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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兵心声

记者调查

基层热点话题·如何对接新生代官兵

源于信任的谈心，即

使只言片语，也能传递温

暖和力量

去年 4 月，从老连队调整到某保
障连，老兵王富鹏的内心没有太多波
澜。

在老连队，王富鹏常因“小错不
断”“任务完成情况差”“不虚心接受
批评教育”等情况三天两头被叫去谈
心。
“千万别让王富鹏留守，不然准出

事。”恰逢连队机动驻训，有人这样提
醒保障连连长何建军。

出人意料的是，何建军找到王富
鹏说：“我不听别人说的，我只相信我
看到的。你立过三等功，又是党员，
我相信你！”

寥寥数语，却让王富鹏的内心感
受到从未有过的信任。留守期间，阴
雨连绵，连队所处地势低，眼看水涨
上来，王富鹏连夜把一楼的电脑、训
练器材等重要物资搬至二楼，避免了
不少损失。
“连长那么信任我，我不能辜负

他。”一次简短谈心带来的“蝶变效
应”，不断被放大。去年底，连队调整
配备骨干时，王富鹏因为工作出色被
大家推选为班长。
“其实，王富鹏缺的不是谈心，而

是信任。”一名战友坦言。
抱有偏见的谈心，讲得再多，

只会加大分歧；源于信任的谈心，
即使只言片语，也能传递温暖和力
量。

伏尔泰曾说过：“耳朵是通向心灵
的路。”信任是倾听的基石，是谈心交
心的关键。

某连一班班长李嘉福，是人人皆
知的训练尖子。在备战上级组织的比
武时，他因年龄偏大、训练遇到瓶颈
等问题一度想要放弃。
“我相信你能行！”连长向绪文

每次和他谈心，都会送上热情的鼓
励。尽管向连长任务繁重，仍经常
抽出时间和李嘉福一起分析训练形
势。

连长发自内心的信任与鼓励，鞭
策着李嘉福继续坚持，直至捧回冠军
奖杯。“连长的话，改变了我的军旅人
生。”李嘉福动情地说。

去年 6月，某连下士小郑因违纪受
到警告处分。服役期快满的他失去工
作干劲，变得精神不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没过多久，
他又因顶撞骨干、站岗形象不佳在全
连军人大会上做检讨。屡次犯错跌入
“谷底”，小郑沮丧又自卑。

此时，恰逢连队备战上级比武竞
赛。部署会上，指导员韦锋提出让小
郑也参加。
“让他参加，不拖连队后腿才

怪！”话音未落，便引来一片反对声。
“我们宁肯考砸一次，也不能放弃

一名战士。小郑的军事素质不弱，他
太需要一次成功建立自信了。”韦锋耐
心说服大家。
“这次比武竞赛，你来打头阵！”

那天晚上，韦锋和小郑从华灯初上谈
到夜深人静。

小郑憋着一口气，把全部心思放
在了备战迎赛上。最终，比赛结果令
全连官兵欢呼雀跃。

这天晚上，小郑敲开了韦锋的
门：“指导员，就你最懂我。我可以
抬头挺胸地做人了。”后来，小郑就
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脏活累活抢着
干。
“我们要让战士进来是铁坯，出去

是好钢，让军营影响他的一生。”韦锋
说，建立在互相信任基础上的谈心，
带来的改变不可估量。

善于通过故事去影

响，而不是试图通过说教

去控制

“那次，他一口气跑出连队 5公里最
快纪录，还是在山路上！”
“他也没学过钢琴，可练了 3个月，

就能把一首经典曲目弹得那么流畅。”
……
在某连采访，战士们围坐在一起“侃

大山”，字里行间都离不开指导员张明。
张明“人气”飙升，源于他的一个特

殊魅力——善于用故事谈心。
在训练场上，偶尔听到战士们发牢

骚、讲压力，张明并不急着说教批评，而
是顺着话题，与战士们分享他曾经的故
事和经历。不知不觉间，战士们的“话
匣子”打开了，他再恰到好处引导、提醒
一下。
“在指导员面前，没有感到任何拘

