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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排斥往往是赢得

尊重的开始，只有坚持不

懈，才能收获鲜花和掌声”

上军校期间，喜欢心理学的肖敏，考
取了心理咨询师三级证书。

2年前下连队，担任排长的肖敏工
作尽心尽责，群众基础好，被连队指定为
心理骨干。

全连晚点名时，指导员张运天郑重
其事地宣布了这件事。一下连就被委以
重任，让肖敏感到沉甸甸的压力。

平日里，肖敏十分关心身边每名战友
的心理状况。他发现，大家普遍缺乏心理
健康知识，便以各种形式普及相关常识。

基层心理骨干基本职责中，有一条
是定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可翻看
连队训练周表，肖敏几乎找不到自己可
以施展拳脚的时间。
“旅里定期组织心理辅导课，往往是

全旅官兵坐在一起上大课，效果并不理
想。”既然是指定的心理骨干，就要对得
起连队的信任，肖敏向指导员张运天提
出了自己的想法——定期组织全连官兵
上心理辅导课，普及心理健康知识。
“心理工作得跟着官兵思想走。”张

运天听后大力支持，决定让肖敏每两周
为全连官兵上一次心理辅导课。

备课时，肖敏查阅了大量心理学书
籍和相关资料，精心制作 PPT、撰写讲
稿。他特别想让大家通过他的授课，学
会一些心理学基本常识以及简单的自我
调节方法。

然而，现实很快给他泼了一瓢“冷
水”。一听是上心理课，一些战友开始小声
嘀咕：“我们又没有心理问题，给我们讲不
是浪费时间吗”“心理骨干不就是谈谈心、
聊聊天，至于搞得这么兴师动众吗”……

望着台下战友异样的眼神，肖敏草
草收场。
“心理健康问题每个人或多或少都

会遇到，每名官兵都应该有过心理困扰
和不愉悦的心理体验。”肖敏没有泄气，
他始终记得教导员熊松林给心理骨干
说过的一句话：“被排斥往往是赢得尊
重的开始，只有坚持不懈，才能收获鲜
花和掌声。”

一次，肖敏对一个班进行心理测
评。2名战士的测试结果超过正常值，
他提醒班长多加关注。这名颇有带兵
经验的老班长不以为然：“没那么麻烦，
我加强思想教育就行了。”
“其实，不少基层带兵人缺乏心理学

知识，经常把心理问题简单地等同于思
想问题。”肖敏决定就这个问题给大家上
一课。他说：有的带兵人把思想问题当
作一个“筐”，什么问题都往里装。如果
把心理问题当作思想问题来治，则会“号
脉”不准；如果把思想问题当作心理问
题，结果会“药”不对“症”。
“‘压床板’可能是思想问题、可能是

心理问题，也可能兼而有之，需要具体分

析当事人的情况。”肖敏说，同样的事情
发生在不同人身上，引发的问题也会不
同。比如，心理素质稳定的战士考不上
学，出现情绪波动，可能是思想问题；性
格内向的战士考不上学，出现消极悲观
的想法，可能更需要在心理上加以引导。
“有的官兵认为心理问题看不见、摸

不着，不想把‘有限的精力’放到‘无限的
心理问题’上，有些人简单地把心理疏导
等同于思想政治工作，喜欢用‘大道理’
去教育有心理问题的人，其实是不可取
的。”这堂课，让大家对肖敏刮目相看。

慢慢地，战友们对肖敏的心理辅导
课产生了兴趣，课堂上的气氛也变得越
来越活跃。

打开心门，许多战友有啥开心事、烦心
事都喜欢跟肖敏分享。训练间隙，好多班
长主动请肖敏给大家打打气、鼓鼓劲儿。

“只有真正了解官兵

的所思所想所需，才能做

到在思想上‘扫雷’，在心

灵上‘除霾’，守护好基层

战友的心理健康”

一个周末，肖敏发现战士刘凯手上
缠了几圈厚厚的绷带。他假装路过刘凯
身旁，“不经意”地问起他的伤。

刘凯吞吞吐吐地说：“没啥事，前两
天爬障碍时不小心划伤了。”

