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者推荐

晨志：

你的来信收悉，我感到欣慰。新兵

训练已经一个半月了，你肯定了自己取

得的成绩，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且针

对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更是难

能可贵啊！

当兵是人生经历的一次转折，又是

一个新的起点，夯实基础，一步一个脚

印，一步一个台阶，极为重要。

新兵都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谁

能出类拔萃争得名次呢？那要看谁能

更快地纠正自己的问题，学习更多的

知识。

你在信中指出的问题：“早晨起床

慢”，这是几年来的习惯性问题，需要

很大的毅力才能根除，在短时间内靠

别人叫醒可以，长时间就不行了，还

是要靠自己的意志力。身体过于劳累

时，偶然一次听不见起床号可以理

解，但有时醒了还不能马上起床，这

怎么行呢？

“政治教育课打瞌睡”，站在最后

一排听课，这是小范围的应急措施，

如果一个营、一个团集体上政治教育

课，你能往哪里站，哪里能容许你站

着听课？要从根本上解决此问题，必

须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起来！思想

政治教育，历来是部队的必修课。在

教育课上打瞌睡说明你的学习态度

不端正，思想意识上出了问题。你必

须要清楚认识到这一点，否则以后怎

么进步呀？

“玩手机没节制”也是老问题了，这

是没有理想没有抱负的表现，胸无大

志，碌碌无为，就靠玩手机刺激感官，消

磨时间混日子。

你的这三个问题，实质上是“三大

顽疾”，不下大气力改正是不行的。我

相信你一定能克服的！只要有毅力有

恒心，铁棒也能磨成针。

业精于勤而荒于嬉，专业学习要精

益求精，力争新兵连能进前三名。体能

训练要尽力而为、循序渐进，比如能挑

100斤的只挑90斤不及格，能挑100斤

的却挑起110斤就过头了，同样不好，

那样会给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

在工作生活中还是要扬长避短。

你的长处是阅读和写作，这方面要多看

书看报，吸取更多的知识，才能写出好

文章。

你要发扬小学、初中时看书的那

个劲头儿，发扬高中时苦读的那种精

神，学习再学习，坚持数年必有大收

获。我当兵刚满两年就提干了，在咱

们市里同一批的 300多名新兵中第一

个提干，靠的就是时时事事严格要求

自己。有些工作是领导安排的，一定

要干好；有些工作没有人安排，但也要

主动去干，做到有没有表扬一个样。

我的长处是勤劳能吃苦，不足是文化

程度偏低，所以那时每天坚持自学一

小时，经常拿着稿件到饭堂朗读，锻炼

自己的表达能力……渐渐地写文章变

成我的长处。

最后还要强调一句：讲好普通话，

练好钢笔字，这会让你受益一生的。

一人参军，全家光荣！

姥爷

2020年 11月 6日

新兵白晨志外公的真情家书

新兵入营没几天，我发现新兵邵
诗杰做事情总比身边战友慢半拍，平
日里喜欢沉浸在自己的“小天地”，不
愿意与战友交流。一次训练间隙，邵
诗杰临时被身边战友推选出来表演节
目，紧张的他竟然站在人群中间抹起
了眼泪。

当晚我就找他谈心。但是，不论
我谈什么话题，他总是十分拘谨地问
一句答一句，不愿多说一句话。

起初我想，这可能是因为环境陌
生而紧张的缘故，不少新兵入营后都
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可是又过了两
天，邵诗杰突然找到我说：“报告区队
长，我生病了，不能参加训练。”我顿时
心里一紧，立即带他去门诊部，可医生
检查过后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我明白，邵诗杰是在“泡病号”！
我也意识到，要想做好他的思想工作，
绝非易事。后面的日子里，我和班长
经常找他谈心，训练中以表扬为主，组
织班里战士为他过生日，但他的表现
仍不尽如人意。

一段时间后，班长向我诉苦说：“邵
诗杰不好带，就是一个‘闷葫芦’。”当
时，我也有些气馁，但想想自己也是一
位父亲，当自己孩子情绪不好时，总会
不厌其烦地引导他、教育他，不能因为
有的新兵一时表现不好，就轻言放弃。

于是，我给邵诗杰的父母打电话，
介绍他的训练生活情况。得知他从小
性格比较内向，平时喜欢玩电脑，经常
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上网聊天。

就在处处留意他的情况时，我又
有了新发现：班里几次组织新兵撰写
心得体会，邵诗杰每次都写得不错。

既然能写，我何不尝试着用文字和他
交流呢？
“小邵，我是王峻，大家都想成为

你的好朋友，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跟我
讲，如果当面不方便说，我们通过这种
方式交流好不好？”一天晚上，我写了
一张小纸条放在了他的枕头下，并在
晚上点名后悄悄告诉了他。第二天早
上，我趁他出操后悄悄看了一下，纸条
不见了，可他没有给我回复。
“沟通是需要时间的嘛！至少他

