨防能力

“透支”。

“透支”，本为经济学名词，即支出超

过收入，积存成为负数。能力“透支”可以

理解为能力素质达不到岗位职责的需求。

风起于青萍之末。近年来，随着时

代大潮的冲击，多元价值文化的相互碰

撞，各种思潮的滋生蔓延，官兵思想领

域出现了诸多新问题、新矛盾，这也给

部队经常性思想工作带来了严峻挑战。

特别是新一代战士综合素质越

来越高，直接考验着基层带兵人的能

力水平。然而，有的基层带兵人看不

到时代的变化，“婆婆嘴”中的“低水

平唠叨”让官兵厌烦。有的因为能力

“透支”，导致经常性思想工作“隔山

打炮”——内容缺乏针对性；“隔靴搔

痒”——方法缺乏有效性；“隔岸观

火”——行动缺乏主动性。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曾提醒全党

同志，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

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这句

话，对于能力因“透支”而欠缺的那些基

层带兵人而言，值得三思警醒，奋起直

追。走进新时代，知识更新的速度加快，

“一觉醒来就落后了”绝非危言耸听。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增强学习

本领。对于基层带兵人来说，要避免能

力“透支”，就必须努力让“收”大于“支”，

加速知识储存，加快能力升级，时刻挺立

时代潮头，与官兵脉搏一起跳动。

人的思想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

的，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用时代

话题引领新时代官兵，经常性思想工

作才能取得实效。基层带兵人唯有把

更多的时间放在学习新知识、提高新

本领、掌握新技能上，才能与时代同

步、与官兵同频。

《军队基层建设纲要》规定，建立

健全思想、心理、安全、网络等工作骨

干队伍，提高知情、说理、疏导、解难能

力。基层带兵人应本着缺什么就补什

么、什么弱就练什么的思路，大力提升

自身能力素质，为解决官兵思想领域

的新问题、新矛盾提供支撑。

新时代新征程新使命，既为各级

做好基层官兵经常性思想工作赋予了

时代课题，又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平

台。站在新时代发展潮头，基层带兵

人只要紧贴官兵心理需求，通过抓住

官兵兴奋点、踩实解难着力点、找准心

理敏感点、摸清工作切入点，不断提高

能力素质，与时俱进开展经常性思想

工作，就能为强军兴军提供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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