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基 层 传 真２０２２年５月１３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张良

主持人：虽然您已经离开基层部队

有一段时间了，但有些事情回过头来看

会更加清晰。如果现在请您谈谈当年

的带兵心得，您最想谈什么？

杨泽达：最想谈“易被忽视的大多

数”，这是一线带兵人普遍面对的共性

问题。但根据我的观察，在实际工作

中，仍有不少带兵人经常只抓“两头”，

有意无意地把“中间”那部分战士忽略

了。举个例子，我们每到一个单位任

职，最先叫出名字的、最先关注的、印象

最深的通常都是“两头冒尖”的人。然

而，连队人员结构就像一个橄榄，两头

细、中间粗，忽视了“中间”，就忽视了大

头和主体。

主持人：这个问题确实值得高度重

视。

杨泽达：是的。举个例子：我在某

雷达站当指导员时，有两名战士训练成

绩很拔尖，自成“第一梯队”，参加旅里

比武为连队争了光。我跟连长怎么看

他俩都顺眼，给予的表扬也很多，而对

其他同志的表现视而不见。时间一长，

其他同志的心态发生了变化，认为自己

再怎么努力也比不上那两个人，索性来

个“不骑马不骑牛，骑着毛驴当中游”。

结果，到了年底普考时，连队综合成绩

下滑明显。

检讨反思中，我和连长感到尖子

固 然 重 要 ，但 过 于 关 注 、过 于 依 赖 尖

子，会打击大多数战士的积极性。于

是，我们注重激励“中间”群体，注意倾

听他们的心声，始终关注他们的状态，

经常表扬他们的进步……过了半年，

连队训练水平迅速提升，无论是个人

还是集体都闯入了全旅前三名，官兵

们士气大振。

主持人：您认为“中间”这部分战士

有什么心理特点？

杨泽达：有心理学家将人类的需求

分为 5 个层次，处于次顶层的需求是被

尊重，最高层则是自我实现。处于“中

间”的官兵，他们大多不出彩也不出事、

不冒尖也不冒泡，看似普普通通，但实

际上同样渴望被关注、被认可，内心也

不甘于平凡，更不希望走进集体视野的

“盲区”。

主持人：您觉得这个“中间”是固定

的还是变化的？

杨泽达：一定是变化的。就我个人

观察而言，位于“中间”的战士大致可以

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从“上游”滑到了

“中游”。他们往往刚开始表现很亮眼，

但由于主客观因素影响，未能一直保持

良 好 势 头 ；第 二 类 是 原 本 就 处 在“ 中

游”。他们自身没有太多想法，觉得“当

先进有风险，当尾巴太丢脸，不前不后

最保险”，以致于产生“安于现状也挺

好”的思想；第三类是从“下游”拼到了

“中游”。他们起初身位比较靠后，为改

变现状付出了很大努力，但进入“中游”

