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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毕业的新排长到基层任

职已经有几个月了，不少新排长都

经历了从“校门”到“营门”的迷茫失

落、从“被人管”到“管别人”的力不

从心、从“当兵打仗”到“带兵打仗”

的角色转变……前不久，陆军第 80

集团军某旅新排长杜浩南给教导员

张皕凯写了一封信，汇报了自己融

入班排、融入连队的思想变化，张皕

凯及时回信给予鼓励。连日来，这

两封书信在该旅强军网刊发后，引

发官兵反响。经本人同意，现将两

封书信推荐给《解放军报》，希望能

对新排长有所启发。

魏 熙、张 楠、杨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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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南：

你好！
来信已经看到，我很欣慰。你带着

从军报国的理想和扎根军营的决心来
到基层，有理想、有抱负、有热情、有干
劲，渴望在绿色军营茁壮成长，为实现
强军目标贡献自己的力量。其心可赞，
其志可嘉。

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永远横亘着
一条河，等着人们去跨越。从图书馆到
训练场，从自助餐到大锅饭，从“书生
气”到“硝烟味”，从“被管理”到“管别
人”……虽已淬火 9 个月，但环境、氛
围、身份变化引起的心理不适甚至是心
理落差想必还没有完全消散。

连队是军队的基层，是成长的沃
土。排长作为“兵头将尾”，上有连队下
有班，既要当好连队主官的左膀右臂，
又要做好战士的兄长榜样，是“官之初”
锻炼才干、增长见识的绝佳平台。作为
一名新排长，首先要做的就是摒弃心理
失衡、心态浮躁，眼高手低、好高骛远的
状态，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自觉抛
开学历的优越感，放低姿态，俯下身子，
心态归零，把更多的心思放在深入官
兵、“低头干活”上，从当好普通一兵开

始，积蓄力量、吸收养分。只有扎下基
层的根、才能育好自己的“苗”，结出最
甜最大的“果”。

实际上，不少新排长刚走上工作岗
位时，可能“刚起步”就遭遇“拦路虎”，
“头三脚”就踢到“绊脚石”。此时，不要
着急，也不要泄气，这都是正常现象。演
兵场不是“象牙塔”，学历更不等于能力，
在基层工作，要处理的矛盾、问题，比院
校学习时要多要广。基层也包含丰富的
人生实践，只有老老实实地从零开始，从
一招一式学起，从一步一动做起，从一点
一滴练起，掌握带兵技巧、解难方法、抓
建思路，练强体能、技能和心理素质，才
能尽早实现由学员到排长的角色转变，
完成由学历向能力的转化。

事非经过不知难，大事难事看担
当。在火热的基层，广大官兵既拥有建
功军营的良好机会和条件，也面临诸多
问题和挑战。这是新排长干事创业的
好环境，要端正心态、扎实奋进、敢于担
当，从小事着手、从现在做起，勇于尝
试、紧抓快干，对上级赋予的各项任务，
迎难而上、攻坚克难、不讲价钱、不降标
准；对战士遇到的实际困难，设身处地
想办法，真心实意解难题，以此赢得大

家的信任和赞赏。事事躬身、件件践
行，养成善始善终、善作善成的好习惯，
力争把小事做精致，把大事做精彩。

同时，每一名战士都是强军路上的
一棵“好苗子”，作为基层管理者，既要
放手锤炼，又要细心呵护，对排里的战
士在工作中出现的失误，要做到少一点
“甩手”，多一点帮扶；少一点指责，多一
些鼓励，要尊重人才成长的客观规律，
不急于求成，不求全责备，用“容错”机
制鼓励他们创新思维、放开手脚，让试
错改错、边改边进成为成长成才的“必
经路”，大有作为的“铺路石”。

其实，排长不分“新”与“老”，但能
力却分“强”与“弱”。军旅路漫漫，起步
之初，更要走好第一步、踩实每一步。
只有把“排长岗位”当必修课学、当大事
业干、当基本功练，把个人理想抱负融
入工作实践，融入强军兴军征程，撸起
袖子、甩开膀子、脱几层皮、掉几斤肉，
就一定能够在广阔的基层找到自己的
用武之地，实现个人的成才梦想。

