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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初，记者在南部战区陆军
某旅北尖岛海防连采访时，从五班班
长、四级军士长徐强的一番感叹中收
获了一条新闻线索。

连队有一本泛黄的知兵谈心录，上
面每一名官兵的生日、籍贯、社会关系，
甚至连最亲密的朋友、和哪位亲属关系
较好都有详细体现。当兵 13 年的徐
强，将此作为开展经常性思想工作的
“利器”，战士的基本情况他都能“一口
清”。可即便如此，他偶尔还是会发出
“现在的战士越来越读不懂了”的感叹。

为啥？就拿 00后战士小李来说，
他左一个“我酸了”，右一个“真香”，
让徐强这个 80后经常摸不着头脑；还
有的新战士化身“十万个为什么”，一
天到晚追着他“打破砂锅问到底”；有
的平时内向腼腆，可一到网上就成了
话痨……

相比之下，另一名 90后上士班长
黎恩平，认识更加理性一些。在他眼
里，种种令人直呼“读不懂”的现象，不
过是这一茬士兵的“时代印记”，没必
要太过惊讶：“仔细想想，自己初入军
营时也曾让许多老班长‘看不懂’和
‘看不惯’。”

指导员彭潇对此认识清醒：“就算背
下所有个人信息，也不一定能get到年轻
官兵的‘心灵电波’。”

正如彭潇所思，新一代年轻官兵
带着强烈的时代烙印，有独特的成长
密码、多元的价值诉求，如果开展经常
性思想工作还用“管你伤风不伤风，三
片生姜一根葱”的简单模式，心态上居
高临下，观念上无法“接轨”，打不开他
们的“心锁”，又何谈把经常性思想工

作做到心坎上？
为了和年轻战士们打成一片，徐

强专门找手游达人、上等兵石威“拜师
学艺”。有了一同“鏖战”的经历，徐强
明显感到，战士们在他面前爱说话了。

没过多久，徐强便尝到了甜头：一
个周末，下士李文钿玩游戏时始终心
不在焉，在几名队友的“吐槽”中，徐强
得知，李文钿和女朋友正在闹分手。
徐强一边玩着游戏，一边以“过来人”
的经历给李文钿传授“恋爱秘籍”，这
一招还真管用，不久，李文钿就和女友
重归于好，干工作比以往更加卖力。
“这在心理学上称为‘相悦效应’。”

聊起这种现象，在该连检查工作的营教
导员万顷说，战友之间有共同爱好、共
同话题、共同经历，情感上自然更加亲
密。“读懂”只是基础，“做通”则是更重
要的“下篇文章”，战士的兴奋点就是共
鸣点，关注点就是切入点。

翻阅连队知兵谈心录，记者想从
中提炼连队做经常性思想工作的一些
金点子，但谈心记录大多只有寥寥几
行字。
“拿着本子正襟危坐，战士就很难

跟你掏心窝子说出点啥来。”彭潇说，
做经常性思想工作没有固定形式，关
键看“聊效”。
“别看这几次谈心记录，加起来才

69个字，但每一次看似轻描淡写的谈
心背后，都需要一群人‘协同作战’。”
彭潇笑着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
亮”，做经常性思想工作要注重发动群
众的力量，让一个人“打主力”，其他人
“打助攻”，而且，这个配合还需要有技
巧、讲方法。

去年 8月，彭潇遇到一件棘手事：
刚休完事假归队的五班战士小骆被发
现违规使用手机。研究处理意见时，

徐强提出了不同见解：小骆平时表现
优秀，以前从未有过违规违纪行为，且
刚参加完选晋中士考核，这个节骨眼
上犯这样的错误，背后会不会有什么
隐情？

一番话，提醒了大家。会后仔细
一打听，彭潇发现，前不久就有战士向
徐强反映，小骆“整天魂不守舍，时常
一个人躲着抽闷烟”。然而，徐强几次
找他，小骆都不愿多谈。这下可好，出
事不久，小骆就把一纸退伍申请书塞
到了彭潇手上。
“先不忙批评。”找来徐强和其他

几名思想骨干碰头商量后，彭潇决定，
由徐强担任“主攻手”，其他人“打配
合”，看看到底是咋回事。

将心比心，小骆终于敞开心扉：他
来自单亲家庭，从小由奶奶带大，前段
时间休假回家，发现奶奶生了重病，身
边却无人照顾，一时萌生了退伍回家
照顾老人的念头，但又舍不得脱下军
装，那一次违规使用手机，正是在和父
亲商量此事。

弄清了前因后果，彭潇根据自己的
经验为小骆分析利弊、出谋划策，还为
他申请旅里“帮战友”计划的名额。此
后，小骆在连队官兵的共同帮助下，妥
善处理好了家事，也解开了心结。连队
研究士官选晋事项前，他郑重向连队党
支部提出留队申请。
“经常性思想工作从来不是‘独角

