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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耀演兵场

编余小议

潜望镜

基层之声

个别单位士官学员 、技术学兵在

基层一度“遇冷”，从表面上看，是文中

提到的一线带兵人囿于固有思维不敢

放手重用，或者身边战友出于种种原

因对他们心存顾虑。但深入思考，这

两种情况仍然只是现象，形成这种固

有思维和偏见的根本原因，其实还不

排除个别官兵在院校学到的东西与基

层实际存在脱节。

军队院校作为部队培养人才的沃

土，应该源于部队、高于部队、用于部

队。然而，个别官兵在院校进修时，尽

管学到了相关知识，掌握了相关理论，

却不注重学用结合，这就容易出现纸上

谈兵、眼高手低等问题。时间长了，这

种现象多了，基层官兵对士官学员、技

术学兵难免会产生看法。

因此，在强调基层单位要给予士官

学员、技术学兵足够成长空间和展示舞

台的同时，也应注重强化军队院校教为

战、学为战、研为战思想。只有一切工

作都聚焦打仗、聚焦部队所需，让官兵

所学与战场需求精准对接，才能从根本

上消除学历与能力之间的差距。

重在让学历与能力画等号
■徐 雯

连日来，武警警官学院训练基地通过构建近似实战的环境，采取多兵种、多课

目融合实施的方式，广泛开展各类实操演练，让学员与实战来一次“亲密接触”。

图①：防化专业学员对有毒物质进行侦检判定。

图②：工程救援专业学员在模拟灾害现场开展搜索。 严易程摄

“亲密接触”

“检查行程开关，可以查看接头处

叉针是否抵触不实……”5 月下旬，第

72集团军某旅综合训练场上，修理一连

中士郭坤正在向官兵们讲解装备故障

的处置方法。谁能想到，“科班”出身的

他，也曾有过一段坐“冷板凳”的经历。

去年 9 月，郭坤从士官学校装备修

理专业学成归来，机关考虑其所学专

业，将他从原来的榴炮一连转岗到修

理一连。

郭坤报到时，连队正展开武器装备

阶段性保养，他当即主动请缨，准备大

展拳脚。不承想，连长高龙涛并未给他

安排具体的任务，而是让他先向老士官

王班长“学习学习”。“刚从学校毕业就

直接上岗，怕他不熟悉单位实际情况，

也怕别的战士有意见。”谈及此事，高龙

涛坦言心中顾虑。

对此，郭坤虽有失落，但听从安排。

他找到王班长请领任务，却再次碰壁。

“检修线路比较复杂，你先去帮李班长做

些基础工作。”在王班长看来，一方面，郭

坤离开单位已有两年之久，对部队新式

装备不够了解；另一方面，他们此前并不

熟悉，自己对于郭坤的能力“不托底”。

无奈找到同年兵李班长，郭坤提出

帮忙拆卸发动机舱外壳。这次被婉拒

时，他已经不再感到意外。在个别同年

兵眼中，郭坤这类去院校学习的战友，

比待在基层摸爬滚打的自己要“舒服”，

不免对他们有几分看法。

“学成归来”的头衔似乎变成了一

种负担。郭坤心中有委屈、有郁闷，但

更多的是不解：学习提升难道有错？自

己的战位到底在哪里？

指导员艾宏杰察觉到了郭坤的低

落情绪。了解情况后，艾宏杰感到这并

非个例，近几年士官学员、技术学兵毕

业后刚回到基层，有的确实会遇到类似

情况。是因为一些基层官兵的固有“偏

见”，还是士官学员自身存在“问题”？

就此，艾宏杰展开调查。

调研中，有官兵反映：“纸上谈兵多、

实际经验少，让人不敢放心”“眼高手低，

不愿意从小事做起”……面对质疑，同样

从士官学校毕业的张恒源态度真诚：“院

校教学知识面广、系统性强，我们上学前

也经历过基层连队生活训练，希望大家

能给我们一个展示的平台。”

“要客观公正地认识人才，有的放矢

地使用人才。”很快，一份关于基层如何更

好识人用人的建议上报机关。该旅党委

深入剖析问题根源，教育引导营连一线带

兵人打破思维定式，转变观念大胆用人。

他们建立专业能力考核评审机制，

组织士官学员、技术学兵等人员进行岗

前任职培训，通过评分考核的方式检验

其能力素质，在基层树起“实力为先、素

质立身”的鲜明导向。此外，他们还定

期开展“兵兵互赞”活动，引导官兵增进

相互了解，消除偏见。

在最近一次阶段性考核中，郭坤凭

借过硬的专业技能一举夺魁，赢得了全

连官兵的认可。如今，与他同批毕业的

士官学员当中，已有不少人当上了本专

业的首席教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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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陈，曾任餐饮店老板”“小汪，在