后，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很难再有大

的突破。

主持人：所以，“上游”“中游”“下

游”是处于动态变化中的，而带兵人的

关注无疑也是促成这种流动的外力。

杨泽达：确实如此。教育引导好

了，“中游”可以是“上游”的“后备军”；

如果处理不好，“中游”也可能成为“下

游”的“预备队”。2018 年我任某场站

政委时，一个连队要参加战区空军专业

比武。两名主官很投入，精力主要用在

参加比武的官兵身上，结果当年连队在

比武中拿了个人第一、团体第二的好成

绩，但几乎同时，也出现了两名战士违

规违纪问题。后来，我们组织基层主官

复盘反思，很多同志都认为，症结在于

忽略了对“中间”大多数战士的及时关

注和教育引导，导致他们对单位的归属

感、对工作的责任感越来越低。一边在

“冒尖”，另一边又在“冒泡”，教训极为

深刻。

主持人：听您这么说，关注“两头”、

忽视“中间”在基层比较常见，您怎么看

待这个问题？

杨泽达：在其他群体里，有不被关

注 的 大 多 数 可 以 理 解 ，但 部 队 不 行 。

部队是高度集中统一的武装集团，最

终是要打仗的，战士都是要准备上战

场的，而不只是那些尖子。如果带兵

人对“中间”缺乏关注关心，怎么可能

建 立 起 深 厚 的 手 足 之 情 、战 友 之 谊 ？

怎 么 可 能 在 党 和 人 民 需 要 时 赴 汤 蹈

火、同生共死？让一个从来感觉不到

关注的战士走上战场，你觉得他会有

什么样的表现？

主持人：“中间”之所以容易被忽

略，是不是也有这部分人数众多，带兵

人精力不够的原因？

杨泽达：主 要 还 是 思 想 观 念 问

题。有的带兵人认为“抓前头比较顺

手 ，抓 后 头 能 露 一 手 ，抓 中 间 难 出 成

果”，抱着“中间”群体只要不出事就行

的心态。殊不知，这部分战士成长不

起来，连队工作和建设就很难有质的

飞跃。

所以，我们必须克服功利思想，要

像父母、兄长一样关心爱护官兵，不讲

价钱、一视同仁。在他们遇到挫折时鼓

鼓劲，在他们骄傲自满时提提醒，在他

们遇到困难时伸伸手，在他们迷茫困惑

时指指路，帮助他们不断成长进步。作

为带兵人，要从内心深处明白，即便不

那么拔尖的同志，也在保卫祖国，也在

奉献青春，他们每个人都值得拥有关注

的“眼神”。

主持人：具体方法呢？

杨泽达：一 方 面 ，要 善 于“ 弹 钢

琴”。有针对性地覆盖到“面”、关注到

“点”，做到动态平衡。“中游”官兵大多

比较内向，可以通过组织丰富的文体活

动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如果有的同志确

实缺少这方面的兴趣，带兵人就要主动

靠上去，一起聊聊天、散散步、交交心，

这也是不错的选择。

另一方面，要当好“有心人”。一个

连队几十上百号人，每个人都有发光的

一面，每个人迟早都会发光，必须让每

个战士找到存在感和闪光点，然后多给

机会、多些夸赞，相信战士们的人生被

点亮那一刻终会到来。我们要让每名

战士都有自己的高光时刻，同时也要让

他们知道，自己的喜怒哀乐、点滴努力

都被带兵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主持人：在这个过程中，最需要注

意什么？

杨泽达：“中间”因为容易被忽略，

所以对“公平”看得更重。基层带兵人

最需要做到“一碗水端平”，不论战士水

平高低、能力强弱、性格如何，都要一视

同仁，都要当成自己的袍泽兄弟，不能

厚此薄彼，更不能搞远近亲疏。只有这

样，才会让每名同志都感受到自己被关

注、被重视、被需要，从而提升归属感、

荣誉感、责任感，把连队凝聚成一支拖

不垮、打不散的钢铁战斗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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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兵人都知道一句话，叫做

