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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没有归属感，咋能

把根扎

—— 要 想 沉 下 心

来，先要培育把部队当

家的融入心态

一个月转眼过去，回忆起自己刚
到连队的日子，杨上饶总感觉心里
“堵”得慌。直到他来到集团军新毕业
学员集训地报到，与 400余名同期学员
齐聚一堂，心情才算“多云转晴”。

新毕业学员集训建制上按照模拟
连编组，不论学习、训练、生活全部
参照基层连队标准执行。同样是在
“连队”，同一个人为啥会是两种心
情？“这里更有亲切感！”杨上饶的感
触道出了多数学员的心声。

一个临时组建的集训队，亲近感
从何而来？集训队领导顺藤摸瓜，与
新毕业学员们深入交流，答案渐渐浮
出水面。
“在校学习期间，我们虽然也去过

部队实习，但大都因为时间短成了走
马观花！”学员黄克宁坦言，毕业分配
前，大多数学员对部队了解较少，导
致很多人陷入“怕生”的恐慌和抵
触，身子已经踏进了部队，可脑袋却
还留在院校。
“部队才是新毕业学员真正的阵

地，这个道理他们当然懂，但刚上阵
地，难免有些手忙脚乱。”排长矫凯说，
新毕业学员初到部队，各方面能力都有
待加强，需要基层官兵多给他们一些时
间去学习、去适应，而不是站在一旁看
笑话甚至冷嘲热讽。
“与基层部队相比，新毕业学员之

所以对集训队更有亲切感，是因为他
们在集训期间，身边都是同期战友，
有的还是昔日同窗，身份对等、交流
顺畅，很容易卸下思想和心理包袱。”
集训队负责人、某旅副旅长孙友新的
剖析引起集训队带兵人的深思。
“心病还需心药医。哪里出现了问

题，就要在哪里找出问题根源，并加
以解决。”既然新毕业学员对集训队有
一定的亲切感，集训队决定抓住这个
契机，对新毕业学员的心态进行调
整，增强他们对部队的归属感。

集训正式开始后，接连几天，学员
苑景舜的脸上始终挂满了笑容。用他
的话来说，这几天可谓惊喜不断。先是
请红军连队主官走进政治课堂的建议
被采纳，接着是优秀排长介绍成长经
历、战士代表畅谈对新排长的期望……
最令他难忘的是，旅领导来为大家授课
时，还专门派人为他们送来了培训所需
的物资和器材。“想学的东西能学到，关
注的问题有解答，个人的成长受重视。
也许，这就是我们初到一个陌生环境时
最想要的。”苑景舜说。

随着集训生活一天天过去，发生
在学员身上的暖心事越来越多。之前
学员徐芳钰体能训练成绩提升缓慢。
没想到在集训队，他学到了一种新的
训练方法，每天坚持热身、训练、放
松一整套流程，使他的体能成绩直线
上升。

学员史双入伍前是“军迷”，毕业
报到后一直对集团军的历史荣誉感兴
趣。没过几天，集团军的光辉战史便
被搬上了集训队政治教育课堂。

学员张在欣学习战术标图时自我
加量加压，训练时需要更多的军用地
图，他所在的旅队及时为他们送来了
所需的军用地图……
“帮助新毕业学员调整好心态，关

键还要把暖心事办到心窝里，让他们
感到家的温暖，有了归属感，才能把
根扎牢！”集训队领导介绍说，学员周
彦君入伍、提干、入学一直没离开重
庆老家，毕业分配从西南来到东北，
刚开始觉得这里没有老部队踏实、舒
心，一度陷入失落彷徨，正是新单位
家一般的温暖焐热了他的心。告别集
训队下连当兵锻炼前，他专门找到集
训队领导说：“我一定不会辜负首长和

战友们的期望，扎根基层，力争建功
立业！”

没有执行力，咋踢

“头三脚”

