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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班 员：武警天津总队新兵团新

兵三大队大队长 王顺文

讲评时间：11 月 10 日

前段时间，大队面向全体新兵组织

了一次问卷调查。有新兵反映，个别班

长对他们的提问或请求敷衍了事、简单

应付，这让他们感到很“受伤”。

新兵们初入军营，对部队生活、各

项规章制度很不适应，难免会产生各

式各样的问题和困惑。这时候，他们

首先想到的，必然是和自己朝夕相处

的班长。这是新兵对我们干部骨干的

信任。如果这时候班长对他们敷衍搪

塞，不仅会疏远战友关系，还可能影响

他们投身军营、热爱军营、建功军营的

积极性。

带兵贵在用情、重在带心。大家都

是从新兵成长起来的，应该更能理解这

一阶段新兵的思想和心理。希望大家

换位思考，做好新战士的“答疑者”，耐

心细致地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做一个

值得信任的好班长，从而引导新兵尽快

融入部队生活、扣好军旅人生的“第一

粒扣子”。

（荆 诚、韩晋凯整理）

要认真对待战士提出的问题

值班员讲评

闪耀演兵场

互联网邮箱：jbjccz@126.com
强军网网盘：jbjccz

“嘀！嘀！”头盔升起红色烟雾，杨

菊站知道自己“阵亡”了。看着不远处

快速逃逸的“敌”装甲车，还有近在咫尺

的“敌”前沿指挥所，他的双手不由得攥

紧了反坦克火箭筒。

这一天，第 80 集团军某旅在朱日

和开展实兵对抗；这一天，入伍不满一

年的列兵杨菊站迎来了“战场初体验”；

这一天，杨菊站体会到了什么叫“生死

考验”。

时间回拨到 4 个多小时前。随着

两发红色信号弹升空，一场山地夺控战

斗正式打响。

“发现‘敌’前沿警戒阵地，驱歼！”

杨菊站所在驱警分队接到上级战斗指

令，担任反坦克火箭筒射手的他跟着老

兵迅速跳下战车。

坦克轰鸣、硝烟滚滚、枪声交织，初

来乍到的杨菊站既紧张又激动，忍不住

好奇地四处张望。“过瘾！”此时，他的感

受就这两个字。然而，实兵对抗的激烈

程度远超他的想象，接踵而至的考验，

更是让他对“战场”有了直观感受。

“嗒！嗒！”行进不过几百米，驱警

分队就遭遇“敌”装甲车阻拦。对方一

阵机枪扫射后，驱警分队几名官兵头盔

接连冒起红烟。

战友的迅速“阵亡”，让杨菊站心头

一惊，他踉跄着扑进附近的弹坑掩体

里，左手不慎被石块划伤。撕开随身携

带的急救包，对伤口简单包扎后，他小

心翼翼探出脑袋，暗暗观察“战场”情

形。

“敌人”火力越来越猛，“敌”装甲车

渐渐逼近，杨菊站甚至能看清黑洞洞的

炮管。那一刻，他第一次感到“战争”与

“死亡”离自己如此之近。

“小杨，快打！”这时，电台里传来

班 长 的 命 令 ，杨 菊 站 一 下 子 回 过 神

来。忍着左手伤痛，他扛起反坦克火

箭筒，稳住心跳，瞄准，击发。“轰！”火

箭弹破膛而出，“敌”装甲车应声升起

蓝色烟柱。

首 发 命 中 ！ 杨 菊 站 长 舒 了 一 口

气。来不及休整，“向‘敌’前沿指挥所

奔袭”的命令紧随而至，他只得奋力起

身，拎起武器，跟着老兵继续冲锋。

前进的道路崎岖难走。背着几十

斤重的武器奔袭，还要应对随时出现的

“敌人”，杨菊站大口喘着粗气，感觉双

腿像灌了铅一样。“不能倒，坚持住！”他

嘴里不停念叨着鼓励自己。

就在驱警分队刚翻过一座小高地

时，突然，“敌”几名步兵在一辆坦克引

导下，从硝烟中冲出，直奔他们而来。

情急之下，杨菊站就地卧倒占领发射阵

地，又是一击命中。

杨菊站迅速起身，准备继续向“敌”

指挥所冲锋，可在此时，他听到了头盔

激光交战系统传来的报警声，他被“敌”

狙击手命中了。

“击毁”1 辆装甲车、1 辆坦克，历时

4 个多小时，杨菊站的“战场初体验”至

此宣告结束。

“没想到，打仗这么难！这次演练

教会我太多了……”谈及参与实兵对抗

的感受，杨菊站表示虽有遗憾但收获更

多，他见识了战场的残酷，更加深刻认

识到努力练强打仗本领的重要。

“参加实战化对抗有助于提高部队

战斗力，也能加快战士们淬火成长。”该

旅参谋长张国雨告诉记者，在该旅今年

的演练中，数百名新兵走上了一线战

位。他们希望这股新鲜力量经过硝烟

的洗礼，早日成为能打仗、打胜仗的战

士。

穿行在演训场，细细打量这些稚嫩

的新面孔，记者看到了兴奋与紧张、喜

悦与失落，但看到更多的是他们身上已

初具的军人气质——

侦察女兵范晶晶，在连续多次侦察

失败的情况下仍不气馁，冒着被“敌人”