工地当过组长”“小张，跟着父母做过生

意，思维敏捷”……前段时间，我组织

新兵填写问卷以增进对他们的了解。

在整理问卷时发现，原来许多平时貌不

惊人的新同志都有一技之长，或者有

“值得一提”的经历，这促使我在日常生

活工作中对他们格外留心。

一天，我发现小陈似乎心事重重，于

是在熄灯前找他谈心。很快，小陈便说

出了自己的困扰——一手将他带大的爷

爷病了，需要医药费，可他却没多少钱寄

给家里，心里很是愧疚。我开导他之余

却有些疑惑，他入伍前不是餐饮老板吗，

怎么听起来好像经济情况不太好？

第 二 天 ，我 通 过 其 他 新 兵 侧 面 了

解，弄明白了情况。小陈确实曾干过

餐饮行业，不过不是老板，只是一名普

通员工。“为什么要写自己是老板？弄

虚作假可不好。”于是，我再次找小陈

谈心。看我态度诚恳，他缓缓袒露心

声 ：“ 班 长 ，其 实 不 止 我 一 个 虚 报 身

份。大家来到连队后，有的担心被带

兵人或身边战友轻视，有的想让自己

被人‘高看一眼’，于是才有了这种‘自

抬身价’的现象……”

一语惊醒梦中人！

对照自己的实际表现，我不禁有些

汗颜。每次学习讨论，我常表扬刘佳

“学习认真，领悟能力强”，因为他是大

学生士兵，入伍前就读的学校很不错；

班务会时，我常点名袁天伦“表现不错，

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因为他是党员；

文化活动点评时，我习惯夸一句“王亚

东积极互动，带动周边气氛”，因为他有

文艺特长，经常作为班排代表参加旅队

各项文体活动……回想这段时间自己

的做法，我对新战士的关注确实存在这

个问题。甚至这次发现小陈不在状态，

都是因为他的“老板身份”。

对有“身份”的战士特别关注其实

是出于爱才之心，想对他们的优点予以

肯定，但我忽略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

这种特长。这样的区别对待不仅会让

初入军营的普通新兵感到被冷落甚至

自卑，还会给官兵树立错误导向。

认 识 到 这 一 点 后 ，我 开 始 转 变 心

态，讲评表扬不看“身份”看成绩，不看

以前看现在，平等对待每一名新兵。虽

然目前成效还不明显，但我相信，大家

很快就会看到我的真诚和转变。

“小孙跑步成绩快了 5 秒，继续加

油！”这天晚点名，我表扬了以往成绩不

太理想但这次进步很大的小孙。解散

时，我看见他笑得十分灿烂。

（张军臣、庄小好整理）

战士“自抬身价”为哪般
■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勤务保障营上士 贺雄辉

带兵人手记

“ 对 上 级 ，有 连 队 主 官 全 权 负 责 ；

对战士，有班排长时时操心，我应该充

当啥角色？”近日，笔者在基层单位走

访调研时，听到个别副职干部有这样

的困惑。

进一步了解，笔者发现，有的同志

从排长岗位走上副职岗位，自我感觉

位置上升了、作用却变小了，小事不愿

插手干，大事又不能做主，工作积极性

有所下降；还有的副职对主官作出的

工作安排不论正确与否，不假思索一

律 照 办 ，看 似 坚 决 服 从 ，实 则 不 担 责

任。在这些类似情况下，副职成了名

副其实的“附职”。这种现象的危害是

巨大的，既容易使副职干部丧失积极

性主动性，成为集体领导中可有可无

的摆设，也容易助长个别基层主官独

断专行的作风，从而损害单位的整体

战斗力和凝聚力。

笔者以为，出现类似情况的原因之

一，是个别单位或个别人对副职干部的

定位没有把握准。其实，基层每一个岗

位都很重要。与主官所具有的“抓大

事、谋大局、善决策”的角色定位相比，

副职干部应具备当好参谋、添空补缺、

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的能力素质。副职

干部必须明晰自己的身份定位，尽心竭

力做好每一件工作，行应行之权、尽应

尽之责。同时，副职干部也要对单位全

局性的工作进行积极思考和主动参与，

要清醒认识到，副职干部也有很大成长

进步空间，随时可能走上更重要的岗

位，要注重在日常工作中学习经验，掌

握抓工作的基本流程和具体方法；在大

项任务中理清思路，提高组织指挥和解

决问题的本领。基层主官对副职的工

作也要积极支持、大胆放手，尊重他们

的意见、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齐心协

力推动基层建设不断发展进步。

莫把副职当“附职”
■汤汉池

“排长你先理吧”“不用，按顺序来！”