看了。”我心里想。
当晚，我又写了一张小纸条给他：

“今天体能训练强度比较大，要是脚痛
的话，就打盆热水泡泡脚。今天集合
速度很快嘛，表扬一下！”第三天早上
再去看，纸条又不见了，他还是没有回
音。但是这天，邵诗杰各项表现都很
积极，看来这方法起作用了。

我趁热打铁，当天晚上又给他留
了一张小纸条：“过去的事情不能决定
什么，只有你今天的努力才能决定你
的明天。我们都会帮助你的，好好干，
不要辜负大家对你的期望。我们相信
你！”第四天早晨再去看，我惊喜地在
他枕头下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工整
地写着：“区队长，谢谢您！您放心！
我一定会努力的！”

从那天起，小纸条就成了我和邵
诗杰沟通的桥梁：他在纸条里向我诉
说心里的秘密，我坚持用小纸条点出
他的问题和不足，鼓励他进步。伴随
着一张张小纸条，训练先进个人、内务
标兵……邵诗杰获得的荣誉渐渐多了
起来。每次捧着流动红旗站在全班面
前时，他的脸上都乐开了花。

前不久，邵诗杰给我传了一张表
达感谢的小纸条：“一名新兵遇到一名
好班长，是新兵的幸福。这样的幸福
让我爱上了新兵连，也爱上了部队！
谢谢您，区队长！”

回头想想，要做好新兵的思想工
作，就要真正走进他们的内心。但前
提是带兵人要耐心地寻找一个最恰当
的“桥梁”，与新兵之间架起一座“连心
桥”。这样的“桥梁”，有时甚至只是一
张小小的纸条。

（张一飞整理）

枕头下的小纸条
■王 峻

对带兵人而言，说话是一门艺术、

一种智慧，更是一种能力。实际工作

中，一些基层带兵人在战士面前不会

说话、说不好话，导致战士听不懂、不

爱听，影响了内部关系和工作开展。

要想说出有水平的话、战士爱听的话，

基层带兵人首先应该做到理解战士、

贴近战士、关爱战士，并在讲“短话”

