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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队里，部分战士有一些“过人之处”，

有的是比武竞赛的“常胜选手”，有的是独当

一面的“专业大咖”，有的是头脑灵光的“小

发明家”，这些优长为他们赢得了领导的认

可、战友的称赞。

然而，也有个别战士因此有了一些“小

骄傲”，认为自己比身边战友能力强、水平

高，自视甚高，甚至“孤芳自赏”，导致群众基

础较差，被身边战友疏远。对于这样的战

士，我应该怎么帮带？

某部班长 小 魏

读者论苑

军媒视窗

10月 18日

谢顾问答读者

如今，玩网络游戏已经成为许多官

兵的休闲娱乐方式，一些不法分子从中

窥得“商机”，利用网游对防范意识薄弱

的人实施诈骗。

某地学生小于看着好友的游戏装

备和皮肤十分羡慕。一天，小于在某

游戏群里，看到有人发布游戏低价充

值的广告。他信以为真，点击广告链

接 并 添 加 了 网 站 客 服 。 客 服 发 给 小

于一系列充值赠送的优惠套餐，小于

先后充值 2600 多元。然而，游戏还没

玩 ，他 发 现 客 服 联 系 不 上 了 ，这 才 反

应 过 来 自 己 被 骗 。 还 有 的 不 法 分 子

以 高 价 收 购 游 戏 账 号 或 游 戏 装 备 为

名 ，诱 使 玩 家 登 录 钓 鱼 网 站 、虚 假 交

易网站进行交易，从而获取玩家的银

行卡信息，并以各种理由让其支付相

关 费 用 ，或 者 直 接 转 走 银 行 卡 内 钱

财。

谨防网游诈骗，一是游戏消费要量

力而行，不要轻信“低价充值”和“高价

收购”；二是提高警惕，增强防范意识，

不要在非官方网站上进行交易。

66016 部队 苏 峰

谨防网游诈骗

前不久，武警广东总队江门支队

台 山 中 队 指 导 员 冯 钧 浩 着 实“ 火 ”了

一把。

6 月 30 日下午，从总队优秀政治

教员比武现场领奖回来，冯钧浩的手

机便响个不停，领导、同学甚至是退役

的战士都发来信息表示祝贺。

“为什么战士们这么佩服你？”面

对笔者的提问，这位集“武警部队百名

优 秀 参 谋 ”“总 队‘ 十 佳 ’优 秀 政 治 教

员”等荣誉于一身的基层政治干部咧

嘴一笑：“以身作则带好头，战士自然

会走近你。”

“ 你 们 为 什 么 喜 欢 听 指 导 员 讲

课？”笔者的问题一抛出，战士们就你

一言我一语地抢着回答。在江门支队

台山中队，冯钧浩的课讲得棒是大家

公认的。战士陈晓羽说：“指导员也没

有用什么新颖的形式，就是对我们掏

心窝子讲真话，从不整虚头巴脑的东

西。”

“因为他所讲的是他所做的，他也

是按他所讲的做的。”上士王浩接过了

话茬。王浩是冯钧浩刚分配到中队时

带他的班长，他见证了冯钧浩在中队的

每一步成长。他说，冯钧浩当排长时，

第一次给战士上课，题目叫《争当有本

事的革命军人》。虽然课件很精美，课

讲得声情并茂，但台下战士一个个耷拉

着脑袋，不太“买账”。有人说：“排长，

你体能训练跟不上，讲这课怕是没有说

服力吧。”也有人说：“课讲得挺好，但是

做得还欠不少火候啊！”

在时任中队指导员孔德启的帮带

下，冯钧浩逐渐认识到：真实是说理的

生命，相信是接受的基础。施教者怎

么做，比怎么说更重要。

中队点名时，冯钧浩语气坚定地说：

“我刚从地方大学毕业不久，军事素质和

大家比还有差距，但我会全力以赴，保证

两个月内赶上大部队，请大家监督。”

两个月的时间，冯钧浩和战士们一

起摸爬滚打，手上的茧子磨厚了，作训

鞋的鞋底磨穿了，身上的肌肉越来越结

实，训练成绩节节攀升。有一次，中队

组织攀登课目小会操，他率先上场，“噌

噌”几下就攀到杆顶，身手之敏捷令全

中队官兵啧啧称赞。

有一次，中队担负抗击台风“艾云

尼”抢险救援任务。冯钧浩和战友们

没有丝毫犹豫，直奔汛情最严重的河

堤。扛沙袋、疏散群众……任务中，冯

钧浩始终冲锋在前，他的大腿被尖锐

的 铁 丝 划 了 一 个 大 口 子 ，鲜 血 直 流 。

但他没有后退，经过简单包扎后，又投

入了战斗。这一幕恰好被下士刘祥看

到，他不禁对冯钧浩竖起大拇指：“排

长，你这个大学生干部还真不赖！”

