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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特殊视频会面，折射几多爱兵

真情。

谈起这件事，第 82 集团军某旅不少

带兵人都感叹：滴水见阳光！战士处对

象跟连长、指导员报喜，从中可以看出官

兵间的感情之亲密！

“ 爱 兵 ”二 字 千 钧 重 ，千 金 难 买 战

友 情 。 无 论 是 战 争 年 代 还 是 和 平 时

期 ，良 好 的 官 兵 关 系 都 是 我 军 克 敌 制

胜 、战 胜 一 切 困 难 的 法 宝 。 走 进 新 时

代 ，我 军 官 兵 关 系 面 临 诸 多 新 情 况 新

问题新挑战。

“遇到问题，战士首先想到谁？”“面

对纠结，要是兄弟你会咋办？”“面对不理

解，你还会对战士严格管理吗？”近年来，

该旅着眼时代发展之变、兵员结构之变、

官兵思想之变给新时代带兵带来的深刻

影响，对基层带兵人提出“爱兵三问”，引

导带兵人真正对战士倾注感情，做到兵

喜我乐、兵愁我忧、兵难我急。

三问，问出爱兵新境界。初夏时节，

记者来到该旅，追踪“爱兵三问”背后带

兵人的深入思考、创新理念和一个个感

人故事。

一 问

遇到问题，战士首
先想到谁

提出这个问题，缘于一次尴尬的经

历。

“旅长、政委都知道了，我竟然还蒙

在鼓里！”四营支援保障连指导员赵汉生

告诉记者，去年初，他们连上等兵邓忠伟

突然向旅长、政委请示，提出想到外地某

部队医院就医。

原来，小邓一年前在野外驻训时右

臂不慎骨折。因情况紧急，当时连队将

他送到驻训地附近的某部队医院手术。

出院时，医生让他一年后再去取植入右

臂内的钢钉。如今到了时间，小邓请假

到附近两家医院就诊，医生都建议他回

原来手术的医院取钢钉。让人没想到的

是，小邓没跟连队说这事，却直接向旅

长、政委请示。

“明明连长、指导员就能解决，为啥

非要去找旅长、政委？”赵指导员对此很

不理解。恰逢全旅召开基层带兵形势分

析会，这件事被他摆到了桌面上：现在的

战士，为啥愿意越级寻求帮助？

“网络信息时代，民主渠道顺畅了。”

不少连队主官说：如今不仅上面能“一竿

子插到底”，下面也能“一竿子捅到天”。

今天的军营，不仅旅长、政委公开了手机

号、微信和邮箱，就连集团军、战区陆军

等领导机关的监督电话也随处可见。战

士想反映问题，只需动动手指就行。

“更关键的原因还是，战士从内心深

处还没有完全信任我们的基层带兵人。”

该旅领导进一步调查发现，小邓越级寻

求帮助是有“前奏”的。在这之前，他因

个人问题临时提出休假申请，连队考虑

当时任务急没同意。这次，想着异地手

术请假肯定更难，小邓干脆直接向旅领

导反映情况，“有了旅领导亲自过问，很

多事情都能特事特办。”

表面看是战士担心被拒，潜意识里

的一个“小举动”，实际上却是官兵间是

否信任的“大问题”。信不信任，大不一

样！许多基层带兵人对此感同身受：战

士不信任你，不仅不会和你交心，甚至遇

到事情都不会想起找你！

为此，该旅领导让基层带兵人都问

问自己：遇到问题，战士首先想起谁？

如果战士第一时间第一反应想起

你 ，说 明 他 真 的 把 你 当 成 了 最 亲 近 的

人。要实现这一点，基层带兵人首先要

成为战士的贴心人，既和战士打成一片、

融为一体，更要时时处处坚持公平公正，

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才能从根本

上增强战士对干部的信任度和对集体的

归属感。

“假如我是战士，我会有哪些问题？”