浩南，加油！期待你捷报频传！
张皕凯

2020年3月11日

(内容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所加)

一招一式学 一步一动做

3 月 10 日夜里，正在进行摔擒夜
训的武警某部机动六支队十五中队官
兵突然听到了集合哨声。大家一边往
中队跑，一边猜测集合原因。有人说，
新兵温华文结束医学隔离观察几天
了，总不出操，这下要搞整顿了……到
了中队学习室，官兵赶紧坐好，大气都
不敢出。

果不其然，中队长肖伟一进来，就
点了这个战士的名字：“温华文同志，
出列！”温华文应声起立，站到队伍前
面。官兵竖起耳朵听下文。
“同志们，今天集合大家是为了向

一名同志道歉。四班的同志，还有我，
都应该向温华文同志道歉。”听了中队
长的话，许多官兵愕然：怎么回事？中
队长给不出操的列兵道歉？

肖伟说：“如果不是和温华文同志
的父亲通电话，我还不知道温华文同
志感冒发烧进行医学隔离观察时，我
们负责送饭的同志青菜打得多、肉打
得少；去送餐时又不和他交流。”

肖伟整理了一下着装，郑重地
说：“温华文同志，对不起，我向你道
歉，是我这个中队长没有照顾好你。”
温华文把帽檐压得很低，反驳说：“不
是！”四班长张国民起立，大声说：“温
华文同志，对不起！”温华文又说：“不
是！”

四班副班长唐建华和战士丘镇宇
也站起来说：“温华文同志，对不起！
对不起！”温华文的帽檐压得更低了，
连连摇头：“不是！不是！”学习室里鸦
雀无声。

肖伟话锋一转，语气缓和了许多：
“温华文同志，但是你知道吗？给你多
打青菜是因为班长看你反复发烧，怕
吃高蛋白的食物影响康复；送餐人员
不跟你多说话是遵守疫情防控规定。
我们中队从来不会因为哪个同志有这
样、那样的情况就疏远他、放弃他，这
里面的故事我以后慢慢和你讲。现
在，我要问问在座的各位同志，谁愿意
跟温华文同志一起努力训练，请站起
来！”

唰地一声，全中队官兵同时站了
起来。看到全中队战友都为自己起
身，温华文眼里噙满泪水，他猛地抬头
喊道：“对不起大家！”

