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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有约

“现在到机关办事跟着指示牌认

门，真方便！”第 74 集团军某旅侦察营

营部战士陈锋没想到，自己到机关办

事一次不经意的“吐槽”，竟让旅机关

大楼挂起了“一站式”指示牌。

“机关大楼很气派，但楼内不仅没

有任何指示，就连值班岗哨也不了解

各楼层分布，来机关办事太折腾了！”

那天，陈锋到机关上交营里当周休假

计划，好不容易从一层找到四层，却发

现人力资源科房门紧闭。无奈之下，

陈锋一边叹息一边准备离开，却不想

引起了部队管理科参谋刘鑫垚的注

意。

听 完 陈 锋 的“ 吐 槽 ”，刘 鑫 垚

说 ：“ 人 力 资 源 科 的 干 事 下 午 都 去

训 练 了 ，要 到 晚 上 才 能 正 常 办 公 。

你 们 营 的 休 假 计 划 先 放 我 这 儿 ，他

们 回 来 我 就 送 过 去 。”送 走 了 陈 锋 ，

刘 鑫 垚 不 断 回 想 陈 锋 的“ 吐 槽 ”。

在 随 后 召 开 的 旅 交 班 会 上 ，刘 鑫 垚

建 议 在 机 关 大 楼 增 设 科 室 指 示 牌 ，

方 便 基 层 官 兵 来 机 关 办 事 ，旅 领 导

当场拍板同意。

很 快 ，该 旅 在 机 关 一 楼 大 厅 增

设 了 投 影 指 示 ，官 兵 一 进 门 就 能 清

楚 看 到 楼 层 分 布 、办 事 指 引 等 信

息 。 除 此 之 外 ，他 们 还 在 各 科 室 门

口 贴 上 人 员 分 工 和 联 系 方 式 ，不 让

基层官兵白跑腿。

与此同时，该旅举一反三，进一

步延伸服务触角，优化办事方式和流

程，相继推出身份证线上办理、营院

环境卫生社会化保障等暖心举措。

机关办公楼有了指示牌
■钟俊杰 许生军

前不久，中队快要熄灯就寝时，我

正在水房洗漱，听到不知哪个班里传来

争吵声。我循声找到四班，原来是班长

郭春梅批评了战士马彦琳，马彦琳顶了

句嘴，两人就吵起来了。

班 里 战 士 见 我 过 来 ，都 低 下 了

头，谁也不言语了。只见马彦琳一副

委 屈 的 样 子 ，眼 角 还 红 红 的 ，显 然 是

哭了。在我的追问下，郭春梅道出了

事情经过。

原来，点完名后回到班里，马彦琳

因肚子不太舒服，急着去方便，就随手

把帽子腰带往床上一扔，跑了出去。郭

春梅见状倒是也没拦她，等她回来就开

启了“批评模式”：“你再急也不差把帽

子腰带放好那几秒钟吧？你以为这是

你家啊？想怎样就怎样？”

郭 春 梅 本 想 让 马 彦 琳 认 个 错 就

行，毕竟也不是什么大事。谁知，马彦

琳没忍住，把“憋”了好久的怨气发泄

出来：“平时让我们干这干那的时候，

总说要把部队当成家，现在又不是我

家了……”

“就是呀”“到底是不是家嘛”……

班里其他战士似乎一边倒地站在马彦

琳这边，纷纷小声嘟囔起来，像是都压

抑了很久似的。一场关于“部队是不是

家”的争吵就这样展开了，当时把我弄

得也是有点哭笑不得。

“ 把 部 队 当 家 ”本 是 一 个 很 恰 当

的比喻，能凝聚兵心、增进团结、激发

干劲。“你以为这是你家啊”这句则纯

属 是 部 分 带 兵 干 部 骨 干 批 评 战 士 的

一句口头禅，本意无非就是想让战士

守规矩、讲纪律，但说服力不足，又带

着一种情绪，很容易引起战士抵触和

反感。

细 细 回 想 ，类 似 的 口 头 禅 不 在 少

数，诸如“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还

想不想干了”“卷铺盖回家”等等，而且

我发现一些带兵人的口头禅还比较固

定，一着急批评战士时，动不动就脱口

而出。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看似不经心

的几句口头禅，也许会让战士伤心很

久。尤其我们中队绝大多数是女兵，本

身自尊心就比较强，干部骨干不注意自

己的言行，就容易“扎心”，打击战士工

作积极性，甚至影响内部关系，所以不

能小觑。

当晚，我单独把郭春梅和马彦琳喊

到队部，既点出了郭春梅批评战士用语

不当，也批评了马彦琳不应该当众顶撞

班长，最后让二人拥抱一下，握手言和，

化解了她们之间的矛盾。

第 二 天 的 教 育 课 上 ，我 专 门 抽 出

时间，让大家围绕这件事展开讨论，几

名班长均坦言自己存在说话不注意分

寸的问题，排长谢昌繁还拓展了一下

自己的看法：“不光是说话，我觉得带

兵一定要讲究方式方法，多些和风细

雨、少些疾风骤雨，站在关爱兄弟姐妹

的角度去批评教育，肯定能有更好的

效果。”