“遇到问题，战士有没有首先想到我？”随

着这些带兵理念深入人心，该旅带兵人

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还是以装步二连为例——

上士甘福贺休假期间，突然接到连

长魏超打来的电话，问他儿子的病咋样

了，让他既惊讶又感动。原来，魏连长刷

小甘的微信朋友圈时，看到了他送儿子

去医院的消息。连长的问候让小甘感动

不已。

装步二连班长杨武平参加集团军百

名优秀班长评选被淘汰。怕他因此一蹶

不振，连队干部悄悄动员全连官兵，每人

写一句鼓励的话送给他。看着一句句真

诚的鼓励，感受着战友发自肺腑的关心，

杨武平沮丧的情绪一扫而光。

上等兵陈卓因病住院，排长齐阔每

天到他病床前陪护一段时间，帮他喂饭

擦背、忙前忙后。小陈出院后，排长成了

他最知心的朋友，有啥心里话都愿意跟

排长说，工作更是变了个模样。原来训

练成绩一般的他，常常自发利用休息时

间加练，多个课目从合格变成良好，有不

少还取得了优秀成绩。

二 问

面对纠结，要是兄
弟你会咋办

两个战士要换连队！

新兵下连后不久，该旅爆出一件新

鲜事：侦察连新兵王伟提出，自己脚腕在

大学期间受过伤，侦察连军体训练强度

很大，自己体能跟不上，长处也发挥不出

来，想申请调到技术含量高一些的连队

去。

而通信连新战士王豪则提出，自己

从小体能素质好，多次夺得市、县运动会

长跑名次，到了部队一心想当个特种兵，

却被分到了通信连，结果平时训练“吃不

饱”，旅里能不能给自己加加量，把他调

换到侦察连去。

消息传出，官兵议论纷纷。“现在的

新兵真不懂事！”不少老兵说，革命军人

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当兵这么久，

我们从来都是分到哪儿就在哪儿扎根，

还没听说过不行就换连队的。

“这股风气必须得刹住。”对此，很

多 连 队 干 部 有 这 样 的 顾 虑 ：万 一 要 开

了这个头，其他战士也效仿，这不乱了

套吗？

可让大家没想到的是，旅里在严肃

批评两名战士的同时，也充分考虑他俩

的诉求，将大学生新兵王伟调到炮兵营

从事侦察计算专业，将体能素质突出的

新兵王豪调到侦察连。

面对不理解，该旅领导说：两个战士

“挑”连队的做法固然不妥，可步入新时

代，部队人才结构大大改善，有特长的战

士越来越多，如何最大限度让他们人尽

其才，是我们基层带兵人必须要思考攻

关的时代课题。

对 他 俩 进 行 批 评 是 管 理 的 要 求 ，

为他俩调换岗位则是人尽其才为了战

斗力。果然，王伟调到炮兵营后，没多

久就在基础四项测试中夺得全连第一

名 。 王 豪 调 到 侦 察 连 后 ，训 练 热 情 倍

加 高 涨 ，目 前 训 练 成 绩 已 在 同 年 度 兵

中名列前茅。

为防止此类问题再发生，该旅还专

门建立新兵专业、特长、技能统计表，确

保最大限度实现精准分兵。事情并未到

此为止，他们还向全旅干部提出课题：尽

管部队规章制度越来越完备，但随着时

代发展，带兵人在面对诸如此类“模棱两

可”的问题时该如何处理？

“遇到管理难题，要是兄弟你会咋

办？”秉持这样的带兵理念，过去很多“两

难”的问题变得不再纠结，很多“棘手”的

问题迎刃而解。

该旅驻地在首都附近。很多新战

士入伍后提出，自己没去过天安门、没

看 过 长 城 ，能 不 能 周 末 请 假 去 参 观 参

观。要放到过去，带兵人肯定会担心安

全等问题有顾虑；可如今，他们不仅欣

然 同 意 ，还 主 动 让 连 队 干 部 轮 流 带 着

去。结果，不仅没出任何问题，还开阔

了新战士视野。

前不久，战士齐建贵的未婚妻父亲

病危住院。在此之前，小齐和女友已经

买了新房、订了婚，但因疫情被紧急召

回，尚未来得及登记领证。女友没有兄

弟姐妹，乱了阵脚的她急需小齐回去当

顶梁柱。

怎么办？连队没有以“不符合规定”

简单化处理，而是拿着购房合同、订婚照

片等材料，逐级反映到机关，以最快的速

度为小齐办好了紧急事假手续。

真心换真心。谈起这些，连队干部

感 慨 地 说 ：只 要 我 们 真 正 拿 战 士 当 亲

人，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就能赢得战

士的信任。这不，齐建贵处理完“准岳

父”的事，假还没到期就主动赶回了连

队，前不久还夺得了专业考核第一名的

好成绩。

三 问

面对不理解，你还
会对战士严格管理吗

“排长，太感谢您了！”

