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 咖 秀

6基 层 传 真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３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胡璞

仲夏夜的朱日和，在此驻训的第

73 集团军某旅榴炮二连连部帐篷，门

帘敞开，露出微微灯光。

这时，一班班长黄富厚走进帐篷，

开口就说：“指导员，今天下午的专业

考核，我们班成绩很不理想，我有些想

不通，想跟您聊聊……”

即使夜幕降临，也敞开连部帐篷

的门帘，这是该连指导员陈鹏一直坚

持的做法，在单位营区时，他也会敞开

自己的宿舍门。

“特别是晚上熄灯后，我从来都不

关门。”陈鹏告诉笔者，“有时可能就是

一扇门，阻挡了战士想要倾诉的勇气，

所以我的房门一直敞开着，让他们可

以直接走进来，不用犹豫。”

之所以这样做，源自陈鹏两年前的

一次经历。那时，他刚来连队任指导员

不久。一天晚上，他正准备去查铺，刚

打开门，就发现列兵冯群智站在门口想

进来又不敢敲门，看起来很纠结。

陈 鹏 赶 忙 把 冯 群 智 让 进 屋 。 原

来，冯群智家里出现重大变故，他想请

假回家处理一下，但他担心连队不批

准，便在门外徘徊了很久。

一般而言，鉴于这种情况，连队都

会正常批假。但令陈鹏不解的是，平

日里铁骨铮铮的战士，在遇到烦心事

或者面临困难时，竟会如此小心翼翼，

甚至不敢敲开自己的房门。

“作为指导员，我很希望能跟战士

们沟通交流，倾听他们的心声，但苦于

缺 少 拉 近 距 离 、消 除 隔 阂 的 有 效 方

法。”陈鹏说，“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启

发，如果我主动把房门敞开，让官兵不

再为敲门纠结，看见我在屋里就可以

直接走进来，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

收获。”

经过一番思考，陈鹏向全连官兵

宣布：“今后我的宿舍门对大家敞开，

谁有任何事情、任何想法都可以随时

来找我，哪怕是在休息时间。”

自 从 敞 开 了 房 门 ，陈 鹏 发 现 ，主

动找他聊天的战士越来越多了，大家

有 什 么 事 也 愿 意 与 他 分 享 。 他 深 知

这 种 信 任 来 之 不 易 ，两 年 多 来 ，一 直

坚持敞开这扇“门”，用心维护着这个

沟通渠道。

视线回到朱日和。在了解清楚黄

富厚的困惑后，陈鹏安慰他说：“作为

班长，要有耐心，千万不能急躁。建议

你给全班树立一个目标，带领大家一

起努力，争取打个‘翻身仗’……”

经过深入交谈，黄富厚离开连部

帐篷时，已不见了来时的沮丧。第二

天，他又干劲满满地带领一班战士投

入到训练中。

留扇敞开的“门”
■喻润东 周天宇

如何做好经常性思想工作，如何更好地掌握官兵的思想动态？这是每名
基层带兵人都在积极探索的问题。在第 73集团军，两位指导员给出了不同的
答案，一位选择敞开“门”，让官兵可以勇敢地倾诉；一位选择打开“窗”，主动
靠前关心官兵。无论哪种方法，都饱含基层干部骨干知兵爱兵帮助兵的热
望。本期“基层传真”将这两位指导员的不同实践分享出来，希望能给基层带
兵人以启示。

写
在
前
面

今年初刚到连队任职时，为了维

护指导员的威严，我将我的微信朋友

圈屏蔽了，自诩“工作生活要分开”，就

连连队战士发在朋友圈的动态，我也

几乎不“有失身份”地参与互动。

一段时间后，我发现我对连队不

少官兵仍很陌生。他们不仅不主动找

我聊天，还似乎刻意与我保持着一定

距离，这让我感到很苦恼。

一次，我出于好奇点开几名士官

的 朋 友 圈 ，只 看 到 一 条 冷 冰 冰 的 横

线 —— 他 们 也 把 我 屏 蔽 了 。 那 一

刻，我的自尊心倍受打击。

失落的同时，我反思了许久，终于

明白了：一个对战士“遮遮掩掩”的指导

员，如何指望战士们对你“大大方方”？

想通之后，我把朋友圈重新打开了，

于是，战士们看到了一个更加多元的指导

员：有工作中取得成绩的骄傲，有休假旅

途的风光，有家属来队的幸福……大家

点赞评论多了起来，纷纷向我开放了自己

的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频频互动，彼

此之间的关系更近了。当然，这一切都是

以大家共同做好保密工作为前提的。

以真心换真情，透过微信朋友圈，

我知道了战士们的喜怒哀乐，了解他

们的思想动态，如同打开一扇窗，整个

连队都在我的眼前。

前不久，上等兵小朱的朋友圈动

态引起了我的注意。以往，小朱总会

发一大段文字加上自己拍的照片，可

最近两次他只发表情包。我接连几天

观察发现，小朱在训练中总是无精打

采的，休息时也有点魂不守舍。

一天熄灯后，我主动找小朱谈心，

问他是否遇到了什么困难。他吞吞吐

吐地跟我说：“指导员，前期因为一直在

外面参加集训，连队的游泳训练，我落

下了很多，每次考核成绩都不理想，班

长批评了我好几次。马上要海训了，我

心里没底又着急，怕拖连队后腿……”

