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读者之友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２日 星期六

谢顾问答读者

E-mail:junbaoduzhe@163.com 责任编辑/成文军

读者推荐

战友、同学、发小被称作“人生三
铁”。部队是年轻人的天地，新兵正处
于血气方刚、容易冲动的年龄，遇到事
情有时不能很好控制自己的情绪。天
天在一个锅里吃饭，没有马勺不碰锅沿
的。大家工作、生活、训练、学习在一
起，相互之间免不了发生点误会和矛
盾。碰到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要克制忍让。一个连队几十
名官兵来自五湖四海，由于个人经历、
成长的环境、性格、志趣的不同，发生
这样或那样的矛盾、摩擦、争执都是正
常现象，生活中令人气恼的事情也时
有发生。每当这种情况出现时，都是
对双方当事人的一个考验，如果剑拔
弩张，大打出手，就可能导致严重后
果。如果有一点忍让精神，则会息事
宁人，化干戈为玉帛，“退一步海阔天
空，让三分风平浪静”。遇事不发火，
用克制和容忍来“冷却”自己的激情，
这是一种应该提倡的精神。当然，要
做到这一点，对于血气方刚、性格急躁
的年轻人来讲可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情。这就要求大家要加强思想修养，
在发生矛盾冲突时多想想兄弟情、同
志爱，多想想战友情谊，这样一来，就
不会为了一点小事斤斤计较，激化矛

盾了。
其次要学会运用息怒“冷处理”

法。当自己心中不快、怒气上升时，及
时进行心理上的自我放松，或提醒自
己“不要急躁，不要生气”，或听从旁边
人的劝阻，转移话题和兴奋点，改做其
他事情，这些都是使冲动和急躁的心
情平静下来的“冷处理”方法。如果多
来这么几次“冷水降温”，则可以缓和
矛盾，疏顺内心的不快，从而避免矛盾
的激化。

再次要主动伸出和解之手。战友
之间的矛盾有时可能是一句玩笑话引
起的。有的同志跟别人争执起来，往
往不考虑对方的承受能力，什么话“解
恨”说什么。有的觉得对别人说声“对
不起，是我不对，请原谅”是“掉价”的
事，明知自己理亏，也不愿承认自己错
误，认识不到恶语伤人的危害。社会
新闻上常有因为“一句脏话引来杀身
祸、一个瓜子皮杀死人”的激情案件。
所以，战友之间相处，要注意语言美，
不讲脏话粗话，不揭别人短处，相互尊
重，相互理解。

（执笔：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人武

部 游成锋、戴万军、黄志军）

战友之间闹矛盾怎么办？

谢顾问：

您好！我是一名正在带

新兵的排长，在训练生活中发

现：有的新兵适应能力比较

弱，面对部队紧张的生活不能

很好的适应，出现焦虑、自责

的情绪，有时会感到“不合

群”；有的新兵在遭遇挫折、被

批评时，不能及时调整心态，

克服困难解决问题，容易“泄

气”，认为自己“不是当兵这块

料”；很多新兵都是独生子女，

个性比较张扬，战友之间有了

矛盾难免会意气用事，不能很

好地解决矛盾……我是第一

次参加新训工作，经验不是很

丰富。请问，在新兵遇到这些

问题时，我应该如何引导新兵

正确处理呢？

某部排长 小 江

新兵战友，遇到这些问题怎么办？

嘹亮的军号随着晨曦响起，军人
紧张的一天开始了。
“起床、洗脸、集合、站队，排队上

操场，稍息、立正，昂首挺胸，报告班
长”，一首《士兵小唱》的歌唱出紧张有
序的军营生活，从早到晚一环扣一环，
踩着钟点一步接一步，这就是快节奏
的军营生活。

新兵离开家乡来到部队，从松散的
地方生活环境走进军营，往往不能马上
在心理和生理上适应紧张的生活，暂时
对部队紧张生活出现不适应是正常的，
不必自责、自恼和气馁。一个人适应新
环境需要一个过程，但不存在无法适应
的问题，只有适应快和慢之分，面对一
时的不适应，你该怎么办？

