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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营

Mark军营

微议录

三言两语

8月下旬，旅机关在我营做了一场
关于官兵对营连政治教育课满意度的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第三季度满意度
较第二季度有大幅度提升。营里几名
指导员都说，这得益于我这个教导员
的手把手帮带。对此，我却悟出一个
带兵之道：经常“催催”不如帮忙
“推推”。

6 月底，营里接到机关通知：安
排一名指导员准备一堂关于“传承优
良传统、激发强军动力”的教育课，
10 天后试讲验收，7月中旬在全旅政
工会上作示范授课。经研究，营里决
定把这个任务交给指挥通信连指导员
庄毅飞。
“给任务就是给机会、给荣誉，要

珍惜啊”“一定要按照最高标准去准
备，拿出精品中的精品”……我找到
庄毅飞，给他交代任务的同时，反复
强调此次任务的重要性。

5天后，我查看庄毅飞备课进度，
结果大失所望。优良传统阐释不够全
面、教案缺少鲜活事例、课件版式过
于单调……时间过半，问题一大堆。
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我给你讲的几个问题改了没有”

“有没有多加几个亮点”“什么时候可
以试讲”……接下来几天，我一有空
就给庄毅飞打电话或者发信息，催问
备课进展情况。然而，我的催促非但
没有让他加快进度、提高质量，反而
给他造成很大压力。
“教导员，我也想早点拿出高质量

的教案，可能力上确实有差距，要不
你带着我一起推推？”庄毅飞谈起我的
多次催促，表示自己也是干着急却没
办法。

想想庄毅飞的话，我觉得不无道
理。当天，我便来到指挥通信连，拉
着板凳坐在庄毅飞旁边，带着他一起

理思路、做准备。从官兵思想调查到
教案内容，从课件风格把握到照片视
频选用，从呈现形式到互动环节设
计，我既教方法、也传技巧，既当授
课对象、又当评委。

3天后，庄毅飞的试讲顺利通过机
关验收。“形式有新意、内容接地气、
课件有创意……”政工会上，庄毅飞
的示范授课受到旅领导和其他政治工
作干部一致认可。会后，庄毅飞激动
地向我表达感激之情。

经过这件事，我懂得了给部属安
排任务，不能一味地提要求、压担
子、催进度，这样只会给他们制造更
大压力，甚至挫伤其积极性。只有想
部属之所想，急部属之所急，多一些
解难帮困，多一些手把手帮带，才能
推动工作更好更快完成，才能让他们
在完成任务中提升自身能力素质。

（朱艺森、杨孟德整理）

经常“催催”不如帮忙“推推”
■东部战区陆军某旅八营教导员 林琼勇

“什么？参加‘一堂课’评比？不
行不行，教导员，您还是另请高明
吧。”7月上旬，当得知营里打算推荐
我去参加旅“一堂课”评比时，我连
忙拒绝。

虽说我是营里官兵公认的小“演
说家”，多次在营里组织的演讲比赛中
拔得头筹，但这不代表能上好教育课
啊。且不说我的理论功底和授课水平
还有很大差距，更何况“一堂课”评
比从来都是政治工作干部切磋的擂
台，我一个战士去参加不是闹笑话吗？
“相信自己，你会是一匹‘黑

马’！”教导员拍了拍我的肩膀，鼓
励 道 。 同 时 ， 他 在 全 营 集 合 时 宣
布：这个月月底，杨宇同志将代表
营里参加旅“一堂课”评比，请大
家多给予支持。
“骑虎难下”的我，只能硬着头皮

上。我先从强军网下载了一份关于
“坚守岗位、敬业奉献”的授课教案，
作适当修改后再一字一句地把内容背

下来。然后，我对照着以往一些政治
教员的授课录像，一板一眼地学起来。

为了检验备课效果，我请班里几
名战友前来试听。不承想，我刚开
讲不到 10 分钟，就被他们打断——
“你这个内容太高大上，不接地气”
“讲课时太紧张，一点都不自然”“课
件制作太花哨”……战友们不留情面
的点评，给我浇了一盆冷水。可转念
一想，他们的点评，不就代表了基层
官兵对教育授课最真实、最热切的期
盼么？

思路一变天地宽。随后，我跑遍
全营，分别找干部、骨干和普通战
士代表，就授课内容向他们请教，
请他们提建议。除此之外，我也抓住
一切锻炼的机会，从刚开始面对三五
个人试一试，到几十个人面前讲一
讲，最后给全营官兵上大课，我逐渐
克服了怯场，找到了在讲台上收放
自如的感觉。
“一堂课”评比这天，作为唯一一

名士兵选手，我成为全场焦点。轮到
我上场时，我深呼一口气，然后自信
地走上讲台。一句句兵言兵语，一个
个兵情兵事，我娓娓道来。授课结
束，场下爆发出热烈掌声。旅政治工
作部主任张谦点评时说：“我们就需要
多一点这样有土味有兵味有汗味的教
育课。”

