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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您提个醒

背景故事——

国庆期间，合成四营班长李栋接
到电话：“班长，虽然退伍一个月了，
但我还是怀念曾经一起战斗的日
子！”电话那头，刚刚退伍的战士小卢
激动地说到。

去年年中，小卢从某炮兵连队分
流至该连，来到李栋所在的班级。陌
生的环境，加上转换为步兵专业，让小
卢感到无所适从，甚至一度产生放弃
的念头。作为班长，李栋自然不会放
任不管，但考虑到两人在年龄上相差
10多岁，他转变思路，试着从小卢的兴
趣爱好入手。了解到小卢是原来连队
的手游“擂主”，李栋就拜小卢为师，在
业余时间向他学习打手游。

游戏中，李栋不仅通过“并肩作
战”培养小卢同自己的“战友情”，还时
不时地结合游戏场景，与他共同探讨
步兵的“战术问题”。渐渐地，小卢开
始对步兵专业产生兴趣，还主动向他
请教训练中的问题。几个月下来，在
一次营里组织的专业比武中，小卢脱
颖而出，当选季度训练之星。

官兵讨论——

排长张建业：和谐融洽的兵兵

关系，是调动大家积极性的“催化

剂”。存在年龄上的差距并不可怕，

怕的是千篇一律的处事方法。战士

的可塑性很强，通过合理引导和正

向激励，营造和谐融洽的氛围，才

能有效促进相互交流，遇到的问题

自然迎刃而解。

大 学 生 士 兵 孙 宇 昭 ： 在 我 看

来，班长在处理和自己年龄相差较

大的战士之间的关系时，一定不要

有太强的代入感。“我也是从你们那

个阶段过来的”等话语，对新战士

往往并不奏效。他们更愿意接受

的，是玩在一起、融在一起的融洽

关系。只要互动交流的氛围真正浓

厚起来，实实在在的进步也就指日

可待。

下士秦浩：作为一名上等兵班

长，我 在 上 任 之 初 也 有 类 似 的 困

惑。面对班里很多比我兵龄长的同

志，年龄差距一度让我感到“压力山

大”。但我没有畏难，而是通过处事

严格按规定、私下虚心讨经验等做

法，逐步摸索出适合自己的管理方

法——工作上不分兵龄长短，生活上

都是亲密战友。很快，我心里的压力

一扫而空，带领大家搞训练、出公差

都底气十足。

话题五：消除“年龄差距”，建立“沟通桥梁”

服务点对点

编辑同志：

我们是某高校的在读大学生，今年
征兵开始后，积极报名应征，参加了征兵
体检。很多同学都顺利通过体检和政治
考核，如愿参军。可是，我们几个同学却
因体重、视力、血糖血脂等项目超标，未
能通过体检，感到非常遗憾。明年我们
还想报名参军，请问在生活中我们需要
注意些什么，才能达到体检合格标准？

某高校学生 小 刘、小 李

小刘、小李等青年朋友：

你们好，首先为你们积极报名应征
的爱国情怀点赞。这两年，有志于投身
军营的青年朋友越来越多，但每年总有
一些青年因为身体原因，影响了自己的
军旅梦。

我们在征兵工作中发现，体检不合格
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扁平足、红绿色
盲、嗅听障碍、腋臭、哮喘、心脏病、肝炎、
心脑血管等先天性或器质性病变导致的
疾病，这些都是征兵体检重点排除对象。

另一类则是由于长期的不良生活习
惯、饮食方式等引发的可逆、可控、可调
理的问题，常见的有体型（身高、体重比
例系数）不合格、视力不合格、血液尿液
指标紊乱、精索静脉曲张等问题。

1. 体型不合格。有的青年喜欢熬
夜，上网追剧或打游戏，坐着几个小时不
起身；有的饮食长期不规律，暴饮暴食，
经常点外卖或用方便食品充饥，高脂肪
高热量摄入过多，再加上长期缺乏体育
锻炼，导致了体型不合格。

2.视力不合格。现在中学生和大学
生中，近视率已经过半。课业负担重和
锻炼时间少是学生近视的主要原因，但
使用手机成瘾，“低头族”“游戏控”等长
期疲劳过度用眼更是近视的重要诱因。
这几年我们区里体检时，仅仅因为视力
不合格一项被淘汰的应征青年就达到两
成多，实在是令人惋惜。

