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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班的门出去，就

是连队的骨干—

目标调高，从锻造好

兵到培养连队骨干

担任第 77 集团军某旅装步三连五
班副班长之前，杜沅真是一班副班长。

如今重回五班，杜沅真内心发生了
很大变化。最大的变化是他对以前老班
长说的一句话有了深刻认识。

新兵下连时，杜沅真因为“底子好”
成功跻身五班。
“益林战功班”、旅魂精神发源处、连

队“窗口”、特种兵班……五班的一系列
标签，让当时的杜沅真血脉偾张。

也就是那时，班长对杜沅真等新兵
说了一句话：“只要从五班的门出去，就
是连队的骨干。”

那时的杜沅真并未完全理解班长的
话，直到后来他被调离五班，前往一班担
任副班长。

一次，连队以班为单位组织体能训
练。规则：所有人连续 5次冲锋，用时最
短的班获胜。

杜沅真所带班第 3次冲锋过后，2名
列兵跟不上了。杜沅真心急之下用手推
了一把，一名列兵摔倒了……

事后，杜沅真找那名列兵谈心，列兵
一脸委屈：“当时，真的跑不动了，我尽力
了……”

那一刻，杜沅真意识到，自己在五班
锤炼得不够全面，作为带兵骨干的那部
分内容被自己忽略掉了。

为培养好杜沅真这名骨干，该连又
将他调回五班担任副班长。

再次回到五班的杜沅真，很快找回
他本该早早就领悟到的正确定位——成
为素质全面过硬的班长骨干。

和杜沅真相比，更多的五班战士没
有“回炉”这个过程。
“班组的任务是锻造出好兵，但五班

的目标调得更高，他们从起步就开始培
养一批班长骨干。”指导员王臣孝说，一
个优秀的班长能带出一群优秀的兵。

如果说杜沅真是五班土生土长的一
颗“种子”，那二班班长翟金昌这颗“种
子”则经历了“移植”的过程。

翟金昌下连时被编入二班。后来通
过努力，翟金昌成功“进阶”到五班，担任
副班长。经过五班 2年锻炼，他“毕业”
了，又回到二班担任班长职务，也将五班
的标准和作风带进了二班。

最显著的变化是，翟金昌将二班也
打造成了可“孵化”班长的班组。从新兵
下连开始，他就开始留意好苗子，同时吸
收其他班组的成绩优异者进入二班，开
始下一轮培养班长骨干的循环……

说到这一点，指导员王臣孝很自
豪。他告诉记者，如今，尖刀班的班长批
量孵化能力，为连队建设注入了源源不
断的活力。

从“向往五班”到“以

二班为荣”—

有了思想、眼界、标

准与自信，班长骨干就会

源源不断

一位刚下连的新兵被分到了二班。
他问班长翟金昌：“班长，我什么时候
能去五班？”

如果是在其他连队，这名新兵也许

会受到“缺乏班集体荣誉感”的质疑，
甚至受到批评。但在装步三连，尤其是
在翟金昌这里，这名新兵的问话平常而
合理。

长期以来，该连已经形成了五班与
其他班组之间人员流动的传统，其他班
组那些综合素质高尤其是军事素质过硬
且有潜力的战士可以“进阶”——被送
往五班当兵。

五班，战士的心里都明白，就是班
长骨干的“孵化地”。翟金昌本身就是
从五班走出来的班长。

尽管如此，翟金昌还是心头一动，
作为荣誉连队的荣誉班组，二班在这方
面当然也能发挥更大作用。翟金昌在五
班待过 2年，他深知五班为什么能成为
班长骨干的“孵化地”。
“最具能量的是思想，最具力量的

是有思想的行动。”在翟金昌看来，五
班就是很擅长赋予战士思想的班组。

当初进入五班时，班里为翟金昌举
行了庄重的入班仪式，并为他授予了
“益林编号”。这些编号，是从战火硝烟
中一代代传承下来的。这让翟金昌心潮
起伏，“那时，我觉得自己与历史与现
实站在了一起，与荣誉与传承站在了一
起”。

1946 年 ，著名的泗县战斗结束
后，时任五班班长马森贵在战斗小结中
提出了“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完
成不了的任务，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
的“三个没有”精神，随后被全团推
广。

1948 年，五班在益林进攻战中，
因作战勇猛被上级授予“益林战功班”
荣誉称号。

今天，“三个没有”精神已经成为
该旅旅魂。从战火硝烟中走来至今，五
班先后荣立一等功 2次、二等功 5次、
三等功 38次，是当之无愧的尖刀班。

正是这种精神的传承与发扬，塑造
着五班一代代战士。

除了思想认识与军事素质上的过
硬，五班的长处还在于，不断向战士输
送成为班长骨干所必须具备的本领——
带兵方法以及相关的眼界、标准与自
信。

在五班，班长会结合每名战士的长
处短板，为其量身制订个人成才计划，
安排班里的老兵对新兵进行一对一帮
扶，在提高个人单兵综合素质的同时，
教给他们带兵技巧与方法；每一名战士
都有机会担任值班员，并对当日工作进
行梳理和讲评。

