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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全连官兵家里打一遍电话拜个

年，需要多长时间？

第 76 集团军某旅装步二连指导员

王兆鹏的答案是：8 个小时。

成为一名基层带兵人之前，王兆鹏

一天内打电话最多不超过 10 个。今年

大年初一，王兆鹏决定连线全连官兵的

家人，为他们送去祝福，同时了解官兵家

庭有无实际困难。

“网络时代，人与人的距离不断缩

短，但心与心的距离似乎并没有更近。”

在 王 兆 鹏 看 来 ，掌 握 官 兵 关 系 的 正 确

“打开方式”，带兵人才能做到知兵、懂

兵、爱兵。

线上，王兆鹏通过文字、语音、视频

的方式，积极与官兵及其家人交流；线

下，王兆鹏住进班排、走上训练场，与官

兵们面对面谈心。

“无论沟通方式如何变化，谈心交心

都是抵近战友内心的必要方式之一。”王

兆鹏说，在打开官兵“心墙”的同时，他也

打开了自己。

“知兵情”知什么

走近他们，才能真正了解他们

加榴炮七连的晚点名戛然而止。

“王兴烨！”借助微弱的灯光，刚上任

的指导员樊敏对着花名册念道。这个名

字对樊敏来说，并不熟悉。

“王兴烨！”樊敏把音量提高一倍又

喊了一遍。这次，队列中传来一声“到”，

同时伴随着一阵轻微的笑声。原来，樊

敏把列兵王兴桦名字的第三个字“桦”错

念成了“烨”。

樊敏随即向王兴桦表达了歉意。樊

敏本以为，这不过是件小事。可自从那

天起，王兴桦干什么事都无精打采，遇见

指导员更是躲着走。

王兴桦的异样表现引起了樊敏的注

意。一次训练间隙，樊敏叫住王兴桦，关

切地问：“最近家里还好吧？生活上有没

有困难？有什么事尽管和我说。”

对于樊敏的关心，王兴桦却不以为

然：“您和谁聊天都是这老三套。如果真

的关心我，怎么会叫错名字？”

王兴桦的“吐槽”如一盆冷水，差点

浇灭樊敏初到连队的热情。樊敏愣在原

地，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那时，旅人力资源科科长李风贵，正

在加榴炮七连蹲点。隔天，体能训练时，

李风贵拉住樊敏，指着正在跑道上冲刺

的王兴桦问道：“在他的军旅生涯中，你

算得上不可或缺的角色吗？”

问题很简单，却让樊敏彻夜难眠。他

的脑海中不时浮现出王兴桦倔强的脸庞。

樊敏不禁反思：除了指导员的职责

之外，自己到底和战友们有多少心贴心

的交流、实打实的感情呢？

“知不知道名字只是表象，关键要走

进士兵们的内心。”樊敏明白，只有走近

他们、读懂他们，才能真正了解他们。

于是，樊敏开始关注这个外表文静的

大男孩。他发现，王兴桦内务柜里存放着

音乐等级证书，休息时会唱歌和弹吉他。

借着连队组建小乐队的契机，樊敏

邀请王兴桦担任主唱。最终，王兴桦和

战友们创作出歌曲《冲锋向前》，首场演

出收获全营官兵好评。

演出结束那晚，王兴桦向指导员敞

开心扉：“虽然舞台很小，但能用音乐为

战友带来温暖，对我意义很大。”