识别的风险，乔装成蓝军通信兵，成功

完成目标侦察任务；

一次潜伏作战，列兵郭发帅在长满

骆驼刺的草地上趴了近 30 分钟，双腿

满是伤口，仍咬牙坚持、一声未吭；

……

“ 投 之 亡 地 然 后 存 ，陷 之 死 地 然

后生。”该旅领导说，瞬息万变的未来

战场要求他们打破常规，缩短新兵成

长周期，在近乎实战的考验中加速战

斗力生成，为未来作战掌握主动赢得

先机。

采 访 告 一 段 落 ，记 者 赶 往 演 训

场 ，准 备 与 杨 菊 站 道 别 ，然 而 他 已 和

任 务 分 队 投 入 另 一 场 战 斗 。 循 着 枪

炮声远眺，一群冲锋的身影在硝烟中

若隐若现……记者相信，经过近似实

战的摔打，他和他的战友终会百炼成

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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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对待出现过错误或者失误的

战士？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我本可

以轻松应对，然而真正遇到时才发现，

我的“本以为”不过是一厢情愿。

今 年 一 次 驾 驶 训 练 中 ，刚 拿 到 军

车驾驶证的战士小文，迫切想要展示

自己的技术，不料在倒车入库时出现

失误，导致车辆尾部与车库墙面发生

剐蹭。

事后，小文主动找我承认错误。当

时，我嘴上安慰他要放下思想包袱，努力

训练、精进技艺，而实际行动上总是对他

多加“照顾”：别人训练半坡起步，我让他

练习原地换挡；别人训练倒车入库，我让

他原地体会“半联动”的感觉……就是一

直不让他发动车辆。

“ 班 长 ，我 想 申 请 加 练 。”一 个 周

末，眼看自己的训练进度远远落后战

友，小文终于忍不住找到我，表达自己

的诉求。

“驾驶训练哪能急于求成？你就按

照我的计划慢慢来吧。”我毫不犹豫地

拒绝了他。

自从上次小文失误过后，“性子急，

不够沉稳，需要好好打磨”成了我对他

的刻板印象。虽然他在此后的训练中

很踏实，成长进步很快，但我总觉得，如

果贸然让他动车，还会出问题。

然而令我没想到的是，这次对话过

后，小文的训练积极性急剧下降。跟训

的指导员也察觉到异样，于是找我谈话

了解。

在 我 讲 述 完 事 情 的 来 龙 去 脉 后 ，

指导员告诉我，不能“一朝被蛇咬，十

年怕井绳”，作为班长，不要随意给战

士贴标签，而是要对他们多关心、多关

爱、多信任，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努力

进步。

其 实 ，指 导 员 说 的 这 些 道 理 ，我

都 懂 ，可 不 知 为 啥 ，带 兵 的 理 论 方 法

学 了 很 多 ，真 正 落 实 到 行 动 时 ，却 总

是打折扣。在和指导员谈心过后，我

进 行 了 认 真 反 思 ：对 小 文 的 不 放 心 ，

虽然有出于训练安全的考虑，但更多

是 对 自 己 平 时 开 展 安 全 教 育 效 果 的

不 自 信 。 原 来 ，问 题 的 症 结 是 我 自

己，我不应该让自己的工作不到位成

为战士成长路上的绊脚石。

事 后 ，我 与 小 文 进 行 了 真 诚 沟

通 ，总 结 了 他 这 段 时 间 的 训 练 情 况 ，

决 定 让 他 回 到 正 常 的 训 练 节 奏 。 与

此 同 时 ，我 将 驾 驶 训 练 规 范 、车 辆 管

理 规 章 制 度 以 及 各 类 安 全 隐 患 排 除

方 法 等 贯 穿 驾 驶 实 践 中 ，让 安 全 行

车、安全驾驶观念根植大家的头脑。

在我的努力之下，小文的心结打开

了，重拾训练热情的他，全身心投入训

练，驾驶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前不久

的一次测试，小文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

绩。看着他畅快大笑的样子，我也由衷

地感到高兴。

（张成旺、时 超整理）

“不放心”原来是因为“不自信”
■北部战区海军某旅上士 王家华

带兵人手记

11 月中旬，武警广西总队来宾支队组织开展实战化训练，锤炼特战队员小组协同执行任务能力。图为特战队员

正在合围隐藏在废弃工厂里的“犯罪分子”。 果志远摄

基层之声

战场感言

在实战化演练中，杨菊站和他的新

兵战友们迎来了军旅人生的第一场战

火硝烟洗礼。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在青

春与演训的激情对撞中，年轻的战士们

快速地适应着新的角色，正在完成向能

