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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兵人手记

前 不 久 ，连 队 组 织“ 夸 夸 身 边 战

友”活动。一开始，大家挨个说起身边

战友的“闪光时刻”，场面十分热烈，可

谈到上士宁立桂时，气氛却突然冷了

下来。

说实话，出现这样的情况没有让

我感到意外。之前和战士们聊天时，

我就发现，不少人对宁立桂印象都不

咋深。下士石鹏飞直言：“在连队，宁

班长并不起眼，好像没啥存在感。”

入伍 12 年，宁立桂怎么可能一点

儿“浓墨重彩”的故事都没留下？我环

顾一圈，战士们面面相觑，努力搜寻记

忆中的故事。这时，上等兵罗斌举手，

说：“宁班长特别负责任。”

这个评价和我的感受不谋而合：

不争不抢，值得托付。虽然未曾在比

武竞赛中摘金夺银，也极少在大项活

动中抛头露面，但宁立桂在自己的岗

位上兢兢业业，做事认真负责。每当

有重要工作任务，他的名字总会第一

时间出现在我的脑海。

前段时间，连队探索研究作战中

政治工作，我找宁立桂牵头组织课目

示范。尽管缺乏相关组训经验，他没

推脱也没抱怨，而是照着教材仔细研

究，撰写方案、反复演练，还加了几个

通宵的班赶制出一批演示器材。

宁立桂先后换过 5 个岗位，大半时

间在干水电工、炊事班班长，活干了不

少，为啥会“风过无痕”，不被大家记住

呢？曾和他做过“搭档”的上士蒋艳明

的话直指关键：“宁班长常干别人‘看

不见’的活。”

我们连独立驻防，水电保障工作繁

重琐碎。蒋艳明回忆，一次连队担负某

专业集训任务，适逢雨季，数公里长的

供电线缆故障频出。为了确保集训顺

利进行，宁立桂常常冒雨钻进山里巡检

线路。那一周，他几乎没吃过一顿准点

的饭。后来不当水电工了，他看到哪里

灯坏了、水漏了，还是会利用休息时间

修修补补。

蒋艳明的话唤醒了大家尘封的记

忆——“有一次水箱坏了，宁班长整个

周末都没休息”“临近春节，他挨个收

集官兵意见，又联系战友的家人拿到

‘私家菜谱’，让大家吃上了‘家味’满

满的年夜饭”……

听得出来，这些都是不易记住的

日常小事，再加上宁立桂本身不善言

辞、不喜声张，除了当事人和熟悉他的

战友，很少有人知道他做了什么。就

像这次活动一样，一到评功评奖等关

键时刻，他很自然地就进入了战友们

的“视线盲区”。

前年底，连里让各班排推荐立三等

功人选，宁立桂并不在名单之列，最后

连队党支部经过反复研究，结合官兵对

单位建设的贡献大小，统一大家的意见

推荐他，才使他捧回了应得的荣誉。

一次，我和宁立桂谈心，聊到了这

些事。我本想做他的思想工作，结果

他反倒劝慰我：“指导员，我在部队入

了党，学到很多本事，已经很知足了。

我只想为连队多干点儿活，不想给组

织提要求、添麻烦。”