除了“知兴趣爱好”外，“知兵情”活

动还明确了“知身心健康、知家庭婚恋、

知成才需求、知性格习惯”等内容。

装步二连指导员王兆鹏认为，与家

长的沟通有助于走近士兵、了解士兵。

前不久，王兆鹏照例联系休假官兵家

人，了解探亲情况。打通下士小王家电话

后，王兆鹏发现，小王母亲一直遮遮掩掩。

“阿姨，您是不是有什么委屈啊？”王

兆鹏对着电话问。简单的一句话，仿佛

触发了“开关”，电话那头，小王母亲哭了

起来。

细聊之下，王兆鹏才得知，原来平时

看似懂事的小王，很少给家里打电话；就连

休假了，他也经常不着家，很少陪伴父母。

“小王的父亲不善言谈，母亲对他又

比较溺爱。”王兆鹏分析，这种成长环境

导致小王容易忽视身边亲人，无意中对

他们造成伤害。

不久后，小王休假归队。王兆鹏没

有给他讲什么大道理，而是将上次的电

话录音放给他听。“你有什么感受，可以

写下来。再仔细回忆一下，父母为你做

过的点点滴滴，也一一写下来。”多次谈

心引导之后，小王与家里的沟通频率开

始增加。

“热心”换“心热”。最近，王兆鹏又

接到小王母亲打来的电话。这次，阿姨

不再诉苦，而是邀请指导员休假来家里

坐一坐，一起吃个麻辣烫。

“知兵情”难在哪

只要开始，你就成功了一半

支援保障连指导员程伟，平时话不

多。对他而言，了解官兵家庭情况是一

项巨大的挑战。“电话拨通了，总是不知

道该说些什么。”程伟一度很苦恼。

与 官 兵 家 人 的 交 流 ，似 乎 层 层 受

阻 —— 有 的 战 友 父 母 不 善 言 辞 ，有 的

不 会 讲 普 通 话 ，有 的 明 显 对 电 话 那 头

的“陌生人”不信任……

“这些大都是基层带兵人面临的普

遍问题。”合成一营教导员李金磊说，“知

兵情”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问题要一步

一步解决，信任要慢慢获取。

装步二连指导员王兆鹏对此深有

感触——遇到不善交流的家长，他就主

动讲讲连队的生活、士兵的故事；与那

些说方言、口音重的家长交流，他就拉

上当地战友来当“翻译”；需要联络的人

太多，他就发动群众力量，让连队骨干

一起参与……

每逢节日，王兆鹏都会给每名官兵

父母发去祝福消息。一名士兵的父亲有

眼疾，王兆鹏专门打去电话，为他唱了一

首《军中绿花》，还特意把歌词中的“妈

妈”换成了“爸爸”。

“从来没有人给我打电话超过 1 小

时，谢谢你，指导员。”电话里，这名父亲的

回答让王兆鹏明白真诚所蕴含的力量。

“事虽难，只要开始，你就成功了一

半。”通话结束，王兆鹏在笔记本上写下

这样一句体会。

在长期与官兵父母的交流中，王兆

鹏发现，带兵人和士兵的关系，有点像学

校里的师生关系。对大多数家庭的父母

来说，他们非常乐于接到部队的电话。

“就像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坐教室第

一排，官兵的父母也希望孩子在部队有

好的表现。”王兆鹏分析。

在合成三营教导员陈少勋看来，“知

兵”工作难开展，多数情况是因为带兵人

的沟通方式不恰当。

刚担任坦克三连指导员时，张石水

经常利用休息时间把战友叫到房间谈

心。谁知，大家总是很拘谨，问一句答一

句，气氛很尴尬。

“谈心效果没出来不说，我们还都累

得够呛。”听了张石水的遭遇，陈少勋笑

着 说 ：“ 见 缝 插 针 找 士 兵 谈 心 ，值 得 表

扬 。 但 你 往 办 公 桌 前 一 坐 ，气 氛 就 变

了。士兵不知不觉会把谈心交流当成汇

报工作。给你支个招儿，下次谈心你坐

马扎！”

坐马扎就能解决问题？张石水将信

将疑，但还是搬个马扎坐到班排宿舍、士

兵中间。刚开始，还是有些冷场。但很

快，大家就聊开了——有人抱怨训练苦，

他及时疏导；有人愁眉苦脸，他猜测可能

是遇到烦心事，就选择“私聊”……

“其实，坐不坐马扎是次要的。谈心

想要有效果，关键在于要接地气。”张石

水说，当带兵人和士兵处于平等位置时，

官兵关系就会更加融洽，战友们就会把

你当“自己人”。

“知兵情”带来了什么

不是一厢情愿，而是双向奔赴

在加榴炮二连的连部帐篷外，下士

周政徘徊了好一阵。最终，他深吸一口

气，喊了声“报告”，走进去。

“ 唉 ，这 次 月 考 ，自 己 成 绩 排 名 倒

数。指导员这次找我，肯定少不了一通

批……”周政嘀咕着。

没想到，指导员张祥亚反而对周政

提出了表扬——前一阵，连队构筑工事

时，一名战友因高原反应突然晕倒。周

政挺身而出，熟练采取急救措施，帮助昏

迷的战友恢复意识。

同时，张祥亚还对周政表达了曾戴

着“有色眼镜”看待他的歉意。指导员的

坦率和真诚，让周政紧绷的神经放松下

来。

“我也想立功，想当尖刀，但我性子

急，心里有啥，嘴上就说啥，反而让大家

以为我不服从管理。”周政将心中的委屈

说了出来。

看着面前这张朝夕相处的年轻脸

庞，张祥亚感到既熟悉又陌生。他明白，

在周政看似“叛逆”的表象之下，掩藏的

是一颗渴望被认可的心。

随后，周政吐露了自己入伍前学过护

理并取得护士资格证的经历。同时，他还

表达了想参加卫生救护比武的意愿。

于是，张祥亚开始把周政往连队卫

生员的方向培养。一个月后，周政不负

众望，在上级组织的卫生救护比武中取

得第一名。

“当初，家里人并不支持我当兵。是

我自己非要坚持来部队。我本想证明自

己，谁知却屡屡受挫……”夺冠当晚，周

政主动来找指导员，袒露更多心声。“您

了解我、信任我，我一定会把工作干好！”

