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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样本

锐 视 点

带兵不是一道数学题

“知兵录”被上尉高少清锁到了柜

子里。

高少清，一营三连新任指导员。最

近，他发现战友们有些“怕”和自己聊天。

为啥？战友们怕在谈心时自己说的

话，被指导员高少清记到“知兵录”里。

如何准确掌握大家的思想状态成了

摆在高少清面前的一道难题，这也是所

有基层带兵人需要琢磨的课题。

之前，学理科的高少清相信任何一

个实际问题包括带兵，都能在数学领域

找到相应的模型，从而找到相应的解决

办法。

直到成为一名指导员，高少清才知

道 ，带 兵 这 道 题 没 有 标 准 模 型 。 每 个

“解”，都可能是独一无二的。

“邵治庭。”

“到！”

“初次见面，指导员没用花名册，就

叫出了我的名字。”上士邵治庭对此印象

特别深刻，新到任的指导员，第一次点名

就能认齐连队的所有人，不简单。

这是高少清的首次“答题”：到任前，

他利用“知兵录”了解并记住每一名战友

的基本情况。

这次点名，让大家对高少清的距离

感立马消失了，战友们都觉得“这个指导

员‘有一套’”。

新官上任三把火，高少清的这一把

火，烧起来了。

“充分了解大家，工作才能顺利开

展。”高少清明白，这把火之所以能够烧

起来，不仅是因为自己能够记得住每名

战友的名字，更是因为自己特别用心，这

份用心得到了战友们的认可。

尝到“知兵录”的“甜头”，高少清便

顺着这个“解题方法”继续“答题”。

工作渐渐深入，高少清的“知兵录”

逐渐丰富了起来，战友们的基本情况、兴

趣爱好、思想动态、日常表现……事无巨

细，高少清都写进了“加强版知兵录”。

这个秘密，无意之间被大家知道了。

“指导员什么都往里面记，大家越来

越觉得跟他聊天有压力。”邵治庭说，“生

怕一个不小心，说错什么话，被指导员记

进去。”

“知兵录”越来越厚，战友们的态度

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在他们眼中，“知兵

录”变成了“记账本”。

“自从偷用手机被记上了本子，我心

里就没踏实过。”上等兵郭锦城曾经这样

跟邵治庭表达害怕“翻不了身”的想法。

“知兵录”，不知不觉间让高少清在

心中给战友们“画了像”。

“你在观察战友们的同时，他们也在

关注着你。要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他们，

他们自然会给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高

少清意识到，“知兵录”虽方便了自己工

作，却忽视了战友的感受。

怎么办？高少清把费心制作的“知

兵录”锁进了铁皮柜。

高少清的“知兵录”消失了，取而代

之的，是每周一场的连队篮球赛。

这 是 营 长 张 华 锋 给 高 少 清 支 的

高 招——

每当战友之间产生了矛盾、工作中

有了情绪或者生活中有不如意，高少清

都会叫他们到篮球场上。他发现，团体

活动的氛围较为轻松。平日里的一些隔

阂和负面情绪，会被球场上的呐喊和笑

声驱除干净。

球赛之后，高少清会借助轻松的气

氛 ，把 平 日 里 发 现 的 问 题 给 战 友 点 出

来。大家也乐于接受，愿意向高少清表

达自己的想法。不少想和他谈心的同

志，也会主动加入篮球活动中去。

“接过战友的传球，平时对他的一些

不满也放下了。”郭锦城成了篮球活动的

忠实拥趸。

没了“知兵录”的高少清，反而找到

了解官兵这个难题的最优解——用心。

在平时生活工作中，高少清更加用

心观察每名战友。他明白：再好的工具

和方法都只是辅助，目的是为了更好地

走近官兵。但要是缺了感情这个内核，

这些工具和方法也都失去了意义。

当“ 我 们 ”变 成“ 咱
们”之后

原来，一字之差意思可以截然不同。

这个道理，排长段晨晨是在第一次

带新兵时明白的——

那天，新兵王鑫和他说：“排长你每

次讲评时，总说‘我们’，明显没把咱们当

自己人。”