要敢于对自己说“我行”，一个人
自信了，就能充分激活自身潜能，改变
原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提高自
身对军营的适应能力。掌握部队一日
生活规律和相关规定，熟悉每天的工
作和生活程序，注重一日生活习惯的
养成。

一是要学会做时间的主人。养成
尽可能在限定时间内完成计划任务的
良好习惯。

二是学会科学安排日常活动。对
生活程序灵活机动地进行排列组合，
以使自己在感觉上减轻紧张的程度。
比如早操后应避开洗漱高峰，或者先
去卫生间，或者先整理内务，等人少时
再去洗漱等。

三是要加强技能技巧的培养。熟
练的技能技巧不仅能节约时间，更重
要的是能大大提高对部队生活的适应
能力。如空闲时多练练整内务、打背
包，多练练队列动作，多练练穿衣戴帽
等等。

四是尽可能多地参加集体活动。
部队生活紧张，不等于没有一点空闲。
要善于利用星期天和学习、训练的间
隙，参加一些文化娱乐活动，多和战友
打打牌、下下棋、唱唱歌、猜猜谜语、讲
个故事，或与战友开开玩笑、讲几句幽
默话等，都可以取得放松的效果，减轻
心理紧张，从而缩短适应期。

海明威说过，“这世界是个好地
方，值得我们为之奋斗。”十七八岁的
青年，正处于人生的黄金时期，身体健
康，反应敏捷，接受能力强，来到部队
这个好地方，只要有信心，努力拼搏奋
斗，就一定会很快适应部队生活。

环境不适应怎么办？
从一个地方青年到一名合格军

人，就像一块铁炼成宝剑，需要不断
地淬火加钢，像凤凰涅槃一样浴火重
生。教育训练就像雕刻的刀，就是塑
形的模，抑或是火热的熔炉。

你们一到部队，就要进行比较系
统的教育训练，有人会因为文化程度
低，参加学习教育感到吃力；有人会
因为身体素质弱，训练成绩提高不
快……这些困难就像弹簧一样，你强
它就弱，你弱它就强，只要有颗勇敢
的心，这些困难就不算个事。

一是正视自己的差距。大家基础
不同、经历不同、接受能力也不同，
自然的，学习训练起点也不一样。有
人学历高，理论知识掌握就牢一点；
有人曾经参加过军训，队列训练上路
就快一点。这些都是正常现象。认清
了这一点，就要围绕自己的弱项，多
下些功夫，多向做得好的战友学，时
刻给自己打气，只要用心、方法得
当，肯定能“赶上队”，甚至会超越
战友。

二是“跟困难拼刺刀”。遇到学
习训练上的矛盾困难，不能见难思退
绕道走，要勇敢面对，知难而进。现

在学习和训练中遇到的一些挫折不算
什么，比如有人怕紧急集合，背包打
不好，东西找不到。那么你应该总结
方法，比如衣服、鞋子放到位，平时
练练打背包，只要在困难面前不低
头、不认输，就能战胜学习和训练难
题，克服一个困难自己就提高一截，
解决一个问题训练就前进一步，慢慢
地困难就迎刃而解了。

三是比别人多练几动。跟别人有
了差距，就必须付出比别人更大的努
力去追赶。不能别人休息你休息，别
人闲玩你闲玩，那可不行。只有挤出
时间多练，别人一个动作做两遍，自
己可以做十遍；别人课余休息了，自
己还可以加班学习训练。只要肯下苦
功夫、真功夫，就能使自己在学习训
练上有大的进步，在较短的时间内，
取得超越别人的优秀成绩。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要

想成为军营中的佼佼者，就须下得一
番苦功夫。就像一位将军说的，“当
许多你从未经受的痛苦接踵而来你又
无法躲避的时候，你所获得的就是迅
速成长，因此，你的身体和灵魂变得
丰富起来。”

训练学习跟不上怎么办？

作家柳青说过一句著名的话：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
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
候。”新战友光荣参军，是青春时期
关键的一步，但因阅历浅、经验
少、情况不熟悉，认识事物不全面，
处理问题不善于把握“火候”，难免
会犯点错误受到批评。这里就有一
个如何对待批评的问题。受到批评
怎么办？

