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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毕业临近，又一批军校学子即将走

出校门，奔赴战位。

在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郑州校区

某学员大队阅览室，摆放在书架上的十

余本“淬火笔记”，最近的翻阅率明显提

高。

这些笔记究竟有什么吸引力？

该 大 队 政 委 赵 朝 涛 告 诉 记 者 ，针

对 部 分 学 员 毕 业 到 部 队“ 水 土 不 服 ”、

无 法 快 速 胜 任 第 一 任 职 岗 位 等 问 题 ，

他 们 搭 建 在 校 学 员 与 毕 业 学 员 、提 干

学 员 的 交 流 帮 带 平 台 ，定 期 邀 请 毕 业

学 员 、提 干 学 员 结 合 自 身 经 历 授 课 辅

导。授课交流内容被他们整理记录在

笔记本上，取名“淬火笔记”，供学员们

学习借鉴。

翻阅这些“淬火笔记”，记者发现，里

面记录的大多是历届毕业学员任排长时

的经历和感悟。

这些笔记，不仅成为学员们了解基

层的一个“窗口”，也成为连接院校和部

队的一座“桥梁”。

新排长下连后应该怎么干？学员们

在“淬火笔记”中寻找到了“锦囊妙计”。

部队欢迎什么样的排长？“淬火笔

记 ”背 后 ，一 个 个 成 长 故 事 给 出 了 答

案。

毕业 4年经历了 7个
岗位

——“每个人的军旅之路
都不可能一帆风顺，遇到任何
困 难 ，当 兵 的 初 心 都 不 能 动
摇，只有经历起落沉浮，才能
锻造钢筋铁骨”

在该学员大队阅览室，记者遇到了

学员李竹。只要有空，李竹都会到阅览

室翻一翻“淬火笔记”，感到“每次都受益

匪浅”。

“这么多的授课交流笔记中，对我触

动最大的是学长王玉恒的成长经历。”李

竹一边介绍一边翻到了王玉恒授课那一

期。

2013 年，大学生士兵王玉恒来到原

第 54 集团军某师“叶挺独立团”当兵。

两年后，王玉恒提干来到该校学习培训，

2016 年毕业分配到某防空旅修理营任

排长。

王玉恒没想到，毕业后 4 年时间里，

自己先后经历了 7 个工作岗位。

在如此频繁的岗位调动中，他是如

何一步步证明自己的呢？

入伍前，王玉恒是一名音乐类艺术

生。上军校期间，他在学员队组建了“红

旗”合唱队，并担任声部长，将队里文化

工作搞得风生水起。

毕业报到后，部队组织新排长集训，

综合素质过硬的王玉恒在结业考核中夺

得综合成绩第一名。下连后，刚好赶上

旅里组织晚会，因具有文艺特长，王玉恒

被借调至机关帮助筹备整场晚会，演出

大获成功。王玉恒一下子成了机关眼里

的“香饽饽”。

“ 头 三 脚 ”踢 得 虎 虎 生 威 ，各 级 领

导 都 对 这 名 多 才 多 艺 、能 文 能 武 的 新

排 长 寄 予 厚 望 ，王 玉 恒 成 了 单 位 重 点

培 养 的“ 苗 子 ”。 他 自 己 也 摩 拳 擦 掌 ，

准备在岗位上干出点名堂。

然而，调整改革中，王玉恒被分流到

某合成旅勤务保障营修理连任排长。

初来乍到，新单位干部超编，自己年

龄偏大，任职资历又浅……命运似乎对

这位“外来户”并不友好。

“在那段日子里，我也曾彷徨过，但

我还是坚持了下来，既然选择了扎根军

营，就不能半途而废。”现实面前，王玉恒

没有消沉，比以前更加严格要求自己，白

天在训练场给自己“加餐”，晚上到学习

室“充电”。

被机关借调那几个月，王玉恒像个

“救火队员”，哪里工作最忙，他就一头扎

在哪里，经常白天晚上“连轴转”，虽然辛

苦，但他感到很充实。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因能力

素质突出，王玉恒很快在新单位崭露头

角，随即被调整到合成一营支援保障连

任排长。

来 到 作 战 营 ，王 玉 恒 工 作 劲 头 更

足了。不到一年，他便升任合成二营 6

连 指 导 员 。 当 了 连 队 主 官 ，他 给 自 己

定 下 了 更 高 的 目 标 ：一 切 工 作 向 荣 誉

连队看齐！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个工作岗

位扎实磨炼，2020 年 6 月，王玉恒调任

“杨根思连”指导员。

那天，与学弟们连线交流时，王玉恒

深有感触地说：“每个人的军旅之路都不

可能一帆风顺，遇到任何困难，当兵的初

心都不能动摇，只有经历起落沉浮，才能

锻造钢筋铁骨。”