段晨晨没明白什么意思。王鑫解

释：“‘我们’主要指听话的一方，‘咱们’

包括的则是讲话的与听话的双方。”王鑫

继续说：“不过，排长你今天干的事，让我

们都把你当成自己人了。”

王鑫说的事，发生在中午——

开饭时，团值班员高闯发现队伍在

嬉笑打闹，在全团面前严肃地批评了段

晨晨所在的排：“还有个当兵的样子吗？”

作为连值班员，段晨晨站在全连面前听

着批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深思熟虑后，段晨晨在饭后把全排

留了下来。

“我值班期间出了问题，是我工作没

做好，我向大家检讨。”段晨晨在队伍面

前语气诚恳地说，“你们来到了这里，我

就要对你们负责。我们是一个集体，行

动时，不能光想着自己……”

“虽然排长你当时还用‘我们’，”王

鑫对段晨晨说，“但你干的事儿，只有自

己人才能干出来。”

除此之外，王鑫还跟段晨晨讲了很

多和年轻战友聊天需要注意的细节——

微信聊天时的笑脸表情，不光能表

示微笑，还可以表示不开心。回复一个

字“嗯”有可能是敷衍，回复“嗯嗯”在年

轻战友看起来更友好……

当“我们”变成“咱们”之后，段晨晨

渐渐成了新战友口中的“自己人”。他发

现，用年轻战友喜欢的说话方式、处事风

格和他们相处，更容易成为“自己人”。

无独有偶，上等兵赵晗觉得“我们”

变成“咱们”，也是因为自己经历的一次

差错——

那天，正常值班的赵晗接到任务，

按照标准步骤一步一步操作，结果通信

毫无反应。依据以往经验，赵晗将数据

恢复，再次操作，却发生了严重的通信

故障。整个分队用了半天时间才恢复

了通信。

连长余盼并没有急着厘清责任。相

比连队丢了“面子”，他更关注的是赵晗

的状态：从没经历过这样差错的赵晗，已

经被压力压得有些“喘不过气”。

“赵晗觉得这次是他军旅生涯的终

点了。”班长董明璐告诉余盼。

全 旅 视 频 会 议 上 ，连 队 被 点 了

名 。 余 盼 观 察 到 ，赵 晗 在 会 议 现 场 更

加忐忑了。

“这件事，主要责任在我。我作为领

班员没能把设备检查好。”董明璐主动

承 担 责 任 ，让 会 议 现 场 的 赵 晗 一 下 子

“木”在了那里。

“现在结果还没出来，犯了错，咱们

改就行，不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大家

要引起警惕，也不要因为这个意外乱了

阵脚……”余盼总结时，看到坐在现场的

赵晗状态已经放松了许多。

会后，赵晗找到余盼。

“别担心，有啥我担着。”话还没说

出口，余盼的几个字，一下让赵晗湿了

眼眶。

那天，赵晗和余盼聊了很久。

“我想跟连长在一起，共同承担！”经

历这次事件，余盼让赵晗心中的“我们”

真正变成了“咱们”。

在余盼看来，连队主官想赢得战友

的真心支持，需要站在战友的角度思考，

不仅要“说得好听”，更得“干得漂亮”。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为战友们多担

当一分，战友们对单位的感情才能更深

一层。

夜里，那盏亮着的灯

一盏灯，可以带来什么？

某基地信息通信旅在深山中的临时

驻扎区，每天夜里总亮着一盏灯。这件

事，是旅长代西伦特意嘱咐的。

前不久，为完成紧急建设任务，一支

临时组建的应急抢修分队，在深山中悄

然驻扎了下来。

任务紧急，大家经常在深夜前往工

地。从营区到工地，坐摆渡车需要 20 分

钟。为了保障一线官兵进出，旅长代西

伦规定“非施工人员一律步行往返”，还

要在值班室留一盏灯。

中尉符晓秦宇是营区里的“守灯人”。

一次，上等兵孙宇从工地回来，看着

亮着的灯和符晓秦宇说：“这让我想起备

战高考的时候。那时，不管我回去多晚，

我妈都给我留盏灯，也会给我准备一份

好吃的。”

