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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新疆军区某旅四连正在组

织官兵训练。老兵上了训练场，一声

令下就能瞬间点燃他们心中的激情。

汤文元摄

战争时期，老兵的战斗经验不仅让

他们在枪林弹雨中更好地生存下来，也

保证了指挥员顺利实现战斗意图。老

兵的一个判断、一个动作，甚至能够左

右一场战斗的走向和结局。

人们谈论“三炮救长征”的赵章成

时，不可忽略的是当时苛刻的射击条

件：迫击炮没有炮架，赵章成只能用手

托起炮身，全凭经验来瞄准。当时仅

有3发炮弹，不可能试射，时间也不允

许，必须保证一击致命。在这种险境

下，恐怕也只有这样身经百战的老兵，

才能顶住这样的重压，准确无误地命

中目标。

今天，人民军队进入改革强军新时

代，军队武器装备的信息化程度越来越

高，对单兵科技素养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在文化程度普遍更高、学习能力更

强的95后、00后面前，老兵的经验似乎

优势不再，加之部分老兵思想复杂、顾

虑较多，工作中或多或少出现了许多新

问题。不少带兵人诘问：“老兵是块宝”

是否还有现实意义？

事实上，世事在变换，一些基本的

道理却从来未变过。尊重老兵、用好老

兵，不仅是连队带兵人的一种品格和能

力，于连队建设更是大有裨益。

许多连队主官抓连队建设时都有

这样的经验：一支连队，抓住了老兵，就

抓住了关键。大项任务中老兵是攻坚

克难的主力军，工作中老兵是直言不讳

的谏言者，训练中老兵是经验丰富的教

练员，生活中老兵是调节情绪的润滑

剂。老兵队伍素质不过硬，如同人的骨

架不稳、筋肉不连，连队建设就会外强

中干、前进乏力。

一支连队的风骨、精神，不会凭空

产生，更不会凭空消失。它需要在一

代代老兵与新兵的传承中不断打磨、

淬炼、沉淀。在这个过程中，老兵是传

承者，新兵是效仿者。士兵的坚定信

仰、英勇善战，都靠一代代老兵榜样的

示范。

老兵是连队的精神象征。老兵像

是身经百战即将退役的拳击手，在既

分胜负也决生死的战场上，比起他们

疾风骤雨般的重拳，他们的战斗精神

更令对手胆寒。这种战斗精神某种程

度上汇聚成了一个连队的魂魄，老兵

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连队就有什么

样的精神风貌。

老兵是块宝，关键要用好。老兵对

连队是有感情的，也是珍惜荣誉的，他

们也许因为种种原因对连队的工作和

生活表现出冷漠，但他们的内心都是火

热的。作为带兵人，只有想方设法帮助

老兵找回初心、找回激情，才能让他们

在擅长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为连队建设

贡献力量。

老兵是块宝，关键要用好
■黄长升

由于种种落差，老兵或许

会用漠然掩饰内心的落寞。激

活他们的热情，连队须为老兵

营造一种“被需要”的仪式感

“你自己体能总是拖后腿，却总是批
评大家训练没长进，你觉得有说服力
吗？”

今年4月，在每周一次的体能考核中，
新疆军区某旅四连成绩始终停滞不前。
四班班长徐军终于忍不住了，他找到指导
员涂远见，把心里话一股脑儿说了出来。

如此不留情面的话，全连只有徐军
一个人敢说。涂远见之前一直在机关工
作，训练底子薄，带兵经验少。听了徐军
的话，他不仅一点也不生气，还向徐军保
证：尽快提高体能水平，改进组训作风。

指导员虚心接受批评，源于对徐军
的信任。涂远见和连长一致认为，喜欢
挑刺的徐军一心为连队，没半点私心。

然而，就在去年 12月选晋四级军士
长之前，整个四连还没人相信，平日似乎
看淡一切、对连队工作不怎么上心的表
象里，藏着这样一个性子极烈、眼里容不
下半点沙子的徐军。

