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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表现挺好的战士，这是咋

了？”结束一天的训练，第 80 集团军

某旅装步一连指导员杨智鹏在帐篷内

翻看成绩册，新战士王泽玉近期陡然

下滑的训练成绩让他心生疑惑。

第 二 天 ， 他 来 到 王 泽 玉 所 在 班

排 了 解 情 况 。 原 来 ， 前 不 久 的 一 个

休 息 日 ， 王 泽 玉 被 安 排 去 帮 厨 ， 从

早 上 一 直 忙 到 下 午 才 回 连 队 ， 半 路

却 撞 上 了 检 查 督 导 组 。 面 对 “ 连 队

上 午 是 否 落 实 上 级 活 动 安 排 ” 的 提

问 ， 本 就 疲 惫 不 堪 的 王 泽 玉 一 时 愣

在 原 地 没 答 上 来 ， 等 他 回 过 神 来 想

解 释 缘 由 ， 检 查 人 员 早 已 记 下 他 的

名字离开了。

“这件事后，王泽玉就一直无精打

采。检查人员是不是有点太苛刻了？”

向杨智鹏讲清事情原委后，王泽玉的

班长黄军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本来是

正常的履职尽责，却因机关完全不给

机会解释成了“犯错”，王泽玉心里委

屈也正常。

“因为任务紧急，我利用体能训练

时间准备驻训物资，检查人员看到后

问都不问就记到本上”“室外训练时，

机关打电话催促上报材料，我气喘吁

吁跑回连队时遇上了训练督导组，直

接就是一个通报”……战士们口中相

似的经历让杨智鹏陷入沉思。他把这

一情况带到机关基层双向讲评会上，

引起基层代表的共鸣，不少人反映机

关在检查督导过程中大多以“冷脸”

示人，战士们“有苦难言”“无处申

辩”的情况并不鲜见。

对 此 ， 部 分 机 关 干 部 也 为 自 己

“喊冤”：如实记录亲眼看到的问题怎

能 算 错 ？ 何 况 大 多 时 候 检 查 时 间 有

限 ， 战 士 的 话 到 底 是 “ 解 释 ” 还 是

“狡辩”无从判别，只能遵从“眼见

为实”。

“检查督导的根本目的是帮助基

层 解 决 问 题 ， 更 好 发 展 。” 该 旅 党

委 一 班 人 分 析 感 到 ， 服 务 基 层 不 仅

要 落 实 在 政 策 措 施 之 中 ， 还 应 体 现

在 根 本 态 度 上 ， 检 查 督 导 组 应 带 着

深 厚 的 感 情 开 展 工 作 ， 给 予 基 层 官

兵应有的信任。

“必须真心指导帮助基层、真诚服

务官兵，融入基层官兵。”为此，该旅

一方面刀口向内，在党委机关开展专

项教育，组织讨论交流，人人自我剖

析，纠正错误思想；另一方面，他们

将交班会上的“问题通报”改为“问

题整改情况报告”，把为基层解决了多

少难题、官兵满不满意作为衡量机关

工作绩效的硬标准，立起基层至上的

导向。此外，他们还借助旅强军网、

双向讲评会等平台，及时通报在检查

督 导 中 发 现 的 基 层 瞒 报 、 虚 报 等 现

象，督促基层整改。

双向发力，标本兼治。近日，笔

者在该旅看到，随着检查督导方式的

转变，已有近 10 项困扰基层的难题得

到解决，在最新一期的服务基层满意

度问卷调查中，官兵对机关的好评率

达到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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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见未必为实，兼听则明、偏信