第二天，温华文出现在训练场上，
精神抖擞，生龙活虎。

敲开心门的道歉
■吴克振 黄镜群

在一次带兵心得交流会上，某部

领导讲道：父老乡亲把子女送到部队、

交到咱们手里，确实是一种沉甸甸的

信任。将心比心想一想，以情换情掂

一掂，如果换成自己的孩子，无论怎样

也要用心用情引导、培养。一段话饱

蘸深情，直抵人心。

不爱征戎儿，岂可执帅印。官兵

一致、知兵爱兵是我军不断传承的优

良传统。进入新时代，习主席反复要

求各级：要坚持士兵至上、基层第一，

真正关心关爱官兵，始终把官兵冷暖

放在心上。带兵人牢记统帅嘱托，适

应新形势，直面新问题，坚持依法带

兵、以情带兵，努力让每名战士都能在

军营这个大熔炉大学校全面锻炼、健

康成长。

“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

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平时

心手相牵，战时才能生死相依。带兵

人只有将心比心、严管厚爱，才能凝

聚军心、鼓舞士气，真正带出一支奋

一战而胜万战、联万心而作一心的过

硬队伍。

然而，应该看到，知兵爱兵还存

在一些不足：有的单位年年喊减负、

年年负担重，战士坦言不怕打仗累

死，就怕折腾烦死；有的带兵人工作

急于求成、方法简单，让战士缺乏信

任感归属感；有的干部骨干说功好做

功差，言不传身不教，战士学不到东

西、得不到成长，缺乏获得感幸福

感。说到底，还是没有将心比心想一

想，想战士之所盼、急战士之所需、解

战士之所难。

将心比心想一想，就是要拿出父

母心兄长情，把战士当做自己的亲人

发自肺腑地关心疼爱。不把爱兵当口

号，不把爱兵举措当政绩，爱兵不以完

成任务为目的，真排忧，真解难，增强

战士的归属感。将心比心想一想，就

是要以园丁心态看待每名战士，耐心

为战士修枝剪叶，真心包容战士缺点，

以信任、欣赏、发展的眼光阳光带兵，

增强战士的融入感。将心比心想一

想，就是要大力营造有利于战士成才

的环境与平台，切实把育人化人的工

作做得既有意思又有意义，使战士学

有榜样、行有方向、赶有目标，增强全

面发展的内动力和建功军营的成就

感。

将心比心想一想
■魏国荣

“能以真情感染多少兵，就能带好
多少兵。”这是西部战区空军某场站警
卫连四级军士长李双林说得最多的一
句话。

李双林是连队最老的兵，战士们都
习惯叫他老李。连队干部少，老李常年
作为代理排长参与连队管理。作为管
理者，他敢说敢做，敢于批评较真。出
乎意料的是，十多年来，带兵严格的他
不仅没有与大家疏远，反而连年稳居民
主测评榜第一名。总结原因，老李微微
一笑，说出三个字：“不离兵！”

老李最擅长用鼓励的方法激发战
士的动力。那年，连队组织五公里武
装越野比武，以本班最后一名战士通
过终点计算成绩。上等兵小张在班里
体能一向较差，跑了不到一半，就掉在
了队尾。老李见状，慢下步子紧跟在
他身旁鼓劲儿。突然，小张累得停了
下来：“班长，我实在跑不动了……”小
张弯着腰，脸涨得通红，头上的汗珠直
往下掉。“加油！往前冲！”话音未落，
只见老李一把抓过小张的枪，扛在自
己肩上，呼哧呼哧地跑向前方。

这一幕，瞬间感染了小张，也激发

了他的斗志。他大吼一声，迈开步子
向老李追去。最终，小张没有拖本班
后腿，全班也获得了比武第一名。赛
后，小张感叹道：“班长用行动告诉我，
决不能轻易认输，困难再大也不要放
弃。”

老李不仅对战士不抛弃、不放弃，
还善于发现战士的困难，主动帮助解
决。一次，老李发现一名战士连续几
天训练时注意力不集中，他意识到这
名战士可能有心事。果不其然，通过
交谈，老李得知他的父母离异后很少
联系他，导致他时常感到很孤独。掌
握了情况，老李耐心地帮助他分析家
庭现状，引导他主动和父母联系，并告
诉他：“你是连队大家庭中不可缺少的
一分子，大家都对你很关心。”往后几
天，老李一有时间就跟他聊天，还带着
他进行体能锻炼，引导他把主要精力
投入训练。在老李的帮助下，这名战
士很快走出了心理困境。

工作中老李处处为战士成长进步
着想，生活中也像兄长一样关心大
家。前年，下士小伟因颈椎受伤住进
医院。临近手术，他在微信朋友圈里

发了一张自己的病床照。刚休完假正
准备归队的老李看到这一消息，立即
决定先前往小伟所在医院探望。老李
来到医院，小伟已被送入手术室。他
着急地在手术室外等候 4个多小时，直
到小伟手术成功。病房里，小伟睁开
眼的刹那，看见老李站在自己眼前，那
一刻，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老李常说：“我从战士中来，要到
战士中去，作为骨干就是要和战士们
练在一起、干在一起。”他真情带兵不
离不弃，温暖了连队战士们的心。

