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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活动遇冷背后

的隐忧

2年前来到北部战区陆军某旅当政
委时的场景，卢新锋至今记忆犹新。
“那天是周日上午，偌大的营院空

荡荡的，就连篮球场上也没几个人。
我当时很好奇，明明是休息时间，为
啥看不见官兵活动的身影？”

简单收拾行李后，卢新锋换上了体
能训练服四处转转。这一转，他发现，
别看室外冷冷清清，室内却是别有洞
天。官兵们都坐在屋里，低着头玩手机。

一了解，玩手机的情况大致分为两
类：玩游戏的一般扎堆坐在一起，看视
频、打电话的喜欢独处。令人有些意外
的是，即使是同一款游戏，战士和干部
也很少有在一块玩的。
“都是一个游戏，咋不一起玩呢？”

面对他的疑惑，一名排长不以为然：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固定的伙伴。和
熟悉的人玩，舒坦。”
“如今的部队跟以前不一样啦！”走

在宿舍楼过道里，这句话突然钻进了卢
新锋的耳朵。这是来自二级军士长荣震
的声音。在这位老兵看来，变化之一体
现在休息时间。过去，一到休息时间，
大家凑在一块打打牌、打打球，现在想
打个“够级”人都凑不齐，篮球场也常
常冷冷清清。

从机关处长的岗位回到基层，卢新
锋突然发现：眼前的许多事情，似乎和
自己当年在旅里当教导员的时候不太一
样了。
“休息时间，官兵们的娱乐活动由

过去的打球、打牌等‘线下活动’，变
成了如今的玩游戏、看电影等‘线上活
动’，干部骨干和战士之间的交流变少
了。”回到办公室，卢新锋在记事本上
写下这样两句话。

一个月很快过去。期间，又发生了
两件事更让卢新锋感到意外。

第一件事，战士小秦在上级机关来
检查时，敲响了检查组的门，想要反映
问题。

另一件事，当着连长、指导员的
面，两名战士在饭堂里发生了口角。

在这个渠道畅通的时代，向上级
反映问题并不难。战士小秦手中有一
个记录干部骨干生活琐事的“小账
本”，动不动就要用这个本子和干部骨
干“算算账”。

年轻战士血气方刚，发生口角并不
稀奇，但连长、指导员在场的情况下，
态势依旧没能及时控制。“这样的事情
放到当年，是不可能发生的。”卢新锋
内心暗自思忖着，“这是个别基层带兵
人的形象出现了危机。”

干部管理战士时心存顾虑，管理
过程中威信不足，这究竟是为什么？
结合自己的观察，卢新锋发现：有些
干部骨干对战士交往不交心，有些战
士对干部骨干服从不服气，官兵之间
无形中竖起了一堵墙。

这堵墙是什么时候竖起来的，墙
的两边暗藏着两个群体怎样的情绪？
顺藤摸瓜，该旅党委发现了一个亟待
解决，而又隐匿不鲜的课题：新时代
的官兵关系。

为什么和以前不一样了

“和以前不一样了。”这是在采访
中，记者听到频率最高的一句话。

可造成“不一样”的原因究竟是
什么？
“互联网。”该旅一份关于官兵关系

的问卷调查中显示，近六成基层带兵人
将互联网的出现作为导致集体活动遇
冷、官兵关系有所弱化的主要原因。
“手机上要啥有啥，多好啊！”不少

战士都觉得，网络给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带来了极大便利。

有了问题不问战友问“知乎”，有
了困难不找组织找网络募捐平台……
“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的叠加效
应，让官兵们的生活方式、沟通方式变
得更加便捷。然而，沟通方式的便捷，
似乎未能带来“心灵沟通”的便捷。
“网络，仿佛是现实世界之外的另

一个世界，任何人在另一个世界里，都
能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一位指导员
笑称，如今的战士在现实世界里受了
挫，很容易躲到那个虚无缥缈的虚拟世
界里去，这样的兵怎么能好带？

