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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兵恳谈

潜 望 镜 带兵人手记

基层之声

前不久，某部指导员丁维昌发现，

列兵小王精神状态不佳，干什么都心不

在焉。经了解，原来一个月前，小王在

站哨时因携带器材不全被机关通报，之

后相继被连长、排长、班长层层批评教

育，又在全连军人大会上作检查，这才

导致内心失落消沉。

毋庸置疑，作为犯错当事人应当为

其错误负责。但批评的最终目的，不是

为了否定一个人，而是希望通过恰如其

分的惩戒，进行警醒教育，帮助督促其

改正错误。

据 笔 者 了 解 ，在 一 些 基 层 单 位 ，

还 有 不 少 像 小 王 这 样 的 情 况 。 有 些

干 部 骨 干 认 为 ，批 评 就 是 关 心 ，大 批

评 大 进 步 ，小 批 评 小 进 步 。 但 是 ，在

实 际 工 作 中 ，要 让 被 批 评 者 欣 然 接

受 ，既 需 要 不 回 避 问 题 ，更 需 要 讲 究

方式方法。倘若批评过多过泛，则会

给受批评的官兵造成思想负担，产生

消极作用。

“ 人 非 圣 贤 ，孰 能 无 过 ？ 过 而 能

改 ，善 莫 大 焉 。”对 于 大 多 数 官 兵 来

说 ，过 错 不 是 有 意 为 之 ，事 后 大 都 有

悔 改 之 心 。 如 果 一 批 评 就“ 暴 风 骤

雨”，即使在理，也往往会导致被批评

者 产 生 抵 触 情 绪 ，难 以 取 得 良 好 效

果。作为基层带兵人，要将批评视为

一 种 教 育 手 段 ，多 一 些 循 循 善 诱 、少

一些劈头盖脸，以敏锐的观察力和高

明的语言艺术，帮助犯错官兵找到症

结 、纠 正 错 误 。 同 时 ，基 层 单 位 还 应

建 立 健 全 容 错 机 制 ，不 搞“ 一 棍 子 打

死”，让犯了错误的官兵知耻而后勇，

从 错 误 中 汲 取 教 训 、明 确 前 行 的 方

向、鼓起奋进的动力。

对于青年官兵而言，当下正是成长

发展的关键期。基层带兵人更应关注

他们的性格特点和内心世界，注重批评

的艺术性、避免随意性，在对象、场合、

频率上把握好尺度分寸，才能使批评切

实起到应有的正向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说，批评能否收获预

期效果，考验的不仅是技巧，更是带兵

人的情怀和智慧。

批评，也要把好“度”
■邹珺宇 邹文川

“指导员，我们小组联系了维和分队

的战友，特意制作了‘维和心语’展板效果

图。”熄灯后，我推开学习室的门，PS小组

的成员迫不及待地向我汇报成果。

听着战士们你一言我一语，我的思绪

回到了自己刚担任连队指导员的时候。

初到连队，我便张罗着组建兴趣小

组，目的是引导官兵合理利用课余时间，

丰富技能。视频制作小组、PS 小组、新

闻报道组……一个个兴趣小组不仅充实

了战士们的课余生活，也拓宽了我和战

士之间的沟通渠道。晚上加班时，我们

在学习室交流心得、增进感情，每一天都

收获满满。

一时间，兴趣小组成了我们连队的

特色，相关经验做法也在全营得到推广。

看着参加兴趣小组的人数不断增多，

一个想法在我头脑里冒了出来：何不再给

每个兴趣小组安排一些任务，让他们在实

践中得到锻炼，进一步提升相应技能的运

用水平？于是，PS 小组帮着营里制作宣

传橱窗的底板、视频制作小组协助教练员

制作课目演示的视频……那阵子，课余时

间的学习室里一片热闹景象。

可是好景不长，渐渐地，我发现参与

兴趣小组的人数开始减少，课余时间的

学习室也变得冷冷清清。我不禁困惑，

为啥大家对兴趣小组没了兴趣？

一次连务会后，我召集各兴趣小组

的负责人，与他们分析兴趣小组先热后

冷的原因。

“我们 PS 小组不停地在为上级机关

干活，连续加了好几天班”“视频制作小

组的许多组员仅掌握一些基础知识，制

作授课视频实在力不从心，任务最后集

中落在了几名骨干身上”“大伙想通过参

加兴趣小组丰富自身技能，结果能力没

有提高多少，公差勤务却干了很多”……

听着大伙的声声吐槽，我感到十分惭

愧。本想通过任务牵引，让大家得到充分

锻炼，没承想密集的任务安排超出了兴趣

小组的能力范畴，几个组长和骨干只得忙

于应付，忽略了对其他组员的培训帮带。

久而久之，组员的技能没有得到提高，只

能为组长和骨干打打下手，甚至开始抱怨

参加兴趣小组就是变相出公差。

找到症结所在，我在一次点名之前

主动道歉：“最近，大家对兴趣小组的热

情下降，主要是由于‘以兴趣为名行公差

之实’，我负有主要责任。今后，兴趣小

组一定要‘以兴趣为名行兴趣之实’，期

待你们推出更多的优质作品！”看到我诚

恳的态度，大家紧皱的眉头也舒展开来，

继而报以热烈掌声。

很快，我采购了一些教材工具书，并

在军事职业教育平台找到相关课程，供

大家学习。相应的，我还策划组织兴趣