四连组建于 2017年 4月，因一直在
外担负教学任务，徐军的报到时间推迟
了 3个月。因妻子待产，任务结束后归
队不足一周，他又踏上了休假回家的路。

徐军归队时距离老兵退伍只剩下一
个多月，连队没有安排他当班长。近 10
年来，徐军第一次卸下了骨干的担子，当
起了普通一兵。

徐军理解，连队刚组建自己就长时
间不在位，加上此前在电话中已向指导
员明确表达了希望年底退役的想法，连
队不可能把带班的担子压在一个即将退
役的老兵身上。

这在基层连队并不鲜见。该旅调查
报告显示，过半数连队为锻炼年轻士官，
让到达退役年限的老兵“退位让贤”；近
三成老兵表示，愿意为了连队发展考虑，
必要时退出骨干队伍。

然而对于徐军和大多数老兵来说，
当普通战士有时比当班长更不自在。

三班班长郝金是上士第二年，兵龄
比徐军短 2年，出公差、打扫卫生这些细
活不好意思安排给徐军；即便大家一起
行动，班里的小兄弟们也会争相帮着
干。无论是工作、生活，还是组织训练，

徐军都尽量以一种平和的方式提意见，
从不触及深层次的根本问题。他觉得那
样有些越俎代庖，显得自己很“显摆”。

久而久之，为了少得罪人，确保自己
顺利转业，除了连队集合，徐军很少出
宿舍的门；除了思想汇报，他也不再主
动发言。

然而，入伍十几年来，徐军早已习惯
了操心身边的大事小情。一个老兵的热
心肠终究藏不住。

一次连队在连续多天的高强度训练
后，计划组织烧烤晚会，但由于伙食费紧
张，打算由军人委员会收取每名官兵 20
元用于购买羊肉。徐军知道后，马上冲
到连部把指导员拉到一边：“战士们自己
的钱不是连队资产，动不得，千万别好心
办了坏事！”连队再次征求官兵意见后，
决定取消活动。

连队主官这才意识到，徐军看似冷
漠的面孔下藏着一颗渴望被人需要的
心。没过几天，四班班长由于参加比武，
位置空缺，有骨干提议借机会培养一名
下士，可涂远见和连长坚持让徐军干，
“他是那种‘在位 1分钟想干 61秒’的人，
把四班的战士交给他，我们绝对放心。”

徐军扎扎实实地铆在班长的岗位，
迅速与班里的战士们打成一片，不仅任
务来时冲在前面，平时更是处处做标兵
榜样。一个多月的时间，原本陌生的环
境，让他找到了家的感觉。

年底，徐军改变了想法，选择继续
留队。他说，除了军队改革后发展向好
的大趋势，“连长、指导员信任我，是最
重要的原因”。

能力素质与身份地位的

不对称，容易让老兵与年轻

干部之间产生嫌隙。要相互

接受，重要的是尊重彼此的

光彩

“排长让我干这，班长非要我干那，
他俩有矛盾，把我夹在中间干嘛！”今年
2月的一天，九连列兵刘彬和同年兵小
声嘀咕起自己的遭遇。

同住一间宿舍，除了安排工作，近半
个月来排长宁东几乎和班长朱帅乐没怎
么搭过话。

像这样发生在新排长和老班长之间
的摩擦，始终是连队处理各种关系时绕
不开的话题。调查显示，高达 57.3%的
干部在任职排长时曾与连队的老班长有
过摩擦，38%的干部表示，这些矛盾后来
都在交流中得到妥善处理。谈到产生矛
盾的原因，66.7%的干部认为，都是因小
事而起，但冷处理的方式起到了火上浇
油的作用。

宁东也不例外。那时，宁东担任排
长不到一个月，一天晚点名时连长批评
二排作风松散，之后的排讲评，宁东指名
道姓把排值班员朱帅乐数落了一番。

后来宁东觉得欠妥，也想缓和两人
的关系，但他觉得“先开口的应该是工作
没干好的朱帅乐”。

朱帅乐并不这么想：“当兵十几年，
连长指导员平时对我都是客客气气的，
你一个新来的排长凭啥对我指手画脚？”
朱帅乐表面隐忍不发，心里却另有算盘，
“总有他求我的时候”。

矛盾升级为冷战，宁东许多工作根
本落实不到末端。更难受的是，需要依
靠朱帅乐完成的任务越来越多，天平始
终在向朱帅乐倾斜。

宁东终于意识到，是时候主动做出
改变了。他隔三差五买些零食，把几个
班长凑在一起交流感情；休息时放下手
机陪几个士官一起打扑克，没有一点架
子。

真正令二人关系转变的契机，来自
宁东在工作中的率先“低头”。

4月中旬，部队即将开拔赴野外驻
训，三营受命为全旅示范帐篷搭建。营
长把任务交给了九连，连里又把任务交
给了宁东，并给他下了军令状：“营长说
了，这是咱们旅成立以来第一次驻训，这
次任务必须展现咱们营的风采。”
“朱班长，我给你打下手，你带着大

