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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军士 3 人，年龄最大的一

级军士长 44 岁……”去年 9 月，新排

长周轩带着憧憬奔赴新岗位，可当他

了解到排里官兵的基本信息时，不由

地有些“不淡定”。

因 为 任 职 单 位 是 修 理 连 ，技 术

过硬的老班长“扎堆”，还有几位跟

自己的父亲年龄相仿，这让初来乍

到的周轩有些“望而生怯”。

考验来得很快。部队外训在即，

修理连要派出骨干到营连对装备车

辆逐一检测检修。考虑到人才接续

培养，每次出发前，周轩都会叮嘱老

班长注意发挥传帮带作用，多让基层

分队的维修骨干“练练手”。

老班长们答应得很爽快。然而，

实际工作中，因为时间紧任务重，担

心教带新手不但达不到效果，还费时

费力耽误事，一连几天的巡检巡修，

都是“老将出马，新手旁观”。

“说得对我们照办，说得不对我

们按自己的经验办”——老班长“灵

活”的工作方式，让“新官上任”的周

轩有些无可奈何。

与周轩同样烦恼的还有某营新

排长余海峰。刚到连队不久，连队组

织阶段性体能考核。3 公里武装越

野考核结束后，看到大家气喘吁吁、

汗流浃背，为了让大家尽早休息，也

想给战士们留下一个好印象，清点完

武器装备后，担任值班员的余海峰下

达了“解散”口令。

“排长，剧烈运动后要统一组织

拉伸放松运动，缓解肌肉疲劳！”余

海峰的“解散”口令刚落地，队 列 里

的一级上士陈鹏飞马上提醒道。

“虽是善意的提醒，但也得分场

合啊！”第一次值班，老班长便毫不客

气地在全连面前指出自己组训考虑

不周的问题，余海峰觉得脸上挂不

住，心里也暗自恼火。

“随 着 军 士 制 度 改 革 的 持 续 深

入，基层单位中高级军士比例不断

提高，给管理模式、教育手段和官兵

关系带来新的考验。”调查中，导弹营

教导员段恒飞道出心中隐忧，“新排

长走马上任、干劲十足，都希望能踢

好‘头三脚’。然而，当他们的一些做

法不被老班长认可，‘新’与‘老’磨合

不畅，新排长在工作中容易出现说不

上话、插不上嘴、使不上劲的情况，难

免影响干劲和斗志。”

“磨合”不畅磕磕绊绊

未踢“头三脚”，先碰“软钉子”

新老搭档 亦师亦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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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记者 童祖静 通讯员 赵 威

为什么有些新排长说话分量不

及老班长？新排长要和老班长“争个

高低”吗……调查中，新排长表达了

不少困惑。面对一长串的问号，导弹

二营检测技师、三级军士长李大帅有

话说。

去 年 ，李 大 帅 所 在 排 来 了 一 名

新排长。这名排长进入状态很快，

管理上也比较大胆，但是缺乏管理

技巧。比如，每次吹哨集合，新排长

的哨音总是提前，搞得大家很紧张；

遇到任务，他先去请示连队干部，不

和各班长研究商量就自行分配；晚

点名总是“拖堂”，挤占战士们的洗

漱时间……为此，李大帅没少跟新

排长提意见。

“作为老兵和班长，我们当然应

该服从命令听指挥，可排长的决定

也应该考虑排里的实际情况。”李大

帅直言，对这位新排长工作中一些

不符合实际的管理行为，班长们意

见不小。

“排长是一个排的‘排头兵’，我

们当然希望排里工作在他的带领下

走在前面，但岗位并不等于能力。”调

查中记者了解到，一些新排长由于经

验不足、专业不精，出现“关键时刻掉

链子”的情况，结果遇到任务时老班

长往往更受信任。

一 次 暴 雨 突 至 ，营 区 多 处 通 信

线路出现故障。机关业务科让指挥

通 信 连 派 出 骨 干 尽 快 排 除 线 路 故

障。工作热情高涨的新排长林东东

还没等到雨停，就带着战士外出查

找 断 点 。 由 于 不 清 楚 线 路 分 布 走

向，林东东带着战士在营区转了好

几圈，也没找到问题所在。期间，机

关业务科多次询问维修进度，林东

东急得直冒汗，却支支吾吾答不上

来。幸好排里熟悉线路布设的有线

班班长朱明及时赶到，仔细排查后

找到故障点。

“新排长有文化、有干劲，但工

作经验确实不如老班长丰富。”调查

中，勤务保障营教导员葛杰以“过来

人 ”的 身 份 传 授 经 验 ，“ 新 排 长 的

‘新’，在于年纪轻、阅历浅，也在于

能力素质与部队要求特别是与经验

丰富的老班长相比还存在差距，一

时施展不开拳脚在所难免，切不可

心灰意冷。要正视自身愿望与履职

能力之间的差距，用归零心态练强

专业技能、强化个人素质，尽早实现

学历向能力的转化。”