一系列举措让该班战士人人都保持
着强烈的集体荣誉感，时时主动站在班
里骨干的角度想问题。

对五班的做法，该旅运输连指导
员胡存刚同样感触很深。胡存刚是从
五班班长岗位提干的，他曾当选全军
和武警部队“百名好班长新闻人物”，
被陆军表彰为“优秀带兵人标兵”，荣
立一等功。

翟金昌记得胡存刚说过的一句话——
“有了思想、眼界、标准与自信，班长
骨干就会源源不断。”

这一切都坚定了翟金昌的信心。在
他带领下，二班也很快成为新的班长骨
干“孵化地”，成为新战士们非常向往
加入的班组之一。

列兵周浩伟刚进入二班时，能力素
质与其他战友之间的差距较大。一天，
翟金昌找他谈心，周浩伟坦露心迹：
“影响了班集体的荣誉，心里很愧疚，
如果可能，想离开二班，因为觉得自己
不配待在这里。”

没有说太多的话，班长翟金昌翻开
了周浩伟的个人成才计划表。翔实的统
计数据，一下子让周浩伟看到了他自己
的进步幅度。翟金昌这时开了口：“照
这样的进步幅度拼下去，你反超其他骨

干成绩的日子不会很远。”
周浩伟重新找回了信心。如今，他

干劲十足，一有任务就争着抢着干，能
力素质不断得到提高。

一次，受到连里表扬后，周浩伟激
动地说：“在这里，我越来越觉得，有
很多方法与机会来提升自己。今天，我
以身在二班为荣。我也盼望着，有一天
二班能引我为傲。”

尖刀班每走一次“麦

城”，连队建设就有一次

新进步—

常态化的拼搏与竞

争，成就响当当的班长

骨干

前不久，五班走了“麦城”。
那是在训练休息期间，连队值班员

为活跃氛围，组织各班拉歌比赛。第一
组上场的是四班和五班，当时，五班在

气势上输给了四班。
“五班输了！”这一结果，一下子点

燃了四班战士的激情，也鼓舞了全连其
他班组战士的斗志，他们每一个人都不
甘示弱，后面的拉歌比赛愈演愈烈……

对装步三连其他班组来说，要胜
出堪称连队标杆的尖刀班来说，确实
不容易。

为保证自己所带的班组在能力素
质上“高出一头”，尖刀班的班长时时
刻刻都在全力以赴，不断提升所带班
战士的综合素质，尤其是拼搏精神与
竞争意识。

对于五班走“麦城”，五班班长王
天一回来后立即进行了分析，并制订了
改进措施。王天一不知道的是，四班在
回去后，也立即召集“诸葛亮会”，对
这次小胜与所采用的“战法”进行了总
结与评估。
“各班之间你追我赶，共同进步，

这才是竞争的良性循环。”指导员王臣
孝说：“事实证明，这种常态化的拼搏
与竞争，更有利于成就响当当的班长
骨干。”

尽管尖刀班仍在领头奔跑，但实际
上，包括王天一在内的尖刀班班长当前
都感受到了明显压力——其他班组进步
越来越大，战胜尖刀班的次数不断增
加。

尽管不少班组的班长骨干都是从二
班、五班和八班成长起来的，但每一个
从 3个尖刀班出来的班长骨干，都始终
秉持着尖刀班精神，并把这种精神融入
了所带班组的建设中。

这些班长骨干综合素质很强，都
把赶超二班、五班和八班定为奋斗目
标，有的甚至直接喊出“超越二五
八”口号。在与尖刀班“交手”中，
他们素质提高更快，一些方面甚至有
赶超之势。

这样一来，形势又倒逼 3个尖刀班
班长不得不全力带领班组继续往前冲。

对这样的竞争局面，王臣孝很欣
慰：“这意味着，在这种竞争氛围下，
尖刀班每走一次‘麦城’，连队建设就
有一次新进步。”

在王臣孝欣慰的背后，是该连党支
部的努力——时刻没忘记继续给这种竞
争“添柴加油”。

为把这条抓建班长骨干队伍的路
子走得更加顺畅，该连党支部每当重
新调配班长骨干时，都会对“骨干资
源”通盘考虑进行整合，保持各班力
量相对平衡，且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对班长骨干的考评内容进行细化，内
容覆盖方方面面。