功夫不负有心人。首次登台的
我，以“黑马”姿态勇夺旅“一堂
课”评比第三名。站上领奖台，回想
近一个月来为此所作的准备，我终
于明白教导员常常跟我们提起的那
句话：精彩，是留给有准备的“黑
马”的！

（王路加、林 彤整理）

精彩，留给有准备的“黑马”
■第73集团军某旅勤务保障营上士 杨 宇

8月下旬，北部战区陆军某旅五营十八连连队荣誉室里，即将退役的该连老司

号员、上等兵乐垒（右）将陪伴自己两年的军号郑重地交给新任司号员刘思源，并

现场教授心得技巧。

张裕怀摄

“班长，刚才我们向出入机关大
楼 的 干 部 敬 礼 ， 他 们 咋 爱 答 不 理
的，难道是因为我们敬礼动作不标
准？”从机关楼哨位下哨返回连队途
中，第 78 集团军某旅四营列兵封力
谷 向 班 长 白 杨 吐 露 心 中 疑 惑 。 对
此，白杨心里也不是滋味，不知如
何作答。

为了树立良好形象，在担负机
关楼执勤任务前，封力谷所在连队
多次利用队列训练时间，对官兵敬
礼动作进行严抠细训。连队还反复
强 调 ， 执 勤 哨 兵 要 注 意 礼 节 礼
貌，见到机关干部要主动敬礼。
“敬礼！”每次看到干部进出机关

楼 ， 白 杨 都 会 清 晰 洪 亮 地 下 达 口
令，与另一名哨兵一起敬上标准的
举手礼。然而令白杨不解的是，每
天进出机关楼的干部不少，可回礼
的却少之又少。许多干部要么挥挥
手，要么点点头，最让他感到失落
的是，个别干部竟然不理不睬，径
直而去。
“咱们看重的事，机关干部根本

不放在心上。”一段时间后，连队战
士们开始对机关干部的回礼情况进
行“吐槽”，并对原本正常的军人礼
节心生芥蒂。不少战士在敬礼时也

变得漫不经心，见到不经常回礼的
机关干部干脆不敬礼。个别战士在
机关院里看到机关干部迎面走来，
宁愿掉头绕远路，也不愿经历“敬
礼无回应”的尴尬。
“机关楼岗哨礼节礼貌不佳……”

令战士们没想到的是，没多久一纸
通报下发到连队。连长指导员把大
家 批 评 一 通 ， 战 士 们 倍 感 委 屈 ：
“我们认真敬礼，机关干部很少回
应”“官兵之间不是应该互相尊重
吗 ， 何 况 条 令 明 确 要 求 敬 礼 要 回
礼”“干部不按规定回礼是否也该

被通报批评”……
营里将这一现象反映给机关，引

起该旅党委高度重视。在一次交班会
上，旅领导指出，个别机关干部无视
哨兵的敬礼，既是对哨兵的不尊重，
也是官僚主义的一种表现。这种细节
看似“小事”，却是影响官兵团结的
“腐蚀剂”。

经过整改，如今，战士向干部
敬礼，干部不再摆手、点头敷衍 ，
而 是 认 真 地 回 敬 军 礼 ， 营 区 内 秩
序 更 加 规 范 ， 官 兵 关 系 也 更 加 融
洽了。

敬礼后咋感觉不自在
■高 巍 李海明

传 承

潜望镜

带兵人手记

对于战士的敬礼，干部回礼随

意，甚至不愿回礼，究其原因是官僚

主义作祟，损害的是官兵关系，消磨

的是部队士气。标准的敬礼，体现着

一名军人对领导、对工作、对职业尊

重的精神状态，标准的回礼则反映了

官兵平等、官兵一致、官兵友爱的深

厚感情。敬礼与回礼，这看似简单的

“抬臂”，抬起的是良好的作风养成，

抬起的是巩固的官兵关系。

“礼”尚往来莫随意
■冯善良

7 月底，第 74 集团军某旅防空营
高炮连赴某地参加实弹射击考核前，
该连指导员孙坡作动员时说：“这次如
果打了胜仗，返营后组织烧烤晚会给
大家庆功！”一时间官兵热情高涨。

然而，由于个别官兵发挥失常，
这次考核该连总评成绩并不理想。“每
个人都要好好检讨反思。”总结讲评
时，孙坡与连长安继明不约而同选择
“唱黑脸”。返营后，也没人再提及烧
烤晚会的事。

可不久后，连队的一些现象引起孙
坡注意。吃饭时，有的战士总是草草扒
拉几口就走了；组织文体活动，响应者
寥寥无几；到了周末，以前俱乐部里总
有人排着队一展歌喉，现在却变得有些
冷清……连队似乎被压抑、沉闷、失
落的氛围笼罩着。

