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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兵人的一言一行，或许会影响战士的一生一世。培养一个
好兵，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而让一个战士失去自信，可能就是一

句话。带兵人不当和失误的教育引导会成为一把“软刀子”，表面
上看不出结果，却会在不知不觉中留下难以抹去的痕迹。

新闻样本

基层热点话题·如何对接新生代官兵

当 43 名新兵的花名册摆到面前
时，田卫不由皱紧了眉。

身为第 83 集团军某旅导弹三营营
长，田卫觉得这次新兵分配有必要和各
连主官好好商量商量。

很快，6名连主官来到他办公室。
田卫开门见山：“新兵即将下连，机关
给我们营分了 43名新兵，营党委决定
让大家轮流选兵……”

一连一个，二连一个，三连一个……
不出意料，大家都不约而同避开一个名
字——张伟宝。

在一轮轮挑选后，张伟宝的名字仍
留在花名册上，无人认领。大家都盯着
那份名单，不说话。

要说这个张伟宝，入伍时间虽不
长，名声却很大，全旅几乎人人闻过其

名、见过其影、听过其事——
新兵 3 个月，当“逃兵”、藏手

机、泡病号、讲怪话……意外情况接
连不断；新兵营组织结业考核，张伟
宝几乎全不及格；训练成绩垫底不
说，他惹的麻烦还真不少：24 次违规
违纪，7次顶撞干部骨干，5次与战友
打架，新兵连连长和指导员 2 次因他

在新兵营里做检查……战友戏称他为
“冒泡大王”，干部视他为“大麻烦”。

“怎么带出这样的兵，真是急死人
了！”新兵班长很焦虑，觉得自己带兵
挺失败。就连张伟宝，都觉得自己是个
不可救药的“差兵”。
“我还有希望吗？”有一次被批急

了，他一脸迷惑地问班长，让班长哭笑

不得。
怎么办？有人建议把他放到营部后

勤岗位，将就两年让他退伍走人，甚至
还有人建议以训练不合格为由，把他退
回新兵训练基地……

部队是个大熔炉，进来的是铁，出
去的是钢。退回去，岂不丢死人！突然
间，田卫想到了二连指导员胡楷振。因

为胡楷振说过一句豪言：“只要是一个
智力正常、身体合格的青年，都有当好
兵的潜能！”

此刻，田卫抬起头，发现这些连主
官们也都不约而同看着胡楷振。确实，
从班长、排长、副连长，再到指导员，
胡楷振接触过形形色色的战士，可以说
什么样的兵都带过。他还曾帮带一个全

旅 倒 数 第 一 的 “ 差 兵 ” 实 现 “ 逆
袭”——被部队保送提干。
“让我们连接收可以。”原本就有接

收之意的胡楷振清了清嗓子，故意卖了
个关子：“不过我有条件，首先恳请各
位主官回连队后要教育官兵以后严禁喊
张伟宝为‘冒泡大王’……”
“哪有什么带不好的兵？兵带不好

只是因为没找到合适的‘钥匙’。”其
实，胡楷振脑子里早已经有了一套带兵
方案，他决定要把这个大家眼里的“差
兵”带出个样子。

“ 冒 泡 大 王 ”下 连 了
■张祥波 胡瑞智

没有哪个战士不犯

错误，战士犯错是指导员

存在的理由之一

张伟宝下连第一件事，就是跟指导
员胡楷振请病假：“新兵连训练时，我不
小心扭伤了脚踝，一个月了还没有痊
愈，现在仍隐隐作痛……”

战士泡病号，是很多带兵人最头疼
的事情之一。头疼实在是因为这种现
象“很常见，却没办法根治”。胡楷振在
处理这个问题上有一个妙招：无言的批
评。

在张伟宝下连后，胡楷振也做了一
件事——把房间里的单人床换成了高
低床。张伟宝下连的第一站，不是班排
宿舍而是指导员房间。胡楷振答应要
张伟宝时就打定主意，要和这个爱冒泡
的新兵同吃、同住、同娱乐、同训练……