能力“倒挂”难获信任

老兵“不放手”，上级“不放心”

“新排长和老班长不是‘1+1=2’

的叠加关系，应该是‘0.5+0.5=1’的

互补关系。”导弹营指挥保障连排长

李翀，对于新排长和老班长之间的关

系，有自己的看法。

“找准角色定位，理顺和老班长

的关系，才能在基层这片沃土不断

汲取养分、成长拔节。”对此，李翀深

有体会。刚到连队时，一次紧急出

动演练前，排里进行人员分工，李翀

没有听取排里一级军士长陈剑锋的

意见，导致一个重要岗位的操作差

点出现失误。任务结束后，李翀主

动向陈班长虚心请教。在陈班长的

悉心指导下，李翀在工作中越来越

得心应手。

在李翀眼里，付出是双向的。二

级军士长路广雷，数十年如一日扑在

工作上。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知路

广雷的妻子抱怨丈夫只顾工作不顾

家，孩子学习偏科，数学成绩不好。

李翀发挥自己理科生的特长，休息时

间常去给路班长的孩子补习功课，帮

他解决了“挠头事”。

“你若真心，我便交心。”李翀的

举动换来与路班长的良性互动。400

米障碍训练时，负责组训的路班长提

出成绩不及格的同志加大训练量，李

翀建议采取“结对子”的方法帮助提

高，路班长虚心采纳。野外驻训期

间，连队负责指挥所开设任务。担任

连值班员的李翀，把任务平均分给 3

个排。路班长认为 3 个排专业各有

所长，平均分配任务不利于发挥各自

专长。李翀一听在理，立即根据专业

调整任务分工，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获得老班长的认可，是每名新

排长都必须过好的一关。多一分努

力、多一片真心，就能多收获一分真

情、一分成长。”该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郑宏表示，新排长理论基础好、思想

观念新，老班长专业技术过硬、带兵

经验丰富。新老搭档，亦师亦友，既

是在碰撞中互补，也是在融合中共

进。各级要做好教育引导，帮助新排

长尽快适应岗位，同时增强老班长的

帮带意识，积极配合新排长，齐心协

力干好工作。

“0.5+0.5=1”互补提升

虚心当“学生”，热心当“老师”

读者调查

退役临近，直到把军装和领章、肩

章悉数交回的那一刻，我才真正意识

到，两年的军旅生涯走到了终点。

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北大学子服

役辽宁舰”的经历，即将告别军营的我，

受到不少关注。其实，我只是千千万万

普通士兵中的一个，只是千千万万将青

春热血挥洒在军营的莘莘学子的一员。

从军·追梦

当兵，对我来说，是心仪已久的选

择。小时候对舅舅那身橄榄绿的崇拜，

长大后对军旅题材影视剧的痴迷，大学

军训时的“迷彩初体验”……成长路上

一个个心之向往的瞬间，在我心中种下

军旅梦的种子。

然 而 ，追 梦 之 路 并 非 坦 途 。 2019

年，我在北京大学完成大一课程后，迫

不及待地在学校报名参军，却因体检不

合格落选。失落、遗憾，我的心中五味

杂陈。在体检现场，一位“兵哥哥”的鼓

励，“别泄气，欢迎明年再来”，让我重新

振作起来。

曾在武警部队服役的舅舅提醒我：

“当兵，可是要吃苦的！”“我还怕吃不上

这份苦呢！”我笑着回答。考上北大之

前，我曾写过一篇《感谢贫穷》的文章，

提到自己在农村长大的一段经历：“农

人们都知道，播种的时候将种子埋在土

里后要重重地踩上一脚。第一次去播

种，我也很奇怪，踩得这么实，苗怎么能

破土而出？可母亲告诉我，土松，苗反

而出不来，破土之前埋在坚实的土壤，

才能让苗更茁壮地成长。长大后，当我再

次回忆起这些话，才知道自己正是如此。”