周政望着指导员，掷地有声地说。

“ 士 兵 个 个 可 爱 ，就 看 我 们 怎 么

带 。”该 旅 政 治 工 作 部 主 任 张 进 锋 说 ，

士 兵 们 满 怀 抱 负 来 到 军 营 ，渴 望 通 过

努 力 奋 斗 得 到 肯 定 。 要 尊 重 、欣 赏 他

们，在他们出现失误时及时引导、做出

成绩时及时鼓励，才能真正带出好兵、

育出人才。

4 年多的任职经历，让坦克一连指

导 员 李 盼 特 别 认 可 一 句 话 ：士 兵 无 小

事。

前段时间，李盼休假。离队前，他特

意向连长鲁伟勇嘱托了直招军士小王的

事——小王的父亲遭遇车祸去世，负主

要责任的司机却不愿赔偿。

得知此事后，李盼联系保卫科发了

函，并派出单位的定点律师给予法律援

助。每周，他还会给当地的退役军人事

务局和法院打电话咨询进展情况。

李盼和鲁伟勇接力努力半年后，小

王家人终于获得赔偿。小王放下包袱，

在连队各项工作中冲在前、干在前。

“解决了一个人的问题，会感染身边

很多人。”李盼说，得到小王的信任后，其

他有困难的战友就会主动靠过来——有

人因情感问题来找他求助，还有的官兵

家属也联系他……

想官兵之所想，急官兵之所急，帮官

兵之所难。在解决问题中，带兵人和官

兵增强了相互间的思想认同感、情感亲

近感和心理相容感。李盼说，“知兵情”