“兵话”“暖话”上下功夫。

理解战士讲“短话”。当前，部分

基层带兵人开会、搞教育或点名时，喜

欢长篇大论，认为讲得越多越能引起

重视、讲话时间越长越能印象深刻。

殊不知，这样不仅达不到目的，甚至适

得其反。毛泽东同志堪称短文大家，

他撰写的新闻稿件《我三十万大军胜

利南渡长江》，全文不到200字，文字简

洁，语言凝练，平实中显示出宏大的气

势，被列为新闻报道的经典之作。基

层带兵人要认识到，讲话的目的是为

了统一思想、部署工作、解决问题，必

须减少冗词赘语，用最精炼准确的字

句紧贴实际讲、切中要害讲，让战士听

得进去、听得明白，才能对基层工作发

挥有效作用。

贴近战士讲“兵话”。走进基层

教育课堂不难发现，有的基层带兵人

授课很用心，课件制作精美、备课笔

记翔实，但因授课枯燥艰涩，导致战

士昏昏欲睡；而有的兵教员在授课

时，引用事例贴近基层，讲道理深入

浅出，颇受战士欢迎。“话须通俗方传

远，语必关风始动人。”生活在网络时

代的年轻战士眼界开阔、思维活跃、

个性鲜明。基层带兵人要想掌握战

士思想，在情感上与战士产生共鸣，

就应从摒弃老旧思维开始，改变说教

式、命令式的说话方式，主动融入兵

的生活、感受兵的质朴、体会兵的可

爱，学会讲好兵言兵语。

关爱战士讲“暖话”。常言道：“良

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当

下的带兵实践中，简单粗暴的肢体“硬

暴力”已难觅踪影，但个别用语言伤人

的现象仍然存在，这不仅会损伤官兵

之间的感情，更会对战士心理造成伤

害。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

士兵都是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建设

主体。基层带兵人如果平时总讲伤人

的话，凡事摆出一副官架子，则必定会

失去战士的信任与支持。带兵重在带

心。要放下身段平等相待、以诚相待，

用温暖人心的话语传递和巩固官兵

情、战友爱。当战士面对挫折时给予

鼓励，说一句“你能行”；当战士获得进

步时予以肯定，说一句“好样的”；当战

士伤心失意时送上安慰，说一句“别难

过”……做到用贴心语言凝聚兵心士

气，进而有效提升工作实效。

基层带兵人要掌握说话艺术
■张宏业

12月7日
面对性格内向、不愿与战友交流的新兵，海军潜艇学

院某训练基地一名带兵骨干有高招——

爱是一种复杂的高级情感，它可

以消融冰雪、沟通心灵。世界需要

爱，军营同样也需要爱。“不爱兵，就

没有资格带兵。”换言之，带兵就一定

要做到爱兵。有些带兵人在练兵备

战上是行家，但面对冒着热气的思想

问题却很不得要领。其实解决官兵

思想、心理问题的诀窍并没有多么高

大上。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诀窍，那

就是——爱。因为，爱是一种动力，

可以驱动带兵人想出化解难题的妙

招；爱是一种智慧，往往可以起到“四

两拨千斤”的效果。俗话说，“人心换

人心，玛瑙兑黄金。”当官兵的“心”都

被爱紧密相连在一起，很多问题就会

迎刃而解。

爱兵，带兵的第一秘诀
■唐博特

点 评

12月4日

“爸爸妈妈，我们授衔啦！看你们的女儿漂亮不？”12月13日，新疆军区某师新兵团举行授衔仪式，佩戴列兵军衔的新兵

纷纷表示要练强本领、努力学习，争当优秀士兵。图为新兵赵文（前排左一）与家人视频通话，全班战友向其父母招手问好。

本报特约通讯员 袁 凯摄

老兵的期盼 新兵的方向
—推荐北部战区空军某旅新兵白晨志外公的一封家书

编辑同志：

近日，在北部战区空军某旅新兵营组织的“读家书”主题活动中，新兵白晨志和大家分享了外公
的一封家书。白晨志的外公是一名老兵，虽然退役多年，但依然保持着军人本色，始终把军旅生涯
视为一生的荣耀与骄傲，也一直对军营念念不忘。这封家书，不仅饱含了长辈对晚辈浓浓的关爱，
而且蕴含着一名老兵对新兵的期盼与教诲，对白晨志个人触动很大，同时在新兵营也产生积极反
响，对于帮助新兵顺利度过新训期，尽快实现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转变，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征得白晨志本人同意，现将这封家书推荐给《解放军报》，希望能对新战友的成长有所帮助。

北部战区空军政治工作部 刘若男

北部战区空军某旅新兵营教导员林

方晓：“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
香。”转眼间，新兵入营已近3个月，为了
让新兵尽快适应连队生活，我们组织“读
家书”主题活动，让新兵在书信往来当中，
感恩父母养育之情、坚定从军报国之志。

一封封家书是连接军营与家庭的
情感纽带。朴实的文字、真挚的情感，
既让新战士体会到了久违的熟悉与亲
切，也化解了远方家人深切的思念。新
兵白晨志外公的这封家书，篇幅不长、
言语平实却打动人心，让传承在两代军

人之间的忠诚、荣誉、担当跃然纸上。
感谢老兵！
（李爽、孙旭东整理，书信内容略有

删减，题目为编者所加）

题图摄影：赵子源、吴 昊等

题图合成：扈 硕

带兵人说—

我的外公今年 71 岁，出生在山西
的一个小村庄。年轻时，由于家境贫
寒，他没有学费去完成学业，于是踏上
了开往福州军营的火车。

他常常和我说：“虽然我文化程度
不高，但是到了部队后，干任何事情我
都要争第一。无论是劳动，还是训练，
我一样都没有落下，每天还要抽出一
个小时读书看报。”也正是因为这样，
外公入伍第一年就入了党，两年便提
了干。

外公给予我的不仅是陪伴和关爱，
还有作为一名老兵的言传身教。时至

今日，我还能清楚地记得，在我小时候，
外公经常给我唱军歌。在我入睡前，外
公还给我讲红色故事。正是受外公的
影响，我也穿上了这身军装。

带着外公的期望，初入军营的我
立志当个好兵。可军营生活不像我想
象中那么简单，军营里严格的纪律让
我很不适应，政治教育课也无法专心
听讲，渐渐地，我心中打起了“退堂
鼓”，当个好兵争取立功的想法也随之
烟消云散。

那段时间，我看营区上方的云都
感觉低沉沉的，听到飞机的轰鸣声更

是感觉烦躁。“我何必要来这里受苦，
我是不是真的能力不够？”我也常常反
问自己。

于是，在连队组织写家书时，我将自
己的困惑写入信中，将心事向外公倾
诉，希望能够得到外公的指点，从而找回
以前的自己。

果然，不久我就收到了外公的回
信。又看到了熟悉的字体，我觉得外公
仿佛就在身边。那微微带着墨香的书
信，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关心，让我依稀
想象出外公坐在窗前书桌边，反复构思
着书信内容的模样。

白晨志讲述自己和外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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