刘凯性格内向，平时不大爱和别人
交流，最近几天闷闷不乐，事情可能没有
那么简单。
“事出反常必有因。”肖敏没事就找

他唠嗑，从生活上关心他。
一天下午，肖敏陪刘凯去换药。路

上，刘凯终于把憋在心里许久的话说了
出来。

原来，刘凯的初恋女友前不久提出
跟他分手。撂下电话, 刘凯一拳重重地
打碎了镜子，结果把手弄伤了。
“人会在受伤的地方，长出结实的翅

膀。”肖敏以“过来人”的经历分享自己的
经验。两个人不知不觉聊了一路，刘凯
的脸上终于“阴转晴”。
“心理学上称为‘相悦效应’。”肖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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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心理服务
工作，“读懂”只是基础，“做通”是更重要的
“下篇文章”，前提就是用心用情用爱。

“只有真正了解官兵的所思所想所
需，才能做到在思想上‘扫雷’，在心灵上
‘除霾’，守护好基层战友的心理健康。”
肖敏说，心理骨干只有用真心与官兵交
心、用真情付诸不懈努力、用真爱抚慰官
兵心灵，才能走进官兵内心。

战士靳小龙体型偏胖，5公里训练
成绩总是在连队“吊车尾”，经常在战友
面前抬不起头。

一次聊天，靳小龙无意中吐露了想
选取士官的想法，没想到引来一片哄
笑。此后，他更加沉默寡言。

一次，连队电脑“罢工”，好几个战士
摆弄半天都没修好。这时，靳小龙凑上来
说他可以试试，结果很快将电脑修好了。

肖敏翻阅“兵情档案”发现，靳小
龙入伍前专门学过电脑维修。这就是
靳小龙的闪光点，肖敏鼓励他钻研修
理技术。
“人生的奔跑，不在于瞬间的爆发，

取决于途中的坚持，纵有千百个理由放
弃，也要找一个理由坚持下去！”平日里，
肖敏一边鼓励靳小龙放下心理包袱，一
边陪他加班训练，教他调整呼吸、步幅、
频率，提高耐力。训练结束，肖敏都会帮
靳小龙做身体放松，并告诉他看到自己
的进步，相信自己能行。

在肖敏帮助下，靳小龙 5公里训练
成绩从不及格达到良好水平，变得自信
了许多。

找到了自信，靳小龙渐渐成为连队
的修理“大拿”，不仅维修电脑技术日渐
长进，连打草机、电视机、空调等电器出
了故障，他都能修。去年 9月，他如愿选
取了士官，还成为连队的心理骨干。

靳小龙的改变，让肖敏觉得自己做
的工作很有必要也很有价值。“一颗种
子，从破土到含苞，需要冲破累土与石
砾，经历日晒和雨淋，这一切都是成长必
经的锻炼和磨砺。默默汲取营养，耐心
等待，终会迎来最美的绽放。”他用这句
话鼓励靳小龙，也鼓励自己。

肖敏希望，有更多的种子，破土发
芽，迎来最美的绽放。

“心理骨干的作用就

是在战友心里有疙瘩时，

给予及时化解，让阳光照

耀在心头”

那段时间，肖敏发现，刚下连的不少
新战友不同程度出现了“水土不服”的情
况，几名新战士还悄悄找他寻求帮助。
“排长，自从下连后我经常感到疲

惫，担心自己哪里做得不好，晚上总是失
眠，能给我一些建议吗？”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在新兵连时我

和大伙儿关系都不错，可是下连后总受到
批评，还因为性子急和一名老兵吵了架。
现在我很想念新兵连的战友，该怎么办？”

……
“第二适应期是新兵军旅生涯的一

个重要节点，面对新环境、新任务和新的
人际关系，他们往往会产生诸多不适
应。心理骨干应该及时疏导，帮助他们
尽快融入新集体。”肖敏说。

肖敏运用所学，采用自我心理暗示、故
事引导、现场互动等形式，向新战友传授释
放情绪的正确方法和减压技巧，从他们广泛
关注的现实问题入手，耐心解答有关心理知
识的疑问，帮助他们掌握自我调适的方法。