小组成果每月展评，让全连官兵投票选

出最受欢迎的作品，以此增强趣味性、调

动积极性。

一次熄灯后，我例行查铺，听见学习

室里响起久违的讨论声，于是就有了文

章开头那一幕。我心里暗自高兴：兴趣

小组重新让官兵燃起了兴趣。

（邵 奎、任天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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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慰问物资发放，不存在违规

违纪问题。”前段时间，我作为一名基

层风气监督员，对慰问物资接收、清

点、发放等环节进行了全程监督，赢得

了战友们的肯定。

回想大队刚筹划组建基层风气监督

队伍时，我第一时间递交了申请，希望

通过自己的努力，切实维护官兵利益。

可上任第一天，我就栽了“跟头”。

那次，大队计划对营房进行修缮，

风气监督员需要全程监督招标流程。会

上，大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我。

“招标流程是否符合规定？有无违规环

节？”一连串的发问让我措手不及。由

于并不了解招标的相关事项，我只能无

奈地摇摇头：“这个我也不太懂”。

本想铆足力气大干一场，结果却

在大家失望的眼神里草草收场，我的

心 情 一 下 子 跌 落 到 了 谷 底 。 当 天 晚

上，我便找到队长陆鸿，提出自己可

能不适合这项工作。队长耐心听完我

的诉苦，拍着我的肩膀鼓励道：“别急

着打退堂鼓，多学习、多积累，总有

一个适应过程，相信你能干好！”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仔细研

究上级下发的 《基层风气监督员工作

手册》，对不了解的业务问题，主动找

机关干部请教。可正当我逐渐找到信

心时，一场“人情世故”再次让我陷

入困惑。

恰逢新兵入伍，队里来了几名年轻

同志。体能训练结束后，他们顾不上大

汗淋漓，径直去超市给大家买饮料。尽

管这在很多人看来，就是正常的人际交

往，但我认为这并不值得提倡，否则会

愈演愈烈，可能滋生“微腐败”和不正

之风。于是，我义正词严地拒绝了义务

兵小张递过来的汽水，还郑重告诫他以

后不要这样做。

“就是一瓶饮料，何必这样较真”

“大家都是战士，风气监督员有什么了

不起的”……一时间，大家都在为小张

打抱不平，而我却成了众矢之的。可

是，作为一名风气监督员，不就是应该

敢于“唱黑脸”吗？

随后的几天里，我明显感觉到同

宿舍的战友都开始疏远我。在巨大的

心理压力下，我的工作状态出现了严

重下滑。

万幸的是，这些情况被大队纪委书

记郭卫峰看在眼里。“基层风气监督员

就是要敢于纠风正气！”第二天的交班

会上，大队领导对我提出了表扬。领导

的支持如同一颗定心丸，让我重拾信

心、干劲倍增。

在此之后，我主动找到小张表达

了歉意，表明自己职责所系，并不是

不讲人情。渐渐地，战友们也慢慢理

解了我。

后来，我和其他几名基层风气监督

员主动与战友沟通交流，收集了不少意

见建议，其中一条就是“风气监督既要

有力度也得有温度”。在对待战友买饮

料的事情上，如果当时的我能换一种更

容易被人接受的方式，也许大家就不会

反应那么大了。今后的工作中，我要以

此为警戒。

（倪子纯、李文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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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戈壁，夜色如墨。午夜时分，

随着一阵急促的警铃声响起，第 73 集

团军某防空旅官兵火速奔向战位。

“东南方向发现目标”“西南方向

有目标抵近”……在营指挥方舱内，空

情报知口令此起彼伏，透过指挥信息

系统上显示的战场态势图可以清晰看

到，数十批目标闪烁不定，营长林文杰

脸上渗出细密的汗珠。

“火力 3 队，实施抗击！”接到命令

后，雷达操作手好不容易捕捉到“敌

机”，却遭“敌”强电磁干扰，雷达屏幕

满是“雪花”，目标信号瞬间丢失。面

对困局，指挥员迅速识别“敌”干扰方

式，同步采取抗干扰措施，重新锁定

目标。

“四站导弹发射！”在“敌机”进入

射界后，随着林文杰一声令下，一枚导

弹发射升空。看着来袭“敌机”被击

落，林文杰终于松了一口气。然而，就

在官兵准备庆功时，指挥所却接到“抗

击失败”的通报。

导弹命中“敌机”，缘何被判“失

败”？一个大大的问号盘旋在全营官

兵心中，营长林文杰更是当场向导演

组提出质疑。

“‘敌机’被击落前，其轰炸火力

范围已经覆盖到指挥所。”导演组一

针见血地指出问题，“将靶子被击落

简单视为防空拦截成功，这样的思维

要不得，‘准星’没有聚焦实战，打得

再好也没用。”

