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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广斌：张指导员你好，过去一

年时间追看你的周记，发现你对官兵

的心理十分关注。当前“一人一机一

世界”的现象在基层比较普遍，对此

你们连队采取了哪些措施？

张笑寒：我思考过为什么会有
“一人一机一世界”这种现象。我发
现，官兵平时使用手机，主要是浏览
网页、打游戏和聊天交友，手机满足
了大家的学习需求、娱乐需求和社交
需求。我想，要破解“一人一机一世
界”这个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满足官
兵这些需求，可能是个重要突破口。

先聊聊学习需求吧。我觉得，培
养官兵的阅读兴趣和阅读习惯很重
要，于是我们每周三晚上都会组织读
书分享交流，让官兵上台讲述自己最
近阅读的图书，将自己的感悟分享给
他人。不知不觉间，《明朝那些事儿》
《平凡的世界》等书籍悄然在官兵中传
阅起来。同样利用这个机会，我和连
队其他干部会针对当下社会热点给大
家进行讲解，比如什么是区块链、电
商直播给农村带来的变化、品牌跨界
合作的利弊等。

要想满足战士们的娱乐需求，丰
富的文体活动必不可少。《军队基层建
设纲要》规定“周末假日有活动”，我
们连在组织活动时很重视官兵的意见
和反馈。组织文体活动前，总是事先
了解大家的想法；每次活动结束后，
也询问一下大家的感受。比如今年端
午节组织包粽子，在这之前，连队军
人委员会充分征求全连官兵的意见，
绝大部分同志都赞成搞这项活动。也
就是在征求意见过程中，我们得知没
有几位同志会包粽子，于是军人委员
会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从“哪种包粽
子的方法最好学”“食材如何搭配更好
吃”到“粽子煮多久能熟”都做了试
验。最终这项活动办得非常成功。

最后谈一谈社交需求。官兵的社
交需求指的是与亲人朋友之间的沟通
交流。我们要尊重官兵通过手机与家
人和亲朋好友交流感情的需求，但是

应当注意避免官兵沉迷网络交友。我
觉得社交需求的内核是情感需求，每
个人都需要关心和爱护。因此，让官
兵对战友产生情感依托、对连队产生
家的感觉，就能一定程度上满足其情
感需求。

江雨春：那么，你是如何在连队

营造家的感觉的？

张笑寒：我觉得家是给人温暖、
助人成长的地方。我们连是由多个单
位调整组建的，刚成立那段时间，大
家话里话外都是以前单位如何如何。
大家对于新单位没有认同感，更别提
自豪感了。我们想方设法把大家揉在
一起，从官兵关系到兵兵关系都得到
了很大改善。节假日搞活动，我们把
人员全部打散，不按班排建制，重新
组队比拼；大年三十，连里立起一棵
心愿树，每人许下小心愿，其他人进
行选择，初一当天帮助战友实现愿
望；建军节拍合影、中秋节吃火锅，
丰富连队的集体记忆。考学人员备考
阶段，我们组织名校毕业的年轻干部
给考学人员补课；面对繁重的工作任
务，即使在人员紧张的情况下，我们
也全力支持官兵参加培训、考取各类
资格证书……“家”里的每个人都在
成长进步，那么这个“家”就会越来
越好。

张笑寒：我想请教郑指导员一个
问题，无职务士官的管理一直是基层

的难点，在这方面你是怎么做的呢？

郑广斌：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当
学员期间就已经开始思考了。近些年
基层官兵士官比例逐年提高，但有职
务的士官人数是相对固定的，大部分
是没有任何职务的士官。而士官队伍
又是一个单位的中坚力量，能否发挥
好这些无职务士官的作用就显得至关
重要了。

去年刚到中队任职时，我便有意
识地对无职务士官进行观察和了解，
我发现他们有的素质不够全面，有的

责任心不强，整体发挥作用一般。面
对无职务士官的现状，到底怎么管、
怎么抓，一时间成了我的“挠头事”。

针对这个问题，我专门召开了一场
“诸葛亮”会，把干部骨干代表和无职
务士官代表囊括进来，想听听大家的想
法。会上形成了几个方面的共识：

一是压担子。在工作中给无职务
士官压担子、明责任、提要求，让他
们更多地参加到中队建设和管理上
来。二是强能力。对一些“偏科”的
士官专门拿出帮带措施。三是严纪
律。对发挥作用不好甚至违规违纪的
士官严格依法管理。

