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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之声

“宿舍衣柜不是用来放衣服的，垃

圾桶不是用来装垃圾的，书桌不是用来

放书的……”最近,正在接受培训的新

兵小赵也经历了这“必修的一课”。

上午满课、下午满课，小赵正在宿舍

午休养精蓄锐，班长突然过来通知说：

“下午大队要检查宿舍内务，大家下午上

课前一定要整理好，柜子、书桌、垃圾桶

里，不该出现的东西不要出现。”已经昏

昏欲睡的战士们只好挣扎着起身下床。

“中午不让休息，下午还上不上课

了！”“内务设置不是要利于战备方便生

活学习吗，现在怎么反着来啊！”大家一

边抱怨着，一边扔掉没几张废纸的垃圾

袋、藏起书桌里刚买的专业书、扫地、拖

地、叠被子、铺床单……距离集合只剩

20分钟了，争分夺秒趴在书桌上休息的

小赵依旧愤愤不平：“啥都不能有，啥也

不让放，那配发内务设施究竟干什么，

内务检查到底是为了什么啊？”

小赵的疑惑也是很多战士的疑

惑。《内务条令》明确规定：“内务设置应

当利于战备，方便工作、学习、生活，因

地制宜，整齐划一，符合卫生和安全要

求，杜绝形式主义。”但很多基层部队在

内务检查时却唱“空城计”，要求“空空

如也”。如此这般，究竟是为了便于战

备、生活，还是面子工程，只求好看？

就拿整理床铺来说，《内务条令》只

要求“应当铺垫整齐”“被子竖叠3折，

横叠4折”，然而实际操作中，缝帆布、

塞纸板、抠直角、卡平面等技能层出不

穷，为的就是那个如刀劈斧砍的“豆腐

块”、平滑如镜的“白床单”，殊不知广大

官兵为此耗费了多少时间精力。尤其

随着练兵备战日益走实走深，官兵们担

负的任务非常繁重，没有那么多“绣花”

工夫收拾出一间“好看”的宿舍。当然

也有些人说，叠被子、整内务的高标准、

严要求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可借此磨砺

官兵的耐性韧劲。听起来不无道理，但

很多官兵并不赞同。他们质疑：磨砺官

兵耐性韧劲的方式方法训练场上有很

多，为何偏偏对着被子、床单较劲？

不可否认，但凡军营，古今中外，无

不讲求“直线+方块”，崇尚整齐划一，

但要适当有度、防止过犹不及，衡量的

尺度、把握的分寸就是战斗力标准、对

战斗力的贡献率。

“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

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

聚焦。”因此，基层部队更应该以练兵备

战职责使命为出发点，规定细化内务设

置标准，思考清楚如何才能真正方便战

士们的战备训练、学习生活，让内务为我

所用，而不是我为内务所累，不要因为我

们走得太远，却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内务应当整齐，谨防过犹不及
■胡 璞

Mark军营

5月11日，第72集团军某旅举行新兵授枪仪式，新兵王志豪从连长手中接过钢枪，立誓要苦练打赢本领、锻造钢

铁意志，以坚定的从军信念投身训练，在父亲曾经的战位上建功立业。 石云辉摄

互联网邮箱：jbjccz@126.com

强军网网盘：jbjccz

“这个尹小迪是怎么搞的，从 3月
考到 5月，成绩一次不如一次！”又一
次专业比武考核结束，第 80集团军某
旅“苏宁连”连长于大鹏手里攥着刚
刚公布的成绩单，心里直上火。

说起尹小迪曾有的辉煌，连队无
人不竖大拇指：5公里轻松跑进 20分
钟“大关”；专业素质拔尖，参加比
武屡屡摘金夺银；日常工作积极上
进，公差勤务主动揽，脏活累活抢着
干……去年，由于成绩突出、责任心
强，尹小迪被任命为班长，还被党支
部吸纳为党员发展对象。

这个先进连队的尖子兵，一直是
于大鹏的心头肉，平时他批评得最
多，关键时刻也最给他长脸。可自打
带完新兵回来以后，尹小迪却像变了
一个人似的，以往呱呱叫的劲头全都
不见了，训练成绩一直在连队中下游
徘徊，没有任何起色。

与这种“稳定”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以往谦逊上进的他，如今却有些
“飘飘然”：训练时“上手做”的少
了，“站着看”的多了，甚至还会偷偷
泡病号躲避训练；生活中也开始变得
“松松垮垮”，有一次竟然由于作风纪
律不严谨被纠察抓个正着……
“你到底是咋了？”一次，于大鹏

