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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多年前在老部队参加预提指导员集
训时，团政委曾对我们说过一句话：“指导
员当好了，将来当团政委也没问题！”

其中有勉励之意，却在某种程度上点
明了“指导员”这段履历在军官成长道路
上的重要意义，也揭示了“指导员”这个
岗位在基层建设中的关键作用。

一个合格的指导员不是“天生”的，而是

在一天天的带兵育兵实践中慢慢“诞生”的，
既需要组织的培养哺育，也渴望同行的互鉴
帮带。因此，我们把各个部队都在建设的
“指导员之家”搬到版面上，在这里为全军的
指导员搭建一个开放式的交流平台，希望通
过我们这个“指导员之家”，让更多的优秀指
导员走出来，让更多过硬的连队冒出来！

本栏目稿件形式不拘，内容可以是工

作实践中的一个案例，也可以是随手偶得
的一段感悟，还可以是脑海里还未成熟的
一点思考，目的只有一个：让读者触摸到
指导员那颗炽热的心。

本期推出某信息通信旅三连指导员张
笑寒的上任第一周和第三周周记。欢迎更
多指导员踊跃投稿。

栏目主持人：张 良

开 栏 的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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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员之家

相信很多人都觉得，能写东西是件
好事儿，能写的人在部队往往会很吃
香，我也曾是这么想的。去年 7月，刚
毕业的我准备在基层大展拳脚。为了
能在同批新排长中尽快脱颖而出，我选
择了“写在前面”。

写汇报材料、写新闻稿、写总结讲
话，在刚刚毕业的那段时间里，我一头
扎进了文字的海洋，一门心思写文章。

在经历了数次通宵达旦后，我顺利
完成了会稿任务，并接连在网络和公众
号上发表了几篇新闻，也因此传开了自
己“能写”的名声……
“新闻稿写得不错，继续努力。”

“排长，连里让我写事迹材料，你帮我
指导指导呗……”一时间，来自领导
的褒奖和战友们的求助接连不断，竟
让我一度有些飘飘然，天真地认为自
己下部队后的“头三脚”就这样顺利
地踢开了，就连平时说话都比以前多
了些底气。

然而好景不长。一次理论课上，连
长的突然“发难”令我措手不及。“张排
长，你是防化专业科班出身，能否给大
家普及一下此型侦察车的性能参数？”
我站起身来呆若木鸡，支支吾吾半天也
没回答清楚，一张脸臊得通红。

几天后，连里组织五公里武装越野
考核，我决心要借此机会挽回颜面，对
照之前连里的体能测试成绩，跑不了第
一第二，争个前十还是“so easy”。

可真跑起来我才意识到，基层的训
练场不同于学校的塑胶跑道，时而上下
坡，时而跨沟穿丛。当我冲过终点，大
部分人早已在那等候多时，气喘吁吁的
我显得狼狈至极。
“排长，你没事吧？”排里的战士走

过来好心为我拍后背，我却感到被深深
刺痛了神经。
“咱们那个新排长，写东西那么

牛，怎么到了训练场上就磕磕绊绊。”
“是啊，他也就是能写点东西，其他的
还会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到几
名战士私下议论，声音不大，却字字
扎心。
“难道除了写文章，我真的一无是

处吗？”忧虑如同盛夏的水草，长满了我
整个心房。
“新排长有特长是好事，要充分发

挥特长为连队和营里作贡献。但同时
不要忘了，排长的主责主业是带兵打
仗，不能顾此失彼，忽视全面发展，成了
‘瘸腿排长’。”对照此前一次干部恳谈
会上教导员对我们新排长的教诲，现在
的自己俨然已成为了他口中的“模样”。

排长，一排之长；干部，先干一
步。这些道理浅显易懂，可真正到了
自己身上，怎么就做不好呢？
“从今天起，不仅要当好一名排长，

更要当好一个兵。”我翻出自己的日记
本，在上面郑重写下了这句话。

随后的日子里，我不再只拿“笔
杆子”，撸起袖子、甩开膀子、扑下身
子，与战士们一起训练、出公差，遇到
不懂的地方，更是虚心向老班长们请
教……

渐渐地，战友们改变了对我的看
法，真正接纳了我，把我当成了兄弟。
前不久，营里组织侦察专业集训比武，
我向连长主动请缨，带着 4名新兵组成
一组参赛，在最后的定向越野课目中，
一举突出重围“杀”进前三。比武结束
后，大家开玩笑地说：“‘瘸腿排长’变成
了‘飞毛腿’。”

我不再是“瘸腿排长”
■第81集团军某旅防化营排长 张 帆

刚来的时候，我常感到纳闷，没有
人加我微信，也很少有人主动找我聊天
谈心。之前连队的老指导员，每天都有
许多女兵敲她房门找她聊天，电话微信
不断，以至于她开玩笑说自己已经处于
“精神衰弱”的边缘。

