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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熄灯后，士官小徐敲开了
连部的门，一脸苦闷。问其原因，原来
是和女朋友吵架了。

小徐和女友恋爱好几年了，今年商
量好准备领结婚证。前几天，姑娘一个
人风尘仆仆赶到小徐老家，可小徐父母
在外地工作抽不开身，小徐又在部队回
不去，姑娘感觉被人冷落挺委屈，在电
话里和小徐吵了起来。眼看要领证了，
搁谁谁不闹心！

当天晚上，听完小徐的诉苦，我和
连长轮番上阵安抚他的情绪。第二
天，我决定给小徐的女朋友打个电话，
当个“和事佬”。让我没想到的是，这
个电话一打就是一个多小时。从电话
里，我听出了姑娘的不易和付出。我
知道，姑娘对小徐是真心实意，这次只
是宣泄一下不满。

等真正见到这位姑娘时，小两口已
经领证结婚了。这位新任军嫂在家属
院给大家做了一顿红烧肉，看着他们幸
福的样子，我的心里也美滋滋的。

这件事让我感触很深。军营里，每
名战士都会面临各种实际困难，作为一
名 95 后的年轻指导员，不能因为自己
没有经历过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就对官
兵的“家务事”不管不顾。而且，很多事
情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并不是打个
电话就能解决。上等兵小周亲人去世
回不去、中士小李跟父母闹矛盾、新兵
小刘的家庭遇到涉法纠纷……所有这
些，都需要指导员出谋划策解决，而不
仅仅是嘘寒问暖。

我所在的连队人数众多，需要投入
的精力也更多，但绝不能放过任何一件
“小事”，因为你眼中的小事对战士来讲

可能就是天大的事。
新兵对社会还比较陌生，人生阅历

浅，为人处世、待人接物还不周到，需要
正确引导；士官需要考虑成家问题，容
易出现感情困惑，需要知心人帮着出主
意；老班长大都已成家立业，家庭压力
大，需要关心支持……很多时候，我们
做的还远远不够。

去年底，连队战士小董想家情绪比
较重，每天心不在焉，我就经常找小董
聊天，给他家人打电话。除夕夜，我俩
碰巧在一起站岗。那一晚，我们聊了很
久，小董的心结一点点解开，也给自己
定下了新年目标。

