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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从军廿余载他们从军廿余载，，扎根基层扎根基层，，将将

最美的青春献给军营最美的青春献给军营。。““装备通装备通”“”“多多

面手面手”“”“兵专家兵专家””，，他们身怀绝技他们身怀绝技，，是各是各

自岗位的个中翘楚自岗位的个中翘楚。。近日近日，，第第 7373 集集

团军组织了一场线上故事会团军组织了一场线上故事会，，33名来名来

自基层的二级军士长自基层的二级军士长，，在屏幕前和新在屏幕前和新

兵们分享成长经历兵们分享成长经历，，畅谈军旅感悟畅谈军旅感悟。。

强军召唤奋斗者强军召唤奋斗者，，成功偏爱追成功偏爱追

梦人梦人。。品读他们在军营摸爬滚打的品读他们在军营摸爬滚打的

成长经历成长经历，，我们感受到的是研战谋战我们感受到的是研战谋战

为打赢的不懈追求和勇挑重担打头为打赢的不懈追求和勇挑重担打头

阵的使命担当阵的使命担当。。希望他们的故事能希望他们的故事能

激励年轻官兵扎根军营激励年轻官兵扎根军营、、建功军营建功军营，，

在军旅路上拼搏向前在军旅路上拼搏向前。。

“老班长”是怎样炼成的
—品读第73集团军 3名二级军士长的成长成才故事

7月 19日

军媒视窗

前段时间，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旅

上等兵甄化鑫感觉“心态崩了”。小甄

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思想活跃、学习能

力强、专业水平提升快，还能轻松玩转

摄影摄像技术，公差勤务总少不了他的

身影。作为站里的重点培养对象，小甄

在同年兵中属于脱颖而出的一个。

“拐点”不期而至。一次体能考

核，小甄的“优秀”止步于不及格的单

杠成绩。要强的小甄跟单杠“杠”上

了，但不科学的训练方法让他蓄势再

战后又一次失利。体能不过关意味

着难以评优，小甄干啥似乎都少了心

劲儿。

站长王子贺：甄化鑫是个好苗子，

全速奔跑中摔上一跤未必是坏事，关

键是要尽早化解他的心结。一次晚饭

后，我看到他独自一人发呆，便挨着他

坐了下来。为打开话匣子，我选择从

他擅长的摄影领域入手，主动把上次

休假期间拍的照片拿出来跟他分享，

请他指点评价。有了热场铺垫，我话

锋一转，讲到他考核失利的事：“你为

了变得优秀所做的努力，大家都看在

眼里。能够正确看待失败，同样是一

种优秀的品质。遇到坎坷，应该像弹

簧一样，承受压力越大，积蓄的能量越

足，后面的反弹才会越强。”