戏’。”无论是彭潇、徐强还是其他班长
骨干，他们对此都深有体会：发动好思
想骨干的力量，才能编织出一个将连
队官兵拢入其中的网络，达到“众人拾
柴火焰高”的效果。

怎样在“变”与“不变”中，推动经
常性思想工作与时俱进、转型升级？
彭潇坦言，他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官兵的“心灵电波”，你get到了吗
—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北尖岛海防连开展经常性思想工作招法探析之二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吴 永 曾梓煌

官兵心语

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袁 熊：

当前，具有鲜明网络时代特征的“拇指

一族”来到军营，既为部队注入新鲜血

液，又带来了不一样的思想观念和行

为方式。面对这些变化，有些带兵人

还希冀用昨天的“钥匙”打开今天的

“锁”，又怎能不碰壁？如果关爱的“及

时细雨”润不到战士的“思想心田”，

“一条心”“一盘棋”“一条船”就会落不

到实处。

某旅二级军士长 李恒昌：带兵

先要懂兵，正如有的战士所言：“给得

再多，不如懂我。”要善于通过“饭堂

看饭量、床上看睡相、工作看干劲、处

事看态度”等接收战士的“心灵电

波”，更要真心融入他们的“新世界”、

理性看待他们的“新行为”、平和接纳

他们的“新表情”，不拘一格做工作，

发动群众齐参与，少一点“套路”，多

一点真诚。

某旅教导员 刘强虎：开展经常性

思想工作，就是通过循循善诱，解思想疙

瘩，破疑难困惑，稳心理情绪，好比一棵

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

如果官兵对你说的“不感冒”，那么说得

越多，效果可能越差。此外，磨破嘴皮

子，不如干出好样子。只有说到做到、言

行一致，才能真正做到“一个灵魂唤醒另

一个灵魂”，帮助官兵提振干事创业的精

气神。

前段时间，武警青海总队某支队文
书高岳有点烦。

烦恼从何而来？事情得追溯到一个
月前。那天，大队接到通知，支队政委要
到中队召开座谈会。摆放座位牌、擦桌
子、准备茶水……这些任务自然落到了
高岳这个文书身上。正当他干得热火朝
天之际，一声急促的哨音响起，“全体集
合，检查内务！”
“糟了！”高岳暗叫不好，这天从早上

到中午都在忙着布置会场，个人内务还
没顾得上仔细整理。火急火燎赶回班
里，结果还是因为自己没整好内务，导致
班里丢了流动红旗。匆匆忙忙再赶回会
场，又因为仓促制作的座位牌字体没选
对，挨了一顿批。
“我又不是孙悟空，能变成两个用！”

上级的批评、战友的不满，让高岳委屈不
已，他犹豫再三找到班长都荣国，将自己
的满腹苦水倒了出来，“每次领导来开
会，我就得制作摆放座位牌、布置会场，
要是空闲时间还好，碰到几项工作交叉
重叠的情况，我真是分身乏术，弄不好就
会出现各种纰漏。”班长都荣国记下高岳
的苦恼和委屈，安慰他放松心情，干好工
作。

没过几天，支队组织召开官兵恳
谈会，都荣国在会上将高岳的烦心事
说了出来。“文书的烦恼折射出当前我
们一些带兵人的思维，还没有从形式

主义中解脱出来，穿着新鞋走老路，导
致官兵负担不减反增。”支队政委赵明
当即要求机关做好总结梳理，并在党
委会上提醒大家要举一反三，多从日
常工作、生活细节入手，切实为基层松
绑减负。

经过细致的调研剖析，该支队依据
上级相关精神明确规定：机关精简会议
次数，能电话通知的事项不再开会通
知；领导到基层开会和机关日常会议不
摆座位牌，不准备茶水，会场布置从简；

一般性会议鼓励脱稿发言、提倡自备讲
稿，不陪会；组织调研座谈，应选择官兵
就近的地点安排，让基层干部战士少跑
路……新鲜出台的规定，繁文缛节少
了，工作作风实了，赢得支队官兵纷纷
点赞。

这几天，高岳心情大好，见人总是乐
呵呵的。为啥？就在上周，他“双喜临
门”：所在班级重新夺回内务卫生流动红
旗，个人也因各项工作进步明显被中队
评为“进步之星”。

别了，布置会场的烦恼
■本报特约通讯员 龚泽玺 凡学强

潜望镜

前不久，旅里公布了表彰名单，看到
自己榜上有名，我欣喜之余，想到之前的
患得患失，一丝愧疚不禁涌上心头。

汽车驾驶专业出身的我，已经摸了7
年方向盘，曾2次担任集团军司训大队教
练班长，安全行车 3万余公里。去年，我
牵头负责全营驾驶员的训练管理工作，
带领战友圆满完成了各项机动、演训和
保障任务，大家对我都十分认可。