会后，我们根据这些共识有针对性
地强化了对无职务士官的管理使用，不
少方面效果明显。但我发现他们在主动
谋事干事方面仍然没有多大起色，直到
我听到下士小王无意中一句“牢骚话”
才意识到问题所在，他说：“我都入伍5
年了，连个副班长都没干上，干工作的
积极性自然没那么高……”

纵观中队近几年的骨干结构，兵
龄长、经验丰富的士官长期担任班
长，副班长岗位也鲜有调整，所以导
致许多无职务士官缺乏成长的空间和
平台。我马上找中队长商量对策，经
过研究，我们在现有骨干的基础上，
根据每名无职务士官的特点优长成立
了预备骨干队伍。同时，中队还在现
有各类组织的基础上，根据岗位和任
务的需要成立了 14个兴趣小组，均让
无职务士官担任小组长，给他们锻炼
和施展才华的平台。

对症下药，事半功倍。这些措施
推行以来，我们中队的无职务士官工
作积极性有了明显提高。

郑广斌：江指导员之前在机关工

作，现在来到基层担任政治指导员，

我想问一个机关和基层都想要破解的

问题——“补本”。对此你怎么看？

江雨春：之前在机关时，常常要
到营连检查工作，实事求是地说，“本
子”在各类检查中占了一定比重。

但我一直认为借助“本子”来研
究问题、记录工作、推动落实，有助
于稳扎稳打推进单位建设，可以避免
凭感觉抓建。“本子”上的内容多是思
想的结晶，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单位
抓建思路和落实力度，自然成为必查
项目之一。

但来到连队担任指导员以后，我
却发现不少官兵过分重视“补本”。不
久前，列兵小王在半年总结中就提
到，自己有一个特殊身份——“补本
员”。找来小王询问，原来他每周都在
补“安全形势分析本”。翻开本一看，
字迹工整、页面干净，可不见具体
人、具体事，我敢断定这都是小王自
己“脑补”的。
“从我接手这个本子开始，就怕检

查出问题，给连里‘抹黑’。”面对我
的批评，小王也觉得无辜。

我知道在小王心中，本子存在的
意义就是迎检。说起来，从我当排长
开始，也补过不少本。那时，一般一
个季度补一次党小组会议记录本。会
正常开，但开会不记录，就怕时间、
议题有遗漏，写错重写太麻烦。毕
竟，基层各项事务交织，工作推进很
难完全和计划严丝合缝。

坦白讲，正常按照要求落实工作后
的“补本”危害并不大，真正对基层建
设有危害的是一些官兵借口“补本迎
检”，出现了“会可以不开、活动可以不
搞，只要本子补好就行了”的错误思
想，直接跳过中间环节，依照计划安排
和通知要求凭空“脑补”记录。

从实际来看，工作干没干、干得
扎不扎实，迟早会反映在连队的全面
建设水平上，后进连队与先进连队的
差距就在一次一次“投机取巧”中越
拉越大。

如今上级检查更加科学，注重实
效，不再“唯本论”，给我们释放出鲜
明信号，主官必须要有担当精神，坚
决刹住形式主义，下足抓基层打基础
的潜功，让官兵的每一滴汗水都不白
流。

“龙走龙道，虎走虎道。”抓建基层，解决矛盾问题，各有各的路数和招法。且听—

三位指导员的“隔空对谈”
“领手机，俱乐部集合！”不久前，记

者走进第 73集团军某旅舟桥六连政治
教育课堂。不同于其他课堂，连队教室
内，屏幕上没有播放课件，桌面上没有理
论书本，指导员刘春辉手里也没有教
案。这堂课究竟怎么上？

正当记者百思不得其解时，刘春辉
开场了：“今天，我们的教育内容就在大
家的手机上。”说完，刘春辉打开集团军
微信公众号“枕戈观澜”，带着大家一起
“刷”起了手机。

刘春辉打开的是该集团军某旅在
“枕戈观澜”上推出的系列短视频，主要
讲的是该旅下士小陈网购消费“剁手”的
故事。小陈选改为士官后，“腰包”渐渐
鼓起来，便购买了新款手机、手表、潮牌
服饰等一些“上档次”的东西。一段时间
下来，他不仅没有存款，反而欠了不少
钱。视频语言风格接地气、演绎方式幽
默风趣、道理阐述循循善诱，台下官兵不
再低头闷声抄抄写写，而是围绕话题展
开激烈的讨论，教育课堂的“一池春水”
彻底被激活。
“以往上课为了吸引官兵眼球，我们