听罢，我首先表扬了他代表连队

参加集训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

同时也告诉他，我相信在他的努力下，

游泳水平一定能很快提升上来。

第二天，我安排游泳尖子小马与

小朱结成对子，帮助他纠正游泳动作、

掌握游泳技巧。经过一段时间的强化

训练，小朱的游泳成绩突飞猛进。

前不久，小朱的朋友圈又更新了，

这一次他发了一张大海的图片，并配

上文字：“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看到后，我为他点了赞，我知道他已经

从低落的情绪中走了出来。

这些事对我触动很大。我在想，

作为带兵人，不仅要在线下与战士打

成一片，也要在线上与他们打成一片；

无论“面对面”，还是“键对键”，最根本

的是要“心贴心”。当我打开屏蔽的朋

友圈，主动向连队官兵敞开怀抱，他们

就会对我敞开心扉。

如今，战士们的朋友圈中，不时会

出现我的身影——上士老罗晒闺女、

下士小杜秀恩爱，有我的点赞；“篮球

迷 ”老 张 秀 球 技 、“吉 他 控 ”小 王 晒 才

艺，有我的评论……

打开屏蔽的“窗”
■第 73 集团军某旅指导员 王路加

 7 月下旬，武警新疆总队克拉

玛依支队举办军体运动会，检验前阶

段体能训练成果，进一步激发官兵练

兵动力。图为 100 米跑比赛中，发令

枪响，参赛队员冲出起跑线。

赵俊杰摄

7 月中旬，第 74 集团军某旅组

织开展海上适应性训练，全面锤炼官

兵技战术能力。图为武装泅渡考核

中，官兵进行最后的冲刺。

李子源摄

我最近被一件事弄得很苦恼：不知从

何时起，连队战士开始称呼我为“大哥”。

有时，我发条朋友圈，下面评论满是“大哥

辛苦了”“快来为大哥点赞”这样的话。

我来连队任职刚满一年，内心渴望

被连队官兵认可和接纳。刚开始听到大

家这样称呼我，我心里还有点小窃喜，觉

得自己和战士们终于“打成一片”了。但

细细琢磨，感觉这样称呼并不合适。

《内务条令》明确规定，军人之间通

常称职务，或者姓加职务，或者职务加同

志。实话实说，在日常工作生活中，这条

规定落实得并不好，“哥”来“弟”去的很

常见。对于这种现象，有人觉得无伤大

雅，不是说“战友、战友，亲如兄弟”吗？

称兄道弟说明关系好；也有人不赞同，认

为战友之间亲如兄弟却不宜称兄道弟，

不仅听起来有些“江湖气”，而且容易淡

化上下级观念，滋长不良风气，影响官兵

之间平等友爱、团结一致的纯洁关系。

我个人倾向于后一种意见，也为此

进行过多次提醒，但效果并不明显，甚

至还有人背后议论，说我小题大做、上

纲上线。怎么办？

思考再三，我认为有必要就此现象

开展一次教育，对官兵之间的称呼进行

规范。为了让教育取得预期效果，我决

定采取辩论赛的形式，这样既能充分倾

听战士们的真实想法，也可以借助群众

的力量自主解决问题。

课堂上，正反双方围绕各自的观点

展开了激烈辩论。最后，反对官兵之间

称兄道弟的一方占了上风。

辩论结束后，我趁热打铁，就进一

步规范军人之间的称呼，带领大家重新

学习了条令条例中的相关规定，并结合

党史学习教育，引导大家深刻认识这样

做的意义与价值。教育结束后，各班还

以此为戒，对工作训练中存在的、与条

令条例要求不符的问题进行了查纠。

（杨田华、范学龙整理）

战友间称兄道弟，合适吗？
■新疆军区某团指导员 王 震

指导员之家

闪耀演兵场

互联网邮箱：jbjccz@126.com
强军网网盘：jbjccz

笔迹工整，内容详实，看到战士们

的教育笔记又恢复了往日的样子，我心

里别提多高兴了。

有一天晚上，我按照惯例批改排里

战士的教育笔记，却发现不少笔记字迹

潦草不说，内容还很敷衍，这和他们之

前的表现很不一样。

就说列兵胡辰宇，他是一名大学生

士兵，以往他的笔记不仅字迹工整，而

且每次总会有让我眼前一亮的心得体

会，但这一次，他写得杂乱、潦草，一点

儿也不走心。

最近的工作训练都在按照计划有

条不紊地推进，大家的表现也没有异

常，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赶紧叫

来胡辰宇了解情况，他只说因为上教育

课时没注意听讲。

看着他支支吾吾的样子，我知道他

没有说实话。但因临近熄灯时间，我也

不想让他背上思想包袱，便让他先回去

了，自己继续批改教育笔记。

笔记看完了，但疑问一直未解。第

二天，我将战士们的教育笔记本发了下

去，准备再找其他人了解情况。这时，

我无意中听到两名战士小声议论——

“果然又是一个‘阅’，真敷衍”“是啊，我

写了这么长的心得，也不知道排长到底

有没有认真看过”……

听 完 他 们 的 对 话 ，我 大 概 知 道 了