一是要虚心接受。“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在人生的道路上出现一
些失误是难免的，新兵刚入军营，
更容易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
问题自己还觉察不到。在这种情况
下，领导和同志给自己指出来，确
实是一种关心和爱护，对自己的成长
进步有好处，不要不理解。有的同志
觉得，自己的问题作些自我批评就行
了，用不着别人说三道四。要知道，
“观人之过易，见己之失难”，自我了
解总是受到一定局限。那些落马的贪
官，就是听不得批评，一步步走向犯
罪。俗话说：“脊背上的灰自己看不
见。”如果不让别人帮助拍打拍打，
怎么能把身上的“灰尘”弄干净
呢？因此，不管批评来自何人，都

要虚心听取。
二是要闻过则改。陈毅元帅说

过，“难得是诤友，当面敢批评。”我
们犯了错误，要有闻过即改的作风，
闻过、知过的目的是为了改过。受到
批评之后，要善于查找原因，静下心
来认真想想：自己出问题出错误，产
生了哪些危害，原因是什么？只有认
真自我反省，才能“摔个跟头，捡个
明白”，便于自己从根本上吸取教
训，今后不再出同样问题、犯同样错
误。

三是要正确对待不准确的批评。
有的同志认为，领导和同志们的批
评是与自己过不去，这些想法都是
不对的。其实，领导和同志们对有
缺点错误的人进行批评，都是出于
关心爱护，希望战友跟上队伍，共
同前进，并不是故意“整”谁，更
不是想把人“一棍子打死”。因此，
万一别人的批评与事实有出入、分
析不准确、方法欠妥当，也应当有
则改之，无则加勉。

也许，很多年过去，你们会怀着
无限的眷恋，回忆当年新兵连的批
评，因为这些批评已成为你成长过程
中的一种养分。

受到批评怎么办？

近日，某地青年小王的手机收到一
条“××银行”发来的短信，而且手机显
示该号码也是“××银行”常用的服务号
码。短信告知其信用卡严重逾期，已被
临时冻结，并被录入征信系统。收到短
信后，小王赶忙拨打短信中留的电话号
码，对方表示要交 2000 元才可以解冻，
还要关注一个“××银行自助服务中心”
的微信公众号进行办理，否则就会影响
个人征信。关注该公众号后，小王发现
上面无论标识，还是功能，都与××银行
一致，当小王按照公众号指示操作，看到
还款逾期的名单与自己的个人信息完全
符合，就赶紧扫描公众号里提供的二维
码，向对方转账 2000 元要求解冻。事
后，小王越想越不对劲，就拨打了××银
行的客服电话，才发现自己的信用卡根
本没有逾期，而是落入了诈骗陷阱，白白
损失了2000元。

无独有偶，学生小李无意中在朋友
圈看到一条“关注某商家微信公众号免
费领礼物”的链接后，便随即关注了该公
众号。根据公众号提示，小李填写了微
信号、姓名、手机号码、家庭住址等信息，
以方便商家邮寄礼物。最后，该公众号
提示小李：“为保证每人只能领取一个礼
物，需要提交收到的‘手机验证码’”。当

小李按照提示输入验证码后，微信钱包
里的钱竟被神不知鬼不觉地转走了，这
时小李才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

上面这些都是不法分子利用微信公
众号进行诈骗的常用手段，他们在公众
号中植入虚假广告、钓鱼链接，令大家防
不胜防。为此，笔者给大家提个醒：

1.擦亮“火眼金睛”。许多虚假公众
号都会披上“某企业、某公司”的外衣，用
以迷惑使用者。这类公众号尽管与官方
公众号十分相似，但它们的注册认证信
息只能为“个人”。这是虚假公众号与官
方公众号的最大区别。

2.不要在公众号内随意填写个人信
息。不法分子要想利用公众号骗取大家
的钱财，一般都需要用户填写姓名、身份
证号、电话以及手机验证码等个人信
息。建议大家在使用时多多留心，不随
意提供个人信息。