前 不 久 ，支 援 保 障 连 侦 察 排 狙 击

班 下 士 陈 禹 安 ，捧 回 全 旅 某 无 人 机 专

业 比 武 冠 军 的 荣 誉 后 ，抱 着 排 长 张 政

说 。 曾 经 因 为 张 排 长 对 他 特 别 严 格 ，

小 陈 一 度 满 腹 牢 骚 。 如 今 ，他 终 于 理

解了排长的苦心。

作为排里狙击手，陈禹安苦练 2 年，

终于从一个“狙击小白”成长为训练尖

子，多次在全旅考核中取得全优成绩，还

几次征战集团军狙击比武赛场。

让他没想到的是，连队列装某新型

无人机后，排长非让他牵头去学这个“新

家什儿”。

狙击训练原本就忙得脚打后脑勺，

陈禹安对此很不情愿。白天他带着几名

狙击手一练就是一整天，晚上还要加班

加点学无人机理论。为方便他背记知识

点，张排长还特意将理论知识打印成小

册子，让他随身携带随时阅读。

在 张 排 长 督 促 下 ，陈 禹 安 很 快 掌

握了无人机的操作技巧。可张排长并

没 有 让 他“ 小 富 即 安 ”，而 是 把 参 加 集

团 军 无 人 机 专 业 比 武 作 为 目 标 ，要 求

他 每 天 训 练 结 束 后 都 要 撰 写 心 得 体

会，进行分析总结。

由于训练任务重，陈禹安有段时间

不理解，甚至怀疑是不是排长故意针对

他，差点还动了跟连长指导员反映、维护

自己休息权的心思。可当他真正捧回无

人机比武全旅冠军的证书时，他才理解

了排长的良苦用心。

感动之余，他在旅局域网上发表了

一篇题为《老兵呼唤严格管理》的网帖：

作为军委纪委首批基层风气监察联系

点，加之被战区陆军纪委赋予旅带营风

气建设试点任务，咱们旅各种民主和监

督渠道特别畅通。在基层风气持续向上

向好的大背景下，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只

想着民主权利，而放松了严格要求。在

这里，我想告诉所有战友，严是爱，松是

害，请对我们再严一些。

陈禹安的这篇网帖，不仅在基层营

连引起强烈反响，更引起了该旅领导高

度重视。他们从中看到了新时代带兵爱

兵的另一个课题：在青年官兵民主意识

更强、部队监督体系更加健全的情况下，

基层带兵人还愿意对战士严格管理吗？

“面对不理解，你还会对战士严格管

理吗？”旅党委旗帜鲜明提出这一“爱兵

之问”，让不少基层带兵人认识到：带兵

必须“严管厚爱”。

某营支援保障连战士朱飞身体素质

好，武装越野一跑就是全连第一。可班

长徐化平不仅没有因此放松对他的要

求，反而天天给他“吃小灶”。起初，朱飞

对此颇不理解。

一 年 后 ，集 团 军 组 织 训 练 尖 子 比

武，朱飞先是以全旅第一名的成绩脱颖

而出，后又以绝对优势夺得集团军比武

第二名，荣立了三等功，并当上了副班

长。没想到，班长徐化平还是对他特别

严 格 ，去 年 带 着 他 再 次 参 加 集 团 军 比

武，俩人双双跻身前列，朱飞再次荣立

三等功。

因综合素质优秀，前不久朱飞被推

荐参加今年优秀士兵保送入学集训。接

到通知那一刻，朱飞说：“如今我才体会

到了班长的严格要求才是真正为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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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踪“ 爱 兵 三 问 ”
—从第 82 集团军某旅三种带兵理念感悟新时代官兵关系内核