第一次训练，活动还没展开，张伟
宝就下来了。在全连官兵面前，胡楷振
没等张伟宝张口，就替他解释：“看你走
路慢慢腾腾，是不是脚踝又疼了？下去
休息吧！”张伟宝低头说：“有点疼，我慢
慢活动活动。”

第二次训练，刚开始热身，张伟宝
又下来了。胡楷振上去摸了一下张伟
宝的头说：“你的体温好像有点高，是不
是昨晚睡觉不小心着凉了？”张伟宝跑
开了：“指导员我没事！我感冒很快会
好的！”

在下连的第一周，张伟宝连续 5天
训练基本都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请假
了。胡楷振居然一句批评都没有，而且
变着花样为他解释。

刚开始，张伟宝挺受用，可后面次
数多了，他心里不是个滋味儿。内心的
惭愧，让张伟宝的眼神开始躲着指导
员。这时候，胡楷振的心真正放了下
来。

三周过去了，看到一起下连的战友
已经适应了连队的训练节奏，张伟宝坐
不住了：总得有个当兵的样子，不然连
指导员都会把我看扁的！

再后来，战友们惊讶地发现，张伟
宝在训练中不知不觉变得积极了。

有一天，张伟宝主动找到指导员
说：“您每次替我解围，其实我都很愧
疚，比直接批评我还难受。脚踝疼，影
响我跑步，我就得练上肢；感冒了，今天
练不了，我就得另找时间加练。”
“让战士自己说出犯错误的原因，

就等于帮助战士找到不再犯错的办
法。”胡楷振说，“战士偷懒N次，我替他
找N+1次理由。我就是要通过对战士
的反复宽容，在不伤害战士自尊的前提
下，让战士慢慢认识到错误，并且自己
纠正。”

连队“精武标兵”黄中能性格要强，
参加上级比武多次夺得桂冠，经常受到
机关、连队的表扬。

然而，在一次团体课目比武竞赛
中，他所带领的战斗班组，因配合不够
默契，失误频频。要强的他与班内成员
屡次争执，最后全连竟无人愿意与他配
合组班。

胡楷振没有发表意见，而是把黄中
能带到训练场，观摩其他班组的战术训
练。黄中能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回到班

里向大伙道歉。随后，他带领大伙取得
了优异成绩。
“没有哪个战士不犯错误，战士犯

错是指导员存在的理由之一。”胡楷振
在日记中写道，“很多时候，战士做了错
事，并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为什么错、
怎么改。所以，战士犯错有时不如叫
‘试错’——尝试是否正确，他们就是在
不断地试错与改错中进步的。”

没有哪个战士爱当

“差兵”，关键是看带兵人

如何去带

“差兵”是怎么形成的？
当一名战士反复遭遇失败打击后，

他就成了一名“差兵”。
而让一名“差兵”变好的方法其实

也很简单：就是让他不断地享受到成功
的喜悦。

这是胡楷振带兵多年来总结出的
经验。
“我看好你，好好干！”一次连队 5公

里武装越野考核中，胡楷振一个劲地夸
张伟宝：“大家都要向张伟宝学习，上次
考核成绩还在 25分外，这次考核已经进
入 24分 50，不要小看这 10秒，如果每次
都能进步 10秒，那年底的训练标兵肯定
有戏！接下来，就看你敢不敢挑战自己
了，张伟宝你站起来给大家讲讲，下一
次你的目标是什么？”

被表扬得不好意思的张伟宝，“噌”
地一下站起来说：“我下一次，肯定不考
倒数第一啦！”

人人都渴望被尊重，渴望被理解。
“我们当指导员的，有时就要拿放大镜
去找他的优点。训练成绩差的战士，在
战士们眼里，往往可能是一差百差。在
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能够发现他们的优