就是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李竹。“每

次 读 到 这 句 话 ，我 都 能 从 中 汲 取 到 力

量。带着这句话到部队，我想自己也能

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他说。

不接地气的授课“撞
了墙”

——“开展基层思想政治
教育，首先要知道战士们想什
么、关心什么，把准了战士思
想 脉 搏 ，授 课 内 容 才 能 接 地
气，教育才能引起大家共鸣”

学员焦泽亮给自己定的军旅发展方

向是政治工作。但对于到基层后如何开

展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做战士思想工作，

他心里装着许多问号。

一 次 ，焦 泽 亮 在 翻 阅“ 淬 火 笔 记 ”

时 ，读 到 了 学 长 盛 文 超 第 一 次 给 连 队

战 士 们 上 政 治 教 育 课 的 一 段 经 历 ，深

受启发。

上军校时，盛文超在学员大队是个

响当当的人物。他在学员队历任模拟营

班长、排长、副营长，综合素质突出。毕

业联考，他以综合排名第一的成绩全优

通过，2019 年毕业被分配至第 74 集团军

某旅任排长。

到基层后，盛文超摩拳擦掌，准备干

出一番成绩。

到连队后没几天，指导员安排盛文

超为全连官兵上一堂政治教育课。盛文

超感到“露脸”的机会来了，连续一周熬

夜加班准备，讲稿反复修改了七八遍，还

特意加入不少时下流行的网络“热词”，

做出来的课件也很精美。

授课那天，盛文超信心满满走上讲

台。谁知，效果并没有想象中好，参与

互动者寥寥无几。一堂课讲完，稀稀拉

拉的掌声让盛文超瞬间陷入尴尬，精心

准备的一堂课就这样在战士们面前“撞

了墙”。

“ 新 排 长 课 件 制 作 水 平 确 实 挺

高 ， 就 是 授 课 没 啥 实 质 内 容 ”“ 一 堂

课讲的都是些空洞的大道理，和连队

实 际 工 作 联 系 不 紧 密 ……” 晚 上 洗

漱，盛文超路过水房，听到几名战士

在闲聊，脸上顿时火辣辣的。原以为

连 队 第 一 脚 能 踢 出 “ 满 堂 彩 ”， 没 想

到却踢到了石头上。

与战士们相处时间久了，盛文超才

认识到，新排长下连，沉不下身子，找不

准发力点，往往欲速则不达。后来，盛文

超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得到了战友

们的一致认可。

“ 淬 火 笔 记 ”上 ，盛 文 超 留 下 这 样

一段话：开展基层思想政治教育，首先

要知道战士们想什么、关心什么，把准

了 战 士 思 想 脉 搏 ，授 课 内 容 才 能 接 地

气 ，教 育 才 能 引 起 大 家 共 鸣 。 想 要 在

基层扎稳脚跟，必须多走“土路”、多蹚

“泥水”，读懂了战士，才能真正读懂基

层。

后来，焦泽亮主动联系上学长盛文

超，遇到困惑都会向盛文超请教。渐渐

地，焦泽亮也摸到了开展基层政治工作

的一些“门道”。

“基层思想政治教育课一定要贴合

连队实际，不能只追求形式上的多样，还

要注重内容上的充实，既要有‘面子’，更

要有‘里子’。”采访中，焦泽亮自信的话

语，让记者感到他已经为基层第一任职

做好了准备。

“高冷范”被战士们
疏远了

——“ 在 基 层 ，战 士 们 最
看重的是集体荣誉。新排长
要以排为家、主动融入，敢于
站排头、扛红旗、争第一，率先
垂范为战士们树好标杆”