打仗的合格军人转变。

新兵是军营的新鲜血液，是活水之

源。他们的素质如何决定着军队的未

来。因此，在“兵之初”，帮助他们打牢

能力基础、强化打仗意识、锤炼作战本

领，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硝烟味”闻

足了，打仗的发条拧紧了，这些尚显稚

嫩的肩膀才能扛起使命和担当，才能赢

在未来战争的起跑线上。

唯有经历血火淬炼，方能铸就铁

血 精 兵 。 列 兵 杨 菊 站 的“ 战 场 初 体

验 ”，是 第 80 集 团 军 某 旅 新 兵 们 成 长

的一个缩影，也是所有新兵最应该补

上的一课。历经铁马秋风、战地黄花、

楼船夜雪、边关冷月，早去苦难艰险中

摔打磨砺，多在战火硝烟中淬火成钢，

年轻官兵们才能接过历史的接力棒，

承担起强军兴军时代重任，成为制胜

战场的尖刀利刃。

在战火硝烟中拔节成长
■杨 威

记者探营·砺兵朱日和③

某部领导回忆刚刚上任之时，因为

随口要求连队举办“官兵讲堂”，导致该

单位刚有起色的基层思想政治教育局

面出现回落。他深有感触地说，旧船票

登不了新客船，老经验指导不了新事

物。领导干部履新之初当学会“克制”，

尤其要克制把自己当年成功经验照搬

到新单位新岗位的冲动，否则很可能事

与愿违，使好的初衷变成基层不堪承受

之重。

应当看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

长经历和成功经验，走上一个更大的

平台任职，往往都想有所作为、有所建

树。由于刚刚到任，对基层实际情况

还不熟悉，不自觉就会产生把个人想

法和经验付诸实践、进行推广的冲动，

希望能够尽快打开工作局面、干出一

番成绩。殊不知，“世上没有两片叶子

是相同的”，不同环境有不同特点，不

同岗位有不同要求，好经验如果不加

辨析地采取“拿来主义”，就有可能出

现“水土不服”，导致自己的老经验不

顶用，单位的好传统又断了线，给基层

添乱、给官兵添堵，影响乃至迟滞单位

建设发展。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无论

是谁，一旦带上思维定势的枷锁，思想

的田野就会长满杂草，观念的窗户就

会布满灰尘，灵魂的仓库就会遍地发

霉。倘若不砸碎“看不见的锁链”，就

会被变革的潮流席卷而去。

人 们 常 说 ，“ 新 官 上 任 三 把 火 ”。

辩证地看，履新之初就激情似火地展

开工作，这种积极担当干事的态度值

得赞许。同时也要清醒看到，这“三把

火 ”很 多 时 候 烧 的 都 是 自 己 熟 悉 的

“火”、自己引以为豪的“火”、急于出政

绩的“火”，并不完全是基层建设急需

急 用 的“ 火 ”、官 兵 真 心 欢 迎 的“ 火 ”。

尤其不经调查研究、不去问计官兵、不

加科学论证，便把自己的想法和经验

用到工作实践中，甚至凭借领导权威

和行政命令强加推行，势必会遭遇挫

折乃至失败，个人威信也会在官兵心

目中大打折扣。

粟裕大将被人们誉为“常胜将军”，

具有高超的指挥艺术和丰富的作战经

验。在他指挥的所有战役战斗中，“几

乎没有大的错误”。有人问他是如何做

到始终正确的？粟裕回答：“不吃败仗，

就得竖起耳朵，听各级指挥员的意见。”

孟良崮战役发起前，粟裕在征求作战意

见时常对大家说“我的不一定正确”“请

再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正是时刻

保持这种克制和清醒，遇事沉着冷静，

谋 定 而 后 动 ，粟 裕 才 打 了 很 多“ 神 仙

仗”。

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

任 务 。 当 前 ，各 级 干 部 跨 军 种 、跨 领

域、跨单位交流任职渐成常态。走上

新 的 岗 位 ，担 负 新 的 职 责 ，须 自 觉 克

制内心的盲动和冲动，尤其要摒弃惯

性思维、路径依赖，拒绝主观主义、经

验 主 义 ，树 立 正 确 的 事 业 观 和 政 绩

观 ，主 动 创 新 思 想 观 念 、转 变 工 作 作

风，切实把实事求是作为工作指导思

想，坚持“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如果

非要烧上三把火，不如先刀口向内烧

自身短板的火，用调查研究烧感性经

验 的 火 ，靠 集 思 广 益 烧 主 观 臆 断 的

火 ，进 而 点 燃 大 家 一 心 谋 发 展 、尽 心

干 事 业 、真 心 搞 建 设 的 热 情 ，把 单 位

各项工作任务完成好。

任新职慎用老经验
■周燕虎

第 80集团军某旅官兵沿着列兵杨菊站开辟的通路向前冲锋。

张德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