社交、网购、娱乐……随着移动互
联网在军营广泛普及，难以预料的新情况

层出不穷，基层带兵人越来越感到，光靠
老一套的带兵方式行不通了。他们不仅要
关注战士们在现实世界里的生活，还要关
注战士们在网络世界里的情绪。

忽略了网络这个世界，基层带兵
人与士兵就日渐疏远，导致官兵关系
淡化。

随着采访深入，互联网之外的另一
个原因逐渐浮出水面：时代差异。

代际差异。随着 00 后渐次步入军
营，战士的思想变得愈发活跃，官兵之
间的相处模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带兵
人想要走进战士的内心需要下更大的
功夫。

学历差异。该旅大学生士兵占比
30%以上，在最近一年的新兵中，这个比
例更是提升到 68%。战士群体性差异明
显拉大，干部骨干带兵压力陡增。

调整改革后本单位与原单位的差
异。从其他部队分流补入的官兵，在磨
合融合中容易产生潜在矛盾。有的营连
甚至出现分群扎堆、划分“圈子”的现象。

这些客观因素集中交织在一个时空
段，使官兵关系呈现多样性变化。

排长傅冠杰最近就有点伤脑筋：
“本想通过网络，拉近与战士之间的距
离，可拉着拉着，突然发现自己和战
士，不是在一个‘频道’上。”
“排长真是个土老帽，年轻人谁还

用微信啊，QQ 才是我们 00 后的主阵
地！”傅冠杰告诉记者，一次微信号统
计，他遭到新兵张祥的无情“diss”。
“‘diss’这个词也是连队的战士教我

的，是鄙视的意思。”傅冠杰解释。
“有趣即正义、世界观比世界大、必

须有个人标签……这些属于这个时代
年轻人特有的思想符号，让我们这些老
同志越来越难以理解。”指导员耿新新
自嘲道。

有一次，他跟一名新兵聊天，问他有
没有自己的偶像。答曰：“洛天依。”“我
是真不知道她是谁，回宿舍拿手机一查
才发现是一个虚拟人物。”耿新新至今也
弄不明白，虚拟人物咋能当偶像呢？

美国发明家库兹韦尔曾提出过一个
加速回报定律——人类越往后发展，量
级变化越快。以 20世纪头 20年为例，人
们目睹的科技进步比整个19世纪还多。

变，是永远不变的法则。军营不是
生活在真空里，现在不少基层带兵人感
叹：过去，官兵之间五六年一个“代
沟”；如今，两三年就感觉“隔代”了。
“无论是哪方面的差异，都应该不

是造成官兵关系有所淡化的理由。根本
原因在于，我们缺少应对的招法和举
措，导致一些单位官兵之间的情感体系
和信任体系面临挑战。”党委会上，该
旅一位领导的话掷地有声。

寻找密切官兵关系

的新路径

如何找回那份质朴而亲密的官兵关
系？

该旅党委经过分析论证，开展了一
场以“干部骨干对战士知情知心、战士
对干部骨干信任信赖”为主要内容的
“双知双信”活动。

该旅党委紧紧扭住干部骨干这个官
兵关系中的关键因素，努力提升他们的
素质引领力、人格吸引力、形象感召
力、情感驱动力。

以能立信。他们坚持把军事素质作
为选拔任用干部的核心要素和硬指标，
改革调整以来多名干部因军事素质和训
练成绩突出优先提升使用，9名干部因
军事素质不达标被“一票否决”。

以先立信。他们引导干部骨干既要
与战士苦在一起、干在一起，又要苦在
前、干在前。平时吃饭，干部骨干排队
打饭在最后，看看战士够不够吃、爱不
爱吃；野外露营，不仅与战士同住一个
帐篷，还要住在门口铺位，把温暖留给
战士；日常训练不仅积极参训跟训，还
要做到新配装备带头练、险难课目带头
训、比武考核带头上……