■本报记者 刘建伟 钱晓虎 通讯员 付运红 陈佩琪

追踪这个旅党委 3 个看似平常的

爱兵之问，记者感慨良多。

众所周知，官兵一致、尊干爱兵，是

我军建军治军的基本原则和政治优势

之一。90 多年来，正是因为有着“团结

得像一个人”的官兵关系作为重要保

证，人民军队才迈过沟沟坎坎、闯过风

风雨雨，成为一支战无不胜、无坚不摧

的雄师劲旅。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

上强调：“要深入开展尊干爱兵、兵兵

友 爱 活 动 ，培 养 官 兵 甘 苦 与 共 、生 死

与 共 的 革 命 情 谊 ，巩 固 和 发 展 团 结 、

友 爱 、和 谐 、纯 洁 的 内 部 关 系 。”这 一

重 要 论 述 既 告 诫 我 们 ：官 兵 一 致 、尊

干 爱 兵 的 优 良 传 统 什 么 时 候 都 不 能

丢 ；也 提 醒 我 们 ：世 情 、国 情 深 刻 变

化，人民军队内部关系也要主动接受

考验、迎接挑战。

人民军队要打赢未来战争，必须先

要打赢“人心之战”。今天，融洽官兵关

系、凝聚军心士气的政治优势，仍是开

启胜利之门的钥匙。细细咀嚼这个旅

党委的“爱兵三问”，给我们颇多启示。

新时代带兵不能“刻舟求剑”，必须

与时俱进。时代发展了，我们不能简单

地生搬硬套过去爱兵的做法，更不能按

昨天的我来复制今天的他！要想赢得

战士，先要读懂战士。一代人有一代人

的特点，一茬兵有一茬兵的爱好。面对

“吃着薯片、看着大片、玩着芯片”长大

的“这一代”，就必须用“这一代的方法”

打开他们的心扉。

爱兵就是爱部队，爱兵就是爱战斗

力。“爱兵三问”还告诉我们，无论到什

么时候，密切官兵关系的关键都在官。

无论年龄、兵龄、学历和经历如何，军官

都应该主动承担起密切官兵关系的主

要责任，都应该牢记爱兵是带好兵的关

键。只要各级军官把爱兵当事业干，把

战士当亲人看，就能从态度和感情上真

正知兵爱兵。

不爱兵就没有资格带兵。实践告

诉我们，只要带着感情，“没有时间”就

不是理由；只要把战士当兄弟，“没有办

法”就不是借口。我们每一个带兵人都

应牢记，有爱则军心“聚”，无爱则军心

“散”；平时亲如兄弟，战时才能生死相

依。真正把战士放心上，时时处处为战

士着想，就一定能推动知兵、信兵、爱

兵、管兵有效落实，凝聚起实现党在新

时代的强军目标的强大正能量。

把爱兵当事业 把战士当亲人
■本报记者 刘建伟

第 82集团军某旅官兵在休息之余交流谈心。 邵天阳摄

记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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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佳超这样优秀的军人当男朋

友，你太有眼光了！”

让河南省焦作市某教育集团教师千

慧芳没想到的是，和男朋友冯佳超确定

恋爱关系后，男朋友带她见家长，不仅见

了他的父母，还要“见”男朋友所在连队

的连长和指导员。

4 月下旬，第 82 集团军某合成旅装

步二连中士冯佳超，带女友回家正式与

父母见第一面。吃完饭，他把女友拉到

一边，拨通了远在千里之外的指导员张

天伦的微信视频。

然 后 ，他 把 女 友 千 慧 芳 叫 到 了 手

机屏幕前，让她和张指导员见见面、聊

聊 天 。 就 这 样 ，一 场 特 殊 的 视 频 会 面

开始了。

“佳超不仅是我们的训练标兵，还是

‘暖男’，可会关心人了！”张指导员问完

她个人的工作生活等情况后，还详细介

绍了冯佳超在部队的优异表现……

跟张指导员聊完，没想到连长魏超

早就等候在一旁了。

既是拉家常，也是促感情。面对连

长、指导员的轮番介绍，脸皮挺薄的千慧

芳满脸通红。

“咱们在一起，为啥非要见你部队的

领导啊？”挂掉视频通话，害羞的女朋友

有些不解地问。

“连长指导员就是我们的兄长，连队

就是我们的家！”冯佳超动情地为女友讲

起了“家的故事”。

一次，战友王统帅野外驻训时突发

晕厥。当时他们“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又没车辆保障。情急之下，战友们给在

驻地休假的指导员打了电话。指导员开

着私家车及时赶到，把小王送到了医院

抢救。急诊医生说，幸亏来得及时，否则

后果不堪设想。

“要不是亲如兄弟，谁能这样干？”冯

佳超动情地对女友说，连队干部个个拿

我们当亲人，像处对象这种大事，我们能

不告诉他们吗？

“你们部队真是太温馨了，战友之间

真是太‘有爱’了！”冯佳超的动情讲述，

让千慧芳也深受感染。

她告诉冯佳超，今年一定要找机会

去他们连队看一看。

一 场 特 殊 的 视 频 会 面
■本报记者 刘建伟 彭冰洁 张毓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