秘诀就是不离兵
■黄弘升

读者推荐

怎样当好新排长
字里行间话衷肠
—推荐陆军第 80集团军某旅新排长杜浩南和教导员

张皕凯的两封书信

尊敬的张教导员：

您好！
离开军校已有 9个月，回望到部队

任职以来的点点滴滴，从学员到排长，
在身份转换带来的阵痛和成长中，每一
步，都离不开组织的关怀。在这里，我
想跟您聊聊自己的所思所感，算是一次
思想汇报吧！

刚进入火热的军营时，我深深体会
到毕业季的迷茫已变为现实的挑战。
走在路上，发现新征程并非一帆风顺，
等待我的既是大展拳脚的广阔舞台，也
是并不平坦的成长道路。从军校生活
到部队工作的跨越，首先在思想上。进
入部队，我才渐渐意识到肩上的责任重
了起来，尤其是正式成为一名排长后，
更是时时刻刻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
力，能不能履行好岗位职责、能不能带
好全排的战友们、能不能融进连队集体
生活等，都是我要面对的问题。

初到连队，一脸书生气的我总是显
得格格不入，面对战士好奇的目光和老
班长质疑的眼神，我也曾一度手足无
措，不知该怎样融入到这个集体中。第
一次随队体能训练，本以为自身体能素
质还算不错，能在战士面前“露一手”，

却不承想，真正跑起来时只能做个“吊
车尾”。当天夜里，我在床上辗转反侧，
体能基础打不牢，开展工作就没有底
气，得不到战友们认可，就不能真正融
入集体。

之后，我急于树好形象，证明自己
的实力，什么工作都跃跃欲试抢着干，
但大多数时都是“情况不明决心大”，导
致错误频出、连连出丑，不仅在全排战
士面前丢了面子，也影响了连队正常的
工作节奏。

痛定思痛，我一直努力思考，什么
样的新排长才能被战士认可。我在和
战士谈心时，也谈到这个问题，得到的
答案却不尽相同。“心里时刻装着我们
战士”“体能训练能站排头”“关键时刻
敢喊‘跟我上’”“虚心好学”……没想
到，对于“排长”，大家心中都有自己的
画像。我对照自己，既找到了工作上的
不足之处，也找到了改进的方向。

在之后的新排长集训中，各级首长
手把手给我们传授方法思路，心贴心跟
我们交流工作经验，廓清了我们思想上
的迷雾，引导我们看清发展的路径。这
次集训在我心底种下一颗扎根基层的
种子，也让我信心百倍。

战斗力是衡量部队建设发展的唯
一的根本的标准，军事素质是我们在基
层的立身之本。现在我和战士们一起
学习，一起训练，一起摸爬滚打，感觉每
天都很充实，真正感受到部队火热的氛
围。从当兵锻炼打好成长基础，到集团
军集训坚定信心，再到实兵演习与全排
战友同甘共苦，9个多月的经历让我真
正融入部队，成为了一只发光的“萤火
虫”。

现在，我还有一些疑惑的地方。几
个月来在基层的所见所感，让我常常感
到没有头绪。每一项工作都要从头学
起，有时接到任务后理不清思路、抓不
住重点、弄不懂流程。每项工作结束后
回想起失误，满满都是懊恼。

军队建设的基础在基层，活力也在
基层。排长是基层一线带兵人，我相信
只要秉持理想，坚守初心，奋斗拼搏，自
强不息，就能在新岗位有一番作为，在
基层的火热实践中谱写壮丽的青春乐
章。

以上就是我个人的思想汇报，请教
导员帮我修偏定向、解疑帮带。

杜浩南

2020年3月9日

我那格格不入的书生气

陆 军 第

76集 团 军 某

旅充分利用红

色资源，组织

刚下连的新战

士在旅史馆接

受 光 荣 传 统

教育，用英雄

事迹激发他们

的从军报国热

情。图为4月

12日，新战士

在展柜前驻足

观看。

朱 斌摄

4月8日

4月8日

4月2日

东部战区某陆航旅依托心理健康中心为官兵开展心理辅导，帮助官兵缓解心理压力。图为4月10日，在心理咨询

师的指导下，新战士利用智能宣泄机放松身心。 孙明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