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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我们又在指导员的脸上看到
了熟悉的笑容。

我们指导员很爱笑，大家都说他的
笑容就像冬日的暖阳，总是不经意间就
能化解心中的郁结。
“困难再大，咱们一起想办法。”指导

员在谈心时对我们说得最多的就是这句
话。平时大家有啥挠头事，也都愿意找
他倾诉，我也不例外。

但去年年底那段时间，指导员脸上
的笑容明显变少了。我知道原因，去年
的“四铁”先进连队评比，我们连以微小
差距与荣誉失之交臂。

去年年初，连队就定下了目标：一定
要评上“四铁”先进连队。为此，全连上

下齐心协力，指导员更是拼尽全力。
指导员是去年到连队任职的。一上

任，他就迅速适应新身份，全身心投入连
队建设——一手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
手钻研军事训练，在连长休假期间，更是
扛起了组训重担……

看到指导员那么拼，我们也深受感
染。所以在得知连队“双争”目标落空
时，大家心里都挺失落的。

指导员第一时间召集全连人员，上
了一堂挫折教育课——“我们要拿得起、
放得下，放下是为了更好地拿起，今年的目
标没能实现，这鞭策我们明年要更加努
力。我对大家有信心！”

指导员的话触动着每一个人，大家
也渐渐重拾信心。但细心观察，指导员
却不像他说的那样放下了。虽然表面
波澜不惊，但笑容少了，有时还独自待
在房间里，半天不出门。我这才意识
到，这次“失利”其实对他来说是个不小
的打击。

一天晚饭过后，急性子的我按捺不
住，敲开了指导员的房门。还没等指导
员开口，我便脱口而出：“指导员，我要和
您谈谈心！”

指导员先是一愣，然后点了点头。
“指导员，你不是说‘困难再大，咱们一

起想办法’吗？有啥困难，咱们一起扛。”
“没得到荣誉不等于一切归零，连队

的进步大家有目共睹，你不必太过自
责。作为连队的带头人之一，你要放下
思想包袱，带领我们重新冲锋啊！”

指导员边听边点头，脸上渐渐泛
起笑容。送我出门前，他使劲拍了拍
我 的 肩 膀 ，说 这 次 谈 心 是 场“ 及 时
雨”。他对我表示了感谢，并郑重承诺
会尽快找回状态，带着大家继续拼。

爱笑的指导员又回来了，我们连已
经定下了新年度奋斗目标。现在，全连
一心，正向着这个目标砥砺前行！
（易东平、本报特约记者程锡南

整理）

“指导员，我要和您谈谈心”
■第74集团军某旅侦察一连中士 吴 帅

新兵们陆续下连，开启下一阶段的
军旅生活。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我感
慨颇多。

当了 4年指导员，这是我第 2次带
新兵。凭借多年带兵经验，我信心满
满，但万万没想到会在这份游刃有余的
工作中碰了壁。

新兵入营后，看着他们不如人意的
摸底成绩，我根据多年经验，向连长提
议：对基础好、进步快的新兵，要不断提
高训练难度；身体素质薄弱的，要开小灶
增加训练时长；平时就餐、集合等活动，
要卡表计时；节假日里也要把活动安排
得满满当当，培养新兵的时间意识和打
仗观念……

连长接受了我的建议。果不其然，
新兵训练成绩连连攀升。我心里暗自得
意：自己的办法真有用，好经验永远不过

时。但我的喜悦没持续多久，形势就发
生了逆转。在营里组织的新兵体能对抗
赛中，我们连的名次下滑了 5位，以往名
列前茅的手榴弹投掷和轻武器射击等课
目都没进前三。

看着这样的成绩，我的火气压不住
地往上冒，随即和连长召开骨干会“兴师
问罪”，“到底什么情况，是不是训练量不
够，是不是要继续加把火？”

这时，班长王昆的一句话让我瞬间
头脑清醒，“弓弦绷得太紧会断，何况是
人呢？我们班里有不少新兵已经过度疲
劳了。”

回忆那段时间，一些新兵的确是疲
惫了许多，我一直觉得很正常，训练哪有
不吃苦、不受累的。但王昆的话让我意
识到自己确实过于心急了，凭着过去的
经验，一门心思狠抓训练。但提高训练

成绩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尤其对新兵
来说，不能一味地提高强度。

在接下来的新训中，我开始调整，训
练成绩继续抓，但更科学地抓，更加留心
新兵的身心动态。我还经常和新训骨干
们讨论交流新兵情况，适时开展谈心，组
织文化活动，一旦发现问题，及时靠上去
解决。

这次的经历给我上了一课。在新兵
完成地方青年向合格军人转变的过程
中，作为带兵人，我们要摆正心态，不可
操之过急，也切勿过于依赖经验。抓训
练，要张弛有度，采取科学的训练方法，
同时重视思想教育和心理疏导。如果为
了成绩，一味地加压，结果可能会事与愿
违。带兵是门学问，常学常新，自己的
“经验库”也需要常常更新。