把尹小迪喊到身边，想问问情况。看
着他焦虑的眼神，尹小迪依旧是那句
话：“放心吧连长，我会追上来的。”
“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就这样

‘ 堕 落 ’ 下 去 ！”“ 响 鼓 还 需 重 锤
敲！”……尹小迪的表现引起连队关
注，支委会上，几名成员表达了想
法。综合衡量后，党支部书记、指导
员李力提议：调离尹小迪班长岗位三
个月，根据期间表现再决定是否让他
重新担任班长。这一提议得到了其他
成员的同意。
“那个曾经呱呱叫的尹小迪哪儿去

了？”消息传出后，官兵议论纷纷，连
队干部都很纳闷：正是因为对尹小迪
很放心，连队才会挑选他担任新训骨
干，怎么短短 6个月后，就好像换了

个人似的？
一番调查后，“病根”找到了：原

来，在新训期间，年轻的尹小迪感受
到了身为管理者所带来的“好处”，加
之原本专业素质突出，不少新兵对他
崇拜有加……久而久之，尹小迪便慢
慢放松了对自身的严格要求。返回连
队后，环境的“落差”让他难以接
受，再加之长期脱产，对连队工作还
需重新适应，导致产生训练成绩下
滑、工作跟不上节奏等一系列负面效
应。

班长的位置“丢了”，尹小迪成了
“霜打的茄子”，整日提不起精神，用
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感觉军旅生涯已
经到头了”。

然而，连队的做法令尹小迪感受
到了“家”的温暖：班里同志一口
一个“班长”亲热地叫着，许多年
轻战士还像往常一样向他请教专业
知识；连长多次找他谈心，还交给
了他几项重要任务，希望他能再次
“大放异彩”；指导员将一张休假条

递到了他的手中：“累了就回家休息
一下，把心态调整好，组织上相信
你会克服困难的。”尹小迪的心里涌
动着股股暖流。

与此同时，教导员谢扶光向上级
汇 报 了 这 一 情 况 ， 引 起 了 高 度 重
视。该旅领导调研发现，不少新训
骨干在带完新兵后都或多或少地出
现了“尹小迪现象”，有的连队缺乏
有效应对措施，有的未能“对症下
药”，导致“病情”加重。对此，旅
党委决定组织营连广泛开展谈心交
心活动，全面掌握每一名新训骨干
的思想状况、工作心态，及时发现
并解决问题；围绕“我的连队我的
家”“如何理性看待身份转变”等话
题，鼓励新训骨干来到台前，卸下
思想包袱，解开内心疙瘩。

在最新的连队公示栏上，尹小迪
的专业考核成绩已经重新回到前列，
并且连续两周被评为作风标兵。官兵
们很开心，他们都说：“那个优秀的尹
小迪又回来啦！”

素质拔尖、能力突出，连队最年轻的班长……第 80集团军某旅

“苏宁连”下士尹小迪，为啥带了6个月新兵后，好似换了个人——

呱呱叫的好兵哪儿去了？
■本报记者 宋子洵 通讯员 常皓博 魏永超

DV 动漫组、读书演讲组、书法绘
画组……近日，一名基层战友致电郝
小兵，讲了一件“奇葩事”：他们的连
队为了在上级检查中得到表扬，竟然
“雨后春笋”般突设了 32 个 兴趣小
组。

事情虽是个例，却引起反思：在一
些基层单位，兴趣小组看似种类齐全、
百花齐放，实则是“泛滥成灾”。不少官
兵反映，官兵基数本就有限，加上兴趣

小组分类太细，致使出现“一个小组只
有组长‘单枪匹马’干”的尴尬局面；还
有官兵说，这其实是单位领导的政绩观
出现了问题，把大量时间和精力花费在
了对上的检查、评比中，而忽视了对下
的能力提升。

郝小兵以为，解决这样的问题需
要机关基层双向用力。第一，机关要
摒弃“兴趣小组数量多就是组织功能
发挥好”的检查评价标准，而是多脱鞋

下田、多问问实效；第二，基层干部必
须躬身自省，取消合并重复无用的兴
趣小组，设立小组时，多想想有没有作
用、能不能合并，真正奔着促使官兵成
才的方向努力；第三，必须充分考虑基
层官兵的时间和精力，尊重他们的主
人翁地位开展活动。如此，才能真正
使“兴趣小组”发挥实效。

（文/申延帅、赵 帅 图/刘凌志、姜 晨）

兴趣小组“泛滥成灾”，当止！

一堂课 6次被掌声打断；授课结束
还有战友问询，“帅排长，你下次啥时候
上课啊”……回想起军旅生涯第一次登
台授课备受欢迎的场景，我不禁感叹
道：这踢好的“第一脚”，还多亏团政委
盯上了我的授课教案。
“最近真是‘压力山大’，真想好好