一年后，准备充分的我再次报名，

终于如愿以偿，戴上大红花加入海军。

经过新兵连与学兵连的磨炼，我被分配

到辽宁舰。

2021 年 5 月 31 日，我第一次登上

辽宁舰。四通八达的管路、曲折迂回

的通道、磨得发亮的门槛、不苟言笑的

班长……每一个细节，都在向我展示这

艘钢铁巨舰的严整与沉稳。第二天，我

们这些新兵竟然每人收到一瓶 AD钙奶，

以及班长一句玩笑的“儿童节快乐”。

初登航母的紧张与不安，在那一瞬间被

抚平——原来，这个看似冰冷的庞大身

躯里，藏着温暖细腻的“内里”。喝着甜

甜的 AD 钙奶，我心想，军营真是一个严

肃又活泼、讲规矩又讲感情的地方。

上舰 1 个月后，我被分配到航海部

门，成为一名操舵兵。“航母操舵兵”，听

起来威风气派。同年兵也常好奇地问

我：“当操舵兵到底是什么感觉？”她们

哪里知道，刚刚接触这个岗位的我，其

实连舵轮都摸不着。眼看着分到其他

岗位的战友，一个个能独立值班，我却

还是处在天天打磨、除锈、涂漆的无限

“循环”中，巨大的落差伴着北大学子身

负的“厚望”，让我倍感压力。

“什么时候才能让我上手操舵？”

和班长聊天时，我忍不住把内心的苦

闷倾吐出来。班长愣了一下，娓娓道

来缘由。

“在航母上，有些岗位可以很快上

手，但操舵兵不一样，事关航行安全和

飞行安全。每名操舵兵，都要从最基本

的装备构造学起，一口吃不成个胖子！”