“淬火笔记”第 9 期，几页纸角已经

翻卷，里面记录的是该大队提干学员李

竞宇的授课内容，题目是：“我心目中的

好排长”。

来自第 82 集团军某合成旅的李竞

宇 当 过 炮 长 、狙 击 手 、坦 克 驾 驶 员 ，基

层 经 历 丰 富 。 闲 暇 时 间 ，大 家 都 喜 欢

找 这 位 士 兵 提 干 学 员 聊 一 聊“ 连 队 那

些事”。李竞宇总是来者不拒，有问必

答。

那次授课交流中，李竞宇从一名基

层班长的视角，讲述了一名排长的成长

故事。

这 名 排 长 在 校 期 间 是 文 艺 骨 干 ，

吹 拉 弹 唱 、组 织 活 动 样 样 在 行 。 来 到

连队后，这位排长自恃有文艺特长，迟

早 要 被 选 去 机 关 。 所 以 ，他 经 常 一 个

人埋头练习乐器、创作剧本，对别人爱

搭不理。

一段时间后，战士们都领略了这名

排长的“高冷范”。

一次野外驻训，该营组织某战术

课目训练，要挑选一个示范排为全营

做演示，任务指定给了该连。以往这

样 “ 露 脸 ” 的 任 务 ， 李 竞 宇 所 在 的

“尖刀”排都是当仁不让，没想到这名

排长去连里开会主动把机会让给了别

的排。

“别人‘唱主角’，我们看热闹？！”战

士们不干了，纷纷找排长理论，要把机会

争取回来。

班长们也议论纷纷：“身为排长，见

任务不争、见红旗不扛，集体荣誉感何

在？”

由于工作中一直放不下架子、扑不

下身子，这名排长始终无法融入班排，渐

渐被战士们疏远。一年下来，他不仅机

关 没 去 成 ，排 里 的 工 作 也 经 常“ 掉 链

子”。年底群众评议，他在全连干部中排

名垫底。

对此，连队指导员开导这名排长：

“在基层，战士最看重集体荣誉。新排长

要以排为家、主动融入，敢于站排头、扛

红旗、争第一，率先垂范为战士们树好标

杆。只有在基层把根基扎牢了，今后每

一步才能走得更稳。”

在 大 家 的 帮 助 下 ， 这 名 排 长 的

“心结”慢慢解开。甩开思想“包袱”

的他，很快融入班排，工作渐渐打开

了局面。

“初到基层，不可好高骛远，首先要

让自己的心融进来，沉下心来带头干，这

样才能在战士中树立威信。今天在连队

‘扎下根’，明天才有可能在单位‘冒出

头’。”交流最后，李竞宇为自己心目中的

好排长画了个像。

部 队 欢 迎 什 么 样 的 排 长
—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郑州校区某学员大队“淬火笔记”带来的启示

■余世国 本报记者 刘 伟

在第 74 集团军某合成旅防空营，新

排长谢子宜是大家眼里的风云人物。

“到连队任排长不到一年，他带队参

加第五届全军军事建模竞赛，斩获特等

奖，荣立个人二等功……”一说起谢子

宜，连长王海打开的话匣子就收不住。

谢子宜的成长经历，不仅在连队引

起热议，在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郑州校

区某学员大队也掀起了一股热潮。

前不久，这个学员大队组织了最新

一期毕业学员与在校学员视频连线授

课。谢子宜以该大队 2021 届毕业学员

的身份出现在大屏幕中，与学员们交流

基层任职经验和带兵感悟。

在校期间，谢子宜表现优异，取得

了 多 种 荣 誉 。 毕 业 时 ，带 着 一 身“ 光

环 ”，谢 子 宜 信 心 满 满 ，准 备 在 基 层 大

展身手。

到 连 队 后 第 一 次 实 弹 射 击 ，谢 子

宜 发 现 有 的 新 兵 成 绩 不 理 想 ，就 想 通

过 理 论 讲 解 展 示 一 下 自 己 的 专 业 水

准。当“正态分布”“随机概率”等专业

词 汇 脱 口 而 出 时 ，班 长 们 并 不 买 谢 子

宜的账：“排长，光说不练假把式，给我

们示范一下？”

