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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兵有话说

“求助！面对和我父亲同龄的军士

长，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去批评

他。战友们，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做？”

近日，一则发布在陆军某旅强军

网论坛上的“求助帖”，引起许多官兵

的围观。在帖子中，该旅某连排长黄

翊讲述了自己的尴尬经历——

黄翊是去年军校毕业后分配到该

旅的一名新排长，出生于千禧年的他，

不仅是该旅迎来的首批“00 后”军官之

一，也在这一批新排长中年龄最小。

按照所学专业，在定编定岗时，黄

翊被分到了一个以中高级军士为主体

的兵种连队。在下连后的首次见面会

上，黄翊刚作完自我介绍，便不出意料

地在排里引发一阵惊叹：“啥？‘00 后’

都当排长了”“2000 年的时候，我都当

上副班长了”……

“后生可畏！”面对眼前的这名面

容略显稚嫩的新排长，排里年纪最长

的战士、一级军士长老杨曾在私下半

开玩笑地对黄翊说：“我孩子也是‘00

后’，不过他月份比你大些，现在还在

读大学。按职务，我该管你叫排长；按

辈分，你得管我叫叔伯。”

面对老杨这名“叔伯辈”的“70 后”

老兵，黄翊很是尊重；同样的，老杨也

很照顾黄翊，每逢黄翊遇到不懂不会

的问题，他总会及时伸出援手。

可是，这样和睦的相处状态，在前

段时间被打破。一天，老杨因违规受

到机关通报。为此，黄翊不仅在交班

会上受到了批评，所带的排也被取消

了当季度评先资格。

回到宿舍后，黄翊几度想要批评

老杨，却总欲言又止：“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就当作这事没发生？那以后若

再遇到类似的事情便难以服众。可是

批评一个年纪和自己父亲差不多的老

兵，我又如何开得了口？”纠结之下，黄

翊这才在旅强军网论坛上发出了“求

助帖”。

一石激起千层浪。令黄翊没想到

的是，自己的帖子很快便引来了战友

们的关注——“同问，对于年龄大我十

几二十岁的老兵，我究竟该如何管理”

“我们虽说是带兵人，可是很多兵比我

年龄大、资历老、军龄长，究竟是谁带

谁”“说实话，被小自己许多的排长领

导 着 ，我 们 军 士 有 时 也 觉 得 挺 别

扭”……跟帖回复里，不仅有年轻军官

发出类似的疑问，也有不少军士诉说

着心中困扰。

“官兵的发问，折射出一个值得注

意的新情况。”这则“求助帖”引起了该

旅一名领导的关注。他对记者说：一

方面，如今“00 后”军官已经陆续走上

工作岗位，在不远的将来，他们势必成

为基层带兵人的中坚力量；另一方面，

随着新的军士政策制度施行，在“服役

越长、贡献越大，待遇就越好”的导向

激励下，中高级军士的服役年限将较

以往大幅延长；此外，在新的体制编制

下 ，军 士 已 然 成 为 基 层 营 连 的 主 体 。

如此一来，类似“00 后”军官带“90 后”

“80 后”甚至“70 后”兵的现象在不久后

会更加普遍。

“虽然在过去，军官和军士年龄倒

挂的现象也存在，但那时年龄相差不

算大，不至于出现黄翊与老杨这种‘差

辈’的情况。”对于这种趋势，不少营连

主官也有一定顾虑。某营教导员常永

吉坦言：“在这种‘少管老’的情况下，

年轻军官该如何履行领导管理职责，

中高级军士应如何摆位，官兵关系要

如何处理，内部氛围需如何营造，这些

问题都需要我们去直面和破解。”

