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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策划：关注新排长①①

如何迈好基层任职第一步
——听听三名去年毕业的排长怎么说

编辑同志：

我是一名军校毕业学员，即将

奔赴基层部队任职。听前几届毕业

学员说，我们到基层部队的第一任

职岗位大多是排长，虽然我在军校

学的是指挥专业，也到基层连队当

兵锻炼过，还在学员旅的模拟连当

过骨干，但心里还是有些忐忑，毕

竟我没有真正带过兵，不知道能不

能当好一名排长。在和同期毕业的

战友们交流时，很多战友也有同样

的顾虑，担心到部队后会面临“水

土不服”的情况。请问“读者之

友”版编辑，有没有好的建议能帮

我们尽快适应基层部队生活、尽快

适应第一任职岗位的要求？

毕业学员 小 武

近一段时间，正值军校毕业
期，我们也收到了不少学员读者的
邮件和电话。他们与小武一样，大
都对基层部队的情况了解不多，担
心自己不能适应部队第一任职岗位
的需要。学员反映比较多的问题
有：“怎样能快速适应基层部队生

活，快速融入新的战斗集体”“军
校学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在实践
中能不能充分运用，能不能为提高
部队战斗力发挥作用”“如果分到
与军校所学专业不对口或不相关的
单位或岗位，那我该怎么办”“如
果碰到比自己年纪大、兵龄长的老

兵如何带，碰到经常‘冒泡’的兵
怎么带”等等。针对学员的问题，
我们特别邀请陆军第 83集团军某旅
3名去年毕业的排长，请他们讲讲
自己毕业一年来工作中的所思所感
所悟，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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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上旬，海军陆战队某旅联合

驻地交警大队组织驾驶员开展道路交

通法规及安全行车警示教育宣传活

动，通过参观见学、专题授课和现场

答疑等多种方式，有效强化驾驶员遵

规守法意识，为官兵安全出行、文明

出行、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打牢基

础。图为交警为驻训官兵讲解容易

发生交通事故的危险驾驶行为。

严家罗摄

七月来临，又一批青年学员告别校

园，奔赴基层部队，开启了他们逐梦军旅

的新征程，而排长则是大多数学员到基

层部队后的第一岗位。

然而，纵观近年来新排长在基层的

工作情况，适应周期长、熟悉环境慢、工

作入门难等现象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想踢好“头三脚”、燃

旺“三把火”，但往往适得其反、收效甚

微，在第一任职的起步阶段碰了壁、摔了

跟头。更有甚者，原本胸中的火热激情

渐退，干事创业的动力也有所降低。

“带兵的方法运用不科学、不合理，

反倒加深和战士之间的隔阂”“缺乏工作

实践，不愿虚心向身边同志学习请

教”……某项问卷调查统计显示，不少同

志都有着自己的担忧：长此以往，难免心

生沮丧、垂头丧气，甚至丧失信心、打退

堂鼓。

行稳方能致远。身处基层这个大舞

台，新排长要想大展身手，必须明确自身

定位在哪里、弄清胜任岗位缺什么、搞懂

成长进步靠什么，瞄准第一任职的需求、

把准第一任职的目标航向、激发第一任

职的活力，找到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

严格蹲苗历练是前提。排长是“兵

头将尾”，必须主动进入角色，在落实“五

同”中不断增进对连队的感情、拉近与官

兵的距离，及时了解每名同志的专业素

质、兴趣爱好及性格特点等信息，从而掌

握开展工作的主动权。要切实扑下身子

扎根基层、勤勤恳恳夯实基础，弄清基层

建设的特点规律、摸透基层官兵的思想

底数、找准基层工作的方式方法，在立足

本职岗位中获得提高成就自我。

提升能力素质是基础。打铁还需

自身硬，不断加强学习是提升能力素质

的唯一路径。特别是在实战化军事训

练如火如荼开展的大环境下，“靠素质

立身、凭实绩进步”已经成为衡量一名

干部是否优秀的“硬杠杠”，唯有静心肯

学、扎实钻研，学精专业知识、练就过硬

本领，才能更好地胜任本职岗位、开展

本职工作。

保持进取心态是关键。新排长的

成长成才之路，可能充满坎坷、遍布荆

棘，但绝不可趋避躲闪，而应时刻保持

敢于突破自我的进取心态和勇于超越

自我的决心意志。面对困难和挫折，要

相信“世上没有翻不过的山、没有蹚不

过的河”，必须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

台阶地把工作做扎实，把小事做细致。

同时，也要学会拥有“既要脚踏实地，也

要仰望星空”的心态，用实际行动赢得

身边战友的信任和支持，靠努力拼搏实

现自己的梦想。

“第一任职岗位”怎么干
■魏庆顺

“排长，这次我甘拜下风！”“那
可不是，要不然咱排长肩上挂星星
呢！”……前段时间，在连队组织的
“炮闩分解与结合”小比武中，我以
绝对优势获得了第一名。听着大家的
赞赏，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刚下连的那
段时光，不禁感慨万千。