复盘会上，林文杰作出深刻检查：

“我们还是没有从靶场思维转变到战

场思维上来，习惯性认为对抗演练就

是简单打靶，把‘敌机’打下来就行，没

有把‘敌机’的战技术性能等要素研究

透彻……”

摔个跟头，捡个明白。针对这个

营出现的敌情意识不强、抗干扰迟滞、

立体式防空能力尚待检验等问题，该

旅决定常态化组织各级指挥员深入研

究敌情、我情、战场环境，带着战场思

维开展不设预案、不编脚本的指挥所

演练，从根本上提升实战意识和摆兵

布阵能力。

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指挥所

里，指挥员齐聚一堂，就“如何打通多

型多套火力单元指控链路”“创新陆

军防空作战思维”等问题展开激烈讨

论，积极探索战训耦合新模式；训练

场上，官兵们不断提升指挥通信平台

操作熟练度，确保战时作战信息链路

高 效 运 行 。 同 时 ，他 们 还 深 入 研 究

“敌”可能使用的侦察干扰手段，进一

步强化从干扰背景中提取目标信息

的能力……

不久后，一场对空抗击演练再次

打响，全旅官兵严阵以待，阵地上多型

导弹、火炮混合编组，蓝方攻势凌厉，

红方见招拆招。干扰与反干扰，侦察

与反侦察，各防空体系互为你我，在电

磁干扰、火力压制中以变应变。演训

一线，官兵们正快速拔节生长。

导弹命中“敌机”，缘何被判“失败”
—第73集团军某防空旅破除靶场思维的一段经历

■黄志伟 吴淮江 本报特约通讯员 廖晓彬

战 场 思 维 树 得 牢 不 牢 ，关 系 到 战 斗 力 强 不

强 。 对 军 人 来 说 ，战 场 思 维 才 应 该 是 习 惯 思 维 。

从 某 种 意 义 上 说 ，这 种 思 维 越 发 达 ，训 练 才 能 越

实 战 化 。 战 场 思 维 的 确 立 ，既 需 要 思 想 引 导 ，也

需 要 实 践 固 化 。 当 平 时 训 练 的 一 步 一 动 都 瞄 准

战 场 、一 枪 一 弹 都 盯 着 实 战 ，持 之 以 恒 ，久 久 为

功，战场思维就会如刘伯承元帅所说：“枪端起来

时 ，哪 怕 弹 匣 里 没 子 弹 ，靶 子 在 战 士 眼 里 也 是 真

敌人了。”

战场思维应是习惯思维
■联勤保障部队某部 白子玄

在 对 空 抗 击 演 练 中 ，发 射 导 弹 命 中 靶 机 ，也

同时“炸”出一个问题：打仗难道仅仅是简单的打

靶 ？ 实 战 中 敌 机 会 像 靶 机 一 样 不 堪 一 击 吗 ？ 答

案显然是否定的。沉溺于靶场思维，把敌人想简

单，把情况设单一，实质上就是自欺欺人，无论弹

药 消 耗 多 少 、命 中 率 有 多 高 ，都 是 质 效 低 下 的 简

单重复，对战斗力生成并无多少实质助益。一旦

上了战场，面对真正的敌人，必将惊慌失措、被动

挨打。

不 能 只 盯 着 命 中 率
■第 73 集团军某旅 张亚宾

军事训练，是战争预实践；训练场，是和平时

代的战场。在坚硬的石头上磨砺，刀刃会越来越

锋利；倘若以豆腐当作磨刀石，不仅磨不出刀锋，

还会浪费时间和精力。因此，各级带兵人要站在

为部队战斗力负责、替战友生命负责的高度，切实

摒 弃 靶 场 思 维 ，树 牢 战 场 思 维 ，把 训 练 场 地 设

“真”、把对抗对手选“强”、把作战进程想“难”、把

训练作风搞“实”、把方案预案研“细”，充分体现现

代战争的复杂性、艰难性和残酷性。

切实提升“磨刀石”的硬度
■空军工程大学某连 苏浩翔

连日来连日来，，新疆军区某团开展练兵比武新疆军区某团开展练兵比武，，锤炼官兵本领和血性锤炼官兵本领和血性。。 夏云龙夏云龙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