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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14年前，一部电视剧《士兵突击》火遍了大江南

北，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投身军营。那个憨厚、

执着、“一根筋”，又带有几分“傻气”的许三多，吸引

一代士兵去“追星”。那位知兵爱兵的班长史今，也

成为基层带兵人的榜样。

如今，大批00后新兵步入军营，迎接他们的是年

龄比他们大不了多少的95后新兵班长。“娃娃班长”

究竟该如何带好“娃娃兵”？新时代，95后的“史今”

和00后的“许三多”们，正书写着一段新的“士兵突

击”。

那么，不妨从新兵班长的视角，去观察一下今天

的新兵，看看他们究竟“新”在哪里。

当特长兵成为大多

数，没有特长的新兵反而

成了“异类”

午饭后，北部战区陆军某旅新兵班
长王明玮向全班宣布：国庆节期间，新
兵营将组织以新兵为主体的篝火晚会，
希望大家踊跃报名参加。

尽管对这批新兵多才多艺的特点
早有耳闻，但真到报名时，大家的踊跃
程度还是令王明玮大吃一惊。

一个班8个人，竟有 7人报了名——
“班长，我会武术！”新兵王亚坤掏

出一沓证书，举到王明玮面前：澳门国
际武术节散打 80 公斤级亚军、少林寺
太祖长拳表演冠军……

唱歌、武术表演、相声……仿佛你
想到啥就有人会啥。就在大家七嘴八
舌讨论节目编排时，在角落里一言不发
的新兵操顺楷，显得特别突兀。
“你不报名吗？”王明玮将目光移到

操顺楷的身上，轻声问。
一张白净的脸上，明亮的大眼睛闪

躲着班长投来的目光。“我……我没有
特长，不报名。”操顺楷微微摇头，然后
低下了头。
“参加个小合唱也行啊。”王明玮有

些不死心。
“班长，我真的啥也不会。”一丝不

易被察觉的尴尬，从操顺楷脸上划过。
王明玮轻轻叹了口气，这个少言寡

语的兵自从来到这个班就是这样，存在
感很低。

隔壁班的新兵班长徐顺也遇到了
同样的情况，班里一共 8个新兵，7个报
了名。和王明玮的班级不一样的是，徐
顺班里唯一一个没报名的新兵肖益是
个“刺头”。
“我没有什么特长，更没兴趣参加

什么篝火晚会！”被问及意愿，徐顺班里
唯一没报名的新兵肖益脖子一梗，甩出
硬邦邦的一句话。

和操顺楷不一样，肖益的存在感极
强，显得很不“合群”。集合慢、跑步慢，
除了休息，什么事都不积极，全身上下
透着一股子无所谓的劲儿。

该旅的新兵调查报告显示：特长
多、表现欲强是这批新兵的普遍特点。
新兵中取得音乐、修理等级证书的占
56.8%，有特长的新兵比例更是高达
91.6%。

最终，原本设置的 12 个节目被扩
容到 18 个，晚会时长也大大超出了计
划的 2小时。
“91.6%，真高啊！”该旅政治工作部

主任田忠良手中攥着那份新兵调查报
告，不禁想起以前的情景。那时，有特
长的新兵就是“香饽饽”。如今，特长似
乎成了标配，再无稀奇可言。

然而，品味这一可喜变化，田忠良
的脑海里却跳出了另一个数据：“只有
8.4%的新兵没有特长。”

当特长兵成为大多数，没有特长的

新兵反而成了“异类”。那么，这些“少
数人”有没有得到带兵人足够的关注
呢？

一次新兵骨干交流会上，田忠良带
着大家分析了这一现象：这些没有特长
的新兵中，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像
操顺楷一样，在班级里沉默寡言，表现
平平；另一种和肖益相似，不听招呼，难
以管教。
“其实我也曾幻想站上舞台，享受

那种备受瞩目的感觉。”一次私下聊天
时，操顺楷告诉王明玮，他觉得身边的
战友都太优秀了，有时甚至会因为没有
特长感到自卑。
“做了那么多‘冒泡’的事，其实就

是想吸引班长的注意力。”一个夜晚，肖
益也终于打开了心扉。

无论有没有特长，他们都渴望被关
注。

一次队列训练时，王明玮有意安排
操顺楷指挥全班队列训练。一天早饭
后，徐顺突然宣布，由肖益担任全班的
内务负责人，负责每天早上离开宿舍前
的内务检查。

令人欣喜的变化出现了：操顺楷虽
然依旧少言寡语，但在训练场上却多了
一分自信。肖益自从肩上压了担子，内
务水平也有明显提高。
“网上曾流行一句话：光明的背后

是阴影。如果把那些拥有特长、勇于表
现的新兵看作向阳的山坡，那些没有特
长的新兵似乎就像待在山背的阴影
里。”

宿舍里，一边帮着新兵规整内务，

王明玮一边跟记者聊天，“其实每个人
都渴望被关注，山背的阴影里，其实更
需要光和热。”