去年年底实兵演习，该旅摩步十连
在机动途中遇到一条河流。为按规定时
间到达指定地域，连长姜华朋第一个跳
入冰冷的河水，带领全连官兵涉水前
进，圆满完成穿插作战任务。

坚持知情与知心统一起来，努力走
进官兵，赢得官兵。该旅要求干部骨干
建立知兵档案、撰写知兵笔记，与士兵
家属普遍建立电话、网络和书信联系。

此外，他们还总结推广“公共场合听
议论、讨论会上听发言、个别谈心听反
映，饭堂看饭量、床上看睡相、劳动看干
劲、训练看情绪、领受任务看态度、接打
电话看神色”等“三听六看”知兵小招法，
切实掌握士兵在哪里、干什么、想什么、
需要什么和思想心理动态变化。

同时，他们认真研究新时代基层官

兵的思想、心理和行为特征，广泛开展
新时代带兵方法讨论，推广共情关注、
平等对话、民主参与、特长展示、赏识
点赞、容错纠错等“正能量带兵 12
法”。把信任的眼光、欣赏的眼光和发
展的眼光融入带兵育人全过程。

在严格落实谈心制度的基础上，他
们把网络空间作为知情知心的新阵地，
所有干部骨干与战士普遍互加了微信、
QQ好友。

去年驻训期间，一名面临转业的
老士官出现思想波动，连队干部轮番
找他谈心却收效甚微。教导员牛清波
了解到，这名士官主要是在转业安排
工作还是退伍自主创业之间纠结，便
加了这位士官的微信，分享给他一个
链接。链接探讨的话题是“30 岁，去
追求自己的梦想还晚吗？”话题下面，
有许多网友结合自身经历分享的经验
教训。当晚，这名士官主动走进牛教
导员的帐篷，道出了原委，心结在不
知不觉中化解了。

身在兵中，兵在心中

随着活动开展不断深入，该旅官兵
关系越来越融洽，呈现出训练肩并肩、
学习面对面、娱乐手拉手的良好氛围。

七连战士小元性格比较孤僻，不愿
与人交流。新兵下连后的一个凌晨，小
元突然向指导员吴瑞承报告自己近期压
力大，心情有些抑郁，难以自我排解。

连队第一时间邀请部队心理专家
干预疏导。通过大家帮助，小元心情
明显开朗，而且逐渐成了连队的训练
尖子。
“连队就像我的家，战友就像我的

家人一样，我只有表现得更加优异才算
不辜负他们！”去年，小元以全旅第一
名的成绩考上士官学校。

团结友爱、相互信任的官兵关系，
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形成，它出现于朝夕
相处之间，升华于心灵共鸣之时。

如今，在这个旅“体察兵情、体恤
兵心”已成为一种习惯和自觉。干部认
真落实下连当兵、蹲连住班制度，做到
问需于官兵、问计于官兵、问效于官
兵。今年以来，他们先后对基层提出的
100多个具体问题进行解答和解决。

旅党委机关制订措施时，每次都反
复征求并充分吸纳基层官兵意见建议。
他们还在官兵宿舍走廊统一悬挂“官兵
服务热线直通车”铭牌，每半年组织机
关基层双向讲评，每季度结合蹲点帮抓
召开官兵“恳谈会”，让基层矛盾诉求
第一时间到达机关。
“双知双信”活动如春风拂面，部

队各项建设呈现良好态势。去年以来，
该旅先后有 38 人保送提干或考入军
校；600多人通过国家初（中）级职业
技能鉴定认证。全旅官兵参加各类比武
获得 10多项第一，被上级评为“备战
打仗先进单位”“安全工作先进单位”
“基层建设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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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我知情知心 我对你信任信赖
——北部战区陆军某旅密切新时代官兵关系新闻调查

