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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之声

夜色如黛，第 71 集团军某旅指挥控

制营二连楼前的训练场上，下士王载金

正在练习下达口令。

在刚刚结束的夜训中，王载金作为

临时负责人指挥班战术协同演练。虽

然入伍 4 年，但他指挥经验较少，处置各

种“敌情”时频频出错，导致班组完成任

务耗时较长。晚点名时，连长批评王载

金贻误“战机”，排长也把他前两天下达

口 令 不 规 范 的 问 题 翻 出 来 一 起 讲 评 。

王载金恨自己不争气，于是利用睡前时

间加练口令。

眼看快要熄灯，循声而来的指导员

汪骏把王载金喊到自己的房间，两人展

开一番深谈。第二天，王载金便在全连

范围发出邀请，让指挥经验丰富的战友

帮带自己。

“这是我们开展‘三互’活动探索的

新模式。”汪骏告诉笔者，以前开展“三

互”活动，基本上都是一对一、点对点帮

带。今年以来，二连创新“三互”编组模

式，实行“群帮带”，即任何一名战士想在

某一方面有所进步时，都可以申请“建

群”，把有这方面特长的官兵吸纳其中，

成为他的帮带人。

很快，连队门前加练的身影，不再只

是王载金一人。

“处置‘敌情’前，要想清楚班里每个

人应该干什么。”熟悉参谋业务的副连长

王华伟在一旁传经送宝。

“实施指挥时要有条不紊，下达口令

要层次清晰、声音洪亮！”五班班长沈欧

阳也过来亲自示范。

“要镇定自若，遇到突发情况不能

慌。”一级上士温模春举例分享自己的成

功经验……

众人拾柴火焰高。各路“高手”倾心

指点帮带，王载金很快克服短板。在最

近一次班战术考核中，他再次受命指挥

班组成员协同作业，在规定时间内高效

完成了任务。

“这种被众人帮带的感觉，就像你在

寒冬燃起一簇火苗，大家不停往里面添

柴，所有人都感到暖意浓浓。”和王载金

一样，一班班长张秀胜也曾当过“群主”，

想起那些温暖的回忆，他感慨良多，“在

连队大家庭，你只要渴望进步，就一定能

取得进步！”

那时，张秀胜刚由数据链专业班长

转岗为指控专业班长，还没等他甩开膀

子学专业，旅里群众性练兵比武的担子

便压了下来。一边是不熟悉新专业的焦

虑，一边是想为连队争光的渴望，张秀胜

只好向全连战友求助。

随 后 ，专 业 尖 子 张 庆 宇 主 动 为 其

补 课 ，将 自 己 参 加 集 训 获 得 的 经 验 倾

囊相授；课余时间，中士梁猛把自己学

专业走过的弯路整理成笔记拿给他学

习 ；夜 里 ，下 士 陈 烨 与 倪 鹏 经 常 以“ 凑

热闹”为名，陪他一起加班实操……在

“ 群 友 ”的 帮 助 下 ，张 秀 胜 最 终 不 负 众

望 ，带 领 指 挥 班 组 在 专 业 比 武 考 核 中

名列前茅。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

帮。”如今，在新的“三互”模式下，二连官

兵互相帮助、互相爱护，彼此感情深厚。

在去年底的退伍季中，连队满服役期战

士全部申请留队。延期服役的一级上士

徐新安感慨：“我想在这样的连队里，当

一辈子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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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信息化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