曾经并不认可老班

长的带兵方式，如今却面

临和老班长一样的带兵

难题

食堂里，班长王鹏和新兵白海洋的
矛盾终于爆发了。
“你凭啥不让我吃完饭！”白海洋瞪

着王鹏，眼睛溜圆。
“部队有部队的规定，行军打仗容不

得你拖拖拉拉，吃得这么慢！”面对质疑，
王鹏恼火极了。
“饿着肚子咋打仗，你凭啥来说我？”

白海洋紧接着的回应让王鹏更上火。
据调查显示，某旅新兵班长大多是

95后。当年，这些迎着质疑目光步入军
营的“网生代”青年，如今不少人已经成
长为独当一面的班长，王鹏就是其中之
一。

他训练成绩优异、日常表现突出，和
班里的老同志相处得也十分融洽。就是
这么优秀的一个年轻班长，竟然会在几
个新兵身上栽了跟头。这也是不少新兵
班长的困境：年纪太轻，难有威信。

这是王鹏第一次带新兵，他暗下决
心：“一定得带出个样子来”。新兵骨干
动员大会结束后，王鹏专门给父亲打了

一通电话。父亲嘱咐他：“多向你们领导
和老班长们请教。”

新训开始快一个月了，王鹏遇到了
难题：班里有一半的新兵无法跑完 3000
米全程。看着其他班级的新兵成绩越来
越好，王鹏心急如焚。
“跑不下来就加班练啊！”隔壁班班

长韩虎根不经意间的一句话点醒了王
鹏。

王鹏立刻为几名体能较差的同志
制订了训练计划：每天早上提前起床，
跑 2000 米 ；每 天 晚 上 点 名 后 ，加 练
3000 米。

计划刚刚实施 1天便“卡了壳”——
“班长，这样下去会跑出训练伤。”晚上点
完名后，白海洋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并得
到了班里其他新兵的一致认同。

这让王鹏一时没了主意。
回想起自己刚刚踏入军营时，也时

常会抱怨训练量太大、休息时间太少、生
活节奏太紧张。一次连队组织 5公里武
装越野考核，王鹏为了能够减轻自己身
上的重量，特意把水壶砸扁，试图少装一
点水，结果被班长发现，加罚了5公里。

曾经并不认可老班长的带兵方式，
可如今却面临和老班长一样的带兵难
题。
“怎么才能轻松愉快地提高训练成

绩？”这是王鹏从当新兵时就常思考的问
题。可那时候，老班长总是告诉他，成功
没有捷径，想要提高成绩只有一个字：
“练”！

过去的钥匙已经打不开今天的锁。
他开始重新思考这个问题。通过查资

料、请教旅里的军体骨干，他了解到诸如
“法特莱克跑”“金字塔间歇性训练”等先
进的训练方法。

他开始带着班里的新兵做拉伸、提
高腿部力量、锻炼肺活量，像玩游戏一样
训练……奇迹发生了，半个月之后，班里
所有人都能跑完 3000米全程，就连他自
己的成绩也比之前提高了不少。
“行啊，王鹏成熟了，兵越带越像

样！”听到其他经验丰富的老班长夸自
己，王鹏总是笑着摇摇头：“啥成熟啊，先
从感同身受做起吧。”

钢枪与使命，赋予了

这段3000米的距离不一

样的意义

“班长，能不能增加一下训练的强
度？”

这天下午，某旅新兵连刚刚组织完
体能训练，新兵邓鹏有些意犹未尽，要求
加练。

从高中到大学，邓鹏一直是学校足
球队的主力队员。“在部队每天只跑
3000米，这强度还赶不上我在足球队热
身训练的一半呢。”邓鹏说，每次足球队
组织训练，都要完成一个万米跑，组合训
练的强度也大于现在的体能训练。

在新兵阶段性考核中，邓鹏获得
100米、400米、3000米跑第一名，成绩比

不少新兵班长还好。
加练一段时间下来，陪着他训练的

新兵班长宋俊臣渐渐有些吃不消。邓鹏
开始有些飘飘然，觉得自己的体能水平
已经很不错了，甚至觉得“部队也不过如
此”。

无独有偶。这天上午，新兵李宇哲
因为个人物品摆放不整齐拖了班级内务
评比的后腿。新兵班长万海峰找他谈
心，结果两个人闹了个“大红脸”。李宇
哲怎么也别不过来这个劲，要求和班长
万海峰比比长跑。

结果，高中时就是国家二级运动员
的李宇哲真的跑赢了，这让万海峰感到
很尴尬。

体能比班长还好，这样的新兵该咋
教？

对此，班长宋俊臣有自己的见解。
在一次 3000米武装越野训练前，他连续
问了班里的新兵 3个问题：“为啥跑步还
要背装具？”“你们身上的装具都有什么
作用？”“这些装具应该怎么使用？”