“欲戴其冠，必承其重”。班长的话

让我明白，航母操舵兵的身份背后，不

只有别人眼中的帅气光鲜，更代表着沉

甸甸的责任，必须静下心来，从零学起。

操舵·远航

操舵兵讲究快、稳、准，对于身躯庞

大的舰艇来说，尤为如此。精准实现指

挥员的操纵意图，需要综合判断风和流

对舵效带来的影响。而要做到准确判

断，需要长时间的练习。

从工作原理到内部构造，从理论基

础到实际操作，经过数百个小时的跟班

学习，我记下厚厚一本装备笔记。通过

严格的理论考试与实作考核后，我终于

取得独立值更资质，成为一名合格的操

舵兵。

我清楚记得第一次保障舰载机起

降时紧张又兴奋的心情，因为 0.1 度的

误差，都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当

看到舰载机着舰后“嘭”的一声挂上阻

拦索，成功降落，我的内心无比激动。

2021年到 2022年，我随辽宁舰完成

10 余次演训任务，见证了许多重要时

刻。在编队远海实战化训练中，我们跨

黄海、过东海，进入西太平洋进行多课

目演练。穿越宫古海峡时，我在驾驶室

值更，亲眼见证辽宁舰穿越岛链，奔赴

远海大洋。那一刻，强烈的自豪感和使

命感，在我的心中升腾。

在大洋中航行，举目远眺，只有远

在天边的海平线。想到祖国大陆离我

们很远很远，我像第一次离家的孩子一

样，突然有些茫然。一位班长的话安抚

了我：“我们的头顶是五星红旗，我们的

身后是祖国。”祖国是军舰的后盾，军舰

是祖国的“盔甲”。我们或许看不见璀

璨的万家灯火，但那份安宁与祥和正是

我们义无反顾的理由。

转身·前行

两年，弹指一挥间。说出口只是简

单的两个音节，但当我把时间的刻度放

大，“两年”，是冬天舱外作业时厚实的军

大衣也挡不住的凛冽寒风，是夏天练队

列站军姿时躲不过的如火骄阳，是许多

个因为想家难以入眠的夜晚，是值完夜

班后发现战友悄悄放在床头的早餐……

两年前，我从未名湖畔走向万里海

疆，从北大学子成为海军战士，身份的转

变并不如想象中那样简单。

初入军营，“北大”的标签让我吸引

了许多目光。我怕因此显得格格不入，

也担心自己的“不完美”达不到战友和

领导的期许。后来，我慢慢发现，这何

尝不是一种激励，让我在期待和审视的

目光中，有了“我能做到”甚至“我可以

更好”的动力。

训练场上、学习室里，我在日复一

日的坚持中打磨着北大人的执着和韧

劲，也慢慢读懂了军人的纯粹与赤诚。

北大和军营，不是“鱼与熊掌不可

兼得”。北大学子“把个人发展汇入时

代洪流”的追求引领我走入军营，在军

营的探索和实践让我更加懂得如何在

广阔天地中找准定位、实现人生价值。

“北大红”与“浪花白”交相辉映，共同描

绘出青春绚烂的图景。

日出可赏霞光，夜晚可观星河，辽

宁舰留给我太多美好的回忆。每一次

走出舱外，看着蔚蓝广阔的海面，吹着

暖暖的海风，对我这个在平原长大、小

时候没见过大海的孩子来说，是一份专

属于海军的浪漫。

如今，我即将和辽宁舰挥手作别，

常常萦绕在耳畔的问题，也从“你为什

么来当兵”，变成“当兵这两年最大的收

获是什么”。

说实话，我也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

案。航海长曾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对我

有所启发：“经历过一件事，不一定马上

能发现它的价值。很多东西需要时间

的沉淀，像酒一样，时间越久，越能品出

它的香。”

两年军旅生活带给我的收获，我想

时间会替我作答。前路漫漫，一个故事

的结束，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身上的

军装脱得掉，但心中的军装永远脱不

掉。展望未来，“北大红”和“浪花白”的

故事，没有句号。我会带着北大赋予我

的家国情怀、军营教会我的忠诚无畏，

继续开拓求索，去丈量青春和人生的无

限可能。

（王 静整理）

图①：王 心 仪 在 辽 宁 舰 甲 板 上 留

影。 余 特摄

图②：王心仪入伍前在北大校园留

影。 王远方摄

图③：王心仪在辽宁舰驾驶室内操

舵。 姚 瑶摄

图④：王心仪在辽宁舰上进行体能

训练。 余 特摄

制图：扈 硕

海军辽宁舰操舵兵王心仪即将退役重返北大校园继续学业。离开部队

之际，她提笔吐露心迹，与辽宁舰深情作别—

“北大红”与“浪花白”的故事，未完待续

军媒视窗

8月 29日

“以前跑一次就能把事情办完，现

在却隔三岔五要往机关跑。”这一现象，

让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机务三中

队文书祖洪韬颇为苦恼。前不久，他到

机关上交官兵个人信息材料，临时被告

知统计表格样式和内容有变化，只能回

去修改后第二天再上交。

无独有偶。该团机务一中队文书

巩梓政，年初时曾因机关建立“官兵个

人信息数据库”感到高兴，“以后上报信

息，再也不用频繁跑机关了。”然而，好

景不长。“虽然数据库信息种类齐全，但

是机关有时候只需要一些个人基本信

息，为了汇总省时省力，就让我们把所

需信息整理好再上交。”如此一来，巩梓

政 又 开 始“ 机 关 — 中 队 — 机关”的“往

返跑”，数据库渐渐成了摆设。

该团驻地分属 2 个营区，相距近 10

公里，一些基层官兵到机关办事需乘坐

交通工具或发班车。对此，该团在年初

曾围绕提高办文办会能力等狠抓机关

正规化建设，并制订“跑一次”集中办公

的措施。可半年时间不到，官兵办事来

回“跑几次”的情况又出现了。

该团领导发现，部分官兵到机关办

事，如果具体负责的机关干部不在位，很

容易白跑一趟；因为对一些所需材料的

种类、格式、内容等要求不清楚，基层递

交后常常被“打回来”；一件事要找多个

部门、多人办理，常常找到甲找不到乙，

找到乙又找不到丙……许多整改过的老

问题，又重新出现在机关日常工作中。

针对“跑几次”现象的回潮，该团组

织机关人员开展“转改机关服务基层作

风思想大讨论”活动，深究自身存在的

模糊认识及不良习惯，制订针对性整改

措 施 。 同 时 ，他 们 还 利 用 每 周 夜 校 时

机，组织机关人员学文件、学政策、学法

规，提高各级按纲抓建能力，并对态度

不端正、错误改正不及时、为基层办实

事不积极的机关人员进行批评教育。

纠正思想偏差是第一步，查找问题

深入整改更为重要。该团通过组建调

研小组，深入基层各单位开展问卷调查

和座谈交流，深入查找机关干部在工作

中不以为然的不当做法、见怪不怪的偏

差行为、无人问津的失管地带，针对性

制订机关抓建基层职责清单，梳理规范

服务基层的 10 余个项目和简化流程，明

确机关各部门的工作职责和重点工作

内容。目前，在该团“线上+上门”相结

合的服务模式下，官兵办事来回“跑几

次”的现象越来越少。

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建立职责清单为基层减负

“跑一次”缘何变成“跑几次”
■杨凯凯 吴雄兵 段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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