束，想到啥就说啥。”战士们说。
“故事讲完了，讲故事的人和听故

事的人，好像什么都没说，但其实什么
都说了。”某旅宣传科科长张政庭说，
“用故事谈心，抛开身份，放下架子，是
个好办法”。

放低姿态是带兵人讲好故事的第
一个“身段”，讲好故事则是谈心的重要
“桥梁”。

“班长自己都做不到，还要求我们
做这做那”“管理压力太大，训练都提不
起劲儿了”……去年底，某连四级军士
长张常图从班长岗位上“让贤”后，听到
了许多曾经“被屏蔽”的声音。
“没了班长骨干的身份，战友们什

么都愿意跟我讲。”卸去班长头衔的张
常图，惊讶于战友们对他态度的转变，
决定积极当好新任班长的助手，帮助新
班长化解“隐形的矛盾”。

同样是“被屏蔽”，某连指导员陈赞
打开战士“朋友圈”的故事给人以启发。
“平日里明明关系挺融洽的，为啥

他们的朋友圈却把我屏蔽了呢？”思前
想后，陈赞一脸郁闷。不管他怎么抛出
话题，战士们总是以“没有，挺好的”等
标准格式回答。

看来，被屏蔽的不只是网络“朋友

圈”，还有战士们内心的“认同圈”。
接连观察多日，陈赞发现，文体活

动时间战士们喜欢打球，自己却喜欢看
书；休息时间，战士们喜欢唱歌打牌，自
己则常常一个人练吉他。

作为指导员，没有跟战士们“玩”到
一起，又如何“谈”到一起呢？

此后，陈赞主动组织篮球比赛并
“首发”上阵，利用休息时间组建吉他兴
趣班手把手教战士们，走进班排和他们
一起唱歌打牌……渐渐地，战士们对指
导员敞开了心扉。
“我们要善于通过故事去影响，而

不是试图通过说教去控制。”某连指导
员王玉明认为，谈心的目的，应该是通
过巧妙的引导让谈心对象听别人故事，
启发自己，而不是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强
行灌输道理。
“只有放下姿态，与战士们分享苦

与乐，才能走进他们的内心。”某连指导
员徐能超深有体会。

今年年初，连队上等兵金铭旭的工
作态度突然变得消极。面对班排骨干
的批评教育和多次谈心，他依然我行我
素。

于是，徐能超用自己初入军营的故
事切入谈心话题：“回想起我当学员时，
也曾因‘死脑筋’干过糗事……”

在分享故事的同时，徐能超既站在
金铭旭的角度，引导他正确看待批评教
育，又帮助他正视自己过去所犯的错
误。在和谐的氛围中，金铭旭虚心认错
并表示会加以改正。
“想要影响并说服他人，换位思考

至关重要，应当尽量多说‘我们’、少说
‘你’。”徐能超认为，面对犯错的战士，
如果带兵人戴着“有色眼镜”先入为主，
只会让彼此产生隔阂。

今年初，连队定下争先进的目标后，
大家表态很积极，但实际动作却不多。
指导员朱志鹏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我带头申考军事体育训练特 3

级。”恰逢旅里组织军事体育训练等级
评定，朱志鹏借此机会向官兵承诺。这
个消息不胫而走，朱志鹏日夜加班迎考
的身影也引起热议。

一个接一个选手被朱志鹏远远抛
在身后。战士们看到朱志鹏的拼劲，充
满动力。自那以后，他们以“向指导员
看齐”为目标，掀起一股股训练热潮，军
事训练水平大幅提升。

“带兵人树好表率、做好自身就是
最好的故事。”朱志鹏说。

带兵人对待问题的

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谈心的效益

如何搞好谈心，某旅指导员杨远华
有自己的“法宝”——谈心笔记本。

与《谈心记录本》不同，杨远华手中
的笔记本，既没有时间、地点、谈心内容，
也没有谈心技巧、谈心提纲，只记录战士
们桩桩件件的“小事”：上等兵梁雄反映
饭菜偏辣，下士秦子伟反馈新骨干自主
管理空间较小……每一事项末尾，还标
注着“已办”“待办”“需协调”等字眼。
“当兵这么久，我主动想找指导员

