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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样本

“王班长，你带队组织训练我心里
感觉很舒服，让我怎么练我就怎么
练！”今天的训练课目是 400 米障碍。
中间休息时，“00后”上等兵李永轮面
对连值班员王亚龙，吐露了自己藏在心
底的敬佩。
“95后”下士王亚龙是第 77集团军

某旅便携式地空导弹连最年轻的班长，
深得战士们喜爱。同时，他也是连队一
颗耀眼的新星。

去年，在旅“四会”优秀政治教员
比武中，入伍刚满三年的王亚龙一举夺
得战士组冠军，成为全旅唯一冲进决赛
并获奖的战士。一夜之间，王亚龙成了
全旅年轻战士心中的偶像。

那么，这位年轻班长究竟凭什么夺
冠，又靠什么深得年轻战士们喜爱呢？

“人家报名的都是干部，你一个第
三年兵拿什么跟人家比？”当时比武报
名时，教导员一看王亚龙还是个年轻战
士，立马摇头。

事实上，在教导员之前，王亚龙早
已被“否定”过多次。连里的老班长们
都劝他不要自找没趣，“不会成功的”。
结合往年经验，指导员胡龙也认为，王

亚龙几乎不可能成功。
“以前的战士肯定会听大家的劝，

会认为老同志说的就是权威意见。”指
导员胡龙没有想到，在众人的一片“好
意”劝说下，王亚龙不为所动，依然执
拗，他要向“不可能”发起挑战。“我
想试一下，可以被对手打倒，但不能被
吓倒。”他说。

王亚龙并不是盲目自信，他很清楚
自己与对手的差距有多大。为了弥补差
距，王亚龙主动向指导员请示要站夜
哨，这样，在白天，他就可以有更多的
时间来备课。面对不会、不懂的知识，
他四处求教，几乎把全营的指导员和理
论教员都“软磨硬泡”了一遍，最终一
点一滴垒起了一名“四会”优秀政治教

员的坚实基础。
第二年入党、第三年当班长、第四

年通过全军重大任务选拔……回看王亚
龙的军旅历程，在这些令人咋舌的成绩
背后，始终伴随着周围人“你不行的”
“你太年轻了”“不可能的”之类的话。
但是，王亚龙一次次用行动否定了这些
“权威”的预言，创造了传奇。

“四会”优秀政治教员比武结束
后，考官称赞王亚龙的授课“具有时代
感召力”。这一点，王亚龙带出来的兵
更为认可。

曹平是王亚龙班里的战士。前不
久，他刚刚获得第 17届世界军人运动
会火炬手候选人资格。平日里每次列
队集合，他都是站在班长王亚龙后
面，一抬头就能看到班长。他始终把
班长当作自己的榜样，那笔直的身板
一直激励着他不断挑战自我、勇往直
前。