尝试过很多办法，当然也不乏网络手
段。网络资源丰富，内容鲜活，但很多与
我们官兵生活贴得不紧。”刘春辉说，一
次他发现连队官兵围在一起，兴趣正浓

地讨论着什么。走近一看才发现，原来
是兄弟连队一名战士创作的“军宇彩漫”
在“枕戈观澜”刊发。栩栩如生的漫画人
物、生动形象的主题故事、五彩缤纷的色
彩渲染，让官兵看后好评如潮，赢得大量
转发和留言。

从那时起，刘春辉就思考着把“枕
戈观澜”引入教育课堂。他筛选公众
号中与连队官兵关系密切的作品，并
进行分类，根据一段时间官兵的思想
状况选择合适的素材，用身边人身边
事讲好大道理。

该旅政治工作部主任黄惠钟对此也
颇有感触。他谈道，网上信息鱼龙混杂，
一味依托开放的网络进行思想政治教
育，很可能起到反作用。“枕戈观澜”把镜
头对准基层，融入教育、融入管理、融入
训练，在潜移默化中起到教育引导作用，
在寓教于乐中引领官兵端正价值追求，
成为教育的有力抓手。

集团军政治工作部宣传处处长韩
鹭介绍，“枕戈观澜”微信公众号每天
推送官兵自己的作品，采取原创视频、
原创音乐、H5、动漫动画等新颖多样
的表现形式，达到了很好的教育效
果。如今，该集团军各单位的思想政
治教育课堂上，“枕戈观澜”出场率越
来越高！

第73集团军某旅依托微信公众号搞活教育—

指导员带着官兵“刷”手机
■本报特约记者 赵 欣 通讯员 陈 军

眼瞅着就到新装备的首场实弹射
击考核了，作为新炮长的我，铆着劲儿，
想要拿个好成绩“一战成名”。然而，接
下来发生的一些事情，却让我直呼：“运
气咋这么背，喝口凉水都塞牙！”

先是班里的上等兵驾驶员出了意
外。在一次驾驶专业考核前，我专门为
他加油鼓劲：“拿出爷们儿的速度，你是
最棒的！”可结果，他速度没提上来，反
倒磕伤了头部，宝贵的后期协同训练时
间也因此耽误。

再就是班里的装备也来跟我“较
劲”。一次机动途中，仪表显示油水温
度上升异常，我想着，坚持坚持就到营
区了，到时候再检查排除也来得及。但
装备偏偏就“趴窝”在半路，费了好多周
折才修好，险些丧失参考资格。
“唉！运气太差，真是越担心什么

就越发生什么。”回到营区，我不由得抱
怨起来，班里的战友也都紧锁眉头，像
是心里藏着事，大家的情绪一片低沉。

连长对我很了解，从一个眼神就

能猜到我在想啥。他察觉到不对劲，
便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道：“成熟
点，有这抱怨的工夫，还不如反省反
省自身。”连长的话让我一下子满脸
通红。

那晚，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想着
连长的话，过去的事像放电影一样从脑
海闪过。“要是多提醒驾驶员遵守操作
规程，说不定他就不会受伤。”“要是没
有侥幸心理，第一时间排除故障，说不
定装备就不会‘趴窝’。”突然间，我恍然
大悟。

第二天训练间隙，班里战友围坐一
起，我主动打开话匣子：“作为班长，我
失职了，面对问题没有积极面对，反而
传播负面情绪。”见我态度坦诚，大家也
渐渐舒展眉头：“没事儿，接下来的几
天，我们一起努力！”

自此之后，班里的训练热情越来越
高涨，一有空，就会探讨如何改进训练
问题。实弹射击当天，我们集体甩掉思
想包袱轻松上阵，并最终打出全中的成
绩，如愿捧得“神炮班”称号。

望着金灿灿的荣誉证书，我的心
里别提有多高兴。当然，更让我自豪
的是，遇到问题，我再也不是爱抱怨的
那一个。

（张 勇、张灵格整理）

别总说是“运气”不好
■第72集团军某旅炮兵营中士 杨明杭

每个部队都设有“指导员之家”，指导员们在那里备课示教、讨论
交流。我们这个“指导员之家”也一样，而且它拉近了各部队之间的
距离，“天南”的一位老指导员可以和“海北”的一位新指导员在这里
“对面而坐”，互通有无。