就这样，一场因“‘00 后’排长遇到

‘70 后’军士”现象而引发的讨论，在该

旅拉开了序幕。

当“00后”排长遇到“70后”军士
■本报特约记者 李佳豪 通讯员 左超超 胡 鑫

“家里有什么急事难事，只需手机扫

码发个信息，就能得到圆满解决……”不

久前，记者在火箭军某旅体验他们推行

的“一网双账三纳入”机制带来的新变化

后，不禁心生感慨：只要心里始终装着官

兵，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该旅领导介绍，近年来，面对备战打

仗全力推进、装备更新换代、任务深化拓

展实际，为激发官兵扎根基层、建旅兴

旅、强能务战的活力动力，他们与时俱进

抓深做实经常性排忧解难工作，全面推

行以“用好官兵诉求反馈网络，建好需求

和落实两本台账，纳入党委议事日程、纳

入抓建基层计划、纳入考核评价范畴”为

主要内容的“一网双账三纳入”工作机

制，确保基层有所盼、机关立即办，着力

解决部队建设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

新矛盾。

倾心服务基层、用心纾困解难，关键

在于用心用情抓好基层和官兵关注的大

事、难事。为打通服务基层的“最后一公

里”，该旅开设首长信箱、兵情留言箱、实

体意见箱，定期召开现场办公会、官兵恳

谈会、家属见面会，下发机关后勤服务留

言二维码，开通生活保障服务卡，畅通以

“三箱三会、一码一卡”为主要载体的反

馈网络，确保官兵诉求一键直达，“急难

愁盼”及时解决。

“孩子玩耍时，不小心摔破了膝盖，

急需你们帮助。”记者在现场看到，孩子

玩耍受伤后，自己一时无法带孩子去医

院，军嫂朱小萍用手机扫描机关后勤服

务留言二维码，点击进入线上菜单式定

制服务界面提出需求，十几分钟后，旅里

军医就上门给孩子诊疗。看到军医这么

快赶到，朱小萍感动地说：“如今家里有

什么急事难事，用手机扫码就能很快得

到解决，组织想得真周到。”

前段时间，该旅发射营战士乃古落

由执行任务过程中，得知父亲病情恶化

后心急如焚。由于家里人手不足，没人

照料生病的父亲，他不得不求助组织。

旅党委特事特办，迅速调整骨干接替他

的工作，安排他及时回家探亲。同时，

旅机关积极协调他的父亲入住部队医

院，及时跟进关注病情进展。经过一段

时间的治疗，他父亲顺利出院，身体已

无大碍。如今，重返岗位的乃古落由，

各项任务冲在前，训练成绩名列前茅，

成为营里的“砺剑先锋”。他说：“组织

把我们的家事放在心上，我们一定把打

赢扛在肩头！”

“为基层解难纾困，需要领导干部

和机关具有高度负责的精神、真抓实干

的作风。”该旅坚持将为基层排忧解难

纳 入 党 委 议 事 日 程 、纳 入 抓 建 基 层 计

划、纳入考核评价范畴，实行基层困难

问题即接即办、谁接谁办，逐级明确任

务，通过不定时盘点督办，晒成绩单、测

满 意 度 、打 卡 上 榜 的 方 式 开 展 检 查 评

比，以不等不靠、敢于负责、一抓到底的

劲头，立起机关良好形象，用工作实绩

赢得官兵口碑。

“已完成 2023 年春季官兵子女入学

需求收集工作，‘三小工’培训已基本结

束……”前不久，在该旅帮建基层形势分

析会上，23 项机关帮建基层计划被摆上

台面，逐一亮进度，4 个机关科室因帮建

基层得力及时受到表扬，2 名机关干部

因办事拖沓被当场批评，责令限期整改。

“花在基层和官兵身上的心思，从

来不会白费。”该旅政治工作部主任介

绍，自从推行“一网双账三纳入”工作机

制以来，旅机关工作作风更加务实，服

务基层质效大幅提升，部队凝聚力向心

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官兵练兵备战热情

不断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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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器材损坏如何报废”“探亲休