两个月后的一个晚上，冯钧浩再次

给全排上课，这一次战士们反响热烈。

“他说到做到。”下士刘祥的掌声最热

烈。他说，让自己信服的，不仅是施教

者台上讲得在情在理，更重要的是台下

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 有 一 年 ，中 队 猪 圈 的 排 粪 渠 堵

了 ，大 夏 天 的 ，蚊 虫 滋 生 ，臭 气 熏 天 。

指导员二话没说，拎起桶第一个去掏

污。一开始大家还面露难色，但看到

指导员率先垂范的身影，我们都坐不

住了，争先恐后去抢桶。”说起这件事，

上等兵杨飞难掩内心的敬佩之情。

冯钧浩告诉笔者：“很多时候，不

是道理没讲好，而是讲道理的人没做

好——台上与台下不一样，说的与做

的不一样，咋让战士信服？”

有一件事令冯钧浩印象深刻：一

名 干 部 在 台 上 嘱 咐 大 家 在 部 队 好 好

干 ，私 下 却 成 天 琢 磨 转 业 后 干 什 么 。

虽然那次授课“看上去很美”，但战士

们听了根本没啥触动。为此，冯钧浩

给自己定下一个原则：自己不相信的

不讲、自己不感动的不讲、自己做不到

的不讲。

“ 好 的 教 育 ，台 上 台 下 都 是 一 个

样 子 。”该 支 队 政 委 刘 宏 辉 说 ，“注 重

言传身教历来都是我军抓教育、聚士

气的好传统，更是我军政治工作实打

实 的 坚 实 基 础 。 新 时 代 如 何 传 承 发

扬优良传统，是教育者应该努力去思

考探索的。”

“按做的讲，照讲的做”
■黎晓晖 廖彬华

小魏战友：

你好！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个别战

士因为自身的优长而产生优越感，心

高 气 傲 ，说 话 办 事 不 顾 及 他 人 感 受 ，

在连队显得格格不入。作为班长，对

这 样 的 战 士 ，应 循 循 善 诱 ，运 用 科 学

合理的方法，释放他们身上的积极因

素，帮助他们摆正态度 、保持谦虚 、增

强定力。

转过思想的“弯”。个别战士“孤芳

自赏”，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思想上“飘

浮”，导致行为上“踩空”。作为一线带

兵人，应看到他们的内心是充满激情、

渴望荣誉的，而且他们多数具有较强的

个人能力。帮助他们转过思想的“弯”，

主要是引导他们认识到，谦虚是美德、

低调利团结，即便自身能力再强、本事

再大，也不能骄傲自满，应保持不骄不

躁的作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给予帮扶的“药”。批评是一剂良

药，是对身边战友真正的关爱。对于有

些飘飘然的战士，及时给予提醒和批

评，给他们泼一泼“冷水”、修一修“枝

杈”，让他们认识到，看别人这也不行、

那也不顺，其实是自己的问题。把自己

看得越高，未来可能会摔得越狠。让

“飘”起来的心沉下来，是干好工作、赢

得认可的关键。

搭建融入的“台”。每个人都想在集

体中受到重视、得到认可，那些有优越感

的战士也不例外。在班级内部，班长应

注重为其搭建展示自我的平台，让他们

“在舞台上展示自我、在工作中融入集

体、在活动中增进情谊”。鼓励他们走上

舞台和讲台，在教育、演训、文娱等各种

活动中增进他们和连队其他战士的交

流，引导他们树牢集体观念、拉近彼此距

离、增进战友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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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长 肖开敬

