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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员讲评

记者感言

闪耀演兵场

带兵人手记

“今天大家任务完成得不错，骨干

带头作用明显，尤其是巫家豪和蒙永

港两名同志表现尤为突出。对明天的

工作大家有没有信心？”“有！”听到战

士们响亮的回答，我不禁感慨万千。

前不久，连队担负一场打靶保障

任务，大家整体的表现虽然不错，但是

存在一点纰漏。于是，在晚点名时我

还是按照老规矩，着重对存在的问题

进行讲评。然而，任凭我在队列前讲

得如何卖力，官兵的反应却很平淡。

当时，虽然留意到这一细节，但我以为

大家只是一天工作太累了，便没太放

在心上。可到了第二天，我却发现不

太对劲。

原本昨天还干劲十足的战士今天

都有些萎靡，训练热情普遍不高，以往

风风火火的几名骨干也不见雷厉风行

的那股劲儿。午休时，我赶忙叫来值

班员了解情况。刚开始他还支支吾

吾，最终在我的耐心开导下才敞开了

心扉。“连长，昨天大家从早忙到晚，虽

然工作确实存在一些不足，但很多方

面做得都不错。您讲评时不能只讲问

题，大家都想得到领导认可。如果总

是出力不讨好，大家积极性肯定会受

影响……”

值班员的这番话，让我陷入了沉

思。记得刚当连长那会儿，每次晚点

名我都会把好的方面逐一表扬一番，

对于一些问题则简单带过，本意是想

通过加强正向引导激发官兵的积极

性。不料有时却适得其反，不但工作

中亮点不见增多，问题反而频频发生。

吃一堑长一智，打那以后，“好的

方面不讲了，着重对不足进行点评”成

了我的口头禅。原本以为这样就能让

大家戒骄戒躁、加速成长，却未曾想又

打击了大家的工作积极性。“成绩不说

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这句话到底

对不对呢？一次教导员同我谈心时，

我忍不住吐露心中疑问。

“表扬和批评是相辅相成的，根本

目的是为了树立正确的导向，营造向上

向好、创先争优的氛围。过度的表扬不

合适，只讲问题也不行，不能顾此失彼，

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教导

员的一番话，让我意识到自己此前的做

法确实有些偏颇，因为无论表扬还是批

评，都要把握好尺度和分寸，做到准确、

公道。

当天晚点名时，我在全连官兵面

前坦承了自己的失误，并表示以后的

工作中将更加注重表扬先进、帮带后

进，既肯定成绩，也不忽视短板问题。

随后的教育日，连队以“表扬与批评的

关系”为题组织讨论，指导员也因势利

导，趁热打铁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

教育课。

官兵们的积极性提升了，各项工作

也跟着水涨船高。这不，前几天，我们连

就因为训练成绩突出被营主官表扬。

受此激励，大伙干劲更足了，纷纷表示要

在接下来的演练中取得更好成绩。

（李润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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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鼎，专业理论成绩 92 分，实装

操作提前 54 秒完成……考核总评‘优

秀’！”前不久，火箭军某部在外执行任

务期间，对驻训官兵进行了连续数日

的全方位考核，入伍不足一年的某营

二 连 列 兵 陈 鼎 在 同 批 战 友 中 勇 夺 桂

冠。回到单位后，在战友们的热烈掌

声中，陈鼎激动地在连队“荣誉簿”签

上了自己的名字。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是这样一

个大家眼中的“优秀新兵”，前段时间

还 一 度 陷 入 萎 靡 消 沉 之 中 。 这 是 为

啥 ？ 得 从 连 队 设 置 的 一 本“通 报 册 ”