■许 博 本报记者 宋子洵 特约记者 付晓辉

一声战友，一生兄弟。人民军队的

性质，决定了我军干部和士兵的关系，

绝不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而是有着共

同信仰和追求的生死兄弟。

平时离士兵越近，战时离胜利就越

近。正是这种上下平等、官兵一致的新

型官兵关系，支撑人民军队由小到大、

由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这种战友

情，在朝鲜战场防空洞里的“半个苹果”

上闪耀；这种战友情，在长征前辈留下

来的“半截皮带”上刻印，在“七根火柴”

上熊熊燃烧……

建军 90多年来，人民军队之所以

始终保持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是血

与火熔铸的兄弟情、战友爱薪火相传的

结果。这是我军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变、不能丢、不

能弱。

我军已经有很多年没有打仗了。

如果说战争年代官兵直面血与火、生与

死的严峻考验，更容易培育同甘共苦、

生死与共的深厚感情，那么和平年代，

保持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既是一种挑

战，更是一种考验。

走进新时代，受社会环境、成长经

历、兵员结构等因素影响，我军官兵关

系遇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个别单位

出现了集体活动遇冷、团队精神弱化、

官兵关系疏远的现象。干部和战士从

“无话不说”变成“无话可说”的问题在

一定程度上存在，进而影响到内部关

系、官兵关系。

士兵是军队的基础、连队的主人，

是干部的手足兄弟，也是构成军队战斗

力的主体。一个时代的士兵，思想和行

为必然会打上一个时代的烙印。肯定

这个时代，首先要肯定我们的士兵。反

映在他们身上的时代特征，我们要辩证

地看、用发展的眼光看。不能把特点当

缺点，把个性当毛病。一个时代的人有

一个时代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交往

方式，时代环境我们无法改变，我们可

以因势利导改变自己，态度上要端正，

方式上要匹配，才能更好地与战士干在

一起、训在一起、学在一起、玩在一起，

进而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心与心的共鸣

与互动。

拿破仑在总结滑铁卢战役惨败的

教训时曾经感叹：“好久没有和士兵一

起喝汤了！”无论外军和我军，士兵的情

绪决定着战场的成败。从“我敢跟你上

战场”，到“我愿替你挡子弹”，承载的都

是一种精神，延续的都是一种传统。平

时干部付出真爱，战时战士就会捧出一

颗心。平时官兵关系生疏冷漠，战时部

队就会一盘散沙。这就是战友情与战

斗力的内在逻辑，也是平时政治工作与

战时政治工作的辩证法。

“用爱来交换爱，用信任来交换信

任。”干部多用身影少用声音，多靠表率

少靠表态，多“站着”别“端着”，才能催

生战士“可与之赴深溪、可与之俱死”的

意志勇气；干部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官

兵团结，在心与心的交流中与战士增进

感情，在实打实的关爱中赢得兵心，部

队才能团结一致，所向披靡。

平时离士兵越近，战时离胜利就越近
■邹连锋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上强调，要深入
开展尊干爱兵、兵兵友爱活动，培养官兵甘苦与共、生
死与共的革命情谊，巩固和发展团结、友爱、和谐、纯洁
的内部关系。

北部战区陆军某旅认真领会习主席讲话精神，

着眼官兵关系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深刻认识和把
握“培养干部对士兵的感情，培养士兵对干部的感
情”与“培养全军官兵对军队的深厚感情”之间的内
在联系；深刻认识和把握我军“在政治上完全平等，
在生活上同甘共苦”的官兵关系与“培养部队凝聚

力和战斗力”之间的内在联系，分析变化原因，找准
对策举措，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干部骨干对战士
知情知心、战士对干部骨干信任信赖”为主要内容
的“双知双信”活动，推动尊干爱兵优良传统在基层
扎根。

图①：北部战区陆军某旅组织
实兵实弹演练。

焦仁浩摄
图②：指导员李珂为士兵巫志

帆辅导考试习题。

张德煜摄
图③：班里比武夺冠，大家欢

呼庆祝。 张德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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