课间，肖敏组织新战友进行“信任背
摔”“心理健康操”“悄悄话大声说”等拓
展训练，让他们在游戏中释放压力、增进

了解，树立正确面对挫折困难的积极心
态，提高自我调节能力。新战友们都说，
肖排长就像一位知心大哥，让自己在艰
难成长中学会了奔跑。

一天下午，官兵们经过高强度训练
后，肖敏将心理辅导的课堂直接搬到了
操场。他先播放了一段轻柔的音乐，让
战友们放松身心，随后才进行授课。

心理疏导结束，虽然他的掌心已经
渗出了汗，但听到大家热烈的掌声，看到
战友们一张张开心的笑脸，肖敏开心极
了：这次心理疏导成功了！
“心理骨干的作用，就是在战友心里有

疙瘩时，给予及时化解，让阳光照耀在心
头。”肖敏说，心门关了，心理骨干就要及时
拿出打开战友心门的那把“钥匙”，及时化
解心理困惑，才能避免出现心理问题。
“有时也有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

感觉。”实践中，肖敏越来越发现，一旦进
行专业性强的心理疏导工作时，经常会
感到“知识不够用”。

为了努力提高自己开展心理服务工
作的能力，肖敏平时非常注重自我“充
电”。他坦言，不仅是自己，基层心理骨
干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能力难提
高、培训机会少，大多依靠“自学成才”。

令肖敏欣慰的是，如今各级越来越重
视基层心理服务工作——上级开通了心理
服务网络预约系统和心理咨询热线，旅队
建立了心理咨询室，形成了旅有专门的心
理咨询师、营连有心理骨干的良好局面。

令人振奋的是，定期组织心理骨干
集训，邀请经验丰富的心理专家来旅队
授课、面对面传帮带，选派心理骨干到院
校进修代培等，这些像肖敏一样的基层
心理骨干们期盼已久的好事，不少已经
落实，有的已经提上议事日程。

肖敏所在旅定期开展“心理服务下
基层”活动，分批次、分时段组织基层心
理骨干们同旅里的心理咨询师一道，在
基层各营连巡回组织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活动。一次次实践与观摩，提高了基层
心理骨干的任职能力。

随着“充电”机会越来越多，肖敏感
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了各
级领导机关的重视，我干好心理骨干的
信心更足了！”他说。
“心灵就像一扇门，常开则畅，常闭

则幽。”两年下来，肖敏的言语里满是自
豪，“作为一名基层心理骨干，尽管有时
不被一些战友理解，但我愿意做打开战
友心门的那把‘钥匙’，迎来清新的空气
也迎来灿烂的阳光。”
（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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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知心哥哥”的“心灵密语”
■本报记者 陈典宏 特约通讯员 郑 烨