去年的此时，满怀理想和抱负
的我，兴冲冲地赶往旅机关报到。
没承想，在军校学习防空高炮专业
的我却被分到了炮兵营。虽说“高
炮”和“榴炮”只一字之差，但专
业知识却相差很多，我的心里七上
八下。

下连后的第二天，我跟着连队前
往炮场进行专业训练。拿着陌生的专
业课目教材、看着无从下手的装备器
材、听着不知所云的指挥口令，我的
心里蒙上一层阴影：别说踢好“头三

脚”，现在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了。连
续几天，我脑子里浑浑噩噩，全然没
有了学习的兴趣。

连长好像看出了我的心事，神秘
地对我说：“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在那
里你会找到前进的方向。”我心存疑
惑地低着头跟着连长。“就是这里，你
自己进去看吧。”我一抬头，才发现到
了连队荣誉室门口。走进荣誉室，望
着墙上“大功英雄连”的荣誉招牌，触
摸着连队光辉的战史，革命前辈奋勇
杀敌的场景仿佛呈现在眼前，这让我
原本降到冰点的内心再次燃起火
焰。我暗自下定决心，绝不能给英雄
连队抹黑。

自那以后，我便给自己定下了一
个“小目标”：无论是干部骨干还是
普通一兵，只要是技术能手，我都会
虚心请教。力争在 3个月内，成功实

现“跨界”转型！
白天，我跟着老班长钻车底、爬

车顶，学习装备操作方法、记录装备
操作数据；晚上，我独自钻进学习室
加班学习，练习射击指挥口令、背记
专业理论知识……后来，经过我的不
懈努力，在全营组织的季度考核中，
我成功实现“突围”，取得了分队军
官总评第三的成绩，赢得了领导和战
友的肯定。
“沉潜蓄势的过程，就是一个自

我提高、自我完善的过程。”前不
久，在营里组织的“飞虎精兵讲武
堂”活动中，我被推荐上台，讲述
自己奋斗的心路历程：“‘跨专
业’‘换岗位’并不是不可逾越的
鸿沟，只要坚持向书本学、向实践
学、向身边战友学，一样可以取得
成功！”

“跨专业”一样能出彩
■炮兵营榴炮一连排长 张冀陇

给您提个醒

“踢开‘头三脚’、燃旺‘三把
火’，我一定能够胜任本职岗位！”回
想起刚到连队报到时，面对连队党支
部提出的希望和要求，我自信地拍着
胸脯，信誓旦旦保证：“请组织放
心，我已经准备好了！”

在“4+1”的军校生活中，我一
直是战友们眼中的榜样，不论是专业
学习还是训练考核，我的成绩一直都
排在队里的前几名。再加上担任过学
员模拟连骨干的经历，更让我对侦察
连排长这个第一任职岗位充满了自信
和期待。
“军校我学的就是侦察指挥专

业，又分到侦察营，这次我可以大显
身手了！”旅里组织的新排长集训结
束后，当时我心里还暗自庆幸，军校
所学的知识和技能都有了用武之地。

到连队不久，连长让我负责军事

地形学课目的理论授课。“军事地形
学理论知识都是烂熟于心的内容，上
课简直小菜一碟！”课堂上，我将在
军校所学的专业知识毫无保留地教给
大家。大家也沉浸其中，课间课后都
跑来与我交流。那几天我出尽风头，
心里想连队生活不就是这么回事嘛。

可是没过几天，我就在营里组织
的一次识图用图考核中“吃了瘪”。
在进入随机抽取的考核地域后，我发
现现地地形与地图标识匹配度不高，
由于多种原因，在图上确定好的几个
参照物都发生了变化。我一下子有些
慌了，手忙脚乱，在确定方位上出现
了几次失误，带领全排走了不少冤枉
路，结果考核超时不少。
“丢人丢到家了！”下连没多久，

我的“第一脚”竟然踢到了石头上，
让我既气愤又无奈。那几天，我对自

己曾经的“出色”表现产生质疑，成
天闷闷不乐，情绪也很低落。
“千万不要急着出成绩，心急吃

不了热豆腐，还是要把基础打好。”
看到我垂头丧气的样子，连长拉着我
散步，语重心长地说：“刚到连队，
你要学的东西还很多，理论知识距离
战场实践存在很大差距。学以致用的
关键，就是要学会将理论知识与战场
实践二者有机结合，在实践中找准契
合点，把理论知识融会贯通。”

从那以后，我便暗下决心：一定
要带领全排打个“翻身仗”！每逢训
练，我都积极向身边专业素质出众的
战友请教学习。与此同时，我还定期
组织大家开展总结交流，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两个月后，当营里再次组
织识图用图考核时，我们排取得了全
营第二的好成绩。

学用切莫“两张皮”
■侦察营装甲侦察连排长 王晓兵

“李排长回来了，今后多多关照
啊！”去年夏天，战士考学的我，从
军校毕业后又回到了老连队。面对熟
悉的环境和亲密的战友，自以为上军
校前有两年当兵的经历，我想当然地
认为只有平时多给大家谋“福利”，
才能获得战友们的信任和支持。然而
事实证明，这种片面的想法只会带来
更多的麻烦。