放松一下。”彼时，一条匿名留言在团强
军网上掀起一阵波澜，官兵纷纷跟帖，
表示感同身受。
“丽建，我看你平时和大家相处得

不错，不如由你给大家上一堂心理课，
如何？”善于对症下药、调兵遣将的教导
员，把这项重要的任务交给了我，一来
是锻炼我这个新排长，二来是希望我能
把战士的烦恼“原生态”展现出来。
“理论功底不错，但感觉有些内容

是复制粘贴，而且教案中案例故事性不
强，很容易让听课者‘左耳进右耳出’，
起不到应有的效果。”当我把教案拿到

教导员房间寻求指导时，没想到在营里
蹲点的团政委也在，他接过我的教案，
给出了中肯的意见。但是，辛苦几宿整
出来的 8000 字教案，就这样被一句话
“否定”，搁谁谁甘心啊？

本想着又是推倒重来、独自苦熬，没
想到政委竟然盯上了我的教案，给了我
3个“锦囊”。第一个“锦囊”是“找准问题
靶心”。按照他的建议，我开展一次心理
压力问卷调查发现，官兵出现不同程度
的心理压力，其实来源于多方面原因，而
不单单是任务多造成的。回过头看我最
初的教案，确实没有找准问题靶心。

当我拿着新教案找到政委时，他又
给了我第二个“锦囊”：架起沟通的桥
梁。政委告诉我，要学会在教案中穿插
授课者与听课者的联系。于是，我把
“定级考核时老兵给新兵辅导”“装备换
季保养官兵共同协作”等照片融进教
案，顿时感觉教案有了“生命力”。

然而，当我拿着教案、打开幻灯片，
给政委试讲时，他又给我第三个“锦囊”：
转变叙事方式。即抛开教案，带着自己
的备课思路，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登
台授课。授课时，我按照政委给出的“妙
招”，带着感情讲述身边官兵带病拉练、
真情相处的故事，博得官兵阵阵掌声。
当我看见政委也在坐在台下为我鼓掌，
看到官兵脸上洋溢着幸福的表情时，我
感觉上这样的课真的很有意义。

从此，每次备课，我都会想起政委
给我的 3个“锦囊”，争取把每一堂课都
上得精彩。

（赵帅增、本报记者颜士强整理）

团政委盯上了我的授课教案
■新疆军区某团排长 帅丽建

记者探营

短 评

很多骨干总是将关注的目光聚焦
到在比武竞赛中摘金夺银的战士身
上，却忽略、冷落了那些未取得名次
的人。这些人，都付出了大量艰辛汗
水，虽然暂时没能取得理想成绩、与
荣誉失之交臂，但他们同样应得到该
有的安慰与鼓励，而不是在聚光灯外

的阴影里暗自神伤。
带兵贵在用情、重在带心。过分

看重第一、唯荣誉论，其结果就会厚
此薄彼、冷暖不均，使部分战士寒
心。我们的战士在很多时候并不需要
组织解决什么问题，而是希望自己的
努力得到尊重、理解、肯定。

不要让未取得名次的人受到冷
落，应时刻把他们的内心需求放在心
上，给他们更多的关心帮助、更大的
成长空间。每一个努力的人都值得点
赞，让连队每一名官兵都拥有出彩的
军旅人生。

（李浩爽整理）

每一个努力的人都值得点赞

值班员讲评

值班员：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

防空营教导员 李新伟

讲评时间：5月12日

为期6个月的“一站式”新兵训

练结束。新兵下连初到一个陌生的环

境，出现不适应现象情有可原，但新

训骨干回到熟悉的连队，也出现不适

应现象，就值得深思了。

且不谈“角色落差”“环境落

差”“心理落差”等个人主观因素，

单是新训骨干离队半年这么久，就足

以造成其本领生疏、训练滞后了。所

以，如何让这些新训骨干归建之后，

快速跟上全连工作节奏、追赶演训任

务进程、适应本职岗位需求，业已成

为“先训后补”改革探索必须面对和

解决的一个新问题，应当引起各级高

度重视。

当务之急，还是要建立完善相关

配套制度机制，紧前做好各种应对准

备，既能让这些班长骨干有足够的精

力和时间传道授业、烈火淬钢，又能

让他们“外出新训半年，归来仍是尖

兵”，快速完成角色转换，接续干好本

职工作。

注重任务转换中的心理调适
■严 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