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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望镜

3月下旬，第 74集团军某新兵团
训练场上，新兵二连战士陈伟杰率
先完成多个课目连贯考核，实现从
“后进”到“尖兵”的逆袭。回到宿
舍，陈伟杰打开手机，连队“夸夸
群”里战友们的点赞不时弹出，他
高兴地说：“人人为我打 call，不拿第
一可不行。”
“夸夸群”从何而来？这里头还

有一段故事。
新兵专业训练结束之后，机关

准备组织阶段性考核，各连都铆足
了劲。新兵二连也不甘落后，他们
不仅发动各级骨干进行思想鼓动，
制作军事训练量化评比表在橱窗公
示，还建立起训练讲评机制，每天
点名都会表扬先进、鞭策后进，以
此营造你追我赶的练兵氛围。

对自己的带兵之道，战士提干
的指导员李卫龙颇有自信。“新战
士最渴望受表扬、被认可，只要引

导得当，就能带出嗷嗷叫的兵。”
可现实情况却大大出乎李卫龙的意
料：部分新兵在训练中提不起劲
头，训练成绩甚至不升反降。其中
战士陈伟杰的情况尤为突出，训练
成绩排名垫底，参训的积极性也不
高，虽经多番谈心教育，但效果并
不理想。

为了解真实情况，李卫龙打起
背包住到陈伟杰的上铺。经过一段
时间的观察，他发现由于训练成绩
较差，每次连队点名、排里讲评、
班级小值日交接，陈伟杰都是被重
点“关照”的对象，久而久之，每
次听到讲评中提到“某些同志”，
他都会主动“对号入座”。从陈伟
杰黯然的眼神中，李卫龙读出了被
针对的失落感。
“层层点名批评，战士压力山

大。”李卫龙坚信：陈伟杰等后进战
士也怀揣着精武梦想，只是由于长

期缺乏正向激励，才有了“破罐子
破摔”的念头。深入交流中，不少
新战士也反映，班长骨干虽然也会
给予表扬，但是形式过于生硬，让
效果打了折扣。
“新战士身上烙着鲜明的时代印

记，表扬只有融入新的话语体系，
才能夸到战士心坎上。”为此，李卫
龙一方面叫停不恰当的层层讲评，
一方面借鉴网络上火爆的“夸夸
群”，在向上级保密部门备案、切实
做好保密工作的前提下，建立连队
“夸夸群”，运用富有正能量的网络
语言，在连队微信群里为战士点
赞，给战士减压。
“加油，连队下一个飞毛腿就

是你”“看得出，你很有单杠‘小
王子’的潜质”……“三观”超
正、语言诙谐的夸赞点燃了全连
官兵的训练热情，不少战士精神面
貌焕然一新。

“夸夸群”因何热了战士的心？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张继贤

心理学上讲：“表扬是一个人成长的雨露。”作为部队常用的一种工作方法，表扬有
利于帮助官兵建立自信、校正航向、增强动力。

当下，随着 90后、00后官兵成为部队主体，如何让表扬真正发挥激励兵心士气的作
用，迫切需要带兵人找到其新的打开方式。第 74集团军某新兵团新兵二连因势而动建
立军营版“夸夸群”，不拘一格为官兵点赞；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反坦克导弹连给“微表扬”
以仪式感，关注官兵细微成长和点滴奉献，确保表扬起到实效。在实践中，他们“改造升
级”传统表扬形式，探索出激励官兵的新途径，给人启示。

写在前面

自任连长到现在已有数月，我一
直认为自己在表扬战士方面拿捏得还
算得当，既没有过多过滥，也没有吝
啬不发。谁知，还是出了岔子。

上次连队组织训练时，导弹车突
发故障，发动机无法启动。为了不延
误训练进度，驾驶员钟剑龙点灯熬
油，对照修理教材一项项地检查，不
出两天便找到了故障。更换了磨损严
重的零件后，一点火，发动机便正常
运转起来。

我当即拍了拍他肩膀，说了句
“不错”。钟剑龙是一名有着 14年兵
龄的老士官，专业技术精湛，对装
备的感情尤为深厚，向来兢兢业
业。他的点滴贡献我心里都记着，

只是很少当众提起。
一天，路过班排宿舍，我无意间

听到两名战士聊天，“晓湘，好好表
现，争取也能得到连长表扬。”“太难
了！钟剑龙老班长工作那么突出，也
就是一句‘不错’，还是算了吧。”

简简单单两句话引发了我的反
思：我平时的表扬是否真的拿捏到
位、恰如其分？答案显而易见。对于
很多官兵作出的贡献，虽然我心里有
本明白账，但大部分战士却并不清
楚。加上没有及时公开表扬给战士反
馈，久而久之，官兵工作的积极性受
到了影响。
“虽然不用像表彰奖励大会那么

正式，但日常的‘微表扬’也要足

够重视，不能让战士失去对被表扬
的渴望。”“要有仪式感，让战士们
获得自豪和认同。”和指导员黎柳文
一商议，我们决定把“微表扬”也
正规起来，随时记录好人好事，每
半月组织一次集中表扬活动，请受
表扬的官兵上台谈体会，接受战友
点赞。

贡献有了明白账，表扬多了仪式
感，官兵处处奋勇争先。上周，战士
胡英豪参加营里的双杠二练习课目小
比武，一举打破连队纪录；体能较弱
的战士曾睿奋起直追，赶到连队的中
游水平，他还发挥摄影特长，积极报
道连队工作。