对此，孙坡心里很不是滋味。最

让他触动的还是与上士周军平的一
段 谈 话 。服役期将满 12 年 的周军
平，专业技术过硬、带兵经验丰富、
群众威信较高，是连队名副其实的
“老黄牛”。一天，他敲开孙坡的房门
汇报了个情况：班里的上等兵小李在
经历考核失利后，思想包袱很重，本
来一心想留队的他，最近也打起了退
堂鼓。周军平诚恳地说：“指导员，
这次没考好大家心里都很难过。检讨
反思固然重要，但如果一味苛责官
兵，不仅影响连队士气，还会伤害官
兵关系。”

与周军平的促膝长谈让孙坡心里
充满内疚，更引起他反思——一次考
核失利事小，把连队士气搞凉事就大
了。思来想去，他和连长商定烧烤晚
会照常组织，借此给大家鼓鼓劲。

烧烤晚会如期举行，官兵们也不

知道连长指导员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刚开始气氛有些尴尬。见此，孙坡作
了一个简短动员：“同志们，前阵子大
家训练非常辛苦，我和连长商定组织
这次烧烤晚会让大家放松放松。上次
没考好没关系，接下来我们把训练水
平提上去，下次争取打个翻身仗，大
家有没有信心？”
“有！有！有！”官兵们的回应声

震耳欲聋。随后，安继明与孙坡挨个
班给战士们“打气”。官兵们脸上的
阴霾渐渐散去，全连官兵在烧烤晚会
后的连歌合唱中把士气推向高潮。

次日，各班排主动上交检讨反思
和问题清单，每名官兵还自发上交了
“誓打翻身仗”的决心书。没过多久，
该连迎来又一次实弹射击考核。这
次，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高标准完成考核，获得上级表扬。

考差了，也开“庆功”会
■钟志光 本报特约记者 周钰淞

两名指导员看似不按套路出牌，

却达到了异曲同工的效果——都将问

题隐患扼杀在萌芽状态。诀窍何在？

归根结底，他们把准了官兵的现实思

想动态，扭住了矛盾症结。

一名合格的带兵人，必须具备见

微知著的本领，对官兵言行举止、情

绪状态等变化了然于胸。同时，善于

透过现象看本质，及时发现倾向性、

隐蔽性思想问题苗头。

季节变了要及时增减衣裳，思想

工作也一样。这就要求一线带兵人紧

密结合官兵性格脾气、训练状态、工

作劲头、生活规律等特点，既要认识

矛盾的普遍性，又要坚持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从官兵的关注点、敏感点和

困惑点入手，让官兵敞开心扉、吐露

心声。同时，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

现实问题结合起来，真心实意地解兵

忧、释兵惑，把经常性思想工作做到

官兵心坎里。

思想工作重在见微知著
■第74集团军某旅政委 陈震宇

“今天检查内务，被子质量有所下
降；部队往返训练场路上，队列动作不
整齐……”一天晚点名讲评工作时，连
队值班员点出的几个问题看似不大，却
引起我的警觉。

前不久，连队在旅组织的对抗演练
中表现突出，打了一个大胜仗。本想着
等回营恢复秩序后，开个总结讲评会，
好好表扬一下大家。可是返营没多久，
我却发现不少反常现象：队列行进中，
“唰唰”的擦裤缝声没了，摇头晃脑的多
了；体能训练时，比拼的劲头弱了，玩耍
应付的多了；新闻点评时，主动发言的
少了，交头接耳的多了……
“指导员，你说的这些情况我也注

意到了，是不是因为打了胜仗官兵们内

心有点‘膨胀’？”和连长杨兵聊起这事，
他也感到返营后不少官兵明显放松了
要求。
“不能再这样下去，得给大家骄躁

的情绪‘降降温’。”与连长商量后，我
们决定开个反思会，把最近出现的问
题点一点，把官兵的思想发条往紧处
拧一拧。
“打了胜仗，咋还反思？”正如我和

连长所料，刚开始有的官兵对此很不
理解。我耐心地解释道：“对抗演练，
同志们打得很漂亮，给连队争得了荣
誉，值得表扬。”随后我话锋一转，“但
我和连长发现，当前连队露出了骄傲
自满的苗头。”

一些党员骨干很快领会了我的意

图，他们带头检讨反思起来。“凯旋后，
滋生出‘歇口气’的思想”“想着自己军
事素质过硬，作风上不自觉有些稀拉”
“演练时个人受到营长表扬，回来后存
在优越感”……官兵你一言我一语检讨
着自身存在问题。

听着大家检讨，我感同身受地说：
“对照大家所讲，我身上也存在不足，刚
回来那几天，寻思着任务完成不错，也
放松了对大家的要求……”

很快，全连官兵在检讨反思中凝聚
共识：部队是个特殊集体，任何时候都
不能有丝毫懈怠。没多久，连队便恢复
秩序，队列行进时，那熟悉而利落的“唰
唰”擦裤缝声又回来了。

（黄 战整理）

打胜仗，召开反思会
■第74集团军某旅榴炮二连指导员 余慧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