聚焦基层部队心理服务工作

前不久，我们以“关于基层心理服

务，你的感受如何”为主题，在部分基层

单位发起了匿名调查。

调查中，27%的官兵认为，部队基

层心理服务工作宣传教育力度还不

够，一旦咨询心理问题就会被其他战

友嘲笑，不少战友有了心理郁结，宁愿

憋在心里也不愿意倾诉出来，有心理

咨询室但进去的人少；33%的官兵认

为，学习培训力度不太够，很多单位心

理骨干完全是“自学成才”，缺乏经验、

底气不足；25%的官兵认为，心理服务

队伍力量薄弱，基层部队缺少专业的

心理医生；10%的官兵认为，软件硬件

设施还不够完善，缺少相关的训练软

件和治疗设备。

在对 200名基层心理骨干问卷调

查中，35%的人认为，不少官兵对心理

学的认知不深，缺乏对心理骨干的岗位

认同，工作不好开展；33%的人认为，对

官兵心理需求把握不准，开展心理工作

方法单一；25%的人认为，缺少相应的

激励机制，难有作为。

基层官兵的反馈，折射出一个共

识：基层心理服务工作是一项长期工

程，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基层心理骨干

作为基层部队开展心理服务工作的中

坚力量，是掌握心理情况的“信息员”、

宣传心理知识的“辅导员”、发现心理症

状的“观察员”、解决心理问题的“疏导

员”，作用不可低估。

官兵们普遍认为，心理健康是军人

良好心理素质的前提，是思想政治素

质、军事专业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形成

和提高的基础，也是维护部队安全稳

定，增强战斗力、凝聚力的重要因素。

随着社会环境、时代条件和部队使命任

务的深刻变化，对基层部队心理服务工

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更大挑战。

作为开展基层心理服务工作的关

键一环，基层心理骨干的能力素质很大

程度上决定了工作质效，必须认清形势

需要强化作为意识、搞好自身定位发挥

职能作用、加强学习培训提高能力素

质、勇于实践探索增强服务实效。

基层心理骨干的优势在于身在基

层、了解基层，与战友朝夕相处。他们

呼吁，各级在更加重视心理服务工作的

同时，能给予他们更多关注，帮助他们

快速成长，打造一支素质过硬、相对稳

定、持续发展的心理骨干人才队伍。

从问卷调查和实际调研中，我们

发现在心理骨干队伍建设方面，有的

单位选拔心理骨干程序不够规范、标

准不够明晰；有的单位人员不固定、制

度没保障；有的单位学习培训力度不

够，不同程度存在队伍素质薄弱、不稳

定等情况。

但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不少单位在

加大心理服务宣传教育力度、引导官兵

树立正确思想观念的同时，通过严格选

拔标准、强化激励措施、搭建学习平台

等举措，不断建强用好基层心理骨干队

伍，充分发挥其骨干作用，提高了基层

心理服务工作质效。

我们相信，通过各级和官兵的共同

努力，部队基层心理服务体系将会越来

越完善，每一名官兵脸上都会阳光灿烂。

让每名官兵的脸上都阳光灿烂
■本报记者 陈典宏 特约通讯员 郑 烨

“别说了，我的事不用你管！我这辈子就

这样了……”连队营房前的石凳上，战士肖新

望憋得满脸通红，和排长兼心理骨干肖敏怼

上了。

肖新望说出这句话时，心里已经后悔，泪

水在眼眶里打转。入伍后，他一直憧憬着两

年后能留队当个班长，平时训练刻苦，工作积

极主动。谁知当兵第二年，因为一件小事，急

性子的肖新望和战友发生冲突，受到处分。

“我这辈子就这样了。”自那时起，他留下

一块“心病”，认为自己“没戏”了，做好了打背

包走人的准备。

“心病终须心药治，解铃还须系铃人。”肖

敏明白，作为一名基层心理骨干，如果不能及

时解开肖新望的心结，将会给他的军旅生涯

造成难以弥补的遗憾。

肖敏大步追上已起身离开的肖新望。“人

心都是肉长的，总能被焐热。”这一刻，他决定

为这名上等兵治“心病”。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肖敏追着肖新望的

脚步，绕着营区走了一圈又一圈。两人从最

初的保持距离到慢慢靠拢……一天、两天，肖

新望终于打开心结，把肖敏当成了“知心哥

哥”。从那一刻起，他决定调整心态，向心中

“另一个自己”看齐。

那年，表现出色的肖新望，被评为优秀义

务兵，如愿留队转了士官。那一天，心中满是感

激的肖新望，跑去向肖敏敬了一个军礼。

一晃2年过去，肖敏所在的第74集团军

某旅送走一茬老兵，又迎来一茬新兵。肖敏

渐渐成为战士们喜欢的“知心哥哥”。

“为战友们扫去心灵的阴霾，送去清风阳

光，是一件幸福而快乐的事。”作为基层心理

骨干队伍中的一员，肖敏觉得“自己也变成了

最快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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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械训练场上，第74集团军某旅心理骨干肖敏（左三）为战友加油鼓劲。 彭瑞中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