“抓两头、带中间”，实践早已证

明，这是行之有效的一种带兵方

法。但编者在一些连队采访时发

现，有的带兵人按照这个方法带

兵却有点儿走偏了，“抓两头、带

中间”变成了“抓两头、略中间”，

这就导致处于中间部位的大多数

被忽略掉了。“抓两头、带中间”到

底应该怎么“带”？怎样避免中间

的大多数受到冷落？今天，我们

邀请有丰富带兵经验的南部战区

空军某部宣传处处长杨泽达做客

“基层有约”，聊一聊这个话题。

主持人 张 良

基层有约

值 班 员：第 80 集团军某旅侦察

二连指导员 张学鹏

讲评时间：5 月 6 日

最近我在训练中发现一个不好的

现象，有些班长骨干面对新战士的主动

请缨，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动不动就

问“你行不行”。

同志们，连队武器装备多，训练中

确实需要小心谨慎，确保不出问题。但

是据我了解，主动请缨的新战士都有强

烈的求知欲和矢志军营成长成才的志

向。作为带兵人，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这

种激情和动力，多给他们提供平台和机

会。往后，再遇到战士主动请缨，班长

骨干要多说“加油，你可以的”，少泼冷

水问“你行不行”。

（范存印、周鑫培整理）

少泼冷水多加油

值班员讲评

这个故事要从两个月前，第 80 集

团军某旅便携式地空导弹连两名战士

的亲身经历说起。

那一天，去年秋季入伍的新兵张钦

正在打扫班内卫生，由于标准不高，去

年春季入伍的新兵白子鑫便开始对他

“指指点点”。白子鑫比张钦入伍早半

年 ，经 验 相 对 丰 富 ，并 且 也 是 出 于 好

心，但张钦并不买账。

事 后 ，指 导 员 姜 聪 通 过 了 解 情 况

敏锐地感觉到，这不仅是两名新兵之

间的矛盾，而是两个群体的相处问题，

两批新兵先后下连，但同为列兵军衔，

难免会互不服气。在随后召开的双向

讲评会上，姜聪把这个现象摆在台面

上：两批新兵入伍时间差半年，部分前

一批入伍的新兵未能摆正心态，因兵

龄稍长而以老兵自居 ；部分后一批入

伍的新兵思想认识有偏差，没能看到

自身不足和差距，排斥、抵触列兵战友

的帮带……其他营连主官听后纷纷表

示，这一现象不是个例，存在一定的普

遍性。该旅领导对此高度重视，通过

组织营连蹲点、问卷调查等方式进行

深入调研，并具体指导各营连寻求破

解之法。

某 高 炮 营 建 立 部 队 、家 庭 联 培 共

育 机 制 ，帮 助 两 批 新 兵 更 快 适 应 连

队 生 活 ；某 修 理 连 开 展“ 赏 识 教 育 ”