3. 血液尿液指标紊乱。一般情况
下，体检不合格的血液尿液检查指标紊
乱较多，常见的有血糖、血脂、尿酸等指

标偏高。从 2017 年使用网络化征兵体
检系统以来，化验所包含的 10多项指标
中只要有一项不合格，系统即自动判定
为不合格。我们对没有通过体检的青年
进行调查，发现很多人都是体检前几天
有熬夜、吃烤涮食品、饮酒等情况，从而
造成检查指标不合格。

4.精索静脉曲张。从近两年的体检
数据来看，患有精索静脉曲张的青年比
例逐年递增，已经成为继近视之后的第
二大应征体检“杀手”。其主要原因是久
坐不动，保持一个姿势玩手机、玩电脑，
日常运动量过少造成的。有的青年可能
会有疑问，“平时怎么一点感觉没有，而
且这怎么就能影响当兵呢？”这是因为轻
度或中度精索静脉曲张在未进行剧烈运
动或久站时，有的人可能感觉不到，但如
果到部队后，频繁进行高强度的训练，容
易导致血管爆裂、诱发急性病症等，对身
体带来伤害。

青年朋友如果明年想报名应征，最
好从现在开始重视，及时改变不良的生
活习惯，积极参加体育锻炼，以上的几个
问题大多是可矫正、治愈和改善的。为
此，我们给青年朋友提几点建议：

一是定期体检。提前摸底，主动
到医院查体，按征兵体检标准对照自
己的体检结果，如果有疑似和边缘的
疾病或不合格项目，及时发现，早做准
备，对症治疗。

二是改变生活方式。强制自我克服
“懒”“馋”“玩”，杜绝久坐、沉溺烟酒、喜
好高脂肪高热量食品等不良生活习惯和
饮食方式，积极参加体育锻炼等，都可以
有效避免精索静脉曲张和血液尿液化验
指标紊乱的发生。

三是及时治疗。对于近视和体积小
数量少的息肉、囊肿等经过治疗不影响
入伍的疾病，要根据医生诊断及时尽早
治疗，有的治疗需要在征兵体检前留出
足够的康复期（比如采取准分子激光手
术矫正视力的应征青年，手术时间距应
征时间的间隔应在半年以上）。

紧张火热的军营需要强健的体魄。希
望有志于投身军营的青年朋友早做准备，
调理好身体，才能顺利实现自己的军旅梦。
（本期执笔：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人

民武装部 王永震、薛永旺）

火热军营等待强健的你

近日，某地董女士上班时突然接
到父亲在微信上发来的消息，称外出
购物忘记带钱，让董女士转 300 元到微
信上。自认为有一定防骗知识的董女
士，便用语音问了一句“爸爸，是你
吗？”很快就收到了对方的语音回复。
董女士一听就是自己父亲的声音，没
有多想就直接把钱转了过去，结果还
是落入骗子精心设置的陷阱。经过调
查，发现是董女士父亲的微信被盗用
了，语音是合成的。

消息一出，引起了很多人的重视，也
有人表示疑问，微信语音不能转发，为什
么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经有关人员进
行技术分析，了解事实细节发现，“克隆
语音”是“克隆微信”骗术的一部分。董
女士父亲的微信被骗子通过植入木马病
毒盗取，骗子通过外挂软件，制作“克隆
微信”。这种“克隆微信”不仅能够完全
复制用户信息，还具备转发语音等“盗版
功能”。骗子利用盗取的用户语音信息
及微信平台留存的语音信息，通过语音
合成软件加以处理实施诈骗。

“亲友身份、语音求助、金额不大”是
骗子能屡屡得手的原因。对于微信借
钱，一般都出现在亲友之间，在金额不大
的状况下，语音成了核实是不是本人的
关键，我们自以为是的防范意识有时也
为骗子提供了下手的机会。

那么应如何防止类似的骗局呢，笔
者在此给各位战友提个醒：

1.保护好个人账号安全。不使用非
官方的微信客户端、模拟器、第三方插件
等软件，不轻易给他人提供微信账号、密
码、短信验证码等个人信息，避免信息主
动泄露。

2.定时删除微信聊天信息，不在微
信平台或其他软件平台留存语音信息，
防止被他人获取并用于不法用途。

3.遇到亲友通过微信借钱或其他需
要支付资金的情况，最好能通过电话或
视频进行核实确认，如果碰到模糊不清
的语音信息，一定要进行仔细求证。

4.转账时，可将到账时间设置为“2
小时到账”或“24小时到账”，以预留处
理时间。

5.当发现个人微信账号被盗时，应
及时与微信客服联系，进行被盗投诉，冻
结相应账号，并通知好友谨防诈骗。

73056部队 邵 阳

谨防微信“克隆语音”新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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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长李童龙和