今年初，宁立桂的家里涉及土地纠

纷，自己请假回去没处理好也不吭声，

最后还是我从他的同年兵那里了解到

情况后，才请示机关帮忙协调解决的。

其实，宁立桂代表着这样一类人：

他们不是训练尖子，却是连队建设不

可或缺的主要力量；他们的想法很简

单，就是干好本职工作、完成好连队交

给的任务，却很少向连队反映困难、要

求荣誉。可以说，他们是连队的“幕后

英雄”，是“沉默的大多数”。

但作为连队主官，我不能坐视这

样的官兵默默无闻。这也是我们组织

开展“夸夸身边战友”活动的初衷。连

队官兵需要知道是谁在为单位建设贡

献力量，是谁在为战友顺利工作、安心

训练、快乐生活默默付出。

随后，官兵们像“寻宝”一般，将这

些存在感不强的“幕后英雄”请到了台

上——为当好连队“管家”，时常盘点

物资到凌晨的司务长杨雄；自学针灸

理疗，为战友祛痛除病的卫生员林梓

祥 ；三 伏 天 钻 进 机 房 ，一 忙 就 是 一 身

汗、一整天的通信骨干曹强……

看 着 大 家 分 享“ 不 为 人 知 ”的 故

事，我在心中暗暗告诫自己：作为带兵

人，要看到每一名战士的努力与付出，

并及时给予应有的关注，莫让满怀热

忱干工作的人凉了心。

踏实肯干的老班长为啥“不起眼”
■南部战区陆军某旅机炮连指导员 曾梓煌

我们总是要求基层带兵人做战士

的知心人，但其实，这些身处一线的带

兵人也十分需要知心人。

去年 12 月，在审核申请岗位交流

的人员名单时，我看到了彭程的名字，

感到十分诧异。彭程是榴炮二连副连

长，专业扎实、经验丰富，对待本职工

作认真负责，还经常给别的连队帮忙，

而且在大项演训任务中，都发挥了重

要作用，可以说很有发展潜力。

“ 干 得 好 好 的 ，怎 么 突 然 想 离 开

呢？”我仔细分析了这一次可供交流的

岗位，发现没有与彭程专业对口的，如

果贸然交流过去，对他今后发展并没

有太大帮助。于是，我将彭程叫到办

公室，为他分析利害，苦口婆心劝他不

要盲目做选择，但他铁了心要走。

见劝说彭程无望，我便向榴炮二

连连长郑学礼打听情况。郑学礼想了

想说：“上次被您批评后，副连长情绪

一直不太高，可能是因为这个事。”

此前一次检查装备，因为榴炮二

连随炮器材缺失了不少，我当众批评

了负责装备管理的彭程。“但没必要为

了一次批评，就拿自己前程赌气。”我

有点恨铁不成钢，再次找到彭程谈心，

没想到平日里风摧雨袭也面不改色的

硬汉，竟然一下子红了眼眶，终于开口

说出内心的委屈。

当时，部队刚结束为期大半年的

驻训演练，担负任务最多的榴炮二连

器材损耗最严重。返营后，彭程第一

时间向机关打了请领报告，对接补充

器材事宜。同时，他带领战士加班加

点修补装备，尽最大努力使其恢复战

备状态。没想到一番奔波劳碌，换来

的却是我不明就里的批评。

“ 这 些 情 况 ，你 当 时 怎 么 不 说

呢？”在我的追问下，彭程没有为自己

辩解。看着他沉默的样子，我不由地

想 到 ，他 好 像 一 直 是 这 样 ，有 工 作 埋

头 苦 干 ，有 荣 誉 不 争 不 抢 ，有 困 难 自

己 解 决 ，受 了 委 屈 也 从 不 抱 怨 ，可 以

说是让组织既放心又省心的人。

我 后 来 反 思 ，彭 程 不 主 动 反 映

困难，和我一直对干部们的教育也有

关系。我时常告诫他们要有担当，不

要为了一些“小事”就抱怨，以至于不

少 干 部 觉 得 讲 困 难 就 是 提 要 求 。 于

是 ，越 是 有 担 当 的 干 部 ，越 不 愿 意 上

交 矛 盾 困 难 ，总 是 想 办 法 自 己 解 决 ，

哪怕四处碰壁。

而且，对很多营连干部来说，他们

不仅要担负工作重任，还要承担家庭

责任。双重压力之下，他们面临的实

际困难并不少，很需要别人的理解、帮

助。将心比心，我处于他们这个阶段

时，正是在领导的主动关怀、组织的积

极帮助下，才克服前进路上一个又一

个困难成长到今天的。但现在，“他们

不 说 ”碰 到 了“我 不 问 ”，困 难 没 有 解

决、压力无处排解，有些人感到寒心甚

至想离开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事给我敲响了警钟，告诉我要将

注意力投向“沉默”的带兵人，不能当“甩

手掌柜”，把他们不说困难、不提需求就

当作没有；要主动靠上去，多关心、多帮

助，让他们知道自己付出的努力有所回

报、身上的压力有人分担、家里的困难有

人牵挂，在奋进的路上并不孤单。

后来，彭程主动撤回了交流申请，

说自己干了 10 年炮兵，还是最适合在

现在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周 强整理）

担当负责的副连长缘何想离开
■第 82 集团军某旅炮兵营教导员 张建卫

武警四川总队某支队女子特战大队结合任务实际，组织开展反劫持演练，锻造能打仗、打胜仗的“反恐尖刀”。

图为特战队员快速出击。 刘学功摄

“请你们班派 1 名公差。”一个周末

的下午，第 79 集团军某旅支援保障连班

长叶嘉坤接到这个通知后，想了一下最

近的出公差情况，便把这次任务交给了

战士余翔。

然而任务安排下去了，却迟迟不见

余翔行动。叶嘉坤过去一看，发现余翔

还在刷短视频。见班长走到自己面前，

余翔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班长，我把

这个视频看完就去。”