（王 涵整理）

“微表扬”也要有仪式感
■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反坦克导弹连连长 郑焕展

带兵人手记

前不久，妻子计划来队探亲，我迫不
及待地为她订好车票，正当喜上眉梢之
时，突然想起的一件事却让我愁肠百结。

改革期间，单位分流来一批干部，原
有家属院住房和单身干部宿舍不够，一
些已婚干部就暂时被安排住进了士官公
寓，这时候申请临时住房肯定不好办。

眼瞅着妻子来队在即，可落脚的地
儿还没找到，我的忧虑全写在脸上。班
里的老兵忙给我支招：“请机关解决困
难，找个‘熟人’好办事。”

听着大伙的善意提醒，我不禁想起
几年前，同年兵孙明明申请伤病补助的
辗转经历。当时，机关以病号太多为由，
一拖再拖，直到时任连长找了“熟人”才
办妥此事。
“道理”谁都懂，可我普普通通的一

个战士，机关哪有认识的“熟人”？但如
果在营区外租房住，不仅开销大，还不方
便相聚。思来想去，我决定硬着头皮跟
机关干部“套近乎”。

当晚，我拨通了营房股助理关晓宇
的电话，试图通过请客吃饭和他拉近关

系。没想到他仅用一句“有事明天办公
室说”就回绝了我。套近乎不成，我一夜
辗转难眠。

第二天一早，妻子发来消息称晚上
就要到部队，这可把我急坏了。请客吃
了“闭门羹”，没“熟人”能办成事吗？犹
豫再三，我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
来到营房股，接待我的正是关助理，他客
气地问我：“班长你好，有什么事？”我道
明来意后，他若有所思，让我稍等一会，
便出门而去。

“坏了，他不会是故意躲我吧？”正
当我陷入焦虑时，关助理满头大汗地赶
了回来，他笑着说：“只要符合规定，就
算房子紧张，也必须想办法解决。我们
联系了家属在老家的王参谋，他自愿把
公寓房腾出来。”说完，他就把钥匙递给
了我。

关助理的热忱让人心暖，如释重负
的同时我不禁反思：观念思路要转变，到
机关办事，不找“熟人”也能成！

（刘一波整理）

到机关办事，我没找“熟人”
■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团上士 陈晓波

本报讯 李文猛、郑广斌报道：“长
眠在这里的革命先烈以生命为代价推翻
了‘三座大山’，身为武警战士我要以他
们为榜样，在本职岗位上作出自己的贡
献。”近日，武警梅州支队平远中队来到
平远县革命烈士陵园祭奠英烈，支队“红
肩章”教员罗勇锋结合英烈事迹抚今追
昔，引发在场官兵共鸣。

年初，该支队在思想调查中发现，随
着 90后、00后官兵成为部队主体，开展
教育缺乏时代感针对性的问题愈发凸

显。“本根不摇，才能枝繁叶茂。”该支队
党委一班人意识到，传承红色基因离不
开坚定的信仰信念，投身强军实践必须
先点亮思想的灯塔。为此，他们在总结
以往开展教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抽调
支队先进典型代表和优秀“四会”政治教
员，着力打造“红肩章”主题教育宣讲队，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落地生根。

育人者先受教。该支队邀请地方专
家为“红肩章”教员进行授课辅导，组织
“红肩章”教员重温支队红色历史和传

统，编印《粤赣湘边纵队红色故事集》，开
展授课比武和精品课评选活动，要求“红
肩章”教员先学一步，真正吃透精髓要
义，成为解疑释惑、传道授业的行家里
手。
“红肩章”教员活跃在一线战位，主

题教育持续深化见效，激励官兵矢志练
打赢、精武当先锋、岗位立新功。不久
前，该支队随机抽考 6个基层中队 5公里
武装越野，合格率达到 100%，优良率超
过 90%。

武警梅州支队打造专业宣讲队深化主题教育

“红肩章”教员活跃在一线战位

本报讯 胡灿灿、沙凌云报道：近
日，海军航空兵某旅机务四中队开展
主题教育时，把官兵分成了两拨：一拨
是干部和士官，由指导员张强组织，围
绕“发挥骨干作用、践行红色传统”进
行学习讨论；另一拨是义务兵，由分队
长姜陆洋组织辅导授课，主题为“争当
新时代的好战士”。战士崔建宇高兴
地说，中队施行“分餐式”教育，针对性
更强了。

前不久，该旅调研发现：机关下发的

一些教育材料大而化之，有的明显只适
用于空勤人员，却一股脑下发给了所有
官兵；有的连队在开展主题教育时，干
部、士官、义务兵“一锅煮”，课后教育效
果评估时，不少干部和士官感觉“吃不
饱”，很多新兵则反映“吃不了”……
“只有因材施教，才能真正入脑入

心。”为此，该旅在广泛收集官兵意见建
议基础上，结合官兵的入伍时间、工作岗
位、学习进度等实际情况，精心为每名官
兵制订“教育套餐”，在做好“大锅菜”的

基础上，注重个体差异烧好“私房菜”。
与此同时，他们还根据部队使命任务特
殊、战备任务繁重等实际，瞄准官兵的不
同思想需求，将教育形式和内容“化整为
零”，抓实抓好“微教育”。
“分餐式”教育不断助力学习升

温，主题教育效果日益呈现。日前，
在 该 旅 组 织 的 一 次 岗 位 练 兵 活 动
中，全体官兵均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考核内容，整体成绩优良率较上次
明显提升。

海军航空兵某旅开展主题教育注重因材施教

“分餐式”教育推广至每名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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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4月6日，武警天津总队机

动支队举办了一次集体生日聚会，为近期过生日的几名官兵送上美

好祝福。当教导员李涛（右一）把切好的蛋糕递到列兵唐禹（左一）

手里时，小唐激动地说：“这是我在部队过的第一个生日，集体的温

暖，战友的情义，我将永生难忘。”

刘春辉、钱志强摄影报道

集体生日永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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