—— 要 想 胜 任 本

职，必须走好由学员向

干部转变的担当心路

一次座谈交流，大学生士兵提干
学员曾阿德分享了这样一段经历——

刚到连队报到时，连主官听说他
当战士时曾是一名训练尖子，在校学
习期间成绩也比较突出。于是，连里
让他组织一次排战术教学。然而，他
在校期间并没有系统地学习相关知
识，感到这项任务对他来说是“老虎
吃天，无从下口”。

曾阿德的这段经历引发了学员们
的深思。学员吴江波结合自身实际
说：“本以为在校期间学的东西够多
了，到了部队才知道，需要补的课还
很多，尤其在组织开展工作或者活动
时，眼高手低是我们的通病。”
“在学校没学，不等于可以理所当

然地不会。虽然我们在许多方面都不
同程度地存在差距，但畏难情绪和依
赖心理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学员宋
杨英华说，正因为如此，许多学员初到
部队经常会陷入不会干、干不好的尴
尬境地。
“新毕业学员在校学习期间，训练

课目、各项活动大都由教员或学员队
干部统一组织，他们只需当好‘参与
者’，做好自己应该做的就行了。而他
们毕业分配后，部队不仅需要他们当
好‘参与者’，更需要他们当好‘组织
者’，带领本排战士或者一个团队、一
个小组共同干好一件事情。”集训队负
责人、某旅政治工作部副主任岳振感
到，新毕业学员要想在部队踢好“头
三脚”，必须在心态上完成由学员向干
部的转变。

从“被动接受”到“主动作为”，从
“饭来张口”到“找米下锅”，都需要一个
过程。学员张志远说，许多同学在校期
间没当过骨干，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
这种转变来的如此悄无声息。

前不久，集训队组织的一次篮球

循环赛令全体学员记忆深刻。这是因
为，球赛无论场次安排、赛场布置、
氛围营造，还是成绩评定、颁发奖
励，都是由学员们自己完成的。张志
远感慨道：“入伍以来，这样全身心
投入到一项活动之中还是头一次！”

这项活动，也让许多学员清楚地
认 识 到 ： 要 想 在 部 队 踢 好 “ 头 三
脚”，就要尽快把不会的学会，把不
敢干、不愿干的工作干好，以前那种
遇事“靠边站”“随大流”的心态再
也行不通了！

两个月的集训转瞬即逝，学员们
渐渐发现，自己在集训中的角色不仅
仅是参与者，更是组织者。体能考
核，学员吴江波和其他成绩优异的学
员第一次当上了“监考官”；手榴弹投
准训练，战士保送入学的学员战祥和
成了他所在模拟连的“武教头”；沙盘
堆置课目，学员何焱当上了本排的
“小教员”……

“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而后带
领更多的人知其然，这是我们新毕业
学员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博士学员
刘俊说，以前在校学习期间，总觉得
自己学懂弄通就行了，现在才明白，
自己行还不算真的行，学会带领更多
的战友一起取得成功才是真的行。要
想达到这个要求，就必须彻底摒弃学
员的心态，肩负起干部的责任，练强
必备的素质。

前不久，学员们结束集训生活，
再次回到各自部队当兵锻炼。学员李
智涛在给同窗好友打电话时一改之前
的“诉苦”话题，取而代之的是相互
交流训练心得。许多基层连队主官谈
起新毕业学员开展各项工作能力的变
化也是赞不绝口，其中最主要的一条
就是，主动作为的意识更强了，干好
工作的信心和底气更足了。

当兵不思战，咋能

打得赢

—— 要 想 有 所 作

为，必须怀揣备战打仗

的忧患意识

毕业于陆军军医大学的学员李
倩婷怎么也想不到，作为医学影像

专业的“准军医”，来到集训队后，
她会拿起北斗定位导航系统、新型
跳频电台等装备，与“准排长”们
一道苦练军事技能。

对李倩婷来说，此次集训令人
意外的还远不止这些。战术标图训
练，号称“一脚油就能飞出图纸”
的新毕业飞行员竟然也拿起了“红
蓝铅”；单兵战术训练，主修技术专
业的学员李家鑫与特战、合成部队
的新排长们比高低；3 公里考核，毕
业于空军军医大学的学员胡子辉与
其他指挥专业毕业的新排长在一条
跑道上竞赛……
“非指挥专业的学员到底要不要这