抗、团队与团队的较量，这种体系、团队

的形成，既在于“形”也在于“心”。只有

建立起牢不可破的战友情谊，才能激发

“可与之赴深溪、可与之共患难”的热血

壮志，才能形成“奋一战而胜万战、联万

心而作一心”的战斗合力。

“三互”活动的重点在于“互”。“互”字

乍一看，像两个人在握手，但真正的“互”不

应拘泥于两人之间，而是将更多的人吸引

进来。只有所有的官兵都围绕同一种追

求、同一个梦想，形成“互助磁场”，彼此互

相影响、互相带动，才能让部队建设不断迈

上新的阶梯，夯实制胜未来战场的根基。

发挥好“三互”的磁场效应
■陆井锋

微议录

谢谢 岩岩绘绘

记者感言

4 月 上 旬 ，

正在高原驻训的

陆军某团紧贴实

战要求，组织快

速机动、搜索、围

歼等战术课目演

练，提高官兵在

复杂环境下的作

战能力。图为侦

察 分 队 快 速 前

出。

黄飞皓摄

笔者前段时间到基层营连调研时

发现，部分干部骨干在教育战士时总爱

说“我们当年如何”，比如“我们当年可

比现在苦多了”“我们当年很少有自主

支 配 时 间 ”“ 我 们 当 年 可 没 人 这 么 计

较”，等等。然而在与官兵交流时，不少

人反映，这种“忆苦思甜”式的教育，效

果并不理想。

对于这种现象，带兵人并非没有

察 觉 ，只 是 不 少 人 认 为 ，老 一 辈 就 是

这 么 带 自 己 的 ，现 在 的 官 兵 不 买 账 ，

是因为他们“不好管教”，很少从自身

找原因。

平心而论，“我们当年如何”说的都

是大实话。但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

步，新一代青年官兵没有当年那种体

验，自然很难理解和共情，这说明教育

理念和教育方式必须与时俱进，紧贴当

代官兵的认知规律和行为特点，奔着现

实问题和活思想而去，才能让教育取得

实实在在的效果。

笔者认为，要解决上述问题，带兵

人需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更新

知识能力。通过不断学习，多了解当

下发生的时事，多接触官兵喜爱的领

域，增加知识积累和对新事物的感知，

做到跟他们聊天时有话题可说、讨论

时有道理可讲、批评时有根据可依，成

为一个让官兵心服口服的带兵人。其

次，要具备发展眼光。新时代官兵生

活的环境与老一辈军人大不一样，自

然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个性特点，

要 坚 持 用 发 展 的 眼 光 看 待 他 们 。 再

有，要坚持以情带兵。无论时代如何

变化，在军营这片热土上，以真情换真

心永远不会过时。只有带兵人把每一

名战士都当作家人，他们才能真正融

入部队这个大家庭，从而发自内心地

遵守各项规定，自觉投身到练兵备战

与连队建设中去。

别总说“我们当年如何”
■陈一成 徐明章

春日阳光洒满整座军营，在武警甘

肃总队白银支队机动中队练兵场上，一

场反劫持演练正在紧张进行。新兵段

鑫磊利用无人机侦察现场情况，迅速判

定进攻方向并上报，突击队员接到指令

后雷霆出击，将“暴恐分子”一网打尽，

演练取得圆满成功。

别看段鑫磊现在踏实肯干，殊不知

刚下队那会儿，他可是一副不思进取的

状态。要知道，新兵结业考核时，段鑫

磊还取得了总评优秀的好成绩，按此推

论，原因不在个人能力素质上。

通过观察了解，从段鑫磊存有几块

电子芯片的收纳箱中，中队指导员赵志

新终于找到了答案。

原来，段鑫磊从小对电子科技情有

独钟，经常研究制作电子产品，参加各

类科技创作比赛。来到军营，他信心满

满，认为自己可以利用特长为单位建设

增光添彩。然而，新兵下队后，班里的

战友一有空闲就按要求忙着加练，努力

提高军事素质，而段鑫磊却经常请假，

一个人窝在宿舍捣鼓晶体管，这让他显

得有些格格不入。几名新兵对他打趣

道：“我们的小目标是早日成为一名特

战队员，你的小目标该不会是成为一名

维修员吧？”时间一长，就连班长也开始

说他不务正业。

“现代战争打的都是高科技，光练

体能是打不了胜仗的，你们不懂就不要

瞎说！”段鑫磊嘴上硬气，但心态发生了

变化，自己的特长不仅没有用武之地，

反 而 成 了 短 板 ，遭 到 大 家 嘲 笑 。 渐 渐

地，他不再积极努力，甚至产生了得过

且过的念头。

段鑫磊的前后变化给赵志新敲响

了 警 钟 ：忽 视 官 兵 自 身 特 点 和 成 长 需

求，搞“一刀切”式管理，看似简单易行，

却无形中挫伤了一些特长兵的积极性，

阻碍了他们个性化发展，中队在这方面

必须作出改进调整。但发挥特长优势

与加强体能训练并不矛盾，赵志新想的

是如何引导“段鑫磊们”正确认识和处

理两者之间的关系。

机会来了。不久后，中队开展实战

演 练 ，段 鑫 磊 负 责 利 用 科 技 装 备 侦 察

“暴恐分子”行踪。演练开始后，为了隐

蔽伪装，段鑫磊躲进一个深坑，悬着身

子操作无人机，终因体力不支而暴露位

置，被“暴恐分子”抓获。

“‘铁身板’和‘科技脑’都很重要，

体 能 基 础 没 打 牢 ，即 使 有 了 高 科 技 装

备 ，也 不 一 定 能 用 好 ……”演 练 结 束

后 ，赵 志 新 抓 住 时 机 与 段 鑫 磊 促 膝 长

谈，让他明白特长优势要发挥，自身短

板应补齐，不能顾此失彼。经此一败，

段 鑫 磊 认 识 到 自 己 思 想 上 存 在 的 偏

差，当即制订个人成长小目标，力争理

论 学 习 、军 事 训 练 和 特 长 优 势 同 步 发