不是一厢情愿，而是双向奔赴。

“知兵情”后续怎么做

这项活动只有进行时，没
有完成时

一到休息时间，警卫勤务连指导员

马刚总会发现中士小谢的身影。

小谢是连队的一名老兵。最近不知

什么原因，他总和身边战友起冲突。“思

想问题或多或少都会在行为上有所体

现。”很快，马刚了解到，原来是小谢母亲

近期身体不适，他无法回家尽孝，导致情

绪不稳定。

马刚立即为小谢办理了休假手续。

自此，他以为问题算是解决了。可一段

时间后，他发现小谢又有了新情况——

经常一个人躲起来玩手机，很少参与团

体活动。

这次，是因为感情问题——小谢最

近和女朋友闹矛盾了。马刚又当起了小

谢的专属“情感导师”，以一场情感引导

教育化解危机。

在马刚看来，与小谢的谈心交心是

一个持续、反复的过程。“并不是解决了

一个问题，就不会再有新问题。”马刚认

为，“知兵情”这项活动只有进行时，没有

完成时。

马 刚 的 搭 档 、连 长 王 康 上 任 第 一

天，住进了营院大门口的警卫排，与战

友们一起站岗值勤。他计划以后每个

季度都到警卫排来住两周。“住一次，可

能只是走个过场。只有形成常态，战友

们才能感受到诚意，‘知兵情’才能有效

果。”他说。

在该集团军所属各部队，随着“知兵

情”活动如火如荼展开，具有时代鲜明特

征的活动形式相继出现。

点开上等兵胡锐浩的微信朋友圈，

坦克三连指导员张石水认真琢磨起来。

最近，班长苏本营反映：胡锐浩训练

成绩不错，却一直不太合群。他对胡锐

浩“又爱又恨”，却又没什么办法。

张石水发现，胡锐浩的微信头像、表

情 包 、朋 友 圈 动 态 经 常 出 现 二 次 元 动

漫。于是，在一次战术训练过程中，张石

水看着满身尘土的胡锐浩，竖起大拇指：

“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

胡锐浩瞬间提起精神，练得更起劲

儿了。此后，每当胡锐浩有些苦恼或迷

茫，张石水就会用胡锐浩喜欢的动漫情

节或台词来引导他。渐渐地，两人开始

无话不说。

互加微信、互解难题、互谈心声，这

是某合成旅开展的“新三互”活动。现在

的士兵大多为 95 后、00 后，习惯指尖上

的生活，享受一网通的便捷，青睐虚拟化

的表达，喜欢平等式的交流。“如果我们

不能把知兵爱兵、谈心交心的工作做到

网上，就很难真正进入他们的内心，撬动

他们的心灵。”该旅政治工作部主任沈雁

冰说。

“知兵情”活动中，该集团军宣传处

干事马振平负责检查指导。“以前检查

注重痕迹，看计划是否合理、笔记是否

齐全；现在检查注重效果，看官兵关系

是否融洽、士气是否高涨、困难是否解

决。”他说。

检查指导过程中，马振平有不少新

发现——在某陆航旅，人还没走到连队，

就听到震天的呼声已响彻高原；在某炮

兵旅，连队制作了官兵专属日历，每月组

织战友过一次集体生日；在某特战旅，连

队食堂墙上贴着中国地图，标记着战友

们家乡的特色小吃，炊事班会在他们生

日那天加个菜……

今年年初，马振平制订了全年度“知

兵情”工作清单，上面列出的大部分是常

态化开展的内容。他相信，“知兵情”这

项活动会一直持续下去。官兵们在这座

“连心桥”上，一定能心往一块想、劲往一

处使、拧成一股绳，不断提升部队的凝聚

力和战斗力。

“知兵情”活动：让更多战友打开“心墙”
■本报特约记者 马 振 王钰凯 特约通讯员 孙 晨

记者调查

又到了说心里话的时刻。

扎着彩带的气球开始在官兵手中

传递，音乐节奏越来越快。根据规则，

气 球 停 在 谁 手 里 ，谁 就 要 回 答 战 友 们

的提问。

为了增进战友彼此间了解，第 76 集

团军某旅无人机连指导员杨丁恺，多次

组织了这样的互动活动。

“停！”主持人突然喊道，活动室瞬

间 安 静 下 来 ，气 球 落 在 了 下 士 冉 孟 轲

手里。

说不说？说出来会不会伤及战友间

的感情？心里话算不算官兵自己的“秘

密”？冉孟轲也曾有所顾忌。

而这一次，冉孟轲坦诚地对战友们

吐露了心迹。听到越来越多官兵愿意

和战友们分享内心的真正感受和想法，

杨丁恺欣慰地笑了。

不久前，杨丁恺发现，原本活泼开

朗的冉孟轲变得沉默许多。细聊之下，

杨 丁 恺 得 知 ，从 小 将 冉 孟 轲 带 大 的 爷

爷，前不久因病去世。当时，连队有任

务，冉孟轲没有跟班长提及此事，把悲

伤埋在心底……

杨丁恺意识到，冉孟轲筑起了一堵

“心墙”。

该旅政治工作部主任孙俪翎说，怎

样让官兵敢说心里话、想说心里话，是

基层带兵人必须完成的“答卷”。

为了打开冉孟轲的“心墙”，杨丁恺

给冉孟轲的父亲打去电话，询问相关情

况并表达了关心。同时，杨丁恺“批评”

了冉孟轲：“家里发生变故，应该第一时

间告诉我和连长。任务固然重要，但家

人同样重要。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想让

我的兵留下遗憾……”

随后，杨丁恺请示了上级，立即安

排冉孟轲休假回家。

音 乐 响 起 ，气 球 再 次 在 众 人 手 中

传 递 。 这 一 次 ，气 球 停 在 指 导 员 杨 丁

恺手里。

杨 丁 恺 真 诚 地 说 ：“ 我 是 从 无 人

机 连 成 长 起 来 的 ，能 回 到 这 里 当 指 导

员 ，一 直 是 我 的 心 愿 。 所 以 ，我 更 有

信 心 和 底 气 ，和 你 们 齐 心 协 力 把 连 队

建 设 成 新 时 代 强 军 路 上 的 标 兵 连

队！”

着眼密切新时代官兵关系，今年年

初，第 76 集团军常态化开展“知兵情”活

动。各级主官下沉一线，深入官兵倾听

心 声 ；组 织 基 层 带 兵 人 观 看 主 题 影 视

片 ，阅 读《知 兵 故 事 集》；设 置“ 兵 情 档

案”，及时帮困解难……

心里话换来更多心里话。伴随一

系列“知兵情”举措逐渐落地，越来越多

的战友愿意打开心扉。

指 导 员 听 到 了 更 多 心 里 话
■赵阳泱 本报特约记者 马 振 王钰凯

第1210期

新闻样本

第 76集团军广泛开展“知兵情”活动。图为某旅官兵利用训练间隙开展表演活动，增进官兵感情。 徐 健摄

基层热点话题·如何对接新生代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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