么拼？”这一度成为学员们热议的焦点。
“我们在部队的第一任职不是排

长，也不负责带兵，练基础体能还说
得过去，练那么多军事技能有必要
吗？”李倩婷回忆说，第一次摸底考核
遭遇“滑铁卢”后，不少非指挥专业
的新毕业学员出现了情绪波动。

对此，一些指挥专业的新毕业学
员有着自己的看法。特种兵出身的学
员王小玉认为：“练就过硬的军事技
能，绝不仅仅是带兵人的事，而是每
一名军人应具备的本领。”优秀士兵
保送入学的学员杨帆认为，不论学什
么专业、分到什么岗位，每一名军人
都要符合备战打仗的需求，今天不练
就过硬的军事技能，明天就过不了
“战场关”。

“专业可以分为指挥和技术类，
备战打仗的素养却不能人为地降低
标准！”模拟三连指导员张志刚一针
见血地指出，部分新毕业学员之所
以在军事技能培训中表现出厌学、
畏难情绪，根本原因在于还抱着到
部队“过日子”的心态。要想让他
们在军营有长远发展，必须摆正备
战打仗的心态。
“假如上了战场，医疗保障队遭敌

袭击，你是幸存者中职务最高的军
医，你怎样带领其他战友继续完成保
障任务？”
“假如上了战场，你的直升机战损

迫降，在没有救援的条件下，你能否
安全顺利归建？”
“假如上了战场，指挥军官伤亡过

大得不到及时补充，需要指派你做临
时指挥员，你能否完成作战任务？”

集训队领导的一连串问题，令全
体新毕业学员反思良久。

“摆正心态势在必行，但操之过
急也会欲速则不达。”模拟二连连长
薛博结合自身实际说，他刚到部队时
军事技能也不算突出，可“心急吃不
了热豆腐”，越想快速提高成绩，压
力就越大，精力就难以集中，成绩就
越不理想。

令人欣慰的是，薛博曾经陷入的
困境没有重现。战术标图、作战计算
等参谋业务，对于雷达专业毕业的学
员石岩来说，可谓是“零基础”。第一
次摸底考核中，她只能勉强标出几个
标号。知道排长刘建是这方面的行家
里手后，她主动拜刘健为师，一个标
号一个标号地练，一份图纸一份图纸
地标，两个月的时间里，她硬是将成
绩提升至80分以上。

学员李倩婷在北斗、电台等装备
操作课目中，也不再甘当“看客”，她
一有时间就主动向教员请教，一项操
作一项操作学，一个细节一个细节
抠，硬是把令自己“头疼”的课目练
出了优秀的成绩。

学员侯一鸣和张素生两人都是
刚毕业的陆航飞行员，而且被分到
了一个营里。起初，轻武器分解与
结合是他们的弱项。他们自觉组成
训练“对子”，在训练中互帮互学，
在考核中你追我赶，将“短板”练
成“长处”。

下连当兵前，集训队组织了一场
全要素结业考核。号称“体能王子”
的学员王小玉在 3公里考核中丝毫不敢
怠慢，直到冲过终点才松了口气：“现
在每个课目都有高手，单项冒尖难以
立足，只有每项考核都全力以赴，才
能取得好成绩！”
“事实证明，只要多给他们一点时

间，多给他们一些耐心、鼓励和支
持，新毕业学员的心态完全可以转变
过来，军事素养也会随之水涨船高！”
集训队领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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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 之 初 ”的 路 ，到 底 该 咋 走
■张国楷 本报记者 刘建伟 牛 辉