听到这里，小甄低下了头，道出心

中困惑。他从校门到营门，一路顺风

顺水，组织给机会、家人有期盼、自己

定目标，都让他动力满满。但种种期

待也给他带来压力、让他背上包袱，他

越来越害怕失败。

“所有打不倒你的，终将让你变得

更强大。”我找来两本书送给小甄，一

本讲如何培养“逆商”，一本讲如何控

制情绪。我还安排其他骨干有意无意

与小甄多接触。在大家的关心下，他

的情绪渐渐稳定，主动向站里的“体能

达人”求教。

旅政治工作部主任李龙：好兵是

“夸”出来的，也是“逼”出来的。面对

自尊心强、遇到挫折易钻牛角尖的年

轻官兵，做好他们的谈心交心工作，要

善用“同理心”，从 4 个“加法”入手。

一是“主动+主场”。年轻官兵自

我意识强，渴望受到关注，但不愿意主

动“示弱”。所以，谈心交心应主动靠

上去，到他们工作、训练、生活等熟悉

的环境中，引导他们道出实情。二是

“时机+时常”。穿衣看气候，打铁看

火候。谈心交心也是如此，什么情况

立即谈、什么情况“冷却”后再谈，要做

到心中有数。另外，思想工作骨干要

提高谈心频率，三五句话聊一聊、三五

分钟谈一谈、三五百米走一走，做到经

常 了 解 、动 态 掌 握 。 三 是“ 倾 心 +倾

听”。一方面拿出耐心、诚心，多一些

嘘寒问暖，在拉近彼此距离中打破“心

墙”。另一方面善于倾听，不把谈心当

成道理“倾泻”，引导谈心对象充分表

达观点和诉求。四是“解疑+解难”。

谈心过程中多些共情尊重、理解体谅，

及时解开思想扣子，消除他们心中疑

虑。此外，还要注意切实做好谈心“下

篇文章”，解决好实际困难，真真切切

让谈心的效果体现在难题的解决上。

善用“同理心”化解“玻璃心”
■范云龙

上尉冯成皓总会想起教导员带他

去看“榕包樟”的那个傍晚。

那天晚饭后，教导员叫他一起散

步，走到“榕包樟”这棵古树旁边。榕

树和樟树根连着根，紧紧抱在一起，一

棵树的叶子黄了，另一棵树的叶子绿

了。一黄一绿、相伴相生，树中有树、

浑然天成。教导员说，彼此拥抱、彼此

欣赏，也会彼此成就。

冯成皓想起最近一次调研中，个

别带兵人直言“带兵难”是因为“兵难

带”，常把“现在的官兵很逆反、玻璃

心”挂在嘴边。殊不知，如果有一根

手指指向官兵，就会有 3 根手指指向

自己。

冯成皓从军校毕业刚到基层连队

时，也看不惯一些战士的做法——小

张“没大没小”公开顶撞他，小李正课

时间玩手机被机关通报批评，小王公

差勤务经常偷懒……多次批评教育并

没有让战士们服气，反倒使他与大家

的关系变得很僵。

“政治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思想

工作，看待战士的眼光决定了我们的

工作态度。”站在“榕包樟”树下，教导

员语重心长地说。

确实，随着社会飞速发展，代际

差异加速演变，官兵成分、基层结构

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思想政治工作

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有些带兵人

走不进年轻官兵的“新世界”，看不惯

他们的“新行为”，融不进他们的“朋

友圈”。因为他们的观念还停留在过

去，对新生代官兵的群体特点不理

解、看不惯，总是用老方法解决新问

题，以至于不仅没能解决问题，反而

引发了更多的问题。

冯成皓明白，走进兵心，才能读懂

兵心、打动兵心。对待年轻官兵，要和他

们坐在一条板凳上思考问题，扔掉有色

眼镜，多点信任，少点指责；多点欣赏，少

点挑剔；多点发展眼光，少点固化成见。

只有把工作做到心坎上，才能形成“与之

赴深溪、与之共生死”的凝聚力。

远处，军营广播中传来歌声：“我

是一粒小小的树籽，心怀长大成材的

梦想……”

“榕包樟”下，冯成皓思绪万千。

“榕包樟”下的领悟
■吴 弘

如何做好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通过有效沟通密切新
时代官兵关系，是各级带兵人面临的现实问题。这两则来
自基层的报道，或许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考—

读懂兵心，才能打动兵心

7月 22日

8月初 ，新疆军区某团野外驻训期间，通过开展小比武、小竞赛活动，帮助

官兵缓解精神压力、激发训练热情。 苟宝琦摄

谢顾问：

去年下半年，我入伍来到军营，已

经逐渐适应了部队紧张、严格的日常训

练和管理。但最近一段时间，工作和生

活中的一些压力时常让我觉得焦虑，有

时 还 会 出 现 失 眠 的 症 状 ，导 致 白 天 工

作、训练时没有精神，陷入一种不良循

环。请问我该怎么办？

某部战士 小 黄

小黄战友：

你好！焦虑是常见的一种情绪状

态。在压力大、节奏快的生活环境下，

任 何 人 都 不 可 避 免 地 会 产 生 焦 虑 情

绪。如果精神长期处于紧绷状态，内心

的 压 力 得 不 到 有 效 释 放 ，就 会 引 起 紧

张、烦躁等情绪波动，进而产生过度焦

虑，甚至出现失眠症状。

军事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很多岗

位具有一般行业无法比拟的高风险性，

同时，军人还要面对来自家庭及社会的

诸多压力。虽然适度的焦虑有一定积极

作用，可以促人努力成长，但如果焦虑情

绪没有得到及时缓解，就会不同程度地

影响身心健康，造成工作和学习效率下

降，甚至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状况。

每个人对焦虑的认知和调节能力是

有差异的。同样的问题，以不同的视角去

看待，会产生不同的认知结果和情感体

验，从而出现不同的心理反应。一位著名

的心理学家说过：人如果有合情合理的生

活态度，就基本上不会产生情绪困扰。所

以，要想跨过焦虑这道“心坎”，首先要保

持乐观、豁达、稳定的心态，无论是在人生

大事还是生活琐事中，遭受挫折时都应尽

力保持情绪开朗，在清醒的认知中重新审

视目标，寻找正确的应对方法，把困难“化

整为零”，学会用“我可以做到”“别担心”