则 暗 ， 这 里 面 起 决 定 作 用 的 ， 是 对

基层官兵的根本态度和感情。《军队

基 层 建 设 纲 要》 强 调 要 “ 带 着 对 官

兵的深厚感情做工作”，这不仅体现

在 关 心 关 怀 上 ， 理 解 信 任 同 样 重

要 。 如 果 下 基 层 时 总 是 端 架 子 、 摆

冷 脸 ， 对 基 层 的 声 音 充 耳 不 闻 、 对

基 层 的 反 馈 将 信 将 疑 ， 便 是 从 一 开

始 就 在 无 形 中 把 自 己 摆 在 了 基 层 的

“ 对 立 面 ”， 这 样 一 来 ， 又 怎 么 走 近

官兵、服务基层呢？

个子不高不矮、体型不胖不瘦，黝黑

的国字脸，一笑露出一口洁白的牙，眼睛

眯成一条线——这是第 81 集团军某旅

“思想政治工作模范连”连史解说员庞承

旭给人的印象。单从外貌来看，很难想

象这位连史解说员曾是有着几十万粉丝

的“网红”主播。

入伍前，庞承旭是某热门游戏的高

端玩家，凭着一口伶牙俐齿和精湛的操

作，他在直播平台获得了 30 多万的粉丝

和不菲的打赏收益。

可就在去年，庞承旭被解放军戍守

边防的一段视频所打动。“这些战士看起

来和我差不多大，却在雪域高原守卫祖

国，我对自己当时的人生规划产生了质

疑。”19 岁的庞承旭想要找寻“更有意义

的青春”，于是毅然报名参军。

对一个长期“宅”在家中的游戏主播

而言，从军之路可不轻松。在虚拟世界

中“技压群雄”，被粉丝夸赞的庞承旭，入

伍后却成了“吊车尾”。现实的巨大落差

和空有抱负却无从下手的境况，让庞承

旭心生退意。

指导员杜玉明看出了庞承旭的问

题，决定给他一个展示的舞台，让他找回

前进的动力。恰逢连队要挑选一名战士

担任连史解说员，杜玉明没有把任务交

给对连队知根知底的老士官，而是大胆

放手交给了庞承旭。

起初，庞承旭对接下这个任务有些

半推半就，但在挖掘连史、知悉连史的过

程中，他渐渐有了改变。

王 年 敏 同 志 刚 入 伍 时 ，各 项 成 绩

不 理 想 。 然 而 他 却 凭 借 强 大 的 毅 力 ，

在 不 断 的 努 力 下 ，最 终 成 长 为 训 练 标

兵 …… 这 个 连 史 故 事 ，让 庞 承 旭 深 受

触 动 ，决 心 不 再 消 极 应 对 训 练 ，他 说 ：

“ 讲 解 连 史 、教 育 别 人 ，首 先 要 自 己 先

受教育、树好形象，不然有什么说服力

可言？”

此后，庞承旭像换了一个人。为了

当好讲解员，他空闲时间常和指导员讨

论交流，试着把当主播的经验技巧运用

在讲好连史上，努力让连史故事富有时

代气息，走进青年官兵心里。与此同时，

因为积极配合连队指导督促帮扶对子，

他的训练成绩也很快有了起色。

如今，随着党史学习教育的开展，

庞承旭感觉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一

天到晚琢磨着如何结合党的百年奋斗

史 ，把 连 史 讲 得 更 有 滋 味 、更 有 力 量 。

看 他 一 脸 郑 重 的 神 情 、努 力 工 作 的 样

子，战友们都忘了他曾经是一个“网红”

主播。

解说连史，助他成长
■王鹏皓 梁天驰

“野外驻训与营区训练不同，面对的

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都更加复杂，要格

外留心……”盛夏时节，南部战区陆军某

旅正在野外驻训，远火一营教导员罗桂

按照旅队计划，以“野外练兵知多少”为

题给全营官兵进行授课。

授课中途，罗桂将官兵按排长、士官

以及义务兵分类引导至不同的场地。随

后，3 名指导员分别围绕“排长怎么发动

官兵驻训热情”“骨干如何抓住野外练兵

好时机”“新同志初到野外的注意事项”

