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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谁？”
在新疆军区某装甲团二连的一堂思

想政治教育课上，指导员李顺给战士们
布置了这样一个“命题作业”。

李顺要求战士们用 20 个判断句来
完成它。谈及初衷，李顺坦言“想借着这
次活动，发掘一下连队里的‘隐形人
才’”。
“我是一个战士”“我是自行火炮驾

驶 员 ”“ 我 是 全 连 唯 一 会 玩 吉 他 的
人”……对于一部分战士来讲，20 个判
断句可不少。一番思索之后，所有战士
都完成了这项作业。
“我是一个诗人”，这是士官陈旭光

给出的答案。作为全连 5公里越野跑的

纪录保持者，陈旭光这么“文艺”的答案
让指导员感到诧异。

不仅仅是陈旭光，连队每名战士的
答案都有让指导员吃惊的地方。其中，
有一个答案最为与众不同。

上等兵王福海的答案是：我是一个

“透明人”。
王福海平时不爱说话，表现不突出，

但是也没掉过链子。平时连队对他关注
比较少。

李顺仔细一想，王福海确实像个“透
明人”一样，不引人瞩目却又真实存在。

这些答案给了李顺很大启发：连
队很多战士其实都“深藏不露”，只是
缺少“一鸣惊人”的机会。他们或是缺
乏勇气，或是需要帮助，只要仔细发
掘，每一个战士都可以变成真正的“斜
杠青年”。

从那以后，李顺便有意无意地让“诗
人”陈旭光参与到创作中去。一次，团里
开联欢晚会，陈旭光试着写了主持人的
串联词。本来给他 3天时间完成，结果
他第二天一早就写好了。从此以后，单
位的大小晚会上，都能听到陈旭光写的

串联词。不仅如此，他还积极参与板报
工作。渐渐地，他脸上自信的笑容越来
越多。

每一个战士都有一颗向上的心，每
一名士兵都期待被发现。部队作为一个
整体，归根结底是由一个个普通官兵组
成。某种意义上，他们的状态直接影响
着连队的战斗力。

关注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官兵，保持他
们的锐气，把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出来，
也是每一名带兵人需要完成的“作业”。

“我是谁”：一位指导员的命题作业
■张斯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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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

连长的心里都有谁

二连连长史宏涛点名的速度，是由
快到慢的。

背对背点名，是新疆军区某装甲团
沿袭已久的老传统。

马仕铭、郭安楠……他俩是班长
和副班长，两个人都立过功，是连队的
骨干。

余云峰……这是连队的文书，更是
指导员的得力助手。

点名还在继续。
吕伟、李世壮……他们是连队的

病号，临近退伍，也是连队的重点关照
对象。

……
时间在一点点流逝，出列的人越来

越多。现在，连长需要仔细回想才能说
出下一个名字。

上等兵满海源心里有点着急，身边
的人不断变少，而自己的名字还没有从
连长口里念出。

终于，点名接近尾声，操场上只剩
下两拨人——全连其他战士和满海源
自己。在远处路灯的照射下，满海源的
影子拉得老长。连长瞥到了灯下那个
孤零零的影子，“还有一个战士没有点
到，是谁？”

名字挂在嘴边，就是说不出来是
谁。操场上的空气仿佛凝固一般。

为了检验连队主官是否知兵，主官
与全连战士背对背，依次将全连人的姓
名背出，点到一个，出列一个，直到所有
人出列为止。这也是所有连队主官上任
后的重要一课。

感觉到“压力山大”的，不只是连长，
站在场下的满海源心里也不舒服，甚至
还有点自责：“都怪我平时表现太低调，
把连长给‘坑’了。”

求助一般，连长开始在目之所及的
物件上寻找“灵感”——

门口的哨桌上，除了整齐摆放着的
值班表和岗哨职责外，还放着一支卡通
图案的中性笔。前几天下士刘佳豪外出
时，买了这支笔，他还显摆了好几天。刚
才，已经点过刘佳豪了。