这 次 讨 论 中 ，我 还 提 了 一 个 小 建

议，受到了大家的一致欢迎：按月在中

队开展“最可爱的带兵人”评选，让战士

们给干部骨干打分，引导干部骨干更好

地规范带兵方法，真正做到文明带兵。

近段时间，我发现中队内部关系越

来越融洽，前几天在连队军事考核中，

大家团结一心、互相鼓劲、顽强拼搏，取

得了优异成绩。

（郭紫阳整理）

少说“扎心”的口头禅
■武警青海总队参谋部固定通信中队指导员 王 倩

为方便基层官兵，机关办公楼增

设“一站式”指示牌，这当然是件值得

点赞的好事。但需要反思的是，为什

么我们没有在官兵吐槽之前就想到这

一点、做到这一点？原因不言自明。

我想，每一名机关干部每一次进出机

关办公楼时都应该看看这个指示牌，

好好想一想指示牌背后蕴含的意味。

干工作有时别总靠官兵的吐槽来推

动，料事在先总比被动应变要好。

多一些“料事在先”
■第 74 集团军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丁立敏

微议录

连日来，陆军某团遴选

优秀教练员组织开展高原体

能训练示范教学，并为每名官

兵量身订制体能套餐，既有效

防止了训练伤，也提高了训练

质效。

李振玮摄

带兵人手记

遇到官兵，要提前整理一
下表情

主持人：听团里官兵讲，您好像烦

心事儿很少，无论什么时候碰到您，您

总是笑着和他们打招呼。

杨卫平：哈哈！当然不是，我的烦

心事也不少。只是我一直坚持一条原

则，只要不是下达命令、布置工作，平常

和 官 兵 相 遇 、交 流 ，我 一 定 要 面 带 微

笑。即便我本来正为一件事焦虑或者

说心情沉重，但只要看到有官兵走过来

了，我一定会提前整理一下表情，对战

士笑脸相迎。

主持人：为什么？

杨卫平：因为我知道，现在的很多

年轻战士思想很敏感，他们挺在意上级

的态度或者说“脸色”。如果我面对他

们时总板着一张脸，他们难免会多想，

觉得自己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够好？战

士们平常训练、工作已经很累了，我不

想、也不能因为自己一个表情再让他们

心累。

主持人：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作

为一线带兵人，在面对部属时要做好自

我情绪管理？

杨卫平：没错！这正是我的想法。

去年网上有个视频我反复看了好几遍，

说的是一位老师在走进教室前调整表

情 ，从 原 来 的 一 脸 疲 惫 变 成 了 一 脸 活

力。后来这位老师在接受采访时说，他

想要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学生，不能让

学生看到自己疲惫不堪、垂头丧气的样

子，害怕会影响到他们的心情和学习状

态……

老师如此，带兵人也应该如此，甚至

更应该如此。因为战士们是要跟我们上

战场的，是要在战场上经受生死考验的。

站在战士们面前，面对他们的眼神，我们

不能露出自己不够积极的那一面。

我觉得，情绪管理应该成为每一位

带兵人的必修课。一名优秀的带兵人

应该是自我情绪管理的高手，要让战士

们一看到你就感到心里踏实，觉得天大

的 事 都 不 叫 事 儿 ，不 是 有 一 句 古 话 叫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