为官兵解疑惑、传经验、“开小灶”。授课

结束后，3 个场地的官兵都纷纷表示这

次授课“很对胃口”。

这是该旅推行“1+N”教育模式后出

现的变化。该旅宣传科科长梁圣介绍，

过去组织教育大多采取集中讲授、课后

讨论的模式，但因授课时间有限，官兵接

受能力、岗位需求不同，总有部分官兵收

获不多。

因此，该旅党委针对“大课宽而泛，

小课讲不深”的痛点，探索提出“1+N”授

课新模式：以营为主要单位、大课为牵

引，授课中根据不同人员类别区分教育

内容，对应分类设置“N”个分课堂展开

精细化教育。“这样既能把好教育主题大

方向，又能深耕细作，避免‘一锅煮’‘大

呼隆’，有利于提高教育针对性。”该旅领

导介绍，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定期开展政

治干部集训，遴选培养一批优秀政治教

员和理论骨干，遵循“人员分类、精准调

查、一课多讲、注重转化”的原则，结合旅

队实际任务、关键问题，拓展“1+N”模式

教育资源，不断优化课程结构，丰富精品

教案库。

新模式取得新成效。大漠戈壁，该

旅“强军标兵”郑天祥担任分课堂教员，

他立足本职岗位不懈奋斗的经历和经

验，让年轻士官深受启发。“以前的教育

课上听的都是‘大道理’，道理虽好，却有

点遥不可及，现在的分课堂针对性更强，

如同为我们量身订制。”教育结束后，该

旅下士李扬感慨道，“我要像郑班长那

样，练好基本功，在关键时刻一展身手，

给自己的军旅生涯增添光彩！”