父母分享胜利

的喜悦。

彭先华摄

随着老兵退伍，又一批新班长走上岗位。班长
是“兵头将尾”，有什么样的班长，就能带出什么样的
兵。面对部队全面建设的新形势、官兵思想多元的
新特点，“如何当好班长”已成为摆在他们面前不可
回避的问题。

日前，陆军第 83集团军某合成旅围绕“怎样当好
一名班长”，组织基层官兵开展话题式交流。大家纷
纷结合自身实际畅谈看法、交流心得，为“如何当好
班长”提出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建议，为新任班长尽快
进入情况、更好履职尽责提供了有益借鉴。

做一名合格班长，你准备好了吗？
■王 越 本报特约记者 康 克

背景故事——

某晚，炮兵营战士小张站岗时因
军容不整，被机关检查组通报。班务
会上，班长申少鹏对他进行了严肃批
评。会后，小张和战友吐槽：“班长自
己也有类似的情况，凭什么只批评我，
我不服气！”

排长胡晓龙得知此事后找到申少
鹏，向他了解事情的经过，并告诉他：
“想要带好兵，如何树好自身形象十分
关键。既要在言行上做好表率，更要
注重在平时生活及日常工作中当好榜
样。”一席话，让申少鹏面红耳赤。

当晚熄灯前，申少鹏向全班表态：
“从今天起，但凡是我要求大家做到的，
我肯定第一个做好，请大家予以监督！”

官兵讨论——

指导员杨帅：自律不严，何以服

众。作为一班之长，必须树立“排头

兵”“基准兵”的意识，时刻让身边同志

向自己看齐。特别是在军事训练、日

常管理中，更要身先士卒、冲锋在前，

真正立起榜样的标杆，才能起到上行

下效的表率作用，才能带领全班完成

任务、创佳绩。

下士胡恩诚：身为班长，必须做到

生活中严于律己、工作中勤学苦干、训

练中率先垂范，才能起到以身作则的

效果。说千遍不如干一遍，说得多做

得少，往往会适得其反。只有言行一

致、表里如一，才能让班里战士愿意学

着干、跟着干。

上等兵杨海：我认为胡排长言之

有理。只有说到做到、敢做敢当的

人，才能真正让人信服。那些敢于叫

响“看我的、跟我上”的班长，不仅能

在战士中树立威信，更能形成独特的

人格魅力。这样的人，一定会是优秀

的一线带兵人，更是我们身边暖心的

老大哥。

话题一：既要“勤于说教”，更要“言行一致”

背景故事——

前不久，侦察营班长张宝军发现：
自从担任班长以来，班里时常很“安
静”。大家似乎在有意疏远他，这让他
很苦恼。
“难道是因为上次比武失利后，

我对大家的批评太严厉？”“还是因
为能力素质不强，他们觉得我不称
职？”……思来想去，张宝军找到指
导员杨帅，希望帮助解决自己的困
惑。
“你是不是觉得和大家的心始终

连不到一起？”谈心中，虽只有寥寥
数语，但杨帅很快找到症结所在。
他继续分析道，正是因为你总板着
一张“黑脸”，才让大家觉得你不好
相处。其实，在训练及管理上严格
一些无可厚非，但日常生活中还是
要依靠真情来换取真心。听罢，张
宝军恍然大悟。

自此，张宝军开始发生转变，不但
增强了与大家的情感交流，还经常在

生活中对他们嘘寒问暖。慢慢地，其
乐融融的氛围渐渐在班里变得浓厚起
来，往日的安静沉默也被欢声笑语所
代替。

官兵讨论——

宣传科干事李韬：很多新上任的

班长往往干劲很足，但也容易进入误

区：片面理解“慈不掌兵”的管理理念，

认为只有有震慑力的手段才是最有效

的管理模式。长此以往，会让大家觉

得没有“人情味”。其实，想要打破彼

此间的隔阂并不难，要正确认识“慈不

掌兵”和“以情带兵”的辩证关系，既按

规矩办事，又靠感情交流，才能让大家

敞开心扉，不断积聚暖暖生气。

中士张强：新战士思想活跃、阅

历丰富，对于“黑脸班长”的管理模

式并不买账。那些“既敢唱黑脸、更

会唱红脸”的班长，最让战士信服。

他们虽然管理严格，但也注重日常

生活中的点滴关心。只有这样，才

能真正带出好兵。

话题二：坚持“慈不掌兵”，还要“以情带兵”