听到孙宇的话后，符晓秦宇思绪万

千：这支临时组建的队伍，还真有了家的

温度。

当兵已有几个年头，符晓秦宇对这

一“温度”有着直观的感受，也有了理性

的思考。

“ 每 次 点 名 开 会 ，总 强 调‘ 以 连 为

家’，为单位多做贡献。可每当犯错的时

候，又会说‘你真以为连队是你家啊，想

干嘛干嘛’。”中士杨源在教育课上的一

句调侃，让符晓秦宇哑口无言。

以连为家，简单四个字到底怎样才

能做到？

符晓秦宇收回思绪，墙上的挂钟指

针也指向了 12 点。

“今天人手不够，旅长还在工地里帮

忙抬机柜呢。”驾驶员田鹏接完最后一组

人回来和符晓秦宇说：“早点休息吧，他

们都回宿舍了。”

收拾完值班室，符晓秦宇准备离开，

窗外传来了熟悉的笑声。

“还有泡面吗？”刚从工地走回来，代

西伦笑着和符晓秦宇说。

看着正在吃泡面的代西伦，符晓秦

宇问出了萦绕在心头的问题：“到底怎样

才能让战友们以连为家？”

代西伦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而

是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曾经，有一位首长和战友负责修建

航母码头。

那年春节，航母码头还没有修好。

当时天飘着雪，一片漆黑。首长远

远地看到一盏灯亮着，灯下哨位站着一

个年轻哨兵。

“跟他说些什么好呢？”首长边想边

往哨位走去。

到了哨位，首长向哨兵大声问：“全

中国有几个航母码头？”

“一个！”

“谁在守？”

“我！”

“光不光荣？”

“光荣！”

“这样一来，哨兵的荣誉感、积极性

充分调动了起来，便也不觉得艰苦了。”

代西伦感慨，这位首长的做法才是带兵

的艺术啊！

符晓秦宇恍然大悟，不仅要让官兵

感到温暖，更要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价

值。亮一盏灯，不仅是让战友们感受家

的温馨，更是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工作被

人看在眼里，也被人肯定。

“‘以连为家’不是约束官兵的一句

口号，而是对自己的要求，自己得先当他

们的家人。”代西伦继续解释，“家里能给

的感情，单位要满足；给不了，要用荣誉

感补上。我觉得做到这些，再谈‘以连为

家’比较合适……”

以连为家，连队的温馨关爱是基础，

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感受到军人的责

任 感 、荣 誉 感 。“ 我 站 立 的 地 方 就 是 中

国。”不管战位在哪里，战友们都要明白

这个战位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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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求带兵之道的时代新解
—来自某基地信息通信旅基层带兵人的带兵感悟

■朱 刚 陈淑文 谢 非

提到艺术，很多人会想到绘画、音

乐、建筑等。很少有人会想到，带兵，也

是一门艺术。

我们常说，带兵讲求“一把钥匙开

一把锁”。言下之意，找到那把打开官

兵心锁的“钥匙”，不是件容易的事。

反观一线带兵人“寻找钥匙”的实

践，为什么有的“他山之玉”会水土不

服？为什么有的会弄巧成拙进而造成

隔阂？为什么有的感到“真情错付”，产

生这样或那样的心结？其中一个重要

原因，就在于一些基层带兵人盲目相信

带兵“套路”。

经验丰富的基层带兵人明白，带

兵 蕴 含 着 知 兵 与 爱 兵 的 智 慧 ，不 能

冀 求 于 找 到 一 把 打 开 所 有 锁 的“ 万

能钥匙”。

不可否认，很多套路化的管和育，

出发点仍是知与爱，但因常常看不清缺

了什么、找不准短了什么，把知的劲头

用偏了、爱的格调降低了。这样的“钥

匙”往往是打不开战友心锁的。

战国时期大将吴起亲自为伤兵吸

脓，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为什

么能载入史册？道理就是：带兵之道在

严爱相济，上下同欲方能常胜不败。

知兵有深度，带兵才会有高度。带

兵不仅要知理，更要用心、用情，不能让

“知”浮于表面。想要以深化求深知，就

要做到对战士全面知、动态知。不仅要

知“形而上”之表征，而且要知“藏于内”