南部战区陆军某旅探索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

“1+N”课堂分类施教
■黎 斌 罗周清

“队长，我不想当班长了……”经过

几天的认真思索，这天，我找到队长，打

算辞去班长一职。

其实我担任警卫班班长刚刚半年

时间，此前，我觉得自己军事素质过硬、

人缘也不错，当个班长绰绰有余。然

而，真正成为班长后，我才知道原来班

长并不好当：通知落实不到位要挨上级

批评，按通知要求强调多了，班里战士

嫌烦；管理不严，有战士要“冒泡”，管理

太严，又要被战士们说“摆官威”……凡

此种种，都让我心生退意，这几天发生

的事，更坚定了我辞职的念头。

那是支队组织的一次专题授课，班

里战士小吴上课打瞌睡被领导点名。

课后，我找小吴谈话并加以提醒，可没

过多久，他又在执勤期间打瞌睡，被抓

了个现行。我觉得小吴短时间内反复

犯同一错误，是因为上次的批评不够严

厉，没有引起他足够的重视。于是，这

次我不仅严厉批评了他，还要求他在班

务会上作出检讨。

此事过后，我本以为班里战士会引

以为戒，但大家似乎对我的做法不以为

然。不仅不少人站在小吴那边对他频

频安慰，大家似乎还达成了默契，把我

当成了“外人”——生活中与我保持距

离，聊天时看我走过来就迅速散开，谈

心时“嗯嗯啊啊”地应付，开展娱乐活动

也不邀请我参加。

“依规办事难道有错？”向队长讲述

前因后果，我感到越发委屈，“因为我是

上等兵，所以大家不服我……”听了我

的话，队长没有因为我“撂挑子”批评

我，也没有同意我的辞职，而是让我先

回去找小吴谈谈，弄清楚他这段时间状

态不好的原因。

第二天，我找到小吴了解情况。原

来，最近他家里出了些状况，导致他夜里

经常失眠，思想压力很大。这一情况，班

里的同志在平时交流相处中都有所了

解。只有我自从担任班长一职后，因为

很少与班里同志交心长谈，所以对此一

无所知。作为班长，我不但没帮小吴解

决问题，反而不分青红皂白批评他。

了解到事情真相，我感到很羞愧。

回想自己担任班长以后，平时张口通

知、闭口要求，把以往并肩战斗的战友

当成言听计从的下属，无形中摆起了官

架子。

意识到问题所在，我没有再找队长

要求辞职，而是迅速调整心态，重新融

入战友们中间。我相信，只要用情、用

心履职尽责，一定能真正赢得大家的认

可。

（宋 哲整理）

不能当了班长就端起架子
■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勤务保障队警卫班班长 席 鹏

7 月中旬，第 74 集团军某旅组

织官兵千里机动至西北某基地展开

多伞型、多方式伞降训练，全面锤炼

空降作战能力。

图①：朵朵“伞花”空中绽放。

图②：官兵操纵翼伞定点降落。

王振皓摄

从天而降

带兵人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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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评三两句 ■汤承烨

新闻前哨

“ 兵 情 信 息 ：18.8 分 ；解 难 帮 困 ：

19.2 分；沟通交流：19.1 分……”7 月中

旬，记者走进第 73 集团军某旅驻训营

区，正遇上旅机关抽查各营连政治工

作开展情况。经过测评，道路一连指

导员陈雅斌得到 95.2 分，较 2 个多月前

有所提升。

“这是对干部知兵爱兵情况的综合

评估。”见记者好奇，陈雅斌逐项解释

道，兵情信息得分是根据笔试和现场提

问得出的，其他得分都是官兵直接反馈

的结果。相比习惯以“发卷子”“搞竞

赛”等手段考察干部的知兵爱兵能力，

这种评估方式更加科学。

其实，这一改变，与陈雅斌此前的

一段经历有关。

在一次识图用图训练中，陈雅斌发

现少数民族新兵四郎汪秋的书写格式

有错误，便善意提醒他一下，随手拍了

拍他的头。没想到，四郎汪秋反应非常

激烈，弄得陈雅斌下不来台。后来才知

道，在四郎汪秋的家乡习俗中，随意触

碰别人的头部是一种极不礼貌的冒犯

行为。

“这个禁忌连我都不知道，估计其

他干部骨干也不了解。”作为全旅知名

的知兵爱兵典型，陈雅斌深感自责，同

时也开始对单位的一些知兵做法进行

反思。由于机关通常以笔试形式摸排

基层干部知兵爱兵情况，因此不少带兵

人把知兵爱兵等同于熟背战士资料，整

天对着知兵录、兵情卡、花名册使劲，真

正 沉 下 心 走 到 战 士 中 间 的 时 候 并 不

多。就拿这批新兵来说，他们已经下连

快半个月了，可个别干部骨干连大家的

名字都叫不全。

一味“纸上知兵”，即便抽问时对答

如流，又有几分实效？政治工作研讨会

上，陈雅斌的现身说法让不少带兵人陷

入沉思。“背记的是干巴巴的信息，不是

活生生的兵情。基层带兵人要融入战

士，才能贴近兵心。机关‘一张试卷定

高下’的做法容易产生错误导向，把带

兵人知兵的劲儿引偏。”会上，旅政委的

一番话，让大家豁然开朗。

“相比于背记信息，了解战士的能

力特长、脾气性格、价值追求更加重要”

“兵情卡等资料只是辅助手段，带兵关

键在带心”……在随后开展的“活兵情、

真兵情从哪里来”话题讨论中，干部骨

干们深刻认识到，只有走到战士中间，

以真心换真心，才能真正掌握兵情、读

懂兵心。

少了定期一测的应试，多了谈心交

心的行动。从那以后，各营连干部骨干

从早到晚与战士们学在一起、练在一

处、打成一片，于点滴中、细微处体察战

士们的思想动态，及时为他们排忧解

难。前段时间，旅里组织开展建制连沙

滩排球比赛，陈雅斌特意挑了四郎汪秋

等几名新兵参赛，在大家的默契配合

下，道路一连最终夺冠。

知兵爱兵，纸上得来终觉浅
■肖雨汉 付孟哲 本报特约记者 赵 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