点，并给予鼓励和表扬，他就能够重新
找回信心。”胡楷振说，“差兵”心态问题
一旦解决了，训练成绩自然也就上来
了，“一条虫”就能变成“一条龙”了。

当然，表扬只是第一步。胡楷振还
帮助张伟宝制订了一个切实可行的、跳
起来够得着的目标。比如，从倒数第一
名进步到倒数第二名。目标达成，胡楷
振再一次给予表扬鼓励，让张伟宝尝到
成功的快乐。

心理学讲，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心理
暗示的，你想自己成为什么样，自己就
会成为什么样，当一个目标实现了，他
就会觉得“自己行，我可以”。

胡楷振趁热打铁，紧接着为张伟宝
制订下一个目标。这样几轮下来，张伟
宝看到了自身的潜能，训练成绩突飞猛
进，年底还真达到了连队精武标兵的水
平。
“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浪子回头

金不换’。”张伟宝在年终总结中写道，
“我曾经是人见人厌的‘冒泡大王’，是
指导员的宽容让我重拾信心。这是我
下连后收获的最大的一笔财富，相信以
后的我还将从中源源不断汲取力量。
谢谢指导员——是他让我相信，那句
‘不抛弃、不放弃’，原来不仅仅是电视
剧里的漂亮台词……”

哪个孩子爱当“差生”？谁不想得
到别人认可？胡楷振坦言，在连队训练
成绩不好的战士最痛苦——战友瞧不
起，班长骨干批评他，甚至有的干部也
常给脸色看，他们心里往往很自卑压
抑。“别看他们表面上装得满不在乎，其
实心里比谁都难过”。

胡楷振常常鼓励那些“差兵”：要想
让别人看得起你，首先你得看得起自
己。人的一生，谁不冒个泡、犯点错？
你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很落后，但只要你
不服输，你仍然是好兵。哀莫大于心
死，你心都死了，什么人来也救不了
你。只要你自己想当好兵，就有创造奇
迹的可能。

带兵人的一言一行，

或许会影响战士的一生

一世

前不久，胡楷振的邮箱收到了一封
长信，是他带过的一个战士发来的。

自从那位战士退伍后，两人便很少再
联系。那位战士在信里提到一件事：自己
当年因为身体素质差被淘汰下来，别的连
队都不愿接收，是胡楷振接收的他。

那时，他内心别提有多绝望、沮丧
了，再也没了训练劲头，成绩更是每况
愈下，甚至还考虑过“自我了结”。

下连后，有一次他的心得体会写得
不错，胡楷振在上面写了一句话：加油，
我相信你，你可以！

在那封信里，战士告诉胡楷振：“指
导员，您不知道这 9个字，让当时的我多
么感动，内心产生出多大的力量，我忽
然觉得你没放弃我，说明我还有希望。”

从那以后，这名战士积极调整心
态，训练成绩“噌噌”蹿了上去。退伍
后，他继续完成大学学业，通过了地方
公务员考试，现在已经是一名人民警
察。

带了 8年的兵，干的时间越久，胡楷
振反而越感到“后怕”——战士父母把
孩子交给部队，希望部队这所大学校把
孩子培养成才。一个连有多少战士，就
关系到多少年轻人的前程，就关系到多
少个家庭的幸福。
“带兵人的一言一行，或许会影响

战士的一生一世。培养一个好兵，需要
付出很大的努力；而让一个战士失去自
信，可能就是一句话。”胡楷振说，带兵
人不当和失误的教育引导会成为一把
“软刀子”，表面上看不出结果，却会在
不知不觉中留下难以抹去的痕迹。

“一想到这儿，我就感到责任重大，
要对自己说的每一句话负责。”胡楷振
经常这样提醒自己：多站在战士的立场
上考虑，多关注战士的感受。

有一次，胡楷振到广州出差。打出
租车的时候，司机听说他是当兵的，就
和他攀谈起来。说着说着，这位当过兵
的司机突然冒出来一句：“当兵那会儿，
我最烦的就是我的指导员，当时指导员
看我不顺眼，经常批评我，让我一点自
信都没有。”