下岗的时候，远处烟花绚烂，看着小董
幸福的笑容，吃着大家自己动手包的饺子，
虽然回不了家，但我真的感觉很幸福。

（付 震整理）

95后指导员如何理清官兵“家务事”？
■中部战区空军地导某营发射保障连政治指导员 高思峰

相声演员马三立改编并表演的相

声《买猴》，塑造了一位外号叫“马大

哈”的人物形象，就是马马虎虎、大

大咧咧、嘻嘻哈哈。与之对比，电视

剧里蔡明扮演的马大姐是个热心肠，

喜欢关注家长里短，虽说有时显得

“婆婆妈妈”“啰啰嗦嗦”，却把街坊邻

里的事儿都放在心上。

为何把这两个人物放在一起？对

每名指导员来说，这就是两面照见自身

作风的镜子。作为连队的“家长”，我们

一定要努力成为热心肠、爱操心的“马

大姐”，绝不能成为“马大哈”，凡事马马

虎虎、整天糊里糊涂，对官兵所想所需

不掌握、家庭情况不关心、情绪变化不

敏感。

基层部队充满了家长里短，需要指

导员拿出“马大姐式”的细致去了解情

况、做好工作。一事当前，需要先替战

士着想，把战士的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

来对待和处理，时时处处把困难留给自

己，把方便让给战士，以慈母心、兄长情

真心关爱战士，与他们一起面对生活中

遇到的坎坷，让每名战士感受到部队大

家庭的温暖。

不妨想一想，我们到底是“马大

姐”，还是“马大哈”？

努力成为“马大姐”，千万别当“马大哈”
■高思峰

指导员高思峰细腻的笔触，为我们

透视基层连队剖开了一个生活化的切

口。受婚恋问题困扰的年轻士官，和父

母有了隔阂的中士，思乡情化不开的战

士……有血有肉的官兵，糅杂着家长里

短的故事，为火热而又平淡的军营增添

了几许微澜。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

间。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实则连着强

军兴军的大计，小事处理好了，微澜就

会成为助推部队发展前进的浪花；相

反，如果处理不当，就可能变成阻碍前

进发展的滔天骇浪。而决定变化的关

键，则在于带兵人的态度。

你是什么样子，你的兵就是什么样

子。我们不妨进一步思考：你怎样对待

战士的“鸡毛蒜皮”，战士就怎样对待你

下达的指令。只知道发号施令，不知道

关心部属的四季冷暖、柴米油盐，只会

寒了身边一颗颗滚烫的心；只知道“嘘

寒问暖”，不去解决实际问题，最终只能

收到口头上的“明白”。

因此，要想带领连队驶往更加开阔

的水域，年轻的带兵人必须学会处理好

战士的“鸡毛蒜皮”，如此，官兵“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干事状态方会出

现，矢志强军兴军的道路才会愈发顺畅。

“鸡毛蒜皮”，事小体大
■徐 鹏

“4发全部命中，成绩评定优秀！”坦
克仍在轰鸣，抹了一把脸上的汗珠，新
疆军区某装甲团中士李亮稍稍喘了口
气，心底的那份自信又回来了。

不久前的那次实射，李亮破天荒打
出了 4发 0中的“历史性”成绩，与其说
是失利，李亮更觉得是耻辱。
“连‘一级射手’李班长都打了‘光

头’，我们岂不也要‘凉凉’”“前些日子
老李还在担任集训队教员，这回怕是老
马失蹄了吧”……回到帐篷里，战友们
的议论让李亮感到更扎心了。

李亮败得不冤。超正常射击距离
设置目标、机动路线到处挖坑设卡、靶
身与山地融为一体……新修建的训练

场弥漫着陌生的气息，无论谁第一个上
场，恐怕都难免惊慌失措，但 4发炮弹
全部脱靶的结果着实让人吃了一惊。

官兵们发现：以往，战斗射击前背
表尺、射击跑道埋提示物、目标周围设
参照物等训练套路失灵了；射手提前算
好数据，到点“打卡上靶”的考核潜规则
也画上了终止符。

打破常规、突破套路，阵痛是必然
的，头一个“吃螃蟹”的李亮成为了该团
纠治和平积弊的先锋。复盘会上，官兵
全然没有了在新场地射击的兴奋劲儿，
有的直言习惯了“等靠”，完全自主进行
实弹射击还不太适应；有的爆料个别带
兵人为了省心，习惯套用往年训法，不
愿探寻新思路……
“能力提升，其实就是不断回炉再

锤炼、不断解决新问题的过程。”摒弃和
平套路，深刻总结反思，李亮率先当起

了“新兵”。他带队驾车跑遍新的训练
场，收集整理各类数据，大胆摸索新的
训法战法，虽然身上多了些磕碰伤，但
对于在陌生场地如何命中目标，李亮心
里渐渐有了谱。
“风速 8米每秒，表尺 1350，向左修

正……”再次进入射击战位，李亮带着
原班人马，顶着恶劣天气，4发炮弹全部
命中目标，一雪前耻。该团以此为契
机，把李亮的训练经验及时推广，并根
据训练进度常态化变更训练条件，官兵
们直言：如今的训练毫无“捷径”可循。
“破除和平积弊，仅仅盯着场地还

不够。”拿着一份问题清单，该团领导告
诉记者，除按超出常规 20%设计训练场
地外，截至目前，诸如模仿往年训练教
案、以训练时间衡量训练质量等思路做
法统统被赶出了训练场，官兵们的实战
化素养得到了有效提升。

“一级射手”打出“4发0中”之后
■本报记者 颜士强 通讯员 尔惠子 胡 杰

部队有种说法，指导员好比连队的管家、战士的家长，吃喝拉撒事事
都得管好管明白。但对于不少年轻指导员来说，自己都没成家，如何把家
长的角色扮演好——

带兵人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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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暑时节，海拔 4000 多米的昆仑
山腹地依旧寒风刺骨。驻扎在这里的
第 76集团军某旅正在对坦克的最大爬
坡高度进行数据采集。

不久前，该旅奔赴高原参加演习，高
海拔、低含氧量导致装备的机动、通联、
射击等效能严重下降，加之天气多变，装
备的性能参数很不稳定。在一次训练形
势分析会上，有人提出“更新武器装备相
关数据”的建议。
“教范上对各种参数都有详细的记

录，再进行一次实验纯属多此一举”“单位
装备多而杂，全部检验不光耗费人力物
力，还会影响演习任务的进行”……对于
测试武器装备数据，不少人持否定态度。
“磨刀不误砍柴工。只有熟练掌握

手中武器，才能在战场上多一分胜算。”
旅领导带着大家认真分析利弊关系，最
终决定对所属武器装备进行全系统全
平台联合检验。

他们采取“设置不同条件、利用特
殊天候、构设不同要素”的方法，按照

“同一系统不同环境、同一环境不同任
务、同一任务不同战法、同一战法不同
编组”的原则，区分机动突击、火力打
击、对空防护 3类平台，对各种装备展
开测试，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高原训
练数据库。

近日，该旅组织合成营战术演练，
坦克驾驶员慕雪峰充分发挥坦克越壕
的极限效能，顺利通过原本需要工兵机
械援助才能通过的反坦克壕沟，节省了
作战资源和越障时间。

高原演训，“参数”先行
■陈善锋 江本晖

新闻前哨

8月下旬，武警浙江总队杭州支队为30名考上军校的战士举行欢送会，祝贺他

们考上军校，激励他们再接再厉，早日学成归来。欢送会结束后，部分考上军校的战

士开心地晒出手中的录取通知书，记录下这美好的一刻。

王成滨、陈 波摄影报道

统计原本是一项再正常不过的工
作，可如今在不少单位，却成了一桩人
人谈之色变、个个闻之头疼的烦心事，
这是为何？

相信很多基层官兵都有这样的感
觉：总有填不完的个人信息，总有写不
完的情况说明，总有报不完的数据统

计，而且机关不同部门重复要，标准要
求经常变，全然不顾这里面有多少内容
是不变量、常变量，又有多少是重复项、
冗余项，弄得大家焦头烂额、疲惫不堪，
严重影响了练兵热情和干事动力。

如此统计为哪般？且不追问这些
资料、数据、信息汇总上报到底发挥了

什么作用，单就这种重复统计、反复上
报的方式就让人难以理解和接受。官
兵们说，在如今的信息社会，一款APP、
一个数据库就能轻易搞定的事，为啥还
要这般大费周章、来回折腾？这个问号
本身及背后暗含的问题，令人深思。
文/付孟哲、刘雄马 图/马路通、李文宗

如此统计，怎一个“烦”字了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