这么一比较，我竟有种失落感。
时间进行到第三周。这一周，有时

是晚点名前，有时是一大早起床后，还
有午休前，不只是女兵，也有男兵，大大
方方来到连部，或者在走廊里碰到，都
会附在我耳边来一句：“指导员，我有话
想跟你说。”

我感到惊讶，这种惊讶里掺杂着些
许喜悦，就像食堂做的花卷里裹着的肉
松，不多但是味道足够。

他们终于开口说话了。不是沉默，
不是“到”和“是”，而是像那句古诗一
样——大珠小珠落玉盘。有的语速很
快，有的慢悠悠，有的语无伦次，有的抹
眼泪……我再次感到惊讶，每个人都鲜
活起来，明明是一样的集体生活，却有
那么多种视角和感受。

平心而论，我不是个喜欢热闹的
人，独处对我而言应该说是“刚需”。而
听了这些诉说后，改变也在我身上发
生，我开始反复去想战士们所经历的一
切、我所看到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以
及我看不到的他们的家庭和朋友。梦里
的主角也发生变化，有好几次我梦见自
己变成对我交心的那些战士，“灵魂附
体”般体验了一把他们的军旅。

渐渐地，我体会到了政委说的那句
“机关干部睡不够，基层主官睡不着”。
连续几天失眠，好不容易睡着又数次醒
来。自己的事没空想，战士们的话装满
了我的脑袋。最怕被“担心”这种情绪俘
获，一旦俘获，那就“举手投降”献出整
晚睡眠。

辗转反侧中，我有一晚突然明白过
来，作为基层主官，就该像我们这支军
队一样，无条件地接纳所有战士，尽全
力地帮助他们、锻造他们、关爱他们。而
忧愁呢，在哪里都会有的。但说出来，就
给了他人分担的机会，而我，深为得到
这一机会感到自豪、幸福。

这一周，我也常常想起自己和家人
相处的场景。逮着家人猛说的情况一般
有两种。一种是高中住校，周末刚见到
他们，嘴皮子不带停的，一直说到口干

舌燥。还有一种就是受了委屈、挨了批
评或者跟好朋友闹别扭，不仅需要向家
里人倾诉，也需要开导，以及听取他们
的宝贵建议。

于是，在一开始我听完战士诉说不

知道说些什么的时候，我代入这些情
境，便明白了他们如何想，我又该如何
做。

总之，只要战士们跟我开口说话就
对了。

上任第三周周记——

开口说话就对了
■某信息通信旅三连指导员 张笑寒

7 月 19日，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
场站宣传干事马霄家里的电表显示电
量不足，只见他拿出手机点开“农行掌
上银行”APP，轻点屏幕便完成了电费充
值。马霄告诉笔者，不仅如此，水费、伙
食费等基本生活服务费都可在这里进
行充值。
“这要在以前，我们充个水电费就

像层层闯关。”马霄的妻子赵萍萍掰着
手指向笔者捋了捋，“需要揣着现金跑
财务、营房等多个部门，完成交费、开
票、充值、刷卡 4个步骤，穿过家属区、
办公区 2 个片区，行走近 3 公里，有时
还会因为人多排队、工作人员外出办
事等情况白跑一趟，而且家属进出营
门还经常被哨兵拦阻盘问，非常不方
便。”
“如今真的方便了不少，省老多事

了！”说起这事，军嫂李桥操着浓重的东
北口音表达了感激之情。

李桥的丈夫是一名飞行员，经常天
南海北执行任务。去年，丈夫出差去了
海南，孩子还在蹒跚学步，自己一个人
又要带孩子，又要做家务，碰到水电“见
底”的时候，只能抱着孩子去机关充值，
有时候实在累得不行，不得不找别的军
嫂帮忙。

财务股股长梁泽清也跟着吐槽：“千
百号人对接我们一个部门，工作人员就

那么几个，平时还有其它业务工作，我们
股每个人都恨不得把自己掰成几瓣用。”

年初，为了方便官兵和家属，该场站
与驻地农业银行沟通合作，在“农行掌上
银行”APP开设了部队生活服务专栏，用
于办理官兵及家属与单位之间的财务往
来事项，问题迎刃而解。

梁泽清拿出手机向笔者展示了这个
APP的新功能。只见他打开“掌上支付”
窗口，点选部队生活服务选项，填写完自
己的姓名、地址、缴费金额等相关信息，

很快就完成了网络支付。
“终于不用再带着孩子满院子跑

了，老公也可以安心工作了！”“复杂
的程序简单化，实在太方便了！”“这
事办到大家心坎里去了，为场站领导
点赞……”说起生活缴费的变化，官兵和
家属们纷纷竖起大拇指。