年轻班长凭什么夺冠
■雷兆强 闻苏轶

基层热点话题·对接新生代官兵

从列兵成长为上等兵，新战士能明

显感到自己各方面进步了很多，特别是

军事素质有了很大提升，甚至会觉得自

己能力不亚于士官。在这个时候，他们

很多人会认为自己对部队“套路”熟悉

了，表现得很浮躁，谁都看不上。

新一代的战士大都是独生子女，不

少人只喜欢被表扬，接受不了批评，心理

抗压能力弱，一遇到困难容易放弃。再

加上自我意识强烈，他们往往只看到自

己的长处，看不到自己的短板，易盲目自

信。

玉不琢不成器。这个阶段就是军旅

生涯的“分水岭”，如果没有班长们加钢

淬火般地敲打和提醒，他们将永远是“半

成品”。所以，对于他们依然要坚持标

准，进行严格的训练和教育，帮助他们去

除身上的自负，留下满满的自信。

——班 长 刘嘉嘉

我总觉得自己这代人和如今的新战

士有点“代沟”。我们那个时代的战士没

有这么丰富的知识和这么宽广的视野，

大家都比较简单和纯粹，班长说啥就是

啥，从不会想为什么。

但是，当我们把自己成长中用到的

方法、总结出的经验，用到如今的新战士

身上，却发现有时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

适得其反。他们很活跃，甚至有点逆反，

加上他们对手机、网络等新事物的那种

喜爱，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样是不对

的”，但是哪里不对，我们往往也说不清

楚。好多老班长干脆又用简单粗暴的

“老一套”去管。

现在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拉近

和新战士的心理距离。兵和兵之间，不

能只靠命令和军衔去管理，更多的还是

要靠感情去引导示范，去跟他们讲道理，

跟他们一样学着接受新事物。这样坚持

了一段时间，大家开始对我有了了解，也

愿意听我讲以前的故事，工作中少了很

多阻力。

——代理排长 曾 兵

新一代战士的到来，我打心眼里是

很欢迎的，因为我们的队伍确实需要这

样的“新鲜血液”。他们的阅历、视野和

思维，别说老班长，甚至部分干部都难以

企及，他们是部队的未来。

但是，他们身上的缺点也十分明

显，很多自认为的“受到不公平待遇”，

实则就是他们身上的缺点在作祟。因

此，我们要支持班长们帮他们完成“脱

胎换骨”的转变，这是他们必须要经历

的。当然，很多班长的方式方法可能

也存在一定问题，一时半会儿新战士

还难以接受，所以我们的带兵方式也

需要与时俱进。

如今，一些年轻士官在连队表现非

常突出，他们开始对一些守成的老班长

产生意见，这些现象是现实存在的。对

此，老、中、青三代骨干的合理搭配非常

有必要，既要给年轻的战士以拼搏的希

望，也要给部分不思进取的老士官增加

压力。这样，整个连队的建设与发展才

会生机勃勃。

——指导员 王明华

（李国强整理）

今天，我们这样带兵

图①：再苦再累，一个也不能掉队。图②：班长为新晋士官讲解榴弹发射器操作技能。图③：班战术训练前，班长小心地为新兵涂上迷彩油。
陈 曦、赵清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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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最大公约数

所有的疙瘩，就结在

“缺乏沟通”四个字上

20 公里战斗体能训练进行到最后
5公里时，第 77集团军某旅二营开始了
最后的武装奔袭。“每个连队记最后一
名成绩”，为了连队荣誉，全营官兵铆
足了劲。

支援保障连下士袁伟刚刚戴上下
士军衔，体能素质本就在连队靠后的
他，没多久便掉到了队伍的最后面。

入伍已经 10年的上士唐良虹，既是
班长又是连值班员，当然不允许有人掉
队，便和几个士官一起去“保障”袁伟。
谁承想，这个被“保障”的人，却越跑越
慢。唐良虹立马就火了，直接大嗓门就
冲自己这个不争气的兵吼。

唐良虹的这把火已经憋了很久。
袁伟体能差，却不主动加班加点练。平
时给他安排任务，“粗活他不干，技术活
他又干不了。”唐良虹越想越来气，又继
续推了一把袁伟：“往前跑！”

终于，袁伟的“极限”被突破了：“你
别推了，我不跑了，不跑了！”唐良虹猛
地一下被搞迷糊了，“这怎么还冲我发
火了呢？”

其实，这把火，袁伟也已经忍了很
久了。他明白班长在体能上对自己是
“恨铁不成钢”，但是班长简单粗暴式的
“鼓励”——他甚至怀疑这种连推带吼
算不算鼓励——已经触及他的底线
了。他控制不住自己去想班长往日里
管理中的不足之处。
“条令条例也没规定不让我抽烟吧，

凭什么只准你在宿舍抽不准我抽？”袁伟
很敏感，对班长的一举一动都很注意。他
觉得班长对表扬太吝啬了，很少表扬自
己，“但只要一犯错立马就会惩罚”。

连长陈刚这时赶了过来，一边劝袁
伟，一边带着他继续跑。其实，从队伍
后面传来连值班员的喊声开始，连长就
一直关注着袁伟的情况。

战斗体能训练中出现掉队现象很
正常，面对班长们的指责，以往的掉队
者都是咬牙坚持或者干脆沉默不语，像
今天这种矛盾激化的情况还是头一次
出现。在回去的路上，连长也思考了很
久，问题到底出在谁身上呢？