的心理；不仅要知道战士在哪里、在干

什么，而且要知道他们在想什么、盼什

么；不仅要知道问题“是什么”，而且要

知道“为什么”。

年 年 岁 岁“ 连 ”相 似 ，岁 岁 年 年

“兵”不同。人的思想千变万化，基层

带兵人要把知兵当作一个过程，经常

思考，反复了解。须知昨天的情况不

同于今天的情况，昨天知兵也不能代

替今天知兵，否则就会犯“刻舟求剑”

的毛病。

将心比心想一想，以情换情掂一

掂。带兵需要真心实意，多些“真诚的

爱”。不能动辄给战士“贴标签”，而是

要以发展的眼光、欣赏的态度来看待和

对待他们。

带兵需要艺术不要套路。带兵人

与时俱进，处理好严与爱、管与教、堵与

疏、情与理的关系，自觉走出低层次的

带兵路数，大家就会更有归属感，队伍

就会更有凝聚力。

突 破“ 套 路 ”靠“ 知 兵 ”
■周 镔

一种挫败感，在林子棋心里翻滚。

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辗转难眠，

试图把白天发生的事从脑海中过滤。

通常，很多人都会逃避问题。但林

子棋“一根筋”，过不了心里那道坎。

林子棋是某基地信息通信旅新兵

团的一名排长。他心里的那道坎，要从

新兵谷鑫铜的一次带队说起。

“值班员带队，不能松松垮垮。”新

兵谷鑫铜当上副班长后第一次带队，因

为态度随意，被林子棋叫住，挨了批评。

“也不知道是跟谁学的？”林子棋心

想。

一次偶然的机会，林子棋得到了答

案，这个答案让他有些“尴尬”。

那天中午，林子棋带队，远远瞥见

新兵团副团长邓全武站在路口。

“待会儿大家都把状态拿出来，大

声喊。千万别‘冒泡’。”林子棋在远处

调整队伍，准备好好展示一下排里的精

神风貌。

没 想 到 ，战 友 们 还 没 来 得 及 亮 嗓

子，队伍就被邓全武叫了停。这次“冒

泡”的人，竟是林子棋自己。

“整个队伍的核心在值班员，值班

员松松垮垮，整个队伍也就没了精神。”

邓全武让林子棋带着队伍绕着食堂重

新走了一圈。

这 一 圈 ，对 于 林 子 棋 来 说 ，十 分

漫长。这句“熟悉的话”，反复在他脑

海回放。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林子棋开始

重新审视自己的队列动作。昂首挺胸，

臂腿协调，两眼目视前方……林子棋开

始调整自身的动作时，才真正发现自己

带队时状态确实松垮。

出门看队列，进门看内务。平时林

子棋天天给战友们说习惯养成，自己却

做了错误的示范。林子棋说，自己被自

己打了一个巴掌。

当我们在观察新兵时，新战友也时

刻关注着我们。

一夜难眠，林子棋决定改变。

第二天中午，林子棋并没有把谷鑫

铜叫到自己房间来谈心，而是主动到谷

鑫铜的宿舍去，和他面对面地进行交

流。

心灵上的尊重，比形式上的尊重更

重要。改变谈话地点和形式，更深一层

意味是换位思考和以诚相待。

得 到 谷 鑫 铜 理 解 后 ，林 子 棋 召 集

战友们开了一次短会。会上，林子棋

表 示—— 今 后 ，凡 是 要 求 战 友 们 做 到

的，自己一定首先做到。凡是战友们

觉得不合理的，都可以直接提出来。

“排长，上次，你还坐在床上让我们

不要坐床呢。”打开了话匣的战友和林

子棋打趣道。

很 多 时 候 ，人 们 能 轻 松 地 发 现 他

人的问题，却忽略了自己的问题。你

什么样，你带出的兵就什么样。这句

话 ，林 子 棋 记 录 在 自 己 的 本 子 上 ，也

记在自己心里。

上图：排长谢聪在操课间隙与战友

们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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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什么样，你带的兵就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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