连珠炮般的问题一出，班里所有的
新兵都懵了。
“刚入伍的新兵很容易产生一个认

识误区，以为把新训课目完成好，就是一
名合格的军人了。殊不知，他们距离一
名真正的军人还有很大差距。”一位带兵
人如是说。

一次休息时间，宋俊臣把全班带到
了旅史馆。驻足于一张张照片、一篇篇
文献前，宋俊臣讲起一个个战斗故事，借
着这个机会告诉大家：“绑在背包上的迷
彩鞋，之所以内侧朝下，是为了防止雨天
积水。”“背包绳为何三横压两竖，挎包里
为啥非要装上牙膏牙刷……这些规定，
都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教训。”

又一次 3000米武装越野训练前，担
任连值班员的宋俊臣向全连新兵介绍了
一套全新的跑法：在全副武装的情况下，
完成 1500米奔袭、450米戴防毒面具跑、
50米匍匐前进以及 1000米扛圆木跑，最
后进行手榴弹投掷。
“有谁想试一试？”宋俊臣环顾全

连。“报告！”几名体能素质比较好的新兵
应声而出，邓鹏也站了出来。

半程过后的戴防毒面具跑让新战士
们很不适应，开始有人停下来整理防毒
面具。到 1000米扛圆木跑时，邓鹏和另
外一名战友也败下阵来……不久，大家
都在跑道上停了下来。

见新兵的脸上写满了疑惑，似乎不
知道一个 3000 米为啥设置这么多名
堂，宋俊臣解释道：“我们今天所做的一
切，都是为了日后能够更好地适应战
场。”
“和专业运动员比，一名普通的军

人跑完 3000 米的成绩并不算快。可是
军人在这 3000 米的距离上，还要扣扳
机、装炮弹、接线路、防炮火……这些
都是战斗力的一部分，光是腿脚快可
不行。”宋俊臣的话让新兵们明白了许
多。

随后的日子里，这群新兵像变了一
个人似的。曾经志得意满的邓鹏，开始
认真对待每一次训练、每一项训练课目。

这些变化让宋俊臣欣慰不已。因为
这些年轻士兵已经开始明白：钢枪与使
命，赋予了这段 3000米的距离不一样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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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95后的“史今”遇到 00后的“许三多”
■本报记者 宋子洵 特约记者 杨国军 通讯员 苑 帅

喜看军营添新绿，一枝一叶总关

情。

习主席在北京大学考察时强调，青年

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

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

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

要。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

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

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凿井者，起于三寸之坎，以就万仞

之深。大批00后新兵的入营，为部队

注入富有青春活力的新鲜血液，他们有

着“游一代”“微一代”“抖一代”“拍一

代”的称谓，思想多元、个性鲜明，精神

需求趋于多样。要想成为他们信得过

的第一任老师，新训骨干就要着眼新情

况、研究新问题、探索新方法；就要抓住

关键环节，找准具体部位，有针对性地

下功夫；就要针对具体对象特点，形成

具体化的带兵思维，切实摸清新兵思想

脉络和表情符号，这样才能把新训工作

做细做实。

00后新兵社会经历单一，多数是出

了校门进营门。带兵人要善于聆听新

兵的新声音，既要像一团火关心爱护他

们，更要像一盏灯照亮他们前行的路。

要寻秘探微，带着真心去懂、带着感情

去说、带着温度去做。要将心比心，从

不起眼的事情做起，在生活上融入、在

情感上贴切、在心理上关怀，时刻强化

自己作为领路人的职责。要坚持做好

一人一事思想工作，帮助新兵解开思想

疙瘩，轻装上阵；建立通畅的诉求表达

途径，帮助带兵人看懂“网生代”的“自

画像”。

浇树要浇根，带兵要带心。当前，

有的新训骨干身在兵中不知兵，对新兵

思想、家庭、心理等底数掌握不清、知之

不深，开展工作靠猜靠想；有的不闻不

问也不爱，与新兵玩不到一起、打不成

一片，单纯依靠命令条例抓管理；有的

用“微信圈”代替“战友圈”，面对面交流

的少，网络上热络、现实中生冷。彭德

怀元帅在长期的带兵实践中，有一个重

要的心得：你越是放下架子，部属对你

越亲切、越敬重。带兵不可自说自话，

要想切实摸透“网生代”，先要融进“网

生代”，与新兵处在同一频道。只有怀

着感情带兵，倾注真情带兵，才能不断

增强新兵集体的凝聚力、向心力。

古往今来，凡为将者，莫不用情，凡

带兵者，无不用心。新时代新兵性格鲜

明、自尊心强，渴望得到认可，希望在军

营实现自我价值。带兵人要顺势而为、

因势利导，真情投入、真心付出，做新战

士军旅路上信得过的良师益友，带出引

以为豪的兵。

（作者系北部战区陆军兵员和文职

人员处处长）

带 出 引 以 为 豪 的 兵
■闫雪华

锐视点

北部战区陆军某旅组织百余名训练尖子围绕20余个课目展开创破纪录比武。比武中，27名新兵踊跃报名，在竞技场上同老兵一比高低，其中5名新兵

表现出众，喜获荣誉。图为获奖新兵与战友们分享胜利喜悦。 张川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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