门侧是摆放整齐的一排扫帚。连队
岗哨职责当中，有一条是“保持哨位区域
卫生”。全连 70多名战士，能严格落实
这条要求的战士并不多。终于，在接近
10秒的仔细思索后，连长点出了满海源
的名字。
“到！”满海源回答得特别大声，然后

利索地转身，跑步入列。最后一滴水终于
归入大海，今天的背对背点名宣告结束。

点名结束，连长单独把满海源叫
住。连长想要说点什么，又不知道该说
些什么，只好拍一拍他的肩膀。满海源
也只是笑笑，作为回应。

洗漱完毕后，连长有点睡不着。晚
上点名时，最后才点到的那几个士兵其
实都挺踏实，训练成绩也不差，从没掉过
链子，就是平时不爱表现。平时对这些
士兵关注的少，连长突然感觉挺对不起
他们。

连长拿出手机，一看上面有个未接
来电——是在兰州当中学老师的女朋友
打来的。连长突然想到，连队和班级有
一定的共通之处：都是一帮年轻人聚在
一起，不同的是，高中生看考试成绩，战
士们看训练成绩。

还没来得及给女朋友回电话，满海

源的班长马仕铭就敲响了连部的门。马
班长和连长很默契。但对于今晚的事
情，他们暂时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目前
而言只能“多观察，多开导”。

我的存在

“中游群体”面面观

必须承认，当一群人组成为一个集
体时，分层现象就必然会发生。

三连指导员宋坤曾做过一个总结，
把处于中游的这部分士兵大体分为三
类——

第一类士兵，是从上游滑到了中
游。在新兵训练时期，他们往往表现得
比较优秀。但是随着兵龄增长，职责岗
位要求越来越多，自身和外部环境等因
素发生变化，他们没有及时调适过来，便
下滑到连队的中游。

刚刚选取为下士的刘佳豪，在前两
年的义务兵阶段是比较优秀的。那时，
只要体能好、干活积极，就能从同年兵里
脱颖而出。但是，晋升士官以后，情况变
得不太一样。连队对士官的要求更高，
除了体能好、训练达标，课余还要学习大
量专业知识，这些都让他头疼。前段时
间，刘佳豪报名参加上级组织的运动会，
却没有通过选拔。接二连三的打击让刘
佳豪有点迷茫，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两
个字：心累。

第二类士兵，是原本就处在中游。
他们自身没有太多想法。行百里者半九
十。他们大多觉得，完成最后“十里”太
费劲，“安于现状也挺好”。

列兵翁凯东在同批士兵里不算突
出，也绝不落后。从新兵训练开始，他
的成绩就是全连的“中位数”。下连以
后，全连一半人的成绩在他前面，另一
半人在他后面。套用连长的话说就

是：“我对你们的要求也没多高，和翁
凯东差不多就行。”班长也想过，给翁
凯东加把劲，把他推到“尖子”的行
列。无奈翁凯东每次都是推一下、进
一点。因为班长要带班里好几个战
士，自己还有“四会教练员”比武任务，
分身乏术，时间一长，对翁凯东也就听
之任之了。

最后一类士兵，是从下游赶到了中
游。他们原本处在下游，有改变自己的
想法，也付出过努力，但依然没有到达上
游，最终便停留在了中游位置。

对于列兵覃柏林而言，能到达连队
中游实属不易。新兵训练时，他的各项
成绩都垫底，没有一项成绩称得上突出，
算是一条实打实的“咸鱼”。
“咸鱼”想要翻身，何其困难，但覃柏

林还是决定试一试，“也算是对自己有个
交代”。拼尽全力之后，覃柏林还是没有
达到中上游水平，不过好歹摆脱了“尾
巴”的标签。对此，覃柏林感觉很满意。

在很多营连主官和骨干心中，这部
分中间群体的士兵具有以下特征：偶尔
亮眼，性格内向，做事谨慎，听招呼、守
规矩，训练成绩甘居中游，既不“冒尖”，
也不愿落后挨批评。他们受到的关注
不多，也很难给其他人留下深刻的印
象。