假路途怎么计算”“被装型号不符如何调

换”“官兵子女入学怎么择校”……近日，

海军陆战队某旅礼堂内，官兵抛出的一

连串问题得到机关一一回应。

“基层无小事，必须把涉及官兵切身

利益的问题困难解决好，让大家全身心

地投入练兵备战中去，在强军兴军的伟

大征程上轻装上阵、振翅高飞。”该旅领

导告诉笔者，对于会上能解决的问题，由

机关有关科室当场予以答复，明确责任

人和时间节点；对短时间难以解决的，旅

里将专门召开首长办公会专题研究，力

争上下形成合力，集智攻关克难。在此

基础上，他们采取机关科室负责人到连、

旅领导到营的方法，按季度组织旅、营、

连三级解难帮困活动，深入查实情、共研

出实招、贴心办实事，以清零见底的力度

解决官兵遇到的矛盾困难，以真心真情

回应基层关切。

截至目前，该旅已累计妥善解决官

兵家属看病就医、子女择校入学、官兵

福利待遇办理和家庭涉法维权等问题

数十个。

面对面答疑 心贴心解难
■张 智

基层暖新闻

潜 望 镜

“00 后”新排长与“70 后”老班长，从称呼上就能发现他

们在年龄和职务上存在明显反差。如何让他们尽快融合，相

互接受，是我们带兵人必须作答的课题，考验的是我们建连

育人的能力水平。

我认为，一方面，新排长从院校步入基层部队，从学员成

为年轻军官，面对新环境、新身份带来的种种新挑战，在任职

之初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新排

长的到来，必然会给排里带来改变，对此个别老兵产生“排异

反应”也情有可原。进入信息时代，出现“三岁一代沟，五岁

一鸿沟”并不稀奇，年龄的差距让新排长和老班长产生思想、

认知和行为上的差异。种种情况叠加，他们在相处过程中发

生磕碰摩擦，自然在所难免。

前不久，我们连里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因为在日常管

理中出现分歧，连队刚分来的新排长和几名在连队土生土长

的军士班长闹了矛盾。几次冲突过后，新排长的工作积极性

受到打击，逐渐在“管与不管”间进退两难；而老班长也出于

全排建设的考虑，开始在“放不放权”中纠结不已。

作为连队主官，我深知决不能放任他们之间的矛盾不

管，否则只会对连队建设有百害而无一利。为化解矛盾，我

分别同他们“约法三章”：对于新排长，我要求他在作决策前

主动征求军士班长意见，给予老班长们必要的尊重，决不能

“以军衔压人”；对于老班长，我则要求他们坚决服从新排长

的管理，主动维护干部的威信，决不能“以年龄欺人”。与此

同时，我还凭借自己“90 后”的身份，在“00 后”与“70 后”“80

后”之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主动在新排长和老班长之间充

当润滑剂、黏合剂，组织他们敞开心扉谈心交心，让他们互相

理解彼此的难处和苦衷，认清“只有众人划桨才能行稳致远”

的道理。

人心换人心，玛瑙兑黄金。在全连官兵共同努力下，如

今，我们连队的氛围已重新归于融洽，新排长和老班长不仅

成为工作中唇齿相依的好搭档，更成了生活中肝胆相照的好

战友。

众人划桨，才能行稳致远
■某连“90 后”指导员 张 彤

应当承认，作为一名年近五旬的老兵，被年

纪比自己小、兵龄比自己短、资历比自己浅的

“00 后”排长管理领导，有时的确会感到尴尬和

不适。然而军队毕竟是一个等级分明的战斗集

体，无论是日常管理，还是作战指挥，排长始终

是一排之长，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是我作为排

里一名战士的天职。

当然，在工作训练生活中，新排长难免会因为

经验不足而露怯甚至犯错。此时，作为老兵，我们

不应袖手旁观，而是要主动发挥自己在管理经验、

任职履历等方面的优势，积极为年轻排长分忧、解

围、救场，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岗位、茁壮成长。与

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找准自己的定位、调整好心

态，决不能倚老卖老，故意给年轻排长“甩脸子”“使

绊子”“找岔子”，那样只会徒增内耗，既不利于单位

建设，也有损团结、友爱、和谐、纯洁的内部关系。

以我们排新分来的一名“00后”排长为例，虽

然他有时也会因为经验不足而出现“不会弹琴”

的情况，但是我们能够感到，他的出发点是为了

排里好，因此大家也会自觉支持他的工作，并适

时提出合理建议，帮助他改进工作方式方法，在

实践中提升能力。

前不久，连队组织装备换季保养，在分配任务

时，因为新排长安排不够合理，排里有几名军士想

要与他争辩。见状，我和另一名高级军士主动表

态“坚决完成任务”，随后又在任务间隙向排长提

出了改进方案，建议他作出调整。在我们的配合

下，我们排最终不仅高标准完成了任务，同时也将

一场“矛盾危机”化解于未萌。由此一事，我坚信

只要做到一心为公、相互搭台，“70 后”军士联袂

“00后”排长同样能唱出连台好戏。

（梁宸溪整理）

互相补台，才能好戏连台
■某连“70 后”一级军士长 杨青旺

在战争年代，我军曾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

年轻将领——在担任师政委时，肖华只有 17

岁；寻淮洲任军团长时，不过 21 岁；在领导指

挥南昌起义时，周恩来也才 29 岁……这些年

轻的将领何以能够服众？他们凭借什么赢得

官兵的信任和支持？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便

是他们都具备过硬的能力素质。

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作

为一排之长，排长代表着全排的形象，领导着

全排的建设。试想，一个能力素质欠缺、总在

排里拖后腿的排长，又如何能够立起威信，赢

得战士们的尊重与拥护呢？因此我认为，“年

龄倒挂”现象背后的根本矛盾，其实是“能力倒

挂”的问题。

还记得我刚当排长时，也曾受到排里战士

们的质疑，有时安排工作老兵也不听招呼。不

过很快，我便迎来了证明自己的机会：在不久

后的一次教学法集训比武中，我毛遂自荐，主

动报名，凭借在军校积累的知识技能力压对

手，最终将比武奖杯捧回了连队。自那以后，

我便在排里站稳了脚跟，赢得了战士们的信

任。后来，无论是军事理论竞赛，还是政治教

员比武，或是专业技能练兵，我都会主动申请

参加，接连为连队争得了不少荣誉。就这样，

在刚刚结束的年终总结工作中，排里的战友纷

纷为我请功，我也如愿获得了走出校门后的首

次嘉奖。

令我难忘的是，在连队随后组织的表彰

仪 式 上 ，排 里 的 几 名 军 士 班 长 主 动 为 我 颁

奖。他们说：“虽然你年纪比我们都小，但是

你素质过硬。就凭这一点，我们老兵人人都

服气！”

自身过硬，战士才会服气
■某连“00 后”排长 况力文

记者探营

春节前夕，武警上海总队机动第二支队官兵坚守在执勤一线，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上图：在外滩执勤。

右图：在拥堵路段定点警戒。

李 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