3.切勿随意邀请好友关注或自己转
发公众号链接。不法分子经常会利用
“免费领礼物”“转发得红包”等诈骗手
段，诱导使用者掉入自己的“陷阱”，或扩
大虚假公众号的传播范围。大家在没有
确认公众号的真假之前，切莫贪图小便
宜，使自己乃至更多人掉入陷阱。

4.如若发现自己不慎掉入公众号陷
阱，在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将自己的损失
降到最低。

武警金华支队 何博帅、余宁磊

警惕微信公众号中的陷阱

我的爸爸是一名军人，一身军装威

武挺拔。我有时会偷偷穿上他的军装，

虽然镜子里的自己有点傻，心里却乐开

了花！

我的爸爸是一名军人，他总是很忙

很忙。他好不容易抽出时间，陪我看了

电影《摔跤吧，爸爸》。他用电影里的话

激励我：“金牌选手不是上天注定，面对

梦想，要用热爱和勤奋来浇灌它！”

我的爸爸是一名军人，战斗值班就

像他的“小情人”。每次值班回来，我想

把攒了好久的话一股脑儿告诉他，可一

个不定时的电话，他只留给我一个匆匆

的背影和一串急促的脚步声。

每一次，爸爸回来时，我都会问妈

妈，爸爸能在家呆多久？什么时候又要

出发？

妈妈告诉我，当他把咱家的冰箱都

塞满，当他把地板擦了又擦，当他在黑夜

里亲吻你熟睡的面颊，这个时候，爸爸就

又要离开家了。

我的爸爸实在是太忙了，我常常埋

怨他陪我的时间太少，甚至忍不住怀疑

他是不是一个合格的爸爸。有时候，我

也会忍不住奢望，军人啥时候也能有个

寒暑假，那该多好！

但在我眼里，我的爸爸是全天下

最帅的。当我遇到困难时，只要想到

身后还有他，我就不再害怕，我会在

心里默默夸赞，他就是我生活中的

“小飞侠”！

爸爸从不跟我说他的工作。训练忙

时，他主动放弃休假，工作起来没日没

夜，把办公室和宿舍当作了家。他常常

叮嘱我：“怡辰同学，我不在家时，要听妈

妈的话，学会照顾好自己。”

我的爸爸平凡又伟大。黑夜里他是

守护平安的灯塔，清晨他迎来第一缕朝

霞。虽然他很少在家，可我却知道，他一

直在不远处，守护着我，守卫着祖国的海

空。

我的爸爸可能没有太多言语，却用

实际行动，将信仰和职责在我的心田种

下。他错过我太多的成长，但我心里明

白，祖国的海空，比我更需要他！

爸爸，等你回家，我要给你一个大大

的拥抱，然后告诉你：“爸爸，我为你感到

骄傲！”

我的爸爸
■陈怡辰

盛世华诞举国欢庆。国庆节前，东
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旅举办了“我和我
的祖国”——迎国庆歌咏比赛暨篝火晚
会，展示了新时代海空雄鹰人，以练兵打
仗为己任，在本职岗位上恪尽职守、矢志
强军的精神风貌。

晚会上，副旅长陈国强的女儿陈怡
辰表演一段精彩的朗诵《我的爸爸》，伴

着熊熊篝火，一句句暖心的话语、一幅幅
感人的照片，感人至深、催人泪下。我们
把这篇文章推荐给解放军报，致敬坚守
岗位、无私奉献的军人，更感谢那些一直
在背后默默支持、辛勤付出的军属们。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旅 金

音、张 瑜推荐

10月8日，因担负国庆安保任务推迟退伍的武警北京总队数千名老兵开始

踏上返乡归途。在火车站候车大厅，部队为他们举行了简洁而隆重的欢送仪

式。老兵们纷纷表示：永葆革命军人本色，在新的岗位上早立新功。

姜润邈、特约记者武炎龙摄影报道

给您提个醒

10月8日，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新兵连邀请国庆受阅士兵走入连队，讲述阅兵经历，用阅兵精神激发新兵献身国

防、扎根军营的热情。图为受阅士兵与新战友交流阅兵体会。 李忠元摄

欢送执行国庆安保任务的老兵返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