当前，各单位演习演训任务逐年增
多，各级比武也不少。“连队既要争取荣
誉，又出不起问题。”这是大多数基层主
官和连队骨干的想法。
“培优辅差”成为连队的工作重点。

为什么要“培优”？因为火车想要跑得
快，一个好的火车头必不可少；为什么要
“辅差”？因为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
最短的那块板。于是，他们不得不把更
多的精力放在了连队的“头”和“尾”上，
一部分处在“中游”的战士被有意无意地
遗忘。
“如果把连队比作一个橄榄核，那么

这颗橄榄的头和尾只占整体的 40%，其
余 60%的战士都处于中游地带。”该团政

治处主任罗金栓介绍说，这部分人很容
易落入各级骨干的盲区，如果没有引导
好，就可能会掉到下游。

我的烦恼

谁能看到我的努力

周三晚上熄灯后，班长起身去连部
开会。宿舍门刚刚合上，二连一班的“卧
谈会”就开始了。

卧谈的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包括当
天发生的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有时，
最不爱说话的满海源也会插上几句话。
“指导员对出公差的王淞等人提出

表扬。咱们几个人啊，就在那个‘等’字
里面。”李大鹏嘟囔了一句。下午，连队
不少人都去打扫装甲车训练场。工作脏
累倒没什么，只是晚上指导员讲评时，只
点到了一个人的名字。
“没办法！人家王淞确实比我们卖

力。更何况，王淞的训练成绩在连队拔
尖，也不怪连长和指导员总表扬他。”邓
旭升插话。

听完邓旭升劝导，李大鹏没有说
话。前阵子，部队请地方的心理咨询师
来上课。很多具体内容李大鹏已经想不
起来了，可有个词突然浮现在他的脑海
里——“晕轮效应”。

训练成绩好就代表什么都好吗？李
大鹏也不知道，但他总是感觉哪里不太
对劲。明明大家都干得差不多，但到了
讲评的时候，连长、指导员和各级骨干都
习惯先去表扬那几个训练“尖子”，把其
他人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
“感觉这些‘尖子’就像太阳，我们都

是星星。晚上还能看见星光，可太阳一
出来，星星就看不见了。”李大鹏翻了个
身，叹息道。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还有周贵

林。今天上午，连长安排人检查火炮，为
下一步实弹射击做准备。这项操作难度
不算大，周贵林也会。当时，他站在连长
旁边，可连长还是让人把不在场的王淞
叫了过来。“都说给任务就是给荣誉，为
什么不能给我一个展示的机会？感觉自
己就是个‘透明人’。”他说。

半坐在床上的杨东语也有同感。他
正给自己的小腿进行放松按摩，今天 10
公里越野跑的“后遗症”还没恢复。连长
有一个习惯，当晚连队点评时会对白天
训练的前 5名进行表扬。为了能跑进前
5名，杨东语几乎把自己“榨干”了，点名
的时候小腿还隐隐作痛。

本来，长跑算是杨东语的强项，但连
队的长跑高手也不少。拼尽全力之后，
他跑到了第 8名。这是杨东语有史以来
的最好成绩。

晚上点评，连长照例表扬了前 5名，
此外还表扬了进步较大的战士李世壮。
听完这 6个人的名字，杨东语抿了抿嘴
唇，眨了眨眼，“夸完先进夸后进，什么时
候连长也能夸夸我呢？”

还好，在随后的班点评中，班长吴宇
航把杨东语“狠狠”地夸了一顿。虽然还
是有点失落，但这多少让他感觉到一些
安慰。

其实，每一位战士都不甘于平凡，更
不希望走进集体中的“盲区”。但是，前
进的道路上需要动力。除去自我激励
外，外部的鼓励同样必不可少。

我的位置

“中间”其实是“中坚”