说起——

今年年初，该部按上级要求组织

官兵赴野外执行任务。结合往年外出

驻训情况分析，由于通信保障点位多

且分散，人员思想多少会有所松懈，违

规违纪现象偶有出现。为杜绝此类问

题发生，陈鼎所在的连队为每个保障

点位都配发了一本“通报册”，由临时

负责人进行保管，无论职务高低只要

违规违纪，都会立即被“登记入册”。

“通报册”配发后，官兵们言行举

止都变得格外小心。结束一天的保障

任务后，大家都会找负责人去翻一翻

“通报册”，生怕自己哪个地方没做好

就会“册上有名”。一段时间内，“通报

册”起到了一定监督作用，连队也将其

视为管理抓建的重要招法。

一次安全保密教育课上，陈鼎因

前 一 天 执 行 某 项 通 信 保 障 任 务 熬 了

夜，在课堂上打瞌睡，被正在施教的连

长逮个正着。随后，陈鼎便被“登记入

册”，并在全连集合时受到点名批评。

虽然入伍时间不长，但陈鼎始终

勤奋努力，无论是军事体能还是专业

学习，成绩一直保持“优秀”。这次在

全连官兵面前出丑，让他心情一下子

跌落谷底。更令他难堪的是，好几次

授 课 前 ，连 队 干 部 都 以 他 为 反 面 典

型 ，提 醒 官 兵 课 堂 上 要 认 真 听 讲 、积

极发言。

渐渐地，原本活泼开朗、积极向上

的陈鼎，做什么事都提不起精神来，甚

至连续两次周考成绩都未及格。

陈鼎由“优”变“差”的变化，引起

了营教导员康维顺的关注。经过一番

促 膝 长 谈 ，康 维 顺 摸 清 了 事 情 的 原

委。随即，营里采取一对一谈心、发放

调查问卷等方式发现，大部分官兵对

“通报册”心存畏惧、反感，平时无论干

啥都变得畏首畏尾。

营党委议战议训会上，康维顺将

这一现象摆上桌面：设置“通报册”的

目 的 ，是 为 了 让 官 兵 遵 规 守 纪 、心 无

旁骛练兵备战，但使用不当就会适得

其反，削减官兵训练积极性。外出执

行任务，不仅是对官兵个人综合能力

的 检 验 ，更 是 展 示 能 力 本 领 的 好 时

机，何不用正向表扬的方式来激发官

兵斗志？

经过热烈讨论，大家一致决定将

“通报册”变成“荣誉簿”，让那些在训

练、考核中成绩优异的官兵在上面登

记所获荣誉并郑重签名，将“荣誉簿”

挂在宿营区入口处公示，利用全营集

合等时机通报表扬。同时，引导带兵

人改进批评方式，发现问题既要敢于

指出，也要注意场合、把握分寸，重点

做好通报批评后的“下篇文章”，及时

帮助官兵改进提升。

“祝贺你‘上榜啦’！”一天午饭后，

几名战士看到正在“荣誉薄”上签名的

下 士 方 逸 鑫 ，纷 纷 向 他 竖 起 大 拇 指 。

此前，方逸鑫由于参加驾驶员培训，专

业理论和实操补训不及时，成绩一直

不理想。通过不懈努力，在最近一次

专项考核中，他进步幅度明显，终于实

现了自己也在“荣誉簿”上光荣留名的

小目标。

“集体的认可，就是大家前进的动

力。”该连指导员张焘介绍说，为避免

训练成绩落后的官兵觉得上榜无望，

导致训练积极性下降，他们继续进行

完善，在保留原有“学习之星、训练之

星、竞赛之星、作风之星、内务之星”基

础之上，增设“进步之星”，让人人都能

追赶有方向、上榜有希望。

连日来，官兵们铆足劲头搞训练，

集中精力练本领，呈现出一派生龙活

虎的练兵景象。而陈鼎也甩掉思想包

袱，恢复往日的活力，在周围战友认可

欣赏的目光中，再次绽放出灿烂笑容。

“通报册”变成“荣誉簿”
—火箭军某部一名列兵考核评定成绩由“优”变“差”引发的思考

■本报记者 邹 菲 特约通讯员 桑 朋

在家庭生活中，父母经常采取鼓

励和赞扬的方式教育孩子，让孩子在

积极向上的氛围里成长成才。人同此

心，心同此理。在带兵育人上，我们也

不妨尝试多用欣赏的眼光看待和发现

官兵身上的优点，让他们在不断被认

可中找到存在感、焕发新动力。

野外驻训环境下，火箭军某部将

“通报册”改为“荣誉簿”的做法，显著

提升了官兵工作积极性和训练热情，

增强了部队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

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诚然，设置“通报

册”确实能起到监督作用，但一味传递

消极信号，对官兵点滴进步却视而不

见，则容易挫伤他们的积极性，甚至还

会给战斗力建设带来负面影响。

一 位 经 验 丰 富 的 基 层 带 兵 人 曾

深 有 感 触 地 说 ：“ 好 兵 都 是 夸 出 来

的。带兵人要多伸拇指，少伸食指。”