同时，该连依据新修订的《军队基
层建设纲要》，广泛开展“争创‘四
铁’先进单位，争当‘四有’优秀个
人”活动，引导班组建设在拼搏与竞争
中更上一层楼。

这种班长骨干培养模式，正在让更
多战士受益。2年来，在新兵连时基础
较弱的张春松通过自身努力，成功跻身
二班。现在，他和所有二班的战士一
样，想着有一天能够超越五班。
“我相信，只要我们全力以赴，

赶超其他尖刀班就有可能！”张春松
未曾意识到的是，尖刀班的种子已经
在他的心头开花结果。包括他在内的
新一批班长骨干苗子正在迎风拔节、
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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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长“ 就 读 ”尖 刀 班
■李 雷 本报特约记者 雷兆强 通讯员 闻苏轶 李沛锦

在基层部队组织的座谈会现场，我

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有些营连

主官面对本级单位建设矛盾，总是抱怨

硬件设施不够、人才储备不足、单位底

子薄，频频向上级机关请求指导帮带，

希望提供各种支持；有的基层单位甚至

希望上级机关帮其制订工作计划，自己

来负责落实。

必须承认，基层有的困难因为客观

条件限制，确实无法自主克服，导致一些

工作抓建效果不理想。但这并不代表，

所有的困难都要靠上级来帮助解决。

装步三连抓建班长骨干队伍的做

法，其实就是连队立足自身自主抓建的

一个鲜活样本。装步三连的实践表明，

基层单位自身很多困难和问题，由本单

位想办法解决是可能的，收效有时更好。

扶贫工作中，经常听到这样一句

话：既要“输血”更要“造血”。自主“造

血”才是彻底脱贫的根本。这个道理

放到部队基层工作中同样适用，上级

指导帮带只是辅助，核心还要靠基层

自主抓建。

现实中，每年各级机关对基层的指

导帮带并不少，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究

其根源，原因之一就在于一些基层单位

自身抓建力度不够，缺乏“造血”能力。

“千头万绪抓基层，九九归一党支

部。”一个单位自主抓建能力强不强，首

先看本级党组织作用发挥明不明显。

要强化党员教育，引导党员骨干以

“主人翁”意识来主动查摆问题、思考问

题、解决问题，让广大党员成为本单位

自主抓建的一面旗帜，带领更多官兵一

起迎难而上、主动作为。

强化自主抓建能力，需要基层官兵

加强学习，拓宽视野，补齐自身能力素

质短板。基层可以通过与其他单位互

相参观见学、结对帮扶、评比竞赛等，主

动请教和学习兄弟单位先进战法训法、

管理方式、思想观念，再结合本单位实

际情况因地制宜加以运用。

自主抓建的另一个关键点，就是必

须结合工作实践不断总结。实践是最

好的老师。在实践中要善于把问题归

类细分，刨根问底找原因，列出清单挂

账销号，在不断总结中提升解决问题

的能力。

自主抓建的一个鲜活样本
■曾劲猛

走进第77集团军某旅装步三连，许多

人很快会被这里个性化鲜明的氛围所感染。

这种个性化鲜明的氛围，体现在该连

日常训练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就餐顺序——全营数百名官兵共同就

餐的餐厅里，装步三连一直坚持列兵、上

等兵、士官、班长的打饭顺序，井井有条。

排哨次序——午休时间，连队门口的

哨兵永远是班长；夜间站哨，第二哨和第

五哨还是班长；节假日里，连值日员、伙

房值班依然是班长。

战位前后——有任务、有困难、有脏

活累活，班长们会第一时间挺身而出，生

怕任务被人抢去。评功评奖、考学入党等

“好处”面前，班长们却很少提及自己。

装步三连的这种氛围，很大程度上来

自于班长骨干们的鲜明特征。

“这些班长大多曾‘就读’尖刀班。”

该连指导员王臣孝说，在参加预提指挥士

官培训之前，这些骨干已在该连的3个尖

刀班接受过历练。

王臣孝所说的尖刀班，是该连历史上

因战功卓著而被上级授予荣誉称号的“愈

战愈强班”“益林战功班”和“浴血尖刀

班”，它们分别是该连的二班、五班和八

班。如今，这3个班仍然个个响当当。

每年新兵下连时，连队都会挑选一些

苗子进入二班、五班和八班，作为“种

子”加以培养，然后再把这些“种子”分

散到其他班组任班长骨干。与此同时，对

其他几个班成长进步较快的骨干，该连也

会安排他们进入这3个班加以培养。

王臣孝把这一做法称作“班长孵化

法”。“在我们连队，二班、五班和八班就

是‘随连军校’。”他说。

记者调查

训练间隙，第77集团军某旅五班班长王天一（右三）与全班战士分享自己的成长经历。 李沛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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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热点话题·聚焦班长骨干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