展、齐头并进。

前不久，支队开展新兵岗前培训结

业考核，段鑫磊以总评优秀的成绩证明

了自己的实力。与此同时，在赵志新的

支持下，段鑫磊牵头成立了电子科技兴

趣小组，帮助 3 名特战队员提升侦察实

战技能，及时排除 4 处电路安全隐患，他

本人也在不断的收获中变得自信阳光。

受到这件事的启发，赵志新在中队

干部的支持下，展开人才培养新模式探

索，针对特长新兵特点和需求，为他们

制订成长成才计划。截至目前，中队新

兵中已涌现出 1 名射击能手、1 名心理

骨干和 3 名文艺骨干。

发挥特长，也要补齐短板
■张倚铭

营连日志

把下连新兵当作一时的工

作重心，是干部骨干的惯常做

法，无可厚非。然而，“一年两

征两退”政策落地后，随着新兵

成为“老兵”速度加快，这种做

法需要进行完善，否则很容易

出现报道中提到的“同年新兵，

两种境遇”的情况。对于这个

问题，各级应予以高度重视。

征兵政策的调整，势必要

求带兵方式的改进，过去常用管

用的做法有些已经不适应新的

形势。然而，现实工作中，仍有

部分带兵人抱着过时的经验不

撒手，对新情况新问题不敏感，

或者即使意识到了，也不愿作出

改变。带兵是一门艺术，也是一

门科学，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

也简单，关键在于能否因时而

变、因人而异、乘势而上。

当前，我军正处于深化改

革 、转 型 发 展 的 攻 坚 期 ，变 化

多、发展快，这就要求带兵人勇

于打破惯性思维，敢于摒弃陈

旧 观 念 ，善 于 创 新 带 兵 方 式 。

万变不离其宗。只要紧贴部队

发展实际、官兵思想实际、岗位

要 求 实 际 ，科 学 带 兵 、文 明 带

兵、以情带兵，就不愁带不出一

批批能打仗的好兵。

带兵，要因应政策之变
■洪 治

前段时间，第 72 集团军某旅火箭

炮连指导员周鹏发现，入伍刚满一年的

列兵徐涛和陈飞宇状态很差，经常被通

报批评，日常生活和训练中的表现与之

前相比大相径庭，甚至还不如比他们晚

半年入伍的新兵。

调研中，不少骨干反映，自己所在

班排也有类似情况，他们还特意把这部

分列兵归为一类，称其为“老新兵”。“与

刚入伍的‘新新兵’相比，有些‘老新兵’

确实没那么积极”“都是同年兵，不能给

新同志树立榜样就算了，表现还越来越

差”……听着大家七嘴八舌发表意见，

周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便找徐涛和

陈飞宇等几名同批入伍的战士详细了

解情况。

“ 以 前 班 长 对 我 们 可 好 了 ，那 叫

一个‘照顾有加’，可现在却不怎么管

我们了。”徐涛反映，自从班里来了新

兵 ，班 长 骨 干 的 注 意 力 就 出 现 了 转

移 ，把 他 们 这 些“ 老 新 兵 ”给 冷 落 了 。

于是，内心有些失衡的徐涛为引起班

长的关注，有时甚至故意“冒泡”。“其

实 ，我 们 这 批 兵 下 连 也 才 半 年 ，并 没

有 完 全 适 应 新 的 环 境 。 以 前 有 了 烦

恼或者困难，班长骨干都能第一时间

发现并帮助解决，可现在他们眼里只

有新战友。”

与 陈 飞 宇 同 班 的 新 兵 谢 江 华 ，一

下 连 手 榴 弹 投 掷 成 绩 就 跻 身 全 连 前

列，是班长骨干眼中的重点培养对象，

这让训练成绩一直处于中游的陈飞宇

感到“压力山大”：“虽说比新战友早入

伍，但并未早多少，我很多技能还没熟

练掌握。可新同志一下连，我就成了

‘老同志’，哪好意思跟他们争班长骨

干的帮带啊。”

几名战士的话让周鹏啼笑皆非，但

静下心来反思，这确实反映出连队工作

存在问题。过去，新兵下连后有一年时

间熟悉部队、适应岗位，等下一批新兵

下连时，他们已大多成长为可以独当一

面的老兵，承担新训任务更是不在话

下。但自从征兵政策改为“一年两征两

退”后，义务兵群体人员更新速度明显

加快，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每批新

兵的成长时间。

想到这里，周鹏认为这些“老新兵”

出现思想问题情有可原。解铃还须系

铃人，既然大家把问题归因在班长骨干

身上，那就从班长骨干那里寻求解决的

办法。

周鹏随即召集班长骨干们展开讨

论，共同研究改进带兵方法，拿出应对

之策：切实了解列兵群体需求，帮助他

们明确自身定位，找到努力方向，激发

成长动力；在班排建立“一帮一”机制，

一名班长骨干对口帮带一名列兵，通过

适当压担子、派任务的方式，提升列兵

参与连队工作的积极性；在小比武、小

竞赛中，将“新新兵”与“老新兵”分在一

组，通过并肩战斗、同场竞技，发现对方

身上的“闪光点”，引导他们取长补短、

共同进步。

一 段 时 间 后 ，成 效 立 竿 见 影 。 最

近，徐涛发挥文字基础好、擅长摄影的

优势，为连队培养出多名新闻报道骨

干；陈飞宇代表连队备战旅步枪射击比

武，通过苦练眼力、臂力、定力，最终斩

获个人第二名；而与他们二人同批入伍

的战士高淳和藤怡晨，也一改往日的消

极状态，积极向班长请教专业知识，训

练成绩突飞猛进……

都是同年入伍，因为时间有先后，便有了“新新兵”和“老新兵”的区别，也因此受到班长骨干的不同对
待。请看——

“ 老 新 兵 ”的 烦 恼
■本报记者 洪 治 通讯员 巩沛文 曹百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