原因，但不免觉得有些委屈。其实，战

士 们 写 的 每 一 篇 笔 记 我 都 认 真 阅 读

了，但为节省时间，只是简单写了一个

“阅”字。

我想当众解释一番，但担心他们误

会我是在找理由开脱。几番纠结之后，

我决定找指导员寻求帮助。

“袁 排 长 ，我 理 解 你 的 做 法 ，但 你

还可以做得更好。”在我说明来意后，

指 导 员 对 我 说 ：“ 批 改 教 育 笔 记 是 了

解 战 士 的 一 条 很 好 的 途 径 。 有 的 战

士 善 于 表 达 ，有 的 战 士 性 格 内 向 ，不

妨 把 教 育 笔 记 本 当 作 一 个 沟 通 的 平

台，通过笔尖上的交流走进彼此的内

心……”

指导员的话让我豁然开朗。在批

阅新一周的教育笔记时，虽然战士们的

字迹还有些潦草，但我不再只写一个

“阅”字，而是认真作了修改、写了评语，

有肯定成绩的，有鼓劲加油的，也有提

醒改正的。我希望通过自己的改变，影

响战士们作出改变。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现在，战士

们的教育笔记不仅字迹工整清晰，而

且更愿意展现自己的想法，下士成阳

就在我的批阅后面接着写道：“谢谢排

长的走心批阅，让我见证了自己的成

长。”此时无声胜有声，我知道指导员

的话应验了。

（唐幼珣、王涵整理）

批改战士笔记，我不再只写一个“阅”
■南部战区陆军某旅排长 袁佳宾

排长方阵

个头不高，体格健壮，笑起来露出

两颗小虎牙，憨厚阳光。可一旦投入

训练，眼神立马变得坚毅无比。初次

见到第 80 集团军某旅作战支援营工兵

连班长刘才林时，笔者便被他的神情

吸引了。

刘才林入伍前是一名民兵，他参军

的原因，与一场地震有关。

2013 年 4 月，四川雅安发生 7.0 级

地震，刘才林的家乡就在震中。地震

引 发 的 山 体 滑 坡 阻 挡 大 型 机 械 进 入

救 援 ，人 民 子 弟 兵“ 锹 镐 断 了 就 用 手

刨”，硬生生开辟出一条“生命通道”。

亲眼目睹这一幕的刘才林深受感

动，那一刻，他明白了为什么解放军战

士被称为“最可爱的人”。随后，他主动

加入村里的民兵队伍，奋战在抗震救灾

一线。同年 9 月，他参军入伍。

正是因为心中有向往，穿上军装的

刘才林格外努力。作战支援营教导员

牛清波这样评价他：“干工作特别拼，在

任务面前总是喊‘让我来’。”

一次实弹演习，一枚火箭弹在击中

目标后没有爆炸。作为排爆班班长的

刘才林接到排爆任务后，第一时间赶往

现场。考虑到火箭弹威力大、危险系数

高，他让班里战士后撤隐蔽，自己独自

作业。

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经过

仔细观察，刘才林判定这枚火箭弹仍

处于安全状态，随后按处置规程将其

引爆。回想起当时的场景，他说出了

心里话：“我也怕啊，但我是班长，必须

先上。”

在战友眼中，除了“特别拼”，刘才

林对自己还“特别狠”。

一次比武集训，在通过 400 米障碍

中的独木桥时，刘才林脚底一滑，不慎

重 重 摔 下 ，脚 瞬 时 肿 得 像 馒 头 一 样 。

随队军医建议刘才林静养治疗，可他

坚决不肯：“时间不多了，这么关键的

时候，我怎么能停止训练呢？”不管大

家怎么劝，他还是一瘸一拐地返回了

训练场。

这次比武集训，采取末位淘汰制，

刘才林不想错过这难得的机会。因为

此前，他曾多次在集团军组织的创破纪

录比武中受挫——

2017 年，旅里先进行选拔考核，第

一次参加的刘才林最终落选；2018 年，

他成功通过旅里选拔，但比武时因为失

误，与冠军失之交臂；2019 年，为了不再

留遗憾，他加班加量地练，却意外造成

训练伤，不得不退出竞争……

接连的打击，一度让刘才林产生了

思想波动。但看着热爱的军装，回味当

初的感动，他燃起斗志：“军人没有克服

不了的困难，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2020 年，刘才林再次站在集团军创

破纪录比武赛场。这一次，他将集团军

400 米障碍课目的新纪录收入囊中。

一句话颁奖辞：因感动而追随，因

热爱而坚持。在刘才林身上，我们看到

了 军 人 的 精 气 神—— 为 初 心 ，矢 志 不

渝；为强军，争当先锋。

第 80 集团军某旅作战支援营工兵连班长刘才林—

“拼”出来的“狠”角色
■赵春盛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 磊

特别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