连长先是找到唐良虹。“要是我的
班长来推我，我就是跑到吐血也要坚持
下去。”按照唐良虹的经验，他喊得越
凶，被“保障”的人就应该越能坚持。不
过，这位已经入伍 10年的老兵还是下意
识地主动承认错误，他觉得自己一时心
急，“伤到年轻战士了”。

随后，连长又找了袁伟。袁伟吞吞
吐吐了很久，才道出了他的心声。原来
袁伟也很想努力往前跑，但是“班长越
逼越紧，自己就有点受不住了”。再加
上平时对班长的意见就大，“我看到他
冲我凶我就想给顶回去”。

了解了两边的情况，连长认为所有
的疙瘩，就结在“缺乏沟通”四个字上。
只有让两人相互沟通，走进对方内心，才
能找到彼此之间的“最大公约数”——
连队荣誉。保证了这个大前提，新老两
代官兵之间就没有解不开的疙瘩。

于是，他对唐良虹提出了一个要
求：短期内帮助袁伟体能达标，但有一
个条件——唐良虹全程跟训。

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从清晨到
夜晚，两个人的训练被死死捆到了一
起，两个人也开始聊起了以前从没有聊
过的话题。唐良虹从袁伟那里知道了
因为自己脾气暴躁，年轻一点的战士都
没人敢跟他说话。袁伟也明白了班长
严肃表情背后的良苦用心，只是这份用
心良苦的表达方式他一直无法理解。

袁伟的成绩越来越好。最近一次
开会，袁伟在发言中说：“训练的时候，
只要班长站在我的旁边，我浑身就有使
不完的劲，我相信自己以后绝不会再拖
连队后腿！”

那一刻，连长陈刚知道，这个“最大
公约数”找到了。

角色互换的新发现

以前我们都是想着

怎么让班长喜欢自己，现

在却要想着怎么让战士

喜欢我这个班长

作为标兵连队，装步三连的建设水平
无疑是全旅各个连队主官都羡慕的。同
样，装步三连的骨干队伍也是其他连队班
长们话题中的“热点”。三连的骨干中，上
士李建平是大家议论最多的那一个。

入伍 12年的李建平怎么都没想到，
“如何讨好班长”这一曾经困扰自己多
年的问题，又绕回来了。只不过，这次
来了个“角色互换”。
“以前我们都是想着怎么让班长喜

欢自己，现在却要想着怎么让战士喜欢
我这个班长！”

李建平直言最近几年的新战士思
想活跃，很难琢磨，跟年轻时的自己完
全不一样。不少新战士从不主动向自
己汇报思想，除了训练和工作，其他方

面好像并不想跟他这个班长产生交集。
李建平曾经试着去了解这帮“00

后”的新战士，但是人家讨论的话题都
是他自己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他感觉
自己“Out”了，和战士们聊不到一块。

刚开始，他也没多在意，到了休息
时间，他依然和其他老兵一起打牌，把
新战士丢到了一边。

可时间长了，年轻战士们也开始对李
建平冷冷的，李建平问他们有没有什么
事，回答永远是“没有”。李建平感到了不
安：战士们不仅是我的兵，还是我的战友、
我的兄弟，我必须去了解他们。

于是，李建平就趁着休息时间，和
战士们坐在一起，看看他们都在玩什
么，还让他们教自己。每个人的兴趣爱
好都不同，李建平就干脆什么都学。结
果，如今的李建平除了本职工作，篮球、
羽毛球、象棋、五子棋……也样样精通。

除此之外，他还从新战士身上学到
了很多新知识，比如用电脑制作教学课
件、科学健身规划等。但是，对他改变
最大的还是新战士强烈的民主意识，逼
着他改变了以往的工作方式。
“他们对公平公正很在意，要求他