等积极的自我暗示激励自己。

善于“断舍离”。焦虑的产生多源

于两个“杂”，一个是外在的“杂草”，另

一个是心中的“杂念”。“杂草”指生活环

境，“杂念”指内心的欲望。“欲多则心

散，心散则志衰，志衰则思不达”，生活

需要“断舍离”，人生也一样。战友们应

正确审视自己，舍弃不当的欲望，不为

物欲蒙蔽心灵；丢弃不良的爱好，培养

健康的生活习惯；放弃无益的社交，纯

正自己的朋友圈；摒弃无用的信息，把

精力和时间放在有意义的事情上。

适度锻炼，强健身心。从事喜欢的

运动项目时，人们会专注于当前的动作

和体能的提升，在注意力的转移中无暇

焦虑，同时还可以产生“快乐因子”多巴

胺，让人心情舒畅。此外，运动还是一

个有计划地设定和实现目标的过程，运

动过程中养成的自律和专注，可以影响

人们在面对其他事情时的处理方式。

学会倾诉。从心理学角度看，情绪

低落时，找到合理的宣泄渠道是最有效

的改善方法，把内心的压抑、不满和隐痛

释放出来，从而达到心理平衡。倾诉就

是一种很好的宣泄方式，可以向干部骨

干汇报想法，也可以找亲友、战友聊一

聊，在“说说心里话”中寻求他们的支持

和理解，获得有益的指导，及时将消极情

绪释放出来。还可以拿出纸和笔，把忧

虑的问题和想干的事情一一写下来，清

晰地整理所思所想，从而有的放矢地寻

求解决办法，也能有效缓解焦虑情绪。

（执 笔 ：61035 部 队 政 治 教 导 员

刘 伟）

跨过焦虑这道“心坎”

谢顾问答读者

刚下连时，赶上单位执行国防光

缆抢修任务。几天下来，我的手上就

磨出大大小小的血泡。血泡破了来不

及 处 理 ，我 就 在 裤 腿 上 抹 两 把 继 续

干。任务圆满完成，我的表现被大家

看在眼里。

“让你当班长，能不能干？”老连长

梁唯一找到我。

“能！”至今，我都记得一股热血窜

上太阳穴的感觉。

热血难凉，难题却摆在眼前：列兵

当班长，手下一大半都是老兵，怎么才

能服众？思来想去，我告诉自己：“不

能退缩，资历不够，实力说话！”

于是，训练工作中遇到老兵“不服

气”，我就专挑他们的拿手课目“下战

书 ”。 刚 开 始 输 多 赢 少 ，哪 个 课 目 输

了 ，我 就 针 对 性 地 加 练 加 训 ，一 次 次

“卷土重来”。

掏厕所、通水沟，脏活累活我第一

个干；各项考核、险难课目，面对挑战

我第一个上……渐渐地，我的努力打

动了班里的老兵，全班上下拧成一股

绳。那年年底，我们班拿下集团军专

业集训总评第一名。

在班长这个岗位上干得越久，对带

兵的体悟越深。时过境迁，回想当年的

自己，兵龄最短的人站在排头，不就是靠

那股子冲劲赢得大家的信任和尊重吗？

当好班长，以身作则；当好战士，勇

往直前。2012年的一次对抗演习中，连

续三四天通宵作业后，我发起高烧。可

“战斗”仍在继续，我发现雷达的目标数

据和参照物对比误差较大，必须第一时

间维修。

在雷达开机状态下近距离接触高

功 率 天 线 有 较 大 风 险 。 但“ 战 况 ”胶

着，万一指挥所因为雷达盲区错失战

机，后果不堪设想。不顾战友的劝阻，

我爬上车顶检修天线。

短短半小时里，我的脑袋越来越

沉，胃里一阵阵翻涌……故障排除完

毕，我从车顶摔了下来，被战友扶住后

瘫倒在地呕吐不止。可正是靠着雷达

站捕获的 60 多个“敌目标”，单位精准

实施火力打击，赢得演习胜利。

获 得 了 荣 誉 ，我 却 觉 得 有 些“ 后

怕”：如果当时因为伤病倒下，如果当

时心里产生畏惧，如果当时故障没有

解决……每一个“如果”，都意味着战

斗可能失利，在未来战场可能付出血

的代价。只有在千锤百炼中锻造过硬

能力，才能换回那一瞬间的不退缩。

为了永不退缩，我不断发起新的冲

锋。炮手、炮长、侦察、测地……我主动

向其他专业“大拿”学习。有时，我也会

听到一些议论：“老徐班长都这把年纪

了，怎么还跑到咱们这里当‘新兵’？”

强军号角在召唤，我没有理由停

下脚步。随着编制体制调整、装备更

新换代，作为祖国空防的“千里眼”，我

们忠诚地凝望着祖国的天空，一刻也

不松懈。

（整理：杨烨鋆）

军人是永不退缩的人
■第 73 集团军某旅某雷达站站长 徐三球

在旅里，大家都叫我“老许班长”。

但在我心里，无论身在战斗班排还是教

学岗位，我都只是一个比其他人更爱琢

磨的老兵。

时至今日，我还常会想起 23 年前到

连队报到的场景。班长问我：“你的目标

是什么？”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我大声回答：

“报告班长，我想成为一名‘神枪手’！”