（张 宁整理）

经验虽好用，也要常更新
■陆军某训练基地新兵连指导员 仇 安

北部战区海军某旅连长 张洋：

很多同志对写笔记有抵触心理，认为是

为迎检留痕，我可以理解。但笔记存在

的意义并不在此。它能让学习提纲挈

领，帮我们温故知新。官兵不愿记笔

记，首先要从教育者身上找原因。如果

授课内容没有干货、授课形式索然乏

味，自然无人想记，也没什么可记的。

战士是教育的对象，也是教育的主体。

不妨让战士在课堂唱主角、在讲台站C

位，引导他们深度参与教育，变成教育

的一部分，这样他们才会生发真情实

感，才会记录要点体会。

笔记，要值得一记

带兵人手记

北部战区海军某通信团战士 张朝：

授课时不做笔记，授课后再补笔记，甚

至不上课直接照着提纲抄笔记，抄完笔

记就把本子撂在一边……这些都是我

们身边常见的事，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

解决好“为谁而学、为何而记”的问题。

开展教育是为了铸魂育人，接受教育是

为了成长成才。每一名官兵都应该积

极参与其中，积极主动学习、加强自我

教育，就像在学校读书时那样，把该学

的技能学好，把该记的知识记牢，把记

笔记当作一种行为自觉、学习必需，形

成习惯，长期坚持，受益终身。

笔记，要自主去记

某信息通信旅宣传科干事 李建功：

教育做笔记、读书写体会，归根结底

是通过记忆、总结，深化认识、锻炼思

维、提高素养。如果做笔记、写体会

不走心入脑，随便抄一段、编一下，不

仅是没有效果，更是浪费时间。大家

要明白，记笔记的目的不是为别人而

是为自己。所以，做笔记、写体会，要

往实里走、往心里去，真正触及思想、

提高认识。当然，这也有赖于机关转

变“唯笔记论”的检查督导方式，树立

起既注重过程、更注重效果的鲜明导

向。

笔记，要记在心里

（以上内容均由刘葆旭采访整理）

基层之声

连 日 来 ，正 在 海 拔

5000多米高原驻训的新

疆军区某团，充分借助驻

训地域多变天气构设战场

环境，通过实战化训练检

验装备极限性能，砥砺官

兵血性胆气。

图①：组织训练讲评。
图②：一名战士正在

精确瞄准。

本报记者 李三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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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兵正在接受专业集训，建议下
连后与老兵结成一帮一对子，让他们
快速度过‘第二适应期’”“筹划新年度
工作，要注意吸取去年的教训，防止同
样的问题重复出现”……

日前，笔者来到某基地信息通信
旅六营采访调研，发现义务兵普遍发
言踊跃，别看他们入伍时间不长，却勤
于思考，让人禁不住感叹：现在的战士
确实很有想法！

相比之下，新排长们就有点放不
开了：座谈时经常闪烁其词，还时不时
偷瞄一下营连干部的脸色，有的甚至
直言“我现在没什么想法，好好向老班
长们学习就是了……”

该营教导员孙磊看在眼里，心
里明镜似的：这些新排长有的有想
法，但不愿说，生怕说错话得罪人；
而大部分人是真没想法，总觉得上
有连队主官、下有班长骨干，用不着
自己操心。孙磊介绍说，去年底，根
据工作安排，他在各连队就营党委
如何发挥“前沿指挥所”作用组织问
卷调查，有些人没填几分钟就草草
交卷了。
“最后一栏让大家自由填写、畅所

欲言，为啥都空着？”面对孙磊的追问，
一名新毕业排长竟半开玩笑地说：“这

都是领导们考虑的问题，我们就没必
要‘烧脑’了吧？”

事后，孙磊越想越不对劲，这些新
排长经过了正规的院校教育，要学历
有学历，要眼界有眼界，正是干事创
业、激情四射的年纪，为何反而如此消
极呢？

随着一场谈心摸底的展开，真相
渐渐浮出水面。

下士段维光反映，一些新排长在
毕业前就做足了“功课”，深谙与老兵
“相处之道”，故意把自己的位置压得
很低，但这种做法显然不是谦虚，更多
的是对班长骨干的迎合讨好。

上等兵陈晗平时与新排长接触较
多，他说，“有的新排长也想来个‘新官
上任三把火’，但一些班长骨干不买
账，有的还当场反驳，一点儿面子都不
给。于是，新排长只能收起锋芒，变得
谨小慎微了！”

一连指导员庞超的一番话也很有
代表性：“有的单位对排长的培养使用
并不重视，就像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
算哪里，导致他们的存在感、获得感严
重不足……”
“新排长迟早要当连长、营长，