司机的话虽然有失偏颇，但可见当
年那位指导员的态度对眼前这位退伍
老兵的影响。
“指导员们带过的兵无数，或许早

就忘了这一切，但对于每一个兵来说，
可能是他一生忘不了的痛。”这件事对
胡楷振的触动很大，回部队后胡楷振给
自己定下一条规矩：绝不能给战士贴负
面标签。

胡楷振也不是不批评战士，有时批
评还挺“狠”。他相信自己的一个判断：
批评可以“狠”，但前提是战士信任你，
知道你是为他好。

在日记中，胡楷振写道：“指导员怎
么看战士，战士便会怎么看指导员，互
相看不顺眼，官兵关系就好不到哪里
去。我们与战士相处，要学会用赏识的
眼光，捕捉他们的优点，发现他们的可
爱，打心眼儿里喜欢他们。慢慢地，战
士才会喜欢你，才肯和你以心交心，以
情换情。”

胡楷振把这个方法用到带兵实践
中，一段时间后发现，以往不少“刺头
兵”竟然肯过来找他聊天，一些训练后
进战士也愿意在他面前展现才华了。

如今，每逢机关让各单位上报重点
关注人员，胡楷振总是说：“我的单位没
有！”

他常说，战士千千万，不可能人人
都优秀。带兵人就是要点燃战士的梦
想，激发他们的热情，引导他们朝着
正确的方向走下去。

这位指导员眼里没有“差兵”
■胡瑞智 夏 昊

假如把战士比喻成树苗，那么带兵

人就是园丁。战士能否在军营中茁壮成

长、开花结果，带兵人至关重要。

如果给新生代士兵画像，轮廓大致

离不开这几个线条——

走进军营，他们大多都怀着英雄的

梦想，渴望在军营成就出彩人生。与此

同时，他们把入伍动机锁定为一个个具

体而明确的目标：考军校、选士官、学技

术，等等。

他们有激情、不服输，知道军旅路上

注定与苦累和纪律相伴，相信“奋勇前

进，终能到底”。然而，他们的内心也十

分脆弱，一旦受到挫折，很容易打退堂

鼓，甚至连“再试一下”的勇气也失去了。

他们可塑性强，却不愿接受约束。

他们个性张扬、崇尚自由，渴望冲破束

缚，希望生活中多一些像电子游戏中的

精彩，多一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

由。

他们兴趣广泛、见多识广，却是实打

实的“低头族”。他们能和网友侃侃而谈，

却和战友相对无言。他们在游戏中“飞檐

走壁”，干起活来却笨手笨脚……

鲁迅先生说：“即使是天才，生下来

的第一声啼哭也绝不会是一首好诗。”带

兵人应该以“花苞心态”看待每一名士

兵，用爱心和耐心为他们的成长培土、浇

水、施肥。

不管战士有什么样的缺点，带兵人

都不能随意给他们贴上负面标签。在

《好教育成就好孩子》一书中，作者房超

平“费尽心思”为孩子犯错辩护。在房超

平的眼中，天下从来没有“坏孩子”，只是

不当的后天教育把孩子“教坏”了。

其实，我们的战士也和孩子一样，对

军营充满好奇和热爱。园丁的作用不只

是用剪刀把树苗剪整洁，还要用锄头把

杂草锄干净，用阳光雨露让树苗茁壮成

长。带兵人最该做的是引导战士们摆脱

“小我”，追求“大我”，把“小算盘”放在军

队发展的“大棋盘”里思考谋划。

没有带不好的兵，只有不会带兵的干

部骨干。每名战士心里都鼓荡着建功军

营的激情，就看带兵人有没有本事点燃。

没
有
带
不
好
的
兵

■
秦
义
平

第459期

记者调查

图为第83集团军某旅导弹三营二连官兵训练时的一组镜头。该连指导员胡楷振常说一句话：战士千千万，不可能人人都优秀。带兵人就是要点燃战士的梦想，

激发他们的热情，引导他们朝着正确的方向走下去。 雷 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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