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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心是基层干部开展经常性思想

工作的常用办法，可通过一个“小游

戏”，就能让战士进行换位思考、思维快

速转变，记者还是第一次看到。

此前，记者来到北部战区陆军某

旅采访时，某营一连姜连长讲起了一

件 棘 手 事 ：六 班 列 兵 小 江 身 体 素 质

好、领悟能力强，学啥练啥都是一点

就透。按道理说，班长最喜欢这样的

战士，但他让六班李班长很是头疼。

因为表现突出，小江慢慢“翘起了尾

巴”，认为班长的管理方法不科学，经

常跟班长对着干。为了化解他们的

矛盾，姜连长在做通李班长的思想工

作后，多次找小江谈心却总是不见成

效。

听 姜 连 长 讲 完 ，和 记 者 同 行 的

心 理 咨 询 师 杜 艳 辉 干 事 ，主 动 提 出

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不过需要

姜连长配合，我们一起来个‘角色扮

演’。”

对 于 杜 干 事 的 建 议 ，姜 连 长 将

信 将 疑 ，但 还 是 将 小 江 叫 到 了 连 队

俱乐部。

这个所谓的“角色扮演”游戏并

不复杂：小江扮演“李班长”，杜干事

扮 演“ 小 江 ”，和 姜 连 长 一 同 再 现 一

个 场 景 ——“ 小 江 ”因 为 不 服 从“ 李

班长”管理，而与之发生矛盾，“李班

长”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解决办法，于

是向姜连长寻求帮助。

游戏开始后，扮演“李班长”的小

江没能进入班长角色，言谈间还是站

在一个列兵的角度，对“小江”不服从

管理的问题显得不太在乎。直到姜

连长严肃告诉他，“小江”的做法可能

会产生严重后果，并对其他列兵造成

不 良 影 响 后 ，“ 李 班 长 ”这 才 重 视 起

来 。 于 是 ，“ 李 班 长 ”大 声 向 连 长 保

证，一定会做通“小江”的思想工作。

然而，面对多次顶撞自己的“小

江”，“李班长”展开苦口婆心的说服

教育，但始终不见一点效果。就在两

人僵持不下之际，扮演“小江”的杜干

事脖子一梗，说出了小江平时的口头

禅：“你凭什么管我？”听罢，“李班长”

气得大喝：“就凭我是你的班长，我要

对你负责！”

说完这句话，扮演“李班长”的小

江 低 下 了 头 ，久 久 没 有 动 作 。 那 一

刻，作为旁观者的记者明显感到，小

江的内心已经被触动了，他开始理解

了班长的良苦用心。

短暂的“角色扮演”游戏结束了。

临走前，小江找到杜艳辉，悄悄问道：

“杜干事，您能让班长原谅我吗？我保

证今后再也不跟他对着干了。”

前 不 久 ，记 者 再 次 来 到 该 旅 采

访。姜连长告诉记者，上次谈心“游

戏 ”过 后 ，小 江 有 了 很 大 改 变 。 如

今 ，小 江 不 仅 成 了 李 班 长 的 得 力 助

手，还多次配合他完成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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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一 代 官 兵 有 其 不 同 特 点 ，这