谈心，这是第一次。”中士刘科明说。
翻开杨远华的谈心笔记本，记者仔

细一数，今年以来本上记录了 26桩“小
事”，连队已解决其中的18件。
“谈心过程靠对话，谈心效果看实

干，功夫要下在‘话外’。”在杨远华看
来，解决问题是谈心的“下篇文章”，也
是谈心发挥实效的关键。
“解决问题的态度，决定着战士们

对谈心工作的态度。”某营教导员李侃
说，“如果对战士们反映的问题仅仅停
留在嘴皮上，只会让战士们失去信心。”
“带兵人对待问题的态度，很大程

度上决定了谈心的效益。”某旅领导一
语中的。

去年 10月，上士黄恒忠因家中土地
纠纷的事烦恼不已。指导员罗尧发现
端倪后细致了解情况。“别担心，这件事
情我来帮你解决！”罗尧帮助黄恒忠起
草家庭涉法报告，积极协调旅保卫科发
函给地方相关部门帮助解决。
“压在心头的石头没了，工作干劲

也回来了！”问题解决后，黄恒忠精神面
貌焕然一新。

发现问题并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也
是谈心需要下在“话外”的另一种功夫。
“要求提了，注意事项也说了，为啥

还犯错？”去年 8月，某连二排的状态一
度让指导员徐晓乐十分担忧。

通过与二排的战士们谈心了解情况
和间接调查，徐晓乐发现，严禁战士做的

事情，一些骨干自己却犯了。原来，问题
就出在这种“严战士不严自己”的倾向上。

问题不过夜。徐晓乐当即在连务会
上对这种现象提出严肃批评，并要求在
全连监督下严抓骨干作风形象。没过多
久，二排整体建设就有了明显好转。
“带兵人对谈心中听到的意见、发

现的问题，要摆出公正严肃的态度，拿
出具体的整改方案，把矛盾找准、把措
施定实，才能真正谈出实效、谈出凝聚
力。”某旅领导说。

当前，官兵自尊心较强，有心事往
往藏着掖着，一些潜在的思想问题不容
易被察觉。一线带兵人应学会从战士
的举手投足中“察言观色”，通过谈心及
时发现问题端倪，想兵之所想，解兵之
所难，谈心才能事半功倍。

去年 4月，新兵下连，新疆小伙依米
尔江·吾斯曼一开口，磕磕巴巴的普通
话就露了怯。

当时，指导员王伟并没有太在意这
件事。不久后，依米尔江却开始“冒
泡”：上教育课总是开小差，干活也比别
人慢半拍……王伟找依米尔江谈心时，
他总是说“没事”。

王伟想到一个人——一位同样来
自新疆的军校同学。于是，他拨通了同
学的电话。
“你不知道，我刚入学时，有人模仿

我说话结结巴巴的样子，我真的挺生
气，总觉得大家在嘲笑我。”电话那头，
同学道出了一段往事，“当时学员队的
领导总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却没有注
意到我的负面情绪……”

听到这里，王伟明白了依米尔江的
“心事”。怎样让他更好地融入集体
呢？王伟急忙与同学商量对策。再三
考虑后，王伟请同学把自身的经历写成
一封信寄到连队。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闪光点。”

那天，王伟将信递给依米尔江。读完信
后，依米尔江的“心病”好了一大半。

没过多久，大家发现，徒步拉练，扛
着连旗跑在最前面的是依米尔江；“强
军故事”主题演讲比赛，第一个报名的
也是依米尔江……
“战士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某

旅政治工作部副主任李琦书说：“一个
合格的带兵人，要让战士们有‘受了
委屈想找你倾诉、取得成绩想听你表
扬’的愿望。”