去年年底，满海源第一次登上领奖
台。手捧“优秀士兵”证书的他做梦也没
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站在领奖台上。

连里有 62人参与了投票，其中 52人

把票投给了满海源。一直认为自己被连
队忽略的他，发现事情并不完全是想象
中那样。

两周前的一个深夜，连队会议室依
然亮着灯。会议桌上的花名册，已经被
两位连队主官和各级骨干来回翻了好几
遍。

优秀士兵候选人的评选需要慎之又
慎——把训练“尖子”和骨干选上，是因
为他们给单位争得了荣誉，做出了贡
献。“优秀士兵”是对他们过去一年工作
的肯定，无可厚非。

问题聚焦到了中游部分。
营长郭自新曾做过一次问卷调查，

让每个战士给自己在连队排个名。结果
发现，几乎所有处在中游的战士，都把自
己的排名定位在这样一个区间：前 20%-
前 50%。

自测属于连队中游靠上的原因各式
各样，但大多集中在训练成绩不差、踏
实、可靠等方面。

这么多“中间”人，到底选谁呢？
指导员拿着花名册，一个一个名字

过。当提到满海源的名字时，两位连主
官和骨干们都惊奇地发现，他们对这个
战士的印象太一致了——就像空气一
样，平时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但是一提他
的名字，大家才发现他一直都在那里，默
默无闻地干着工作。连队有些爱耍点小
聪明的兵，一看到满海源还在干，也就不
好意思再偷懒了。

也就是在这时，大家才发现，这些
“中间”人群，原来也是中坚力量，连队
的绝大部分工作都要由这些战士去完
成。他们处在“头”和“尾”之间，不温
不火，领导骨干夸不到也批不着，有意
无意间就会弱化对这部分战士的关
注。

但是，省心、可靠并不能成为领导
骨干“忽略”这些战士的理由。每一名
战士选择来到部队，其实都想要有所改
变，也都想要得到其他人的重视，哪怕
是批评。

三连列兵张桂山不爱说话，各项成
绩也一般。但是，班长吴建磊发现他的
手很巧，分解保养炮栓的速度在连队数
一数二。晚点名时，吴班长特意在全班
面前表扬了他。

连长史宏涛以前不爱夸人，他有
自己的道理：“夸奖的话讲多了，就会
变得廉价。”不过，他也发现了自己的
问题——夸来夸去，总是那么几个人。
“一个集体，呈现出橄榄核的结构

是非常正常的。比如我的班里，中游
的学生占大头，直接影响全班成绩。
我的办法是，一有机会就夸他们。”女
友来电话告诉连长史宏涛，引导这部
分中游群体，其实很简单，多给机会，
多找亮点，多些夸赞，情况自然而然就
会变好。

听完女友的建议，史宏涛特意召集
骨干，明确要求：只要战士们身上有能看
到的闪光点，有值得肯定的地方，那就
“找个机会讲一讲”。

满海源最近被选为自行火炮驾驶
员，把控着火炮的“双腿”，责任重大。连
长史宏涛对他很放心，“这家伙，稳得
很！”

早晨，起床哨声一响，满海源条件反
射般地从床上坐了起来。醒神没超过 5
秒，他便快速穿好衣服，整理床铺准备集
合出早操。

这，就是满海源和连队其他士兵的
日常：简单、重复，但每一件事情都需要
认真对待。

仔细算算，满海源已经入伍 700 多
天了。在这个集体中，他找到了自己的
位置。

打开舱门，双手握着方向盘，坐在火
炮驾驶室，满海源的双眼紧盯着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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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列里，每一名战士都有光
■李 成 钱 瑛 张斯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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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间隙，新疆军区某装甲团官兵进行小比武活动。 张银春摄

基层热点话题·如何对接新生代官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