是 时 代 给 基 层 带 兵 人 提 出 的 课

题 。 曾 经 有 人 感 慨“ 打 过 工 经 过 商

的 兵 难 带 ”；后 来 有 人 说“ 独 生 子 女

娇 生 惯 养 不 好 带 ”；如 今 每 年 都 有

大 量 高 学 历 青 年 应 征 入 伍 ，于 是 又

有 人 认 为“ 大 学 生 士 兵 不 好

管 ”…… 究 其 根 本 ，老 办 法 在 面 对

新 同 志 时 ，总 会 有 些 不 适 应 。 这 就

要 求 一 线 带 兵 人 在 新 情 况 新 挑 战

面 前 ，主 动 及 时 更 新 带 兵 的 理 念 和

方法。

在北部战区陆军某旅某营一连

的这次谈心中，杜干事通过“角色扮

演”游戏，让战士小江在身临其境的

体 验 中 理 解 班 长 的 工 作 ，实 现 了 换

位 思 考 ，这 是 促 使 小 江 思 想 转 变 的

关键。“角色扮演”，本身是心理学的

概念和方法。它要求参与者在事先

设计好的一个模拟真实的情景中扮

演 不 同 角 色 ，以 角 色 身 份 处 理 问 题

矛盾。

在开展谈心工作时，基层干部也

曾要求被谈话者学会换位思考，但具

体应该如何操作，很多人往往一知半

解。杜干事借助心理学手段开展谈

心的做法，对广大带兵人来说，是一

个很好的提醒：在连队日常管理工作

中，要善于借鉴运用诸如管理学、社

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当前，基层带兵人文化水平和学

习能力普遍很高，只要在工作训练之

余肯花时间和心思，主动学习不同学

科知识、研究掌握科学方法，就一定能

找到管用实用的带兵之道。世上无难

事，只怕有心人。无论官兵特点如何

变化，只要不断丰富带兵学问，各级带

兵人就能把准兵的脉搏、走进兵的世

界、融进兵的队伍、立在兵的心里。

带兵的学问常研常新
■刘建伟

“无人机常见的线路故障主要有以

下几种……”那天，连队航电检测技师赵

洋正在给我们这些列兵讲授无人机整机

故障排除方法。

然而，听完“如何排除线路故障”的

讲解后，我心里冒出了不同想法：赵班长

只讲了造成故障的一个原因，忽略了其

他可能情况。无人机线路构成比较复

杂，各组件之间关联性很强，有时一个位

置出现故障提示，可能是其他组件故障

导致的连锁反应。

我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自己

的亲身经历。入伍前，我学的是飞机机电

设备维修专业。一次参加无人机航模比

赛时，我们团队的无人机出现了线路故

障，反复检修始终无法彻底解决，最后只

能遗憾退赛。后来，我到一家飞行器公司

实习，参与了某型无人机标准线路施工，

这才明白：排除无人机线路故障很多时候

牵一发而动全身，绝非简单接接线、换换

件就能解决。

而战友们都是无人机专业的“门外

汉”。以我的经验，初学者在学习故障排

除方法之前，应该先掌握控制线路和测

量线路的有关知识，了解组件之间的关

系，这样在学习故障原因判断和排除方

法时才能得心应手。

想到这，一股冲动让我站了起来：“班

长，您的示范教学很好，但无人机线路系

统故障可能存在很多连带情况，我觉得应

该这样做……”

发言的时候，我的心里十分忐忑：赵

班长是连队的“金牌教练员”，公认的技

术能手，专业扎实、经验丰富。一个初出

茅庐的新兵对连队专业权威提出质疑，

无异于蚍蜉撼树。

果不其然，我的话音刚落，战友们的

议论声此起彼伏：“赵班长从事航电检测

这么多年，一直这么操作也没出现什么

问题啊”“一个连实飞都没参加过的新

兵，怎么这么自以为是呢”……

就在我愈发感到窘迫时，指导员的声

音突然从身后传来：“大家可能不了解，小

王入伍前有比较丰富的无人机维修经验，

相信他不会随口说说，我们不妨让他说说

理由和过往的经历。”

“谁专业能力强谁就更有发言权，你

不要有压力，放轻松、大胆讲，我们就当

作是共同探讨、互相学习。”本以为拆了

赵班长的台，他会不高兴，结果他接过指

导员的话头，反而鼓励我勇敢表达自己

的想法。

指导员和赵班长的支持给了我极大

的勇气。站在战友面前，我侃侃而谈，讲

经验、说教训，并提出意见建议。

发言结束，赵班长向我竖起了大拇

指。当天晚点名时，指导员专门对我提

出表扬，并要求大家向我学习，利用专业

知识为连队训练添砖加瓦。

原以为自己的一时冲动会招致批

评 ，没 想 到 收 获 的 是 鼓 励 和 肯 定 ，这

让 我 兴 奋 之 余 更 加 坚 定 了 扎 根 军 营

的 决 心 ，也 对 自 己 今 后 发 挥 专 业 特 长

为 连 队 战 斗 力 建 设 贡 献 更 多 力 量 充

满了期待。

（杨开明、王伟彬整理）

那天，我对“金牌教练员”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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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列兵当场质疑“金牌教练员”，

也许在别人看来有些欠妥，但我仍第一

时间鼓励他勇敢发言，这和我对于大学

生士兵的培养理念有很大关系。

王永康入伍前学的是飞机机电设备

维修专业，具备一定理论知识和实操经

验。虽然他下连时间不长、接触装备不

久，但是基于改进连队训练工作提出意

见建议，我觉得是一种良性的业务争鸣，

应该给予支持和鼓励。

这几年，新兵当教练员负责组训的

新闻常见于媒体，说明随着大学生越来

越多地走进军营，士兵群体的文化水平

有了显著提高。这意味着，我们在训练

中一直奉行的“以老带新”模式，如今可

能需要与时俱进作出调整，只要对训练

有益，“以新带老”未尝不可。

鼓励大学生士兵在训练中勇敢表达

观点、发挥特长优势，还有一个原因是希

望他们在连队工作中，找到实现个人价

值的路径，增强获得感。

从统计数据看，大学生士兵已经成

为连队新兵的主体。他们来到部队后，

展现出思想活、视野广、接受能力强等特

点，专业学习上手快、人才成长周期短，

可以说是我们培养使用、争取保留的重

点对象。

担任指导员后，我就开始了培养保

留大学生士兵工作的探索。当时，我根

据过往观察和个人想法采取了一些办

法，比如让体能较好的大学生士兵参加

上级比武竞赛，让体能平平的参与板报

制作、新闻宣传等工作，尽可能帮助他们

累积留队资质。本以为有了这些成绩在

手，他们会积极踊跃申请留队，然而实际

情况却不尽如人意。

于是，我专门找这些人谈心了解不

想留队原因，除了大部分人表示想继续

读书提高学历外，还有一部分人觉得在

连队个人价值得不到体现，所学专业派

不上用场。大学生士兵小张直言：“来到

部队后，我确实得到了锻炼，但负责板

报、新闻等工作让我感到压力很大。而

且我大学学的是会计学，在连队基本用

不上……”