谈 心 的 功 夫 在“ 话 外 ”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骆 瑶 叶津华

放下筷子，下士廖佳林走出食堂，指导员何家豪快步跟了上去。
“今天的晚饭怎么样？”廖佳林循声回头，惊讶地发现指导员跟在自

己身后。借着伙食这个话题，第 75集团军某旅的这位指导员与这名战士
开始了一次随机的“散步式”谈心。

营区里花香扑鼻，两人肩并肩绕着营区走了一圈又一圈，从“你问我
答”渐渐推心置腹……

上个月，廖佳林违规使用智能手机被处理后，整天闷头不说话。此

前，何指导员也曾找他谈过几次心，可都没什么效果……
为探寻“问题速解”的方法，何家豪试过开门见山的谈心方式，还套用

过网上的流行“金句”，但效果都不理想。后来，何家豪开始认识到，有效
的谈心并不在于“走套路”，而在于相互信任的“话外”功夫。
“就像烧菜做饭要看‘火候’一样，谈心也要找准时机。谈早了，条件

不成熟，达不到预期目的；谈晚了，时过境迁，会失去谈心的意义。”何家豪
领悟到，谈心的姿态、板凳的高低、说话的场合和技巧都有讲究。

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多次提及谈心工作，足见谈心对新
时代基层建设发展的重要性。然而，“谈心就是聊天说话”“谈心跟约谈
差不多”等片面认识，还不同程度存在，导致基层的一些谈心工作失之
肤浅、流于形式。

今天，如何扎实有效地开展谈心交心活动？如何切实发挥谈心工
作“凝神聚气”“打通经脉”的作用？这是基层一线带兵人亟待破解的新
课题。

以前，我对谈心是有偏见的。出了

问题就谈心，一谈心就得受批评教育，这

让人很难接受。有时候，干脆“左耳朵

进，右耳朵出”，你讲完，我听完，完事。

去年7月，新指导员上任了。当时，

我刚从外地学习归来，恰逢全旅上下开

展“问题大起底、秩序大规范”活动，管理

压力陡然上升。因为站岗执勤警惕性不

高、军容形象不严整等问题，我接连被机

关和营首长点名批评。班排骨干轮番找

我谈心，说我“学习没派上用场，还沾染

了不良习惯”。

这样反复几次，我甚至对平时关系

挺好的骨干有了抵触心理，产生了“破罐

子破摔”的念头。

一天晚饭后，指导员约我去散步。

我本以为又是一顿“暴风骤雨”般的批

评，不承想与指导员边走边聊近一个小

时，他连一个批评的字眼都没有提。

指导员细心询问并耐心倾听我归队

后的感受，及时给出客观的反馈。虽然

是第一次单独相处，但我之前的表现、学

习期间的情况等等，他都了如指掌，甚至

连我“破罐子破摔”的想法都知道。

后来，指导员站在朋友的角度，给了

我一些建议：“你以前干得好，现在一定

也能行。我相信你……”

那次谈心后，我感觉指导员好像时

刻都在关注我：训练成绩进步的时候，他

会及时给予肯定和表扬；每次与他偶遇，

他都会微笑着和我打招呼；哪个训练课

目遇到瓶颈，他会主动和我分享训练心

得……

这样持续的关注、经常的帮带，让我

感觉指导员就像我的兄长，我要再犯错

就是辜负他。

从排斥谈心到期待谈心，还因为指

导员真心为大家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

做做样子。有一次与指导员谈心，我不

经意发了一句“天天小雨不断，衣服整天

不干”的牢骚。当天，指导员就从兄弟单

位协调来一台烘干机，并把购买烘干机

列入连队下月物资采购计划。

如今，一旦有了新的话题，不管是训

练成绩上的进步，还是平时工作生活的

一些想法建议，不等指导员喊我，我都会

主动找他聊。

（本报记者陈典宏、通讯员骆瑶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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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长李嘉福（右）与战士一边下棋一边谈心，气氛非常融洽。骆 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