如今，90 后、00 后官兵已成为部队主

体 ，由 于 成 长 经 历 、认 知 模 式 等 方 面

的变化，他们自尊心强、内心敏感、渴

望 得 到 他 人 的 肯 定 和 重 视 。 基 层 带

兵人应抓住这一特点，改进带兵和管

理 方 式 ，让 他 们 的 活 力 得 到 充 分 释

放、潜能得到尽情发挥。

表扬是更有效的激励。与此同时，

及时、准确、公道、善意的批评也必不可

少。只要带兵人真正对战士有感情，他

们会从内心感受到你的批评是诚恳的，

是对他们的成长进步负责。古人说得

好：“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

“好兵都是夸出来的”
■邹 菲

日前，该部列兵郑文宇（中）因为在专业竞赛中表现突出，开心地在“荣誉

簿”上签名，战友们为他点赞祝贺。 程少彬摄

日前，南疆军区某团在野外陌生地域组织实兵实弹综合演练，检验官兵训

练水平，提升打赢能力。图为战术机动途中。

孙 朗摄

连日来，第 74 集团军某旅开展狙击手集训，从难从严设置训练课目，锤炼

官兵实战能力。图为狙击手对目标射击瞬间。

黄嘉瑄摄

值 班 员：第80集团军某旅合成四营

教导员 李嘉琛

讲评时间：3 月 6 日

这段时间大家训练热情高涨，值得

肯定。但同时我也发现一个不好的现

象：有的骨干在讲评时不注意方式方法，

对部分战士指名道姓批评，这种做法须

谨慎采用。

批评能够及时指出问题所在，帮助

战士改错纠偏，本身无可厚非。但如果

对被批评者性格特点把握不准，言辞过

于激烈，简单直接点到个人，弄不好就会

刺伤战士的自尊心，甚至有时由于带兵

人过于情绪化，没弄清缘由而批错了对

象，不仅损害自身威信，更会严重打击官

兵工作积极性。

请大家多一些换位思考。许多战

士 还 很 年 轻 ，正 处 于 成 长 成 才 的 关 键

期，干劲足、上进心强，需要带兵人用欣

赏的眼光、充分的信任，去正确引导和

鼓励关心，而不是动不动就将他们猛批

一顿。

当然，真刀真枪、一针见血的批评也

是必要的。希望各位干部骨干在批评时

注意场合、把握分寸、控制情绪。同时，

要事先做足功课，使批评有理有据，令人

心服口服。此外，还要注意做好批评后

的工作，帮助被批评者认清错误、改正缺

点，切实让批评成为官兵提升自我的“助

燃剂”。

（于 洋、常皓博整理）

批评，“点到

个人”须慎重

值 班 员：中部战区空军某场站某连

连长 师前振

讲评时间：3 月 7 日

最近，连队组织了几场小比武，不少

同 志 踊 跃 报 名 ，而 且 取 得 了 不 错 的 成

绩。但是，个别班长在总结讲评时却将

其一语带过，没有起到表扬应有的作用。

表扬是为了激发战士的荣誉感、责

任感和进取心，通过肯定和鼓励，提高大

家工作积极性。可能有的班长感觉几场

小比武平淡无奇，事后表扬也只是例行

程序，因此没有上心。可是对于年轻战

士来讲，每一次拼搏都是一次成长，看似

不起眼的一小步，却可能成为他们军旅

人生的一大步。

同志们，没有哪名战士不希望得到

表扬和肯定。大家要对战士们的每一点

进步及时给予正向反馈，肯定他们的付

出和汗水，让他们切实感受到“你的努力

我看得见”。这样就能提升官兵自我认

同感，在内心产生积极正面的情感情绪，

提升自我成长的内生动力。

下一步，连队将组织专题教育，提高

干部骨干运用表彰奖励引导人、鼓舞人

的本领，正确把握好表扬的“度”，同时坚

决杜绝“随意滥用表扬”的情形，切实让

表扬发挥出应有效能，让大家在获得肯

定与褒奖中鼓足干劲，为连队建设添砖

加瓦。

（阴俊康、刘艺爽整理）

表扬，“一语
带过”不足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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