伙干吧！”宁东第一次参加野外驻训，在
学校时完全没接触过这个课目。思前想
后，宁东向朱帅乐发出求助信号。

没想到，朱帅乐欣然接受了任务。
更令宁东意外的是，工作完成受到营长
表扬时，朱帅乐还主动站出来表示：排长
学习能力强，指挥调度有力，功劳不小。
“朱班长，以后我给你当学生，跟着

你学习！”事后，宁东在连务会上当着全
连骨干的面，拍了拍朱帅乐的肩膀说。
“他早就在等你说这句话。”指导员

杨亚军会心一笑，原来，他和连长从刘彬
口中得知宁东和朱帅乐“冷战”的事，商
量好了把这次示范任务交给二排，给宁
东压担子，又做通了朱帅乐的思想工作，
这才有了后来双方的合作。

改革转型的时代，许多老

兵面对专业和岗位调整，不得

不站上新的起跑线。面对种

种不适应，他们的每一次“再

出发”都难能可贵

7 月的北疆，戈壁滩上没有一点
风。天气干热，情绪被推向躁动的极点。
“这就不是人干的活！”三营司务长仇

涛涛把账本狠狠地往灶台上一摔，抄起笤

帚一阵乱扫。炊事员小李看到这一幕，小
声嘀咕：“班长准是又受啥刺激了。”

的确，自从当上炊事班长，仇涛涛经
常受刺激，甚至一度成了众矢之的。有
人说他“心思根本不在为兵服务上”，还
有人写匿名信给单位领导，说他“捞油
水”。原因很简单，官兵们没吃好。官兵
们没吃好的原因也很简单——仇涛涛之
前没做过饭。

2013 年，新疆军区组织侦察兵比
武，仇涛涛是狙击步枪某项课目的冠军，
当年荣立了二等功。4年后，仇涛涛从
某步兵师转隶到了一支新型作战旅，谁
也没料到，这位风光了 10年的侦察兵狙
击手，居然转岗变成了一名“伙夫”。

调查显示，在这个新组建的旅，兵龄
超过 5年的老兵中，58%面临专业转换，
其中 15.8%对学习技术含量较高的新专
业感到力不从心，甚至开始考虑“转
身”。仇涛涛就是其中之一。

组建之初，这个旅除了一处荒废在
戈壁滩上的营院外，再无半点“家产”。
更令他失望的是，营里没有狙击手编
制。换句话说，过去 10年仇涛涛得以施
展才华的舞台，在转岗的震荡中坍塌了。

仇涛涛的心凉了，“打算坐等退
役”。好在，刻在骨子里的责任与担当，
重新点燃了仇涛涛的热情。
“咱们必须先把吃饭的问题解决了，

到底谁能干？”组建一周后，三营没有炊
事班长，伙食很差，营长王鹏急了，他把
营里的老士官叫到了一起。几个老兵都
知道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言语间躲
躲闪闪。
“我能干！”性格直爽的仇涛涛站了

起来：“不就是做个饭，我就不信比打狙
击还难。”

后来他承认，自己当时的热血沸腾
是多年来作为一名老兵对“谁能干”这个
问题的本能反应。没过多久，仇涛涛不
得不承认：“对于我来说，做饭的确比打
狙击难。”

仇涛涛明显低估了现实困难：炊事
班灶具不全、设施老化，炊事员全部是零
基础“半路出家”，食品供应受制于戈壁
环境品种有限……饭做得难吃量又少，
吐槽、告状的人越来越多，甚至有人当着
他的面讽刺伙食差。

慢慢地，受够了委屈的仇涛涛开始
产生回战斗班的念头。但营长王鹏清楚
伙食不好不怪仇涛涛，他决定先把仇涛
涛的心给焐热了。

王鹏让仇涛涛把伙食支出清单贴在
黑板上，自己一笔一笔地跟官兵讲清楚
每一分钱的去向。他在手机上下载了一
个做大锅饭的 APP，休息时经常跑到炊
事班和仇涛涛讨论怎么改进。后来他还
找领导写下承诺书给仇涛涛打保票说：
“他绝对是个好兵，出了问题处分我。”