让“飘”起来的心沉下来

“前几天安全大检查，几个义务兵的

携行包如同‘百宝箱’，零食、饮料、护肤

品等都有。出来驻训和搬家一样，这是

来居家过日子吗？”上周连务会上，士官

班长老王“吐槽”。

军营生活不妨“极简化”。当前流

行 一 种 以 极 简 主 义 为 理 念 的 生 活 方

式 ：一 是 利 用 有 限 的 时 间 和 精 力 做 最

重 要 的 事 ；二 是 放 弃 不 能 带 来 效 用 的

物品，减少带来烦恼的精神活动，从而

达到简单生活的目的。这与军营生活

的要求不谋而合。军人的主责主业是

打仗，一切工作要向实战聚焦，生活还

是简单些好。《内务条令》规定：连队内

务 设 置 应 当 利 于 战 备 ，方 便 工 作 、学

习 、生 活 ，因 地 制 宜 ，整 齐 划 一 。 五 花

八 门 的 个 人 物 品 不 仅 破 坏 内 务 建 设 ，

也 不 利 于 战 备 行 动 ，而 且 需 要 多 花 时

间和精力去保管整理。

军营生活的“极简化”，可以从 3 个

方面入手。

一是给自己减减负。军营生活“家

庭化”，五花八门的个人物品，影响内务

设置，也不符合军人身份。艰苦朴素是

我军的优良传统，军人是时刻准备打仗

的，不能一味追求物质享受。笔者建议

大家给行囊减减负，个人物品能满足基

本的工作、学习、生活需要即可。

二是给自己理理头绪。近些年，社

会上出现了整理师这个新兴职业。在

他 们 的 手 下 ，凌 乱 的 房 间 变 得 美 观 整

洁，大量的物品被合理收纳，有限的空

间不再拥挤。军人应该是天然的整理

师，军人的作风就应该干净利落，内务

整 理 、物 品 收 纳 也 应 整 齐 有 序 。 在 连

队，官兵收纳空间只有内务柜、前运包、

后留包等，空间十分有限，整理利索了

不仅看着舒服，也不必为翻找物品而烦

恼。其实，整理的不仅是有形物品，更

是生活秩序，通过整理可以养成自律、

有条理的生活习惯。

三是给自己清清心。“好钢用在刀

刃上”，要控制自己的消费欲望。极简

主义不是不消费，更不是让人过“苦行

僧”式的生活，而是在日常生活消费中

更加侧重品质，舍弃那些不必需、不合

适、过时的东西。许多年轻战友明知零

食、饮料、香烟等对健康无益，还是戒不

掉。还有的热衷于网购，头脑一热就下

了订单，等过一段时间，新鲜感过去，个

人物品中只是又多了一件闲置的东西

而已。建议大家想购物时，不妨把商品

先放在购物车内，自己冷静一下，过一

段时间后，如感到确实有用或需要时再

购买。

极简是一种生活态度，是拨开纷乱

烦扰寻找本心的一个旅程。生活“极简

化”，主业更突出，军营生活不妨试试“极

简化”。

军营生活不妨“极简化”
■张生斌

特长兵有了“小骄傲”怎么办

小魏战友：

你好！

在基层，的确有个别具有优长的战

士表现得心高气傲。他们往往看不到

别人的闪光点，与外界之间筑起一道无

形的墙，久而久之，错过了更广阔的世

界。

作 为 一 线 带 兵 人 ，班 长 应 在 战 士

“拔节孕穗”的关键时期，精心培育、修

枝打杈，该打药时打药、该培土时培土、

该整枝时整枝，让他们迎着阳光，努力

向上，茁壮成长。

拉起“警戒线”。端正思想才能从

根子上解决问题。个别战士出现上述

问题时，班长应及时教育引导，帮助他

们树立正确观念，始终保持进取之心、

敬畏之心、平常之心。引导他们清醒认

识到，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只有不断提

高、不断进取，才能适应单位建设发展

需要，争取更大进步。做好经常性思想

工作，时常总结讲评、教育点化，启发战

士认清自满心态的危害，在为人处世上

形成格局、在脚踏实地中不断进步。

绘制“同心圆”。从迈入军营那一

刻起，集体意识、集体观念就应扎根于

心。连队战士一起训练、一起工作、一

起生活，是亲密无间的战友，是生死相

依的兄弟。针对个别战士“孤芳自赏”

的现象，班长应注重引导其多融入集

体，结合连队组织集体劳动的时机，督

促全班战士在共同劳动中培养和强化

集体意识，树牢集体观念，增进战友情

谊。课外活动中，通过开展趣味游戏，

让大家玩在一起、乐在一块，从而增进

交流、融洽氛围、改善关系，把大家的心

凝聚到一起。

铺就“成长路”。对这部分战士，不

能一味批评，应充分了解他们的内心需

求，在积极肯定其能力素质的同时，注重

发挥他们的优长，主动为他们搭建施展

才干的平台，鼓励他们向着更高目标迈

进，为单位建设作出更大贡献。同时，及

时引导他们充分发挥特长，帮带身边战

友，让“一人出彩”变为“团队出彩”，使其

在实现自我价值中找准自身定位，健康

成长。

第 79 集 团 军 某 旅 政 治 工 作 部

主任 陈加启

（苟文曦、本报特约记者 海 洋

整理）

在集体的土壤“拔节孕穗”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起直接作

用的是言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行动。

身教虽无声，却抵得过千言万语。战争

年代，打起仗来，党员带头冲锋陷阵，大

喊一声“跟我上”，身后的士兵争先恐

后、一往无前。和平时期，一句“看我

的”，令战士们深切感受到，党员干部就

是身边的榜样。这种感染力是无声的

力量，是多少语言都换不来的。

时代在变，传统不变。作为党员

干部，要时刻明白在上面要求人、在后

面 推 动 人 ，都 不 如 在 前 面 带 动 人 管

用。“嘴皮子”功夫要练，“身板子”功夫

更不能少。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

广大党员干部应悟透“身教重于言教”

的道理，坚持用高尚的人格引领官兵、

用真理的力量启发官兵，以行动的力

量，像磁石一样把官兵紧紧地凝聚在

一起。

身教无声胜有声
■刘宏辉

给您提个醒

第 80集团军某工化旅注重发挥荣誉激励作用，广泛开展“续写红色家谱”活

动，激发官兵创先争优动力。图为舟桥 3连班长杨凯杰荣立三等功后，指导员刘

程斌带领连队官兵在荣誉墙前，将他的先进事迹记录在连史册上。

刘俊辉摄

续写红色家谱

点 评

武警安徽总

队合肥支队新训

大队开展“我的

军旅故事”分享

活动，引导广大

新战友系好军旅

第一粒扣子，扎

根 军 营 建 功 立

业。图为三级警

士长徐伟与新战

友分享自己的成

长经历。

朱 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