必须让他们在‘官之初’就充满朝
气！”孙磊召集党委一班人围绕落实

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充
分尊重官兵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
“着力增强基层内生动力和工作主
动性”等条款摆现象、研对策，推出
的第一项举措就是举行官兵恳谈
会，让新排长唱主角。

在开诚布公的讨论交流中，新排
长们关闭了以往的“静音模式”，既倾
吐心声又各抒己见，围绕战备训练、政
治教育、日常管理等工作提出不少“金
点子”。

在他们的带动下，干部骨干纷纷
刀口向内，深入自查自纠。孙磊发现，
缺乏闯劲和活力的现象并非新排长独
有：有的干部重体力轻脑力、重执行轻
总结，宁愿累身体不愿费脑子；有的支
部遇到矛盾绕着走，碰到难关就掉头，
不去想办法对策；有的主官落实上级
决策指示只会机械照搬，没有结合实
际的新思路……
“新时代军人要有新风貌！”经

过这次思想洗礼，官兵们的主观能
动性得到进一步激发。该营趁热打
铁，积极给新同志搭平台、交任务、
压担子，同时理顺内部关系，端正班
长骨干对待新排长的态度，引导大
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掀起比
学赶超新热潮。

新排长为啥老是“没想法”？
—某基地信息通信旅六营按纲抓建新闻调查④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少波 徐弘源

在跟随机关检查组下基层检查时，

我发现一个现象：官兵们的教育笔记写

得工工整整，内容近乎一模一样，但随机

抽问核实时，很多战士一问三不知，偶尔

有几个能回答上来的，也是模棱两可、似

是而非。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经过调

查得知，有的连队定期下发各种笔记模

板，利用休息时间集中组织官兵抄笔

记。如果遇到机关临时通知检查，他们

还会连夜突击，把要检查的笔记补全。

这就不难理解官兵们的笔记为啥千篇

一律了。

在一些单位，每个季度都会组织

机关业务科室对基层工作进行检查

抽查，其中翻本子、查笔记是必不可

少的一项内容，各部门往往将其作为

衡量基层是否按要求落实工作的重

要指标。

出于工作需要，一些登记统计确实

应该格式规范、字迹工整、条理清晰、内

容详实，比如条令规定的“七本、五簿、三

表、一册”。但如果对教育笔记也做同样

要求，或仅以笔记内容不全、字迹潦草，

就判定基层单位没有认真落实教育制

度，就未免有些求全责备了。这种做法，

不仅让笔记本身变了味，也传递给官兵

一个错误的观念——笔记就是给领导看

的，就是应付检查的，与个人学习无关。

这样一来，如何让教育入脑入心？

其实，在军营参加教育记笔记，与在

院校读书记笔记，两者没有本质区别，其

作用无非是便于受教育者记住重要内

容、不时翻阅巩固。说到底，笔记是记给

自己看的，不仅应该记，而且要记好，但

怎么记、记什么，不能一概而论。况且在

院校，也没有谁会拿学生的笔记，作为考

察其学业成绩的依据。

教育没搞、笔记记了，当然不可

取；教育搞了、笔记没记或记得不好，

就被通报批评，委实值得商榷。教育

笔记本不在本簿册表之列，不属于登

记统计内容，所以不宜做统一要求、硬

性规定。或许有人会问：不看教育笔

记，如何检查基层教育落实情况？其

实方法有很多，与战士座谈可以了解，

与政治教员聊天也能知道，怕就怕检

查本来就是走马观花走过场，还煞有

介事地拿笔记说事。笔记记了就一定

代表教育落实了吗？相信检查人员也

心知肚明。

我们的笔记，是给谁看的？
■刘葆旭

官兵是基层建设的主体力量和动

力源泉。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

要》专列一节“坚持扭住官兵主体抓基

层”，要求最大限度激发官兵热爱基

层、建设基层的主人翁意识，汇聚强基

固本的智慧和力量。

按说，绝大多数基层官兵是带

“本”入伍、带“证”分配的，而且“本”

与“证”的层次越来越高。他们本该

是思维最为活跃、创新最具活力的

一群人，但有的人却把自己摆到“旁

观者”的位置，放空头脑，做“思想懒

汉”，不思进取、得过且过，脑子里不

想 事 不 思 考 ，年 纪 轻 轻 就 暮 气 沉

沉。俗话说“一懒生百病”，思想懒

惰比行动上的不勤奋更值得警惕和

防范。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当前，

基层建设面临很多新情况新变化，必

须着眼新体制新编成新使命，坚持信

任官兵、紧紧团结官兵、广泛发动官

兵，依靠他们的聪明才智攻坚克难、干

事创业，用基层活力的竞相迸发，引燃

新体制效能的充分释放。

别做“思想懒汉”
■胡 璞

编余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