“来就来！”两轮速射下来，谢子宜仅

仅打出及格水平。刚才还侃侃而谈的

他，一下子变得有些气短。

这样的“囧事”在谢子宜到连队后

的 头 两 个 月 经 常“ 上 演 ”：专 业 课 目 训

练 ，全 排 最 后 一 个 完 成 ；车 炮 场 保 养 ，

擦 拭 保 养 不 过 关 ，让 全 排 一 块 跟 着 返

工；组织战士到兵器室领枪，人员协调

不 顺 畅 ，紧 急 出 动 变 成 了“ 赶 大

集”……

“刚来的排长真‘行’，事事都要‘露

一脸’”。听到战士们的调侃，谢子宜窘

迫不已。

“ 过 去 在 院 校 取 得 的 荣 誉 不 代 表

基 层 任 职 的 能 力 素 质 ，新 排 长 要 想 让

战 士 们 瞧 得 起 ，必 须 拿 出 实 实 在 在 的

过 硬 本 领 ，干 出 样 子 才 能 在 战 士 中 树

立威信。”一次训练结束，排里的“尖刀

班”班长王才显找到谢子宜，推心置腹

聊了很多。

指导员张小龙也给谢子宜打气：“新

排长到部队，首先要将荣誉清零、心态归

零，放下架子轻装上阵，一招一式打基

础、一步一动练真功，这样才能在基层长

力气、强素质，机会来了才能接得住。”

从那以后，谢子宜整天泡在训练场

与战士们打成一片。基层经验不够，他

就向干部学习、找班长请教。渐渐地，开

展工作的路数清了、经验多了；战友们对

他的质疑少了、认同多了。

对基层工作熟悉上手后，展示才华

的机会悄然而至。

“有个全军军事建模竞赛，你想不想

试试？”一天晚饭后，连长带来的这个消

息让谢子宜兴奋不已：这是挑战，更是机

遇，必须抓住！

说干就干！他动员排里两名大学生

士兵加入建模团队。闯过重重难关，他

们最终在第五届全军军事建模竞赛中一

举斩获部队组特等奖。

当年年底，胸前那枚沉甸甸的二等

功奖章，让谢子宜在班排战士们心中的

分量更重了。

新来的排长立了二等功
■本报记者 刘 伟 通讯员 王孟繁

新闻样本

习主席指出，院校同部队对接越精

准，课堂同战场衔接越紧密，培养的人

才越对路子。

部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后，营连排

三级力量合成化、功能模块化、任务独

立化的特点更加突出，对排长能力素质

提出了新要求。

面对当前军队院校人才培养周期

由以前的“4+1”缩短成现在的“3+1”，

新的军官政策制度改革落地后新毕业

排长由过去的“两颗星”成为现在的“一

颗星”等新变化，院校人才培养面临新

挑战。

部队呼唤什么样的排长？记录在

“淬火笔记”上的一条条经验和建议，给

出了比课堂上更清晰、鲜活、具体的答

案。

把基层一线带兵人请进来。用作

战需求、部队视角、指挥员眼光重构院

校人才培养体系，建立院校与部队常态

化学习交流机制。充分发挥基层带兵

人“编外教员”的辐射作用，通过远程视

频连线、网上视频共享、一对一结对帮

带、邀请一线带兵人定期来校授课等方

式，让来自基层部队鲜活管用的工作经

验转化为学员的岗位任职本领。

让院校教员队伍走出去。加大教

员 赴 部 队 代 职 任 职 、参 演 参 训 、跟 研

跟学力度，打通院校教员与部队指挥

员 同 频 共 振 、融 合 成 长 的 发 展 路 径 。

通 过 部 队 任 职 岗 位 锻 炼 和 重 大 演 训

活 动 锤 炼 ，全 方 位 提 升 教 员 队 伍 研

战 教 战 能 力 。 将 部 队 成 功 演 训 经 验

和作战理念带进课堂，用部队岗位任

职需求倒逼院校课程教学改革，增加

课堂“含战量”，牵引课堂精准对接战

场。

构建院校与部队联教联研联训机

制。着眼学员第一任职能力拓展校外

实践课堂，定期组织学员到基层部队当

兵锻炼、实习见学，采取联合教学、联合

研讨、联合演训等方式，探索战教耦合

的联合育人新路子，破解当前新型作战

人才培养中的瓶颈问题。

将 基 层 的“ 活 水 ”引 进 来
■覃红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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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郑州校区某学员大队参加演练。 邹德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