活 动 ，引 导 班 长 骨 干 用 信 任 与 欣 赏

的 眼 光 看 待 两 批 新 兵 ，通 过“ 点 赞 新

战 友 ”等 方 式 ，帮 助 他 们 建 立 信 心 ；

某 通 信 连 专 门 设 立“ 新 兵 龙 虎 榜 ”，

为 军 政 训 练 成 绩 名 列 前 茅 的 新 兵 披

红 戴 花 ，让 两 批 新 兵 在 比 学 赶 帮 超

中 激 发 争 优 意 识 ；而 便 携 式 地 空 导

弹 连 则 采 取“ 以 新 带 新 ”的 方 式 ，让

前 一 批 新 兵 帮 带 后 一 批 新 兵 。 姜 聪

特 意 安 排 张 钦 和 白 子 鑫 结 成 互 助 对

子 ，对 装 备 操 作 不 熟 练 的 张 钦 ，时 常

在 休 息 时 间 对 照 白 子 鑫 的 示 范 积 极

加 练 ；而 以 往 练 体 能 不 是 很 积 极 的

白 子 鑫 ，也 在 周 末 跟 着 张 钦 挥 汗 如

雨 …… 一 番 互 帮 互 助 ，二 人 进 步 迅

速 ，成 绩 提 升 明 显 。

如 今 ，该 旅 新 兵 群 体 正 在 拔 节 生

长：“新新兵”内务规整、队列整齐、积极

向上，面貌已焕然一新；“新老兵”找准

定位、端正态度、目标明确，一心想作好

表率。该旅领导介绍，下一步，他们将

持续关注两批新兵这一特殊群体，因人

制宜改进管理方法，让他们从快速融入

连队转向加紧成长成才。

让两批“同年新兵”比翼齐飞
■彭德杰 王崇嘉

潜 望 镜

“快看，你和陈课两名新兵都榜上

有名。”不久前，连队张贴出新一期的

“龙虎榜”，循着战友的声音看去，只见

我和陈课的照片同时出现在榜上。兴

奋喜悦之余，我想起前段时间自己与陈

课的纠葛，内心不禁感慨万分。

1 月上旬，去年秋季入伍的列兵陈

课被分配到我所在的班。在此之前，我

已经多次想象新兵下连的场景：那时，

将有一批最新的兵来到连队，而我也将

自动升级，不再是资历最浅的兵，而是

“资深新兵”啦……

由于只有陈课一名新兵分配到我们

班，不论生活还是训练，班长韦宏伟都会

对他进行手把手帮带。一次专业训练，

班长带着陈课练习便携式地空导弹的据

筒背筒，但陈课似乎不在状态，练了一上

午仍没达到及格标准。看着班长无奈的

表情，我打起了“小算盘”：如果我主动向

班长申请帮带陈课，一方面可以对他摆

老资格，树起我的威信；另一方面我也可

以“浑水摸鱼”，减少自己的训练量。

说干就干。当天下午，我便找到班

长。班长看我态度积极，加上军事素质

较好，便欣然同意。我迅速进入状态，

把陈课当成自己的兵训了起来。

第二天训练时间，我带着陈课练习

装备操作。随着我口令下达，陈课迅速

行动，开启包装箱、检查零部件、转换战

斗状态……一番操作过后，陈课气喘吁

吁地报“好”。看他满头大汗的样子，我

竟有些许得意，紧接着下达了下一组口

令。陈课还没反应过来，我就按下秒

表，结果不出所料，他的成绩远没达到

及格标准。我就像抓到了他的“小辫

子”一般当场数落起来，而陈课则低着

头，涨红了脸。

自 那 以 后 ，陈 课 就 像 霜 打 的 茄 子

没了精神，要么军容风纪不严整，要么

站岗执勤不尽责，要么队列动作不规

范……几天后，班长发现了不对劲，便

找到陈课了解情况，陈课也将实情一

五一十道了出来。

得知真相后，班长对我进行了严肃

批评：“陈课入伍比你晚，资历比你浅，更

需要关心帮助，而你倒好，学会摆谱端架

子了！”班长一席话让我面红耳赤、幡然

醒悟。是啊，虽然只比陈课早入伍几个

月，但相对他而言，“资深新兵”确实算老

兵了。想当初，班里的老兵可不是这样

对我的。将心比心，我主动向陈课道了

歉，并和他相约共同努力。从那以后，我

们经常一起训练、互相学习——陈课装

备操作不熟练，我就手把手教学；我专

业知识不牢固，陈课就时常给我“开小

灶”；每次体能训练，我俩都争着赶着向

前冲……一个月下来，我们的成绩都有

大幅提升，并在考核中取得优异成绩，

这才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王旭、冯文星整理）

我学会了当好“资深新兵”
■第 80 集团军某旅作战支援营列兵 李 攀

太阳升起，灿烂的光芒在终年覆雪

的山巅四散开来，照耀着山脚下歌声悠

扬的达孜县德庆乡。

“是谁帮咱们赶死神，是谁帮咱们

奔小康……是‘门巴’解放军，是救星共

产党……”那天，沐浴着清晨第一缕阳

光，笔者跟随西藏军区总医院官兵驱车

前往德庆乡巡诊，刚到村门口，就被藏

族同胞手捧哈达载歌载舞的场景深深

震撼。

西藏军区总医院消化内科医生许

卫君告诉笔者：“我虽然入藏时间不算

太长，却和村民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每次下乡巡诊，乡亲们都特别热情，在

门口排成长龙迎接我们。”

许卫君此前是东部战区总医院消

化内科的一名医生。去年 4 月，接到援

藏任务后，身为科室党支部委员的许卫

君主动请缨。妻子和孩子闻讯后担心

他的身体不适应高原的气候环境，都劝

他改变主意。然而，许卫君却铁了心要

上高原，立志为西藏医疗卫生事业贡献

力量。

“缺氧的环境让人彻夜难眠，寒冷

的天气冻得全身瑟瑟发抖，走下飞机，

我的心一下就凉了半截。”许卫君说，他

刚到西藏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想离开，然

而，看到藏民缺医少药，心里便有了一

种渴望：力所能及地为驻地老百姓做点

什么。于是，他不断调整自己，努力克

服高原反应带来的不适。

高 原 的 路 不 好 走 ，下 乡 巡 诊 更 难

行。“驻地部分群众以游牧为生，生病了

往往自己扛着不就医。”许卫君告诉笔

者，牧民们不来，他们就主动上门，决不

做一直待在医院里的“坐堂大夫”。

于是，在雪域高原上，又多了一支

既送医送药又宣传卫生健康知识的医

疗队。

在一个个晨昏中，许卫君几乎走遍

了拉萨的每个村庄、每个点位，驻地百

姓对许卫君的感情越来越深，亲切地称

他所在的这支医疗队为雪域藏家的“幸

福使者”。

去年，6 岁的女童达娃桑姆不慎误

吞硬币，许卫君使用自己在东部战区总

医院工作时发明的取物器，成功将硬币

取出；今年，饱受食管狭窄之苦的患者

拉巴次仁，经许卫君手术医治，很快就

能畅快进食……

付 出 爱 的 人 ，也 会 收 获 爱 。 许 卫

君告诉笔者，援藏一年来，自己累计收

到哈达 40 多条、锦旗近 10 面 ，那是他

与驻地百姓心连心的见证，也是他最

大的“功勋章”。如今，每当听到许卫

君 下 乡 巡 诊 ，村 民 们 就 会 等 候 在 村

口。在他们眼里，这位穿着军装的“门

巴”（藏语：医生）每一次出现都会带来

温暖。

他每一次出现都会带来温暖
■晏 良 伍海峰

身边的感动

近日，第 78集团军某旅组

织远程机动演练，从严设置课

目，随机导调情况，检验官兵实

战能力。

孙德志摄

兵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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