下连没多久，正好赶上单位组织
装备换季保养，我还担负连里值班任
务。班长老刘是我的同年兵，面对人
员少、装备多的实际困难，老刘主动
站了出来，和我一起确定人员分工、
制订保养计划、完善组织流程等。在
他的帮助下，换季保养工作得以稳步
有序地推进。

临近尾声，老刘的身体有些

“吃不消”。连续高强度的工作，让
本就有腰伤的他疼痛不已，加上连
日阴雨不断，老刘走路都有些蹒
跚。我在安排夜岗时就自作主张，
故意没有给他排岗，却没想到“好
心办了坏事”。
“昨晚免了你一岗，你的腰现在

好点了吧？”第二天早操后，我找到
老刘，得意地问道。
“你这么做，让班里战士怎么看

我？”没想到，老刘反倒是抱怨起
来：“我还纳闷昨晚上为什么没有人
叫我站岗，原来是你在捣鬼！”老刘
的态度让我非常尴尬。
“关心身边战友这一出发点是好

的，但不能因此破坏了制度规矩。”
指导员得知此事后，找我谈心：“作
为基层带兵人，你手中的权力代表着

全连同志的信任，不能披着‘老好
人’的外衣搞特殊化和送人情。”听
罢，我惭愧地低下了头。

通过这件事我认识到，“靠人情
带兵”是不讲原则、没有担当的表
现，不仅会破坏连队的正常风气，还
会使自己的威信打折扣。在以后的工
作生活中，但凡涉及到有关官兵利益
的事项，我都坚持“按制度办事”，
一碗水端平，不搞人情交易。

渐渐地我发现，“按制度办事”
不仅没有让大家疏远我，反而更加信
任我。同时，我负责的排里、连里的
各项工作开展得也更加游刃有余。不
少战士还经常主动找我说说自己的心
事，讲讲自己的困惑，让我帮着出出
主意、想想办法。

王 越、程致远整理

“靠人情带兵”不可取
■作战支援营工兵连排长 李 孙

军 地 联 合 举 办
安全行车教育活动

提起外出，战士小王就一肚子怨
气。不久前，小王外出时帮排里战友购
买了一些生活用品，东西买回来没到两
天，就有战友跑过来向他吐槽：“这些东
西不少都是不合格的三无产品，而且存
在质量问题……”面对战友的“问责”，好
心办坏事的小王只好说出了外出购物的
来龙去脉。

原来，上周日外出时，小王在某商场
里看到一家店铺正在做免费赠送的活
动，出于好奇的小王走进了这家店铺。
果不其然，小王获赠了一份精致的小礼
品。后来，在店铺导购十分热情的介绍
下，小王瞬间有了一见如故的感觉。当
听说自己可以免费成为店铺 VIP，并享
受打折优惠的时候，被攻破心理防线的
小王不仅登记填写了自己的有关信息，
还透露了自己的军人身份。随后，小王
在导购的“贴心”指导下，很快就买好了
所需的生活用品。“物美价廉的背后却是
以次充好。”轻信店铺导购人员花言巧语

的骗局，给小王的外出购物上了很有教
育意义的一课。

无独有偶，类似小王经历的遭遇，许
多战友可能听说过或碰到过。生活中，
个别不良商家以打折、赠送礼品、购物抽
奖等噱头进行商品促销，商品看似便宜
了不少，实际上不仅没有便宜甚至暗中
涨价，更有甚者以次充好、搭配销售等，
变相骗取顾客钱财和个人信息，侵害顾
客的切身利益。

除此之外，各种新式骗局层出不
穷。笔者通过网上查询和基层调研了解
到，不仅仅是外出购物，很多不法分子利
用部队官兵与社会接触不多、热心帮助
他人的特点，利用各种手段来骗取钱财、
盗取信息。有的伪装残疾人在街边乞
讨，博取官兵的同情心；有的出租车司机
前后表述不一致，向乘客漫天要价；还有
的在车站、机场等公共场所，不法分子以
“帮忙拿行李”“帮忙照看行李”为由，在
行李内塞进违禁品等，导致官兵成为违

法犯罪活动的“帮凶”……
如何有效防范和避免这些外出容易

遇到的问题，笔者在此给战友们提个醒：
第一，克服“占便宜”心理。外出购

物时，尽量不要参与领取商家打折券、礼
品卡等商业活动，特别是涉及到要填写
个人身份信息时，必须严格按保密规定
处理。

第二，要收集保存好证据。涉及到
个人钱财等利益问题不要轻信他人口头
承诺，如果不能提供合法的相关凭证，要
及时拒绝对方。特殊情况还可采取拍摄
录制有关视频和音频，为之后的维权留
下可靠的法律证据。

第三，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万
一被骗，要学会用合法的方式维护自己
的权益。情况特殊的应该第一时间向公
安机关报案，及时向单位汇报，切记不能
因一时冲动而突破法律底线。

武警江西总队 叶 杉

71217部队 赵 威

官兵外出，谨防骗局

7月上旬，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组

织“军营开放日”活动，驻地应届高中毕业生

到部队开展国防教育、体验军营生活，激发

强军报国热情。图为战士给学生讲解战机

知识。 冯新愿摄

毕业一课在军营

读者论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