们怎么样，首先我自己就得先做到。”手
机的使用，是日常管理绕不开的一个话
题。战士们最佩服班长的，就是李建平
从来没有私自用过智能手机。究其原
因，李建平是担心自己一旦违规，会被
底下十几双眼睛看到，“那我以后还怎
么管战士们？”
“一个满腹牢骚、抱怨不断的班长

只会带出一帮满腹牢骚、抱怨不断的
兵。”这是近年来李建平的带兵心得之
一。为此，每次执行任务，哪怕他心里
有一万个不同的想法，他也会管好嘴
巴，坚决不在战士们面前发牢骚。他很
清楚，如果新同志发牢骚，肯定有老兵
没带好头的原因！

慢慢地，新战士们觉得班长少了些
严肃，多了些魅力，也向李建平打开了
心扉。

在如今的装步三连，战士们人人对

李建平竖大拇指，大家也越来越支持这
个老班长的工作。

彼此的一面镜子

以往干部骨干经常

挂在嘴边的“部队就是这

样”，或许正是矛盾症结

所在

中士班长王丙胜最近很高兴，因为
他成功地帮助一个战士认清了真实的
自己。

这个战士是上等兵王体林。王体
林入伍前是一名民兵，因此他的各方面
表现在同年兵中都比较突出。时间稍
久，他就觉得班长应该把自己和同年兵
区分开来，给点“特权”。

王体林沉浸在自己的“先天优势”
里，已经看不到真实的自己。反倒是王
丙胜看得一清二楚。老兵的经验让班
长王丙胜明白：“再不把他打醒，这个兵
就废了。”

于是，王丙胜决定找个机会让王体
林“冷静一下”，让他参加了营里组织的
一次比武。很快，在众多高手打击下，
王体林铩羽而归。这时，王体林才意识
到，班长就是他的一面“镜子”。

对于“镜子”，支援保障连连长刘峰
有不同的认识，他认为：“新同志也是连
队工作的一面镜子。”比如，新战士认为，
规矩就是规矩，不能随便添加或者更改。

以前，每周组织 5公里越野考核时，
刘峰都会给大家加油打气：“跑进优秀，
下周免跑。”这是很多连主官“善意的谎
言”，只为战前加油鼓劲，老兵们也都心
领神会。只有年轻战士们当真，拼了命
去跑。结果，连长食言了。

日子久了，刘峰慢慢感觉到年轻战

士们对他的态度有些不对头。
一次，一名下士休假还剩下 7天时，

因为有任务被临时召回。任务完成安
排这名下士补休时，刘峰在休假登记本
上写了 7天。那名下士反问：“是不是要
加路途？”
“要加吗？”结果下士把规定翻了出

来。刘峰一看，确实该加。
“他们要的就是按规矩办事。”刘峰

突然明白，以往干部骨干经常挂在嘴边
的“部队就是这样”，或许正是矛盾症结
所在。

连长刘峰和指导员一商量，决定用
好新战士这面“镜子”。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前提下，他们改
变了以前一味维护老士官形象和利益
的带兵“套路”，开始试着实现对新兵老
兵一视同仁。

在评功评奖、考学入党、过年休假
等关乎官兵切身利益的事情上，“一碗
水端平”，最大程度地确保公平公正。

同时，大胆起用年轻士官担任连队
骨干，在一定程度上给部分放松自我要
求的中高级士官形成压力。

思路一变，效果立现。去年底，支援
保障连被评为“基层建设先进单位”，连
队官兵也拿到了1个二等功、3个三等功。

刘峰明白，在这些成绩的背后，是
新老两代官兵渐渐融进对方世界的进
步，是相互促进良性竞争局面的形成，
是不断激荡的推动连队向前发展的澎
湃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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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我 们 做 彼 此 的 一 面“ 镜 子 ”
■王 迟 雷兆强 王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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