站在队伍里，看着战士落座理发，我长舒

了一口气，不由想起几周前因为理发闹

出的尴尬事。

那 周 我 担 任 连 队 值 班 员 ，得 知 第

二 天 早 操 时 间 要 进 行 军 容 风 纪 检 查 ，

便在头一天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整理军

容风纪。

晚饭后，我来到理发室，见门口已排

起了队伍，便打算人少了再来。过了一

阵，我再次来到理发室，此时只剩下列兵

曾祥麟还在等候。我算算时间，应该能

赶在 19 点前理完头发，便排在了曾祥麟

身后。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没过一会

儿，楼道里传来连队文书的声音：“排长，

连长让你 10 分钟后去找他！”这时，刚好

前面战友结束理发，该轮到小曾了。如

果先找连长再理发，就赶不及看新闻前

组织集合，继续排队理发就要让连长等

我。左右为难，我把目光转向了正要坐

下理发的曾祥麟身上……

19 点整，我带队集合准备看新闻，

可队伍里不时传来窃笑。战士们的松散

状态让我有些生气，但定睛一看，我顿时

觉得两颊开始发热。

原 来 ，大 家 笑 的 正 是 小 曾 。 我 为

了 赶 时 间 ，“ 晓 之 以 理 动 之 以 情 ”排 在

了 他 的 前 面 ，导 致 他 头 发 还 没 理 完 就

匆 匆 赶 来 集 合 。 此 时 ，他 两 侧 头 发 刚

剃 干 净 ，头 顶 处 却 没 来 得 及 处 理 。 大

家 不 由 被 他“ 锅 盖 头 ”的 狼 狈 样 子 逗

笑。看着曾祥麟不好意思低着头的样

子，我羞愧不已——是我的插队行为，

才让他陷入尴尬。

表 面 上 看 ，这 次 插 队 是 连 长 临 时

找 我 ，导 致 时 间 冲 突 不 得 已 而 为 之 。

但 扪 心 自 问 ，我 既 然 向 战 士 开 口 要 求

插 队 ，实 际 上 就 是 在 用“ 身 份 特 权 ”迫

使 对 方 同 意 我 的 不 合 理 要 求 ：担 任 值

班 员 事 多 时 间 紧 ，战 士 们 应 该 体 谅 我

的 难 处 …… 说 一 千 道 一 万 ，其 实 就 是

特权思想在作怪。

“革命时期，党员干部的‘特权’是

当先锋队、扛炸药包。而我今天，却以

值 班 员 的 身 份 乱 用‘ 特 权 ’，给 曾 祥 麟

造 成 了 麻 烦 ，也 给 连 队 建 设 带 来 了 不

好的导向……”晚点名时，我就此事向

小曾道歉，并向大家承诺，今后一定正

确 认 识 自 己 的 权 责 ，请 同 志 们 都 来 监

督我。

（杨东龙、本报特约通讯员 黄 海

整理）

带兵人应该更自律
■第 74 集团军某旅排长 罗周清

“排长，我想跟您谈谈。”皓月当空，

繁星点缀。我在夜色中找到排长陈纪

翰。他看见我提着一个黑色塑料袋，脸

上露出好奇，与我一同来到走廊：“这么

晚了有什么事吗？”

“排长，我给您送礼来了！”听到我的

来意，排长笑意顿敛，变得严肃认真，压

低声音喝道：“你小子想干什么！”我连忙

从塑料袋中拿出准备已久的“礼物”——

一本红色的“荣誉证书”。证书上，烫金

的大字在月光照耀下闪着柔和的光。

“哟呵！”排长这下乐呵了，“这是向

我邀功来了啊！”“没有那个意思！排长，

我其实一直欠您这份‘礼物’……”

那是我刚入伍时发生的事情。离开

家乡初入军营，亲友的叮嘱常在耳边回

响：“到了新地方要有眼力见儿，别的不

说，先给自己找个好‘靠山’……”于是，

在熟悉了军营环境后，琢磨着找谁当“靠

山”的我，将目光对准了当时担任新兵连

排长的陈纪翰。

一天夜里站岗时，我借故肚子不舒

服回了趟宿舍，从包底拿出精心挑选的

家乡特产，在夜色掩护下，摸到了排长那

里。排长见我深夜来访，以为我遇到了

什么麻烦，立即让我进了屋。

我 一 进 门 ，就 把 两 个 大 袋 子 放 到

桌上，一边说明来意，一边打算撂下东

西 就 跑 。 但 我 话 还 没 说 完 ，便 被 排 长

喝 断 了 。 他 的 语 气 和 动 作 都 十 分 坚

决，不仅一把将东西塞回我怀里，还直

接 把 我 推 出 门 外 ：“ 这 东 西 我 可 不 要 。

如 果 真 想 送 礼 ，就 在 比 武 场 上 夺 个 荣

誉给我送来！”

我面红耳赤地回到哨位，下哨后仍

感脸上发热。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我暗

暗下定决心：有朝一日，一定要给排长送

上一份真正的“大礼”。

从那以后，我训练中不甘落后，处

处争抢第一。别人跑三公里，我跑五公

里；别人休息聊天，我就到健身房练力

量；一碰到机会，就死缠着班长请教训

练方法技巧……凭着这股劲头，我的训

练成绩在同批战友中取得领先。在结

业 考 核 中 ，我 的 总 评 综 合 成 绩 名 列 第

二，手榴弹投远和实弹射击两个课目的

成绩名列第一。

因为下连后工作训练任务繁忙，我

一直没有机会把结业考核时获得的荣誉

证书送给排长。这个周末终于有了空

闲，我便急忙把这份特殊的“礼物”送到

排长面前。

听了我的讲述，排长想起了我们的

约定。看着眼前的荣誉证书，笑容重新

回到他的脸上：“好！这个‘礼物’我收

下了！”

（董浩浩、麻 沙整理）

特殊的“礼物”
■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列兵 于敬付

排长方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