看到营长处处维护自己，仇涛涛心中
快熄灭了的火苗又重新燃了起来：“营长
放心，不把伙食抓起来，我哪儿也不去。”

没过多久，旅里外请地方的炊事老
师到旅里讲课。仇涛涛看准了机会，凭
着老师和自己同是陕西老乡这层关系，
每堂课结束后又死缠烂打把老师请回营
里，一对一教学。加上单位选送炊事培
训的人员学成归队，仇涛涛终于拉起了
一支过硬的炊事员队伍。

流言蜚语烟消云散，三营伙食质量
逐步提升，在炊事评比中名列榜首。仇
涛涛再一次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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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燃激情：一场为老兵加油的“双向互动”
■田建忠 汤文元

周末，清脆的笛声从音响里传出。

陆松柏最喜欢在这个时候坐在林荫掩映

下的田埂上，点上一支烟，望着不远处挂

在天山雪盖上的夕阳徐徐西下。

有人说陆松柏俨然成了一个无欲无

求、看淡一切的老兵。对此，他并不反驳。

2017年9月，四级军士长陆松柏从

一支特种部队转隶到新的单位。当所有

人在崭新的岗位上开启梦想时，陆松柏

却主动卸下骨干职务，一心一意想着赶

快“着陆”，转身回家。

刚开始，指导员李远尝试着选择“理

解”这位老兵——陆松柏立过功、入了党，

会开车、懂无人机，上过高原、跳过伞，当

了十几年的骨干，早已心如止水，如今新

单位一穷二白，“他似乎没必要太拼”。

不久前，该旅一份关于老兵思想的调

查报告显示，像陆松柏这样的老兵各有各

的理由。有的说“自己该得到的荣誉都有

了”，有的认为自己“什么都没得到，以后也

没机会了”，还有的直接表示“没了盼头”。

以陆松柏为例，在军旅生涯的倒数

第二年，这个从小生活在长江边的重庆

人，告别生活了近14年、隔三差五刮风

就“下土”的南疆小城，进驻许多人梦寐

以求的大城市乌鲁木齐。

人们对幸福的定义总是不一而足。

陆松柏其实并不想离开原驻地，原因是，

“虽然条件苦，但生活了这么多年，那里

才是我的根”“以前是戎马生涯的特种

兵，现在到新驻地要从修整营房开始重

头再来”。相比这些，更现实的情况是，

“如今在大城市，退役时要少拿十几万”。

十几万并不是小数目。对于这样的

落差，老陆显然一时难以接受。

除了主观因素，一些老兵中，还有一部

分因考虑家庭后顾之忧导致动力不足。

三级军士长刘帅的每一次成长，都记

录在改革强军的时光轴上。2010年，大学

毕业后刘帅被直招入伍，那一年是军队首

次施行直招大学生士官政策。随后的几年

中，因自己的大学生身份，他被多次派遣到

院校学习无人机操作的专业知识。

时间一晃而过，刘帅即将成为两个孩

子的父亲，如今他考虑更多的是回归家

庭。于是，刘帅渐渐“高冷”起来，他不再像

以前一样看到大学生新兵就兴奋地谈天

说地，也不再热衷于把自己所学教给年轻

的战友，手中的无人机专业书变成了未来

转业可能用得上的司法专业书，他把更多

的时间留给了家庭和寻找退役后的出路。

与陆松柏、刘帅们的情况不同，还有

的老兵之所以“高冷”，只因为感觉自己

被“冷落”。在改革转型的“旋风”下，他

们不得不面临转岗、换专业等现实课

题。他们本可以凭借自己多年来积累的

经验在擅长的领域独占鳌头，如今却要

和比他们年纪小一轮的新兵站在同一起

跑线上，在新的坐标系中寻找存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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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人深思：人们不仅关注自身的需要，也

时常渴望被他人需要，以体现自己的价

值。这种“被需要”的心态普遍存在。

在军营，老兵们最大的心结莫过于自

己渐渐不被连队和官兵所需要。事实上，

无论是陆松柏还是刘帅，他们的思想症结

都是因动力缺失，此时连队需要做的，除

了对他们保持信任之外，还要针对老兵的

特长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让他们重燃

奋斗的激情。

有些老兵为啥变得“高冷”了
■汤文元

基层官兵成长话题②：老兵的“冷”与“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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