背景故事——

“为什么获得先进班的不是我
们？”前不久，在合成二营五连会议室
内，班长赵粮林愤愤不平地说。原
来，在该营组织的换季保养总结大会
上，赵粮林所在班“空手而归”。在他
看来，此次评选失之偏颇。

当晚，赵粮林找到连队指导员李
双超，想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对
此，李双超却早有准备：“你是不是来
问评选先进班的事？”
“指导员，临近年终考核，每天熄

灯后，我都坚持带领全班加练体能，
理应被表彰啊！”赵粮林有满肚子委
屈要倾诉。
“可问题就出在这里。”李双超继

续说道，狠抓体能训练本身并没有
错，但换季保养同样意义重大。试
想，如果大家得不到很好的休息，还
怎么能将精力集中在换季保养上

呢？对工作上心、有干劲是好事，但
也要综合权衡。单单军事训练突出，
并不能代表班级整体建设就好。要
学会结合阶段性任务，科学统筹工
作，这样才能有效促进整体提升。

官兵讨论——

连长刘辉：在我看来，指导员的考

虑是正确的。军事训练固然重要，但

也要结合当前任务搞好科学筹划。正

所谓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注重全面发展、放眼长远发展，才

是一名合格班长的“胜任之道”。

排长王东东：过去常听老兵们

说，野战部队的兵，搞好体能就行了，

其他的不重要。其实这是不对的，班

级的整体建设涉及方方面面，而军事

训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诸如重点任

务的有力落实、险难任务的攻坚水平

等，都是考量一个班级发展是否全面

的因素。

话题三：摒弃“以偏概全”，统筹“全面发展”

背景故事——

在合成四营，班长王丹是小有名
气的“成长导师”。他担任班长 8 年
来，班里先后有 1人考学提干，20余人
立功受奖，还有很多战士走上班长岗
位。谈及带兵的“秘诀”，他直言：“帮
助战友实现成才目标不可急于求成，
要根据每个人实际搞好有针对性的
帮带，才能找到成长提高的捷径。”

战士小丁在王丹的帮助下，如愿
提干。回忆起陪伴小丁奋斗的那段
时光，王丹有自己的“招法”：把小丁
希望提干的“大目标”分解成多个
“小目标”，按阶段制订学习计划，逐
步实现一个一个的“小目标”，最后
实现“大目标”。在理论学习上，区
分专题扎实巩固专业基础，通过阶
段考核重点查找短板；在军事技术
和体能训练上，循序渐进逐步加大
训练量，各个课目均能达到优良水
平。同时，训练成绩的提高也让小
丁看到自己的努力成果。强大的正

向激励，也持续鼓励着他不断进步。
“提供平台是为了更好地约束

他，但针对每个‘小目标’的精准发力
同样尤为重要。长此以往，喜人的进
步也就自然而然地摆在眼前。”在王
丹看来，帮助战友成长成才其实并不
难，重要的是方法得当、步骤科学。

官兵讨论——

营长李亮亮：王班长的做法的确

值得借鉴。很多官兵成长成才的愿望

十分迫切，但不少人都希望能“一步登

天”，甚至要“一口吃出个胖子”，这是

万万不可取的。还是要结合实际搞好

“私人定制”成才计划，才能帮助战士

在追逐梦想的舞台上大放异彩。

三级军士长姜永力：心急吃不了

热豆腐，抓好人才培养同样如此。从

事装备修理专业近20年，我带出的每

一个徒弟都能单独执行保障任务。

这是因为在传帮带的过程中，我都会

发掘他们身上的“闪光点”，在不断的

鼓励引导中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

话题四：切忌“揠苗助长”，搞好“精准帮带”

11月28日下午，北部战区陆军某训练基地新兵四营二连，为被评为“训练

标兵”的大学生士兵杨逸天（中）等3名新战士佩戴大红花，颁发荣誉证书。该

部把小比武、小竞赛等活动融入新兵训练全过程，并通过定期评选训练标兵、学

习标兵和内务标兵等活动，营造浓厚的争优氛围，激励新战士爱军精武，积极投

身强军实践。 奚宁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