看到余翔这个样子，叶嘉坤想起这

段时间，一拿到手机，有些战士就迫不及

待地戴上耳机，坐在角落里刷抖音，不时

发出笑声，有时哪怕交了手机还念念不

忘。

“把观看短视频作为闲暇消遣，偶

尔 刷 刷 未 尝 不 可 ，但 不 要 过 度 沉 迷 。

如 果 被 牵 扯 了 过 多 的 精 力 ，甚 至 影 响

工 作 训 练 ，那 就 不 可 取 了 。”由 于 公 差

任 务 紧 急 ，叶 嘉 坤 只 是 简 短 地 进 行 了

教育提醒。

听了班长的话，余翔连连点头，保证

以后会克制自己。然而到了休息日，余

翔故态复萌，为了不被班长发现，竟然躲

到了俱乐部里继续刷短视频。

看到余翔如此沉迷，叶嘉坤决心帮

他戒“抖瘾”。为此，他联合班里其他战

士，开启了帮助计划，一到休息时间就拉

着余翔打球、跑步，让他减少使用手机的

时间。叶嘉坤还向余翔推荐了在线学习

平台，帮他报名了一些专业课程，引导他

将空余时间更多用在提升个人能力素质

上。

一段时间后，余翔刷短视频的时间

减少了，工作训练状态有了明显回升。

叶嘉坤还发现，余翔不知什么时候主动

卸载了短视频软件。更令叶嘉坤惊喜

的是，余翔毛遂自荐为连队官兵作了题

为“当手机的主人，在学习中成长”的演

讲。

一 时 间 ，余 翔 成 了 战 友 们 热 议 的

对 象 ，他 的 故 事 也 影 响 了 一 些 同 样 沉

迷 短 视 频 的 官 兵 ，他 们 也 纷 纷 行 动 起

来，发掘别的兴趣爱好，戒掉短视频依

赖。

这不，戒掉“抖瘾”、找回状态的余翔

因为表现突出，被连长点名表扬了。

帮助战士戒“抖瘾”
■姜 淳 牛洪宇 本报特约记者 海 洋

举行先进事迹报告会是部队开展思

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形式，想要达到

走心入脑的目的，就必须做到内容能让

官兵听得进去、信服感动，进而把先进典

型当作榜样目标比照着做。

但 必 须 承 认 ，有 些 先 进 事 迹 报 告

会 虽 然 形 式 搞 得 轰 轰 烈 烈 ，效 果 却 是

“ 雨 过 地 皮 湿 ”，其 原 因 很 大 程 度 上 是

事 迹 分 享“ 套 路 ”大 于“ 真 诚 ”：要 么 习

惯“ 吹 气 球 ”，在 讲 述 中 故 意 拔 高 、移

花 接 木 ；要 么 善 于“ 做 文 章 ”，内 容 苦

心 剪 裁 ，文 字 刻 意 润 色 ；要 么 喜 欢“ 喊

口 号 ”，看 似 热 热 闹 闹 ，实 则“ 毫 无 营

养”。

吸引人才能教育人，打动人才能说

服人。这给我们提了个醒：举办先进事

迹报告会必须坚持“真”字当头，用真诚

的身边人、真实的感人事、真情的走心话

感召官兵，激起他们的情感共鸣。这样，

才能达到“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

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

魂”的教育效果。

真情实感最动人
■刘群芳

“第一年报考军校，离录取分数线仅

几分之遥；第二年，因为生病住院再次与

军校擦肩而过；病愈出院后，我因综合表

现优异被推荐为士兵保送入学对象，却

因年龄超限被取消资格，又一次错失了

成为军官的机会……”