去年年终总结工作展开后，连队推
荐我参评旅里的“红旗车驾驶员”。晒成
绩、比作风……一路过关斩将，经过民主
测评和营党委讨论，我顺利进入了旅里
的“决赛圈”。然而，全旅共有 9名候选
人，最后能获评“红旗车驾驶员”的只有
3人。

9进 3，虽然对自身实力有信心，但
我心里仍有些忐忑。
“小黄，你最好找个机会向领导汇报

汇报思想。”看到我这两天寝食难安，排
里一名老班长悄悄支招，我立马听出了
弦外之音：这个时候找领导汇报思想，说
直白点就是“求关照”。

思前想后，对荣誉的渴望让我忍不
住动起了歪脑筋。经过深思熟虑，我确
定了两个可以当面汇报思想的人选：一
个是运输投送科科长，他曾当过我的带
车干部，比较熟悉我的情况；另一个是副
旅长，虽然不熟，但跟我是老乡，去当面
汇报思想应该也没坏处。

打定主意后，我向连里请假前往机
关楼。
“星朝，去机关干吗？”没承想，走到

半路迎面碰上了教导员，我一下子慌了
神，禁不住他两句问，就交了底。

听出了我的小心思，教导员笑着摆
了摆手：“刻意汇报思想求关照，用不
着！旅领导明确表态，评功评奖一定会

做到公平公正，绝不让踏实干活、实绩突
出的人吃亏。”
“走，一起回去！”教导员拍了拍我的

肩膀，一边走一边提醒我，评功评奖完全
靠实力、凭实绩，抱着不纯粹的目的去汇
报思想，说不定还会适得其反。听了教
导员的一番话，我渐渐冷静下来，也认识
到了自己的思想偏差。

最终，我如愿评上了“红旗车驾驶
员”。新年伊始，拿到上级颁发的证书，
我更坚定了立足本职、建功立业的信
念。

（王玉明、吴 阔整理）

刻意汇报思想求关照，用不着！
■第75集团军某旅防空营指挥保障连中士 黄星朝

1 月上旬，武警株洲支队某中队组
织体能考核，此前半月板损伤的上士林
仲进走出伤病困扰，在 3000米跑中实现
成绩新突破。擦去额头的汗水，林仲进
激动地说：“多亏了训练伤防治专家的指
导，现在跑起来轻松多了。”

防控训练伤是保证部队战斗力的重
要一环。该支队调研发现，尽管目前科
学组训已成常态，但随着训练强度的加

大，官兵在训练中受伤的风险也日渐增
多，不少人受到伤病困扰，训练水平难以
提升。

为此，该支队积极整合军地资源，
在上级业务部门的指导帮助下组建
“医、体、训”3 支专业队伍，探索构建
起“筛查、预估、指导、训练、维护”防
控体系。联系驻地医院，成立训练伤
防护小组，深入演训一线开展训练伤

常规诊疗，为官兵量身打造“康复套
餐”；聘请驻地院校专业教练担任体能
训练师，协助各中队科学制订体能训
练计划；遴选身体素质强、带兵经验足
的班长骨干组成军事体育教员队伍，
将训练防护实操动作融入体能训练内
容……数据显示，近半年来，该支队训
练伤病例明显减少，总体训练成绩稳
步提升。

整合军地资源，摆脱训练伤困扰
■贺韦豪 本报特约记者 杨 韬

新闻前哨

值 班 员：北京卫戍区某警卫团

连长 刘 博

讲评时间：1月7日

在今天清晨的应急拉动中，有一名
同志不慎崴了脚。经过了解，原来是该
同志嫌穿作战靴太麻烦，故意松开鞋带，

将穿靴过程简化成了“一脚蹬”，这才导
致在拉动过程中受了伤。

进一步调查，咱们身边像这样的“简
化之举”还有不少：有的往子弹袋里塞报
纸“充门面”，有的摘掉防毒面具滤芯“减
重”……

同志们，假头盔挡不了真弹片！松

开鞋带会埋下跌倒的隐患，在披挂上“偷
工减料”等于给自己和战友“挖坑埋
雷”。打仗硬碰硬，训练必须实打实。披
挂的“零部件”同样连着战斗力，大家务
必牢固树立实战意识，注重训练养成，让
披挂也时刻保持“战斗状态”。

（魏登辉、任发源整理）

披挂也得保持“战斗状态”

值班员讲评

互联网邮箱：jbjccz@126.com

强军网网盘：jbjccz

Mark军营
飞雪满川西，练兵正当时。1月上旬，武警四川总队某支队挺进海拔3300米的

川西高原开展冬季野营拉练，在严寒艰苦条件下检验部队实战能力，锤炼官兵战斗

意志。图为该支队官兵在风雪中行军。

杨 剑摄影报道

战风斗雪

马路通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