新毕业学员到部队后如何踢好“头三脚”？
为防止“水土不服”，组织开展岗前培训，成为许多部

队为新毕业学员上的“第一堂课”，这也被视为打通新毕业
学员由院校走向部队“最后一公里”的关键环节。

岗前培训怎么组织才能确保取得实效？陆军第 78
集团军在组织新毕业学员岗前培训之前，专门给他们一

个月时间体验部队生活。随后对大家的想法进行一次
摸底，结果可谓“五花八门”：有的想继续考研深造，有的
想快速提升能力素质进机关，有的学员对个人成长进步
高度关注，而相当一部分学员则对胜任第一任职感到底
气不足。
“部分新毕业学员找捷径、绕道走的现象，反映出不

仅仅是能力素质的不足，更是心智心理的缺课。”“新毕
业学员岗前培训不仅仅要注重能力上的补短，更要注重
心态上的培塑。”在此后 3个月的培训中，该集团军负责
集训工作的各级领导边调查、边摸索、边调整培训内
容，越发感到调整好新毕业学员的三种心态，对他们胜
任第一任职具有重要意义。

人们总是习惯待在自己熟悉的环

境中生活，但又不得不一次次走进陌生

的领域。基层部队对于新毕业学员而

言，就是一个崭新的、陌生的环境。怎

样迅速适应这个陌生环境，并在这个环

境中尽快成长？首要一条，就是要调整

好心态。

消除怀才不遇的心理落差。新毕

业学员有理想、有抱负、有知识、有激

情，但这些都是军校学习生活赋予

的。他们走进部队后，很容易因为现

实与理想的差异而产生心理落差。

应当看到，部队与军校相比，各方面

条件可能更艰苦一些，需要学员们兼

顾的工作头绪也更多一些。学员们

要学会正确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及时从不安与浮躁中平静下来，自觉

摒弃消极自弃等思想和做法；要积极

融入部队，自觉学习传承部队的光荣

传统和优良作风，主动将个人理想与

部队需求“对表”；增强对部队、对自

己的信心，努力在第一任职的岗位上

开好头、起好步。

做好吃苦耐劳的心理准备。新毕

业学员在校期间，主要任务是学习各

类知识和技能。分配到部队后，主要

任务是落实各项工作和任务。身份和

职能的转变，决定了新毕业学员必须

在训练、工作和生活中做好吃苦耐劳

的准备。学员们应当认清，学历与能

力、文凭与水平不能完全画等号。要

紧盯部队急用急需，继续抓好学习，努

力储备更多的知识和技能为部队所

用；要紧盯单位中心工作，敢于担当、

勇挑重担，力争解决有关部队建设的

重点难点问题；要紧盯个人素质短板，

一招一式学，一步一动练，一点一滴

悟，切实坐住“冷板凳”，补齐“瘸腿

课”。只有这样，才能逐渐将学历转变

为能力，将文凭转变为水平，使得“官

之初”的道路越走越宽。

培养越挫越勇的心理素质。新毕

业学员初到部队组织开展各项工作

时，难免会出现错情、纰漏，甚至是失

误。这些所谓“拦路虎”“绊脚石”，都

是他们成长道路上必不可少的经历和

财富。要注重培养面对失败的强大心

理，善于在错误和失败中汲取经验教

训，真正做到“打一仗，进一步”；要努

力锤炼承受批评的胸怀度量，把上级

领导的批评教育当作指导和帮带；要

持续激发知耻后勇的内在动力，越是

经历挫折，越要鼓足信心勇气，越要精

耕细作、精益求精，在反复实践中证明

自我、成就自我。

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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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新毕业学员到“人民英雄”申亮亮
纪念馆参观，追寻英雄足迹，凝聚前行力量。

图②：新毕业学员进行手工标图训练。
图③：新毕业学员进行体能测试。

本报特约记者 杨再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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