目不瞬”吗？我们可能达不到那样的境

界，但做到沉着镇静，遇事不慌并不是

很 难 。 当 然 ，做 好 情 绪 管 理 并 不 是 说

“喜怒不形于色”，而是不要动不动就发

脾气、甩脸子、横眉冷对，传播负面情绪

和负能量。

不要对“带兵人的样子”
有误解

主持人：人 的 情 绪 从 大 的 方 面 区

分，无非喜怒两种。您觉得带兵人应该

怎么处理“怒”的情绪？

杨卫平：制怒是很难的，关于这方面

的论述和事例古往今来有很多，就不再

赘述了。我想说的是，有些带兵人的问

题不在于制不住怒，而在于不觉得应该

制怒，甚至还存在“本有七分怒，却发十

分火”的现象。究其原因，是这些带兵人

觉得发怒可以在部属心里留下深刻印

象，可以快速解决问题。其实有时恰恰

相反，你发了十分火，效果很可能只有三

成，因为带兵人一发怒，往往瞬间就关闭

了与部属有效沟通的闸门，只是完成了

一种情绪的宣泄。

另外，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带兵人

存在的一个共性问题是：严肃有余，活

泼不足。甚至我发现有的带兵人本来

正笑着呢，但看到战士走过来了，马上

收起笑容，板起面孔。他们可能觉得在

部属面前，带兵人就该这个样子，认为

只有这样才显得有威严，说话才好使。

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主持人：您刚开始带兵时是否也有

过类似的误解？

杨卫平：当然有。这可能是带兵人

都要走过的一条弯路吧。

5年前，我刚担任教导员时，为了树立

自己的威信，总是喜欢板着脸装严肃。结

果，时间一长，战士们看见我都躲着走，遇

到难题也不敢向我反映。但那年冬天发

生的一件事，改变了我的观念。

那时的炊事班还没有安装热水器，

战 士 们 每 天 用 冷 水 洗 菜 刷 碗 ，人 人 手

上 都 有 裂 开 的 口 子 和 冻 疮 。 在 当 时 ，

虽然营里没有独立解决供应热水的能

力 ，但 给 战 士 们 每 人 买 一 双 橡 胶 棉 手

套还是能办到的。我随即找炊事班长

质 问 此 事 ，没 想 到 炊 事 班 长 对 我 说 ：

“其实我们也想买，但每次跟你接触的

时候，你都黑着脸，想向你反映也就不

敢张口了……”

从那以后，我开始尝试笑着与战士

们相处。没过多久，大家跟我的交流就

变得频繁了，全营整个氛围也活跃了很

多，各项工作也容易开展了。

努力使微笑成为一种习惯

主持人：平常保持微笑还不算难，

难的是遇到烦心事特别是挨了批评，还

能做到不迁怒部属。

杨卫平：是的。这个问题，我前两

天就遇到过。在上次的机关基层办公

会上，按流程是基层发完言后，机关要

进行现场答复。由于我刚上任没多久，

对工作不太熟悉，以为是在会后再进行

梳理反馈，而负责此事的王干事也没有

告知我，所以会上没有吭声，结果当场

受 到 领 导 批 评 ，场 面 一 度 很 尴 尬 。 会

后，王干事找到我，红着脸站在那里，等

着我批评他。但我只是安慰了他一下，

没有批评半句。从他的表情我能看出，

他很意外，也很感动。

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认为只

要部属能够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

没有必要大动肝火了。谁都会遇到烦

心事，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我的处理

方法是找个地方独处一会儿，不让自己

的坏情绪影响到其他人。

主持人：我们知道，情绪既是心情

的外在反映，也能反过来影响心情。即

便是心情不太好时也努力保持微笑，可

能带动心情也好起来。

杨卫平：没错。从指导员转任宣传

干事的第一年，我面对的是能力提升的

紧 迫 与 压 力 ，经 常 加 班 加 点 学 习 和 工

作。即使这样，每天回到宿舍，我都会

对着镜子给自己一个微笑，鼓励自己继

续加油。

同年底，我被任命为宣传保卫股股

长。当时正值年终岁尾，我不仅牵头各项

安全检查，还要负责组织春节晚会等几个

大项工作。那段时间，我每天带着股里的

干事加班至深夜。由于他们到机关的时

间都不长，对业务规定与办事流程还不是

很清楚，经常被领导批评，情绪很不稳

定。为了尽快改变这一局面，我一边积极

主动做思想工作宽慰大家，一边带头“微

笑”工作，还不忘插空讲几件趣事逗逗

乐。大家受到我的感染，也开始变得积极

乐观，工作很快有了起色。

度过那段难熬的日子，微笑也就变

成了一种习惯。我现在与基层干部谈

心聊天时，总是鼓励他们“微笑带兵”。

因为，脸上常常挂着笑容，不仅能感染

官兵，也会感染自己，真是一件两全其

美的好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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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网上有个视
频很火，一位满脸疲惫
的老师在走进教室之
前调整了一下情绪，精
神抖擞地出现在了学
生面前。一时间，网友
纷纷为这位老师的自
我情绪管理点赞。那
么，作为一线带兵人，
该怎样做好情绪管理，
该以怎样的精神面貌
出 现 在 官 兵 们 面 前 ？
今天，我们邀请火箭军
某团政治工作处主任
杨 卫 平 做 客“ 基 层 有
约”，和大家一起聊聊
情绪管理这件事。

主持人 张 良

1 月 12日，北部战区陆

军某边防旅“黑河好八连”官

兵冒着严寒展开巡逻。图为

巡逻途中，两名战士认真擦拭

界碑。

刘枭枭摄

新闻前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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