怀揣这个梦想，我刻苦训练，很快脱

颖而出，成为连队最年轻的战斗班长。满

怀信心的我，主动报名参加旅队尖子比

武。然而，比赛结束，我仅获得第 3 名。

那晚，我在连队荣誉室待了很久。注视着

前辈们赢得的一面面荣誉旗，愧疚之情涌

上我的心头，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

“要想圆梦，必须想方设法超越自

己。”我不断加大训练强度，加班加点练习

据枪、瞄准等技巧。一段时间过后，进步

却并不明显。问题出在哪里？我发现，虽

然我的训练时间更长、强度更大，却没有

及时复盘，没有做到“打一仗进一步”。

我开始仔细琢磨，积累经验。射击训

练结束后，我拿起一张张靶纸记下弹着点，

思考如何在下一轮让子弹更靠近靶心。从

肩窝到胸口再到锁骨，我根据射击成绩一

点点调整射击动作，射击精度也越来越高。

精“打”细“算”不止步。2005 年，我

在集团军比武中夺冠，被原南京军区评

为“神枪手”。由于我爱琢磨，同年某新

型枪挂榴弹发射器配发旅队，领导第一

时间将我安排到研究小组开展课目攻

关。几个月后，只有初中学历的我，和战

友们研究出一款“榴弹发射器冷校镜”，

还编写出相关教材。

2009 年，当兵的第 10 个年头，我成

为教导队一名教员。我一直在思索，武

器装备不断更新换代，队员们需要掌握

什么样的本领，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今年预提指挥士官集训结束的那天

晚上，战士小潘悄悄找到我说：“老许班

长，别看你对我们要求严，大家都服气！”

彻夜长谈后我才知道，当我这个 40 岁的

老班长每次参加 5 公里武装越野时还在

思考如何科学增加负重，参加比武竞赛

时还在琢磨怎样突破纪录，都被这些年

轻战友看在眼里，让他们明白，如何才能

成为一名能打赢的兵。

有颗爱琢磨的心，挺好！

（整理：陈 军）

琢磨是我的
最大爱好

■ 第 73 集 团 军 某 旅 教 导 队

区队长 许冠进

当兵 23 年，要问哪位“战友”陪伴

我的时间最长，坦克当之无愧。

初识这些“铁哥们”，是新兵时班

长带我们到车库参观。一排排威猛、

霸气的坦克，仿佛待检阅的士兵。听

班长说，驾驶坦克还可以在海上作战，

我的脑海里顿时浮想联翩，想象着有

朝一日驾驶战车在海上“驰骋”。

下连后，我主动选择了坦克驾驶专

业。没想到，没多久我就遇到一个大难

题——装卸电瓶。坦克电瓶有几十公斤

重，驾驶舱内空间狭小，装卸电瓶是个力

气活，更是个技术活，这让身材瘦小的我

一下犯了难，急得直冒汗。班长手把手

教我操作技巧，我用毛巾蒙住眼睛一遍

遍练习，动作越来越娴熟。后来，我在全

连组织的装卸电瓶比武中取得第一名，

下连3个月就顺利取得驾驶等级证。

不久后，我来到朝思暮想的海训

场。可第一次海上驾驶训练，就把我

打 回“ 原 形 ”。 陆 上 驾 驶 毫 无 压 力 的

我 ，到 了 海 上 却 束 手 无 策 ，坦 克 像 个

“醉汉”一样左旋右转。

为什么在陆地和海上驾驶坦克是

完全不同的体验？我跟在老兵身后请

教，在实车驾驶中体会不同海况和速

度下需要把握的提前量，以及控制油

门和转向的最佳时机。一次次踏浪蹈

海，我终于成为连队首个驾驶坦克上

登陆舰的新兵。

一次演习中，我在检查装备时听

到战车发动机有异响，发现发动机有

一个不起眼的零件有了裂痕。我开始

留心发动机的声响，听到丁点异常就

及时检查，逐渐听懂坦克的“声音”，从

各项操作产生的异响判断发动机存在

何种故障。积累一些经验后，我又开

始闻坦克的“味道”，学会通过油烟味

分辨油路电路的运转状态。

从刚入伍时的“门外汉”，到现在成

为战友口中兼具驾驶、修理技能的“大

拿”，每当有人向我讨教成功的秘诀，我

总会说：“对待装备要像对待兄弟一样，

只有用心了解它、认识它，它才会完美

配合你，做到‘人车合一’。”

（整理：范晓明）

坦克是我的“铁兄弟”
■第 73 集团军某旅合成一营支援保障连技师 李恒昌

左上图：许冠进正在讲解班组战

术训练动作要领。 李 军摄

上图：徐三球对雷达车进行检修

维护。 宋凯琦摄

左图：李恒昌在坦克驾驶舱内操

作装备。 李云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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