在 第 77 集 团 军 某 旅“ 练 兵 备 战 标

兵”先进事迹报告会上，曾在某联合演习

中担任分队指挥员，并被导演组评价“能

力完全堪任军官”的中士申畅一开口，就

让同样经历了两次军考落榜的中士姜奎

一激灵：“这说的不正是我嘛！”原本对报

告会“无感”的姜奎瞬间打起了精神，一

脸好奇地听下去。

“后来我干脆破罐子破摔，打算满服

役期就退伍”“混日子很悠闲，不过旁人

投来的目光却很沉重”“我甚至成了连队

反面典型”……台上，申畅讲述着自己身

处谷底时的心路历程；台下，姜奎一边点

头一边小声感叹，“这和我现在的状态一

模一样。”

“按照剧情发展，接下来他该讲自己

的成长‘拐点’了。”申畅的讲述过半，姜

奎以吐槽的口吻对战友说，“你信不信，

马上就要进入‘打鸡血’‘灌鸡汤’环节

了。”

入伍多年，聆听过很多先进事迹报

告 会 ，姜 奎 自 诩 早 就 看 破 了 其 中“ 套

路”。然而没有跌宕的剧情、生硬的“拐

点”，也没有空洞的说教……申畅的讲述

并没有朝着姜奎预测的方向发展，而是

把一件件小事娓娓道来，将自己的无奈

与不甘、动摇与坚定、消沉与警醒不加修

饰地展现在战友面前。

“既然当不了军官，那么就把军士当

到极致！”申畅话音落下，会场沉寂片刻

后，倏地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这样一篇质朴感人的讲稿，差一

点儿被改得面目全非。”该旅一名领导

告诉记者，在前期审阅“练兵备战标兵”

的发言稿时，他们发现，申畅的稿子明

显被人修改过，通篇有很多对仗工整的

“四六句”、大而空的“场面话”，与其说

是成长经历的分享，不如说是居高临下

的说教。

“事实上，‘材料味’太浓、‘说教感’

太重等问题，在标兵们的讲稿初稿中还

比较普遍。”该旅政治工作部领导对记者

说，先进事迹报告会本质是一堂教育课，

“如果官兵不爱听标兵的故事，那教育的

目的就无从谈起。”

什么样的事迹报告会才能为官兵们

所接受呢？先进事迹报告会组委会给出

的答案是：说真话、心里话，用真实、真

诚、真情打动官兵。为此，他们明确要求

标兵们不得拔高事迹，不用遮掩瑕疵，不

必空说大话；同时，除了对讲稿进行必要

的原则性、方向性审核外，其他人不得对

讲稿进行“润色”“斧正”。

就这样，一篇篇原汁原味，并带有

土味、趣味、回味的事迹报告稿接连出

炉。

“听了就感觉，他们的讲述不是硬

塞过来的，而是轻轻地递到你的耳边，

我 们 很 容 易 接 受 。”姜 奎 对 记 者 说 ，虽

然自己对于这场事迹报告会的“预言”

无一应验，但他确信，今天将会是改变

自己的一个“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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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
样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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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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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营

相 信 在 很 多 单 位 都 有 这

样 一 群“ 沉 默 ”的 干 事 者 ，他

们 可 能 没 有 特 别 耀 眼 的 成

绩 ，在 很 多 战 友 眼 里 存 在 感

也 不 强 ，但 忠 于 职 守 ，尽 心 尽

力 、勤 勤 恳 恳 ，是 部 队 建 设 不

可 或 缺 的 坚 实 力 量 。 一 位 基

层 指 导 员 这 样 谈 道 ：这 些 官

兵 平 时 不 怎 么“ 显 山 露 水 ”，

可 能 恰 恰 说 明 他 们 工 作 踏

实 、为 人 低 调 ，让 领 导 放 心 、

让组织托底。

不喜欢宣扬自己的成绩，

也 不 愿 向 组 织 提 条 件 、要 奖

励，不代表他们没有正常的成

长 进 步 需 求 。 各 级 要 对 这 些

“ 沉 默 ”的 干 事 者 多 一 些 关 心

关 注 ，让 他 们 的 付 出 被 看 见 、

被认可；同时，也要想在前面，

积 极 主 动 帮 助 他 们 解 决 实 际

困 难 ，不 能 总 是“ 会 哭 的 孩 子

有 糖 吃 ”，让 努 力 干 事 的 官 兵

流汗又流泪。

给“沉默”的干事者

多一些关心关注
■胡 璞

编者按 本期“带兵人手记”分享两位基层营连主官的感悟。他们在实践中发现，那些勤勤恳恳干好本职工
作，但又不“显山露水”的基层官兵往往容易被战友们忽视，由此他们对自己的带兵方法进行了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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