今天，我们就邀请武警梅州支队兴宁中队指导员郑广斌、陆军第
81集团军某旅坦克一连指导员江雨春和某信息通信旅三连指导员
张笑寒来到我们的“指导员之家”，一起聊聊带兵建连那些事儿。他
们 3位来自不同的大单位，所带的连队也差别很大，但他们都面临着
一样的挑战，思索着同样的问题，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我们将这种模式固定下来，继续邀请不同单位的指导员就某个
话题深入讨论。期待您的加入。

——编 者

“磨砺本身就是一种成长，经历了
挫折，我深刻体会到我不光要做家庭
的顶梁柱，更要成为部门和舰上的顶
梁柱……”面对摄像机，滨州舰主机兵
潘志目光坚定，话语铿锵。日前，东部
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官兵说课”火
热开播，各舰官兵代表相继出现在摄
像机前，通过一个个真实鲜活的故事，
分享军旅生活的感悟与收获。
“教育不能千篇一律，课堂更应求

变求新，‘唱独角戏’‘满堂灌’的教育方
式很难提起青年官兵的兴趣。”该支队
政治工作部宣传科干事郭成成坦言，教
育贴近官兵才有生命力和说服力，如果
脱离官兵工作生活实际，“一个讲台一
张嘴、一份讲稿讲到底”，就难以引发
共鸣。

面对官兵求新求变的迫切要求，支
队探索出“官兵说课”的教育模式。他
们利用各舰靠港休整的时机，遴选出工
作实绩突出、事迹真实感人、语言表达

能力强的官兵作为“说课人”，通过人物
访谈的形式，讲述聚焦主责主业、投身
练兵备战的使命担当，讲述克服困难挫
折、勇于超越自我的奋斗历程，以小见
大展现海军建设发展成就和官兵精神
风貌。
“教育的时代性不仅体现在内容和

手段上，更体现在教育理念上。让普通
一兵踏上讲台、走进荧屏，就是一种理
念的转变。”该支队政治工作部领导这
样说道。
“聆听战友们讲述个人经历，我也找

到了自己的成长目标。他们能干得那么
出色，相信我也行！”东海某海域，正在执
行战备巡逻任务的益阳舰餐厅内，结束
值更的舰员们正饶有兴致地观看支队机
关传来的最新一期“官兵说课”，边看边
纷纷感慨。大家表示，这种新颖的教育
形式不仅让人耳目一新，也能从中收获
信心与力量，干工作、抓训练的劲头更足
了。

东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开播“官兵说课”—

身边人走进荧屏“开讲啦”
■沈 扬 本报记者 刘亚迅

指导员之家 记者探营

从左至右，分别为张笑寒、郑广斌、江雨春。 曹 壮制图

眼下，部队野外驻训正

如火如荼展开，安全问题尤

其是安全训练问题自然到

了大讲特讲的时候。但从

反馈情况看，“消极保安全”

的现象仍然存在，不顾安全

盲目蛮干的情况也很突

出。比如，有的为了保安

全，险难课目浅尝辄止、偏训漏训；有的组训施训避

重就轻，打折扣、搞变通，该训的课目不训，该拉的实

兵不拉；有的不经安全风险分析评估，盲目提高训练

难度强度，造成训练伤和训练事故。于是，驻训场上

出现了这样一幕：机动转场，全部安排老司机开车，

新驾驶员得不到锻炼；组织海训，稍有风浪便叫停水

中训练，改练岸上动作；实弹射击，为保证命中率和

训练安全，多个班组共用一台发射车……

应当明确，实战实训与保证安全并不矛盾，相反安

全训练可以更好地促进实战化。各级要树立正确安全

观，坚决克服以牺牲战斗力为代价消极保安全，坚决杜

绝无视安全风险违规施训，把安全训练与大胆训练、科

学训练有机统筹结合起来。

当前正值练兵备战黄金期，提高训练质效尤为重

要。在此，郝小兵给野外驻训的部队提个醒，一方面

要按实战化要求抓好训练落实，严格操作规程；另一

方面做好安全风险评估，把可能发生的情况想清想

细，遇到突发情况灵活处置。总而言之，千万不要被

强调安全束缚了真打实备的手脚，更不能将“安全标

准”凌驾于“打仗标准”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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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把训练安全
抓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