笔者了解到，目前该场站已实现水
费、电费、伙食费网上收缴普及化，下一
步，他们将继续探索拓展供暖、房租等费
用的“掌上支付”业务。

生活缴费不再“层层闯关”
■卢 政

我记不清自己吃过多少块巧克力，
但我记得“最甜”的那块是我们旅长给
我的。

那段时间，“金盾牌”比武竞赛进入
最后关头，我们营将与兄弟部队的一个
营进行终极PK。作为任职不满一年的
发射师，我要在战斗最后一刻按下“发
射”按钮。能不能踢好这“临门一脚”，
关系着整个比赛的结果，这让我感到无
比骄傲，也感到“压力山大”。

比赛开始，对手先打。根据决赛规
则，击落同等条件目标，谁用时短谁就
获胜。指控车内，所有人都焦急等待着
对手的战斗结果。“全部命中，用时××
秒××！”消息传来，我脑子里“嗡”的
一片空白。“实在太快了！”对手出色的
成绩让我惊叹，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
我心头。

正当我为此不安时，旅长推门而
入。“同志们，马上该我们上了，要沉住
气，对手很强，毋庸置疑，但不畏强敌，
不畏艰难，才是我们的风格！”旅长简短
有力的动员，让大家重拾信心。临走
前，旅长特意将一块巧克力递给了我，
说道：“我听说你紧张得连晚饭都吃不
下，吃块巧克力补补能量。你是咱们旅
最年轻的发射师，你很优秀，要相信自
己。”旅长饱含信任的眼神，让我心底涌
起一股股热流，“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
任务！”

抗击开始，空情显示器上，具有低
空、远界、高速特点的多批目标快速袭
来，空情复杂程度远超我的想象，我一
下子慌了神。“你很优秀，要相信自
己。”慌乱之中，旅长的话在我耳畔响
起，原本不安的心瞬间放松下来，我快
速调整呼吸，使自己保持平静并集中
注意力。很快，经过大家默契配合，所
有目标都被牢牢捕获。“发射！”随着营
长一声令下，我果断按下“发射”按钮，
数枚导弹伴随阵阵轰鸣接连升空，全
部命中目标。等待导演部宣布结果的
时间里，我一直紧紧攥着旅长给我的
巧克力。
“目标全部击落，用时××秒××，

领先对手 9秒 77，我们赢啦！”扬声器内
传出旅长激动的声音。瞬间，原本沉寂
的车厢内爆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大家纷纷跳下指控车，相互拥抱庆祝。
原本好好的巧克力不知何时已经被我
捏得粉碎，我撕开包装，一股脑地倒进
嘴里，大口嚼了起来，真甜！

（王洪宾、范文斌整理）

旅长给我一块巧克力
■中部战区空军地导某旅某营下士 王伟红

第一周无疑是由很多个“第一次”

组成的。

第一次处理官兵矛盾，我说：快乐

太难了。女兵说：是啊！

第一次检查内务，拉开内务柜前做

了很久心理准备，最后深吸一口气然后

屏住。

第一次查铺查哨，门吱呀一声，先

把自己吓了一大跳。

第一次发言，一下穿越回小学时演

讲的那个小女孩。

第一次发火，因为官兵看新闻的坐

姿，发现原来自己也有暴脾气。

第一次外出，感到与外面的世界

相隔甚远，原来距离是由注意力决定

的。

第一次挨批，羞愧和难过，抵过很

多次表扬带来的喜悦。

第一次感到莫大的自由，因为当家

做主，每时每刻都要做决定。

第一次发自内心自律，而不是悲戚

地想到以身作则。

第一次想到当主官做善事太容易

了，做恶事更容易。

第一次像对自己的亲人有很多很

多期望一样，对自己连队的兵也有了很

多想象，或者说希冀。

第一次大胆想，自己是不是其实很

适合带兵。

第一次偷偷想，我这个连队能不能

也成为一个先进连、标兵连。

第一次发现这份工作太有意思了。

第一次珍视每一回批评，因为太渴

望成长。

似乎此时才开始，真正投入到军人

这个角色里。

附：上任第一周周记

盛夏时节，第72集团军某旅开展“爱装管装先进个人”评比工作。拆卸、

润滑、维修保养……烈日当头，官兵们斗志昂扬，丝毫不惧滚滚热浪。

谢权鑫摄影报道

笑逐颜开
8月 2日，为进一步检验特

战队员复杂环境下综合作战能

力，武警广西总队来宾支队开展

实战练兵，组织特战队员进行极

限体能、攀岩、战术搜索等多课

目训练。10公里武装越野一直

是特战队员杨明星的弱项，在苦

练达标后，他脸上露出了开心的

笑容。

果志远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