这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大学生士兵

这个群体，普遍对未来职业规划有一定

的想法，渴望个人价值实现，而我对此关

注和了解还很不够。

如何才能吸引大学生士兵继续投

身强军实践呢？从基层带兵人的角度

看，我认为，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不能

照搬过去的骨干人才培养方式，而是要

找到他们职业发展诉求和连队建设需

求之间的契合点，根据教育背景、岗位

要求，结合他们的留队意向进行重点培

养，尽量做到人岗相适，让大学生士兵

学有所用、用有所长，在军营这片热土

上发光发热。

（杨开明、李 灿整理）

让大学生士兵尽量人岗相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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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 洁 精 为 什 么 又 放 在 消 毒 柜

里？”前段时间，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

输油管线团三营营长何涛，带队检查

内务卫生时发现，食堂消毒柜里又出

现了洗洁精的身影。

这已经是第 3 次发现同样的问题

了。去年一次团安全检查中，三营因

食堂消毒柜管理不到位的问题被通报

批评。整改通知下发后，何涛要求连

队干部叮嘱官兵，不要将洗洁精放入

消毒柜。然而没多久，何涛无意间发

现消毒柜里仍存放着洗洁精。

“同样的问题，反复被指出，为什

么始终得不到有效整改？”何涛叫来炊

事班班长刘海军了解情况。

谈到这个屡禁不止的问题，刘海

军颇显无奈。此前，三营没有专门规

范餐具清洗事宜，官兵们只能以班或

宿舍为单位自行采购瓶装洗洁精。为

了使用方便同时不影响内务，官兵们

便将洗洁精藏进了消毒柜。

刘海军说，为了解决洗洁精放置

问 题 ， 各 连 都 想 了 一 些 办 法 ， 有 的

要 求 将 洗 洁 精 集 中 放 置 在 食 堂 窗

台 ， 但 瓶 子 外 观 五 花 八 门 ， 在 内 务

检 查 中 经 常 被 扣 分 ； 有 的 要 求 把 洗

洁 精 放 在 宿 舍 ， 开 饭 时 带 来 食 堂 ，

用 完 再 带 回 去 ， 但 没 坚 持 多 久 就 恢

复了原状……

“洗洁精放哪儿是个小问题，但

也 正 因 如 此 ， 从 营 干 部 到 连 队 官 兵

都没有真正重视。”听完炊事班班长

的 情 况 介 绍 ， 何 涛 承 认 ， 问 题 的 根

子 还 在 营 里 。 作 为 带 兵 人 、 管 理

者，不能光讲“禁止做什么”，还要

明确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做”，否则

整 改 就 会 浮 于 表 面 ， 不 能 从 根 源 上

解决问题。

在翌日召开的基层建设形势分析

会上，何涛组织与会人员商讨解决措

施：“不能让一个小问题久拖不决。”

经过讨论，他们决定以后由营里统一

采购洗洁精，并在洗碗池上方安装收

纳盒，官兵们再也不用将洗洁精东藏

西藏了。

洗洁精有了合理的安身之处，食

堂和内务秩序恢复了整洁，困扰三营

许久的这个小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看，屡禁不止的原因在这里
■杨星月 本报特约记者 刘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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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推荐

近日，空降兵某旅组织特战队员开展小队协同战术训练，锤炼打仗本

领。图为狙击手正在锁定目标。

杨越旺摄
专 注

战友之间有了矛盾，如何通过

谈 心 化 解 ？ 今 天 ，本 报 记 者 推 荐

一 个 小 方 法——“ 换 位 ”谈 心 ，即

通过“角色扮演”游戏，模拟矛盾

产 生 的 场 景 ，由 当 事 双 方 互 换 身

份 ，分 别 站 在 对 方 的 角 度 看 待 和

处 理 问 题 。 实 践 证 明 ，此 方 法 很

管用，各位带兵人不妨一试。

推荐理由

开 栏 的 话

基层的实践丰富多彩，官兵的智慧无穷无尽。在日常
工作、训练、教育、管理中，各单位各带兵人都有自己独到
的、值得借鉴推广的经验和做法。从即日起，本版开设“大
家推荐”栏目，旨在搭建一个交流分享的平台，将遍布基层
的鲜活招数介绍给官兵，希望能对全面锻造过硬基层和加
强战斗力建设有所助益，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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