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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旅教导员 李继承：一位知名

心理学教授提出了著名的“牢骚效应”

理论。他认为：和没有人发牢骚的企业

相比，有人发牢骚的企业会更成功，因

为牢骚是改变不合理现状的催化剂。

牢骚虽然不都是正确的，但认真对待牢

骚却总是正确的。同理，面对紧张的军

营生活，逐渐加大的训练强度，官兵能

“吐槽”，说明他们对未来满怀期待。

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黄惠钟：

换个角度看，“牢骚话”就是“心里话”。

“吐槽”就像一面镜子，既照出了官兵内

心的真实想法，也照出了官兵关系的和

谐度、亲密度。对带兵人而言，能听善

听、不抓辫子、不打棍子，才能营造宽容

包容的环境、畅所欲言的氛围，才能走

到战士心里、摸清官兵思想底数，从而

让经常性思想工作发挥出应有威力。

某旅政委 刘月勤：当前，进入

军营的“网生代”普遍具有爱“吐槽”

的特点。俗话说得好：“锣鼓听声，听

话听音。”那些无意或有心的“吐槽”，

潜藏着官兵的活思想，映射着期待与

诉求。带兵人通过“吐槽”，探寻问题

根源，顺着“槽点”摸清思想藤蔓上的

“瓜”，经常性思想工作才能有的放

矢、直击靶心。

去年 1月，我们在本版开设“零距离”专栏，结合
部队蹲连住班活动，邀请本报记者、特约记者和各级
带兵人、机关干部，以“零距离”的情感融入基层，以
“零距离”的观察剖析基层，以“零距离”的本色联通
基层，推出了一批泥土味十足的稿件，受到基层官兵
欢迎。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当前，国防和军队改革深

入推进，无论领导干部或是普通基层带兵人，我们都
应常常叩问自己身上是否有“身在兵中不知兵，日常
生活避开兵”的现象，是否有拿着过去经验指导今天

工作的惯性思维，是否有“脚不到训练场，耳不闻军号
声，鼻不闻硝烟味”的身体惰性。拜群众为师，与官兵
交友，把基层情况研究透掌握好，使之成为改进工作
的源头活水，这是建强基层的正确选择。

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指出，要搞好基层建设
分类指导，狠抓经常性、基础性工作落实。南部战区
陆军某旅北尖岛海防连开展经常性思想工作的做
法，突出官兵主体地位、深纠矛盾问题、坚持“靶向治
疗”，连队建设呈现良好态势。走，我们这就跟随记
者去瞧瞧。

“稍息立正齐步走，队列跑步格斗
术，天天训练‘老三样’，啥时能变新花
样？”前段时间，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北
尖岛海防连刚组织完长跑训练，下士
黄鑫就嘀咕着向战友抱怨。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指导员彭
潇悄悄掏出随身携带的黑皮小本，写
下几行字。见记者走近，他笑着拍拍
本子：“这是连队官兵的‘槽语集’，专
记各种‘吐槽’。”

征得同意，记者翻开“槽语集”，只
见每页纸左边，密密麻麻地记着各种
“槽点”：“班长骨干真能干，疲劳训练
加班练，我找军医的次数多过给父母
打电话的次数”“炊事班无辣不欢，吃
得我火冒三丈”……
“槽点”的右边，对应写着：“提醒

组训骨干注意训练方法，要科学施训”
“让炊事班调整饮食，兼顾南北口
味”……一个“槽点”一个办法，字字句
句贴近兵心。
“敢讲真话，是一种勇气；能听真

话，是一种胸怀。”说起建立官兵“槽语
集”的初衷，彭潇颇为感慨：连队驻守
的北尖岛孤悬海上，无居民、无市电、
无客船、缺淡水。尤其是到了台风季，
断电、停水、得不到补给的情况时有发
生，官兵思想波动在所难免，“槽点”也
随之而来。
“‘吐槽’里藏着解开官兵思想疙

瘩的密码。”彭潇认为，“吐槽”是官兵
交流沟通的新方式，既包含诉求又不
乏智慧，“吐槽”错了一笑而过，“吐槽”
对了必有回响。
“这几年，战士思想越来越活跃，

民主意识越来越强。”彭潇坦言，面对
这些爱“吐槽”、爱发问的战士，他也曾
一度困惑：在令行禁止的军营里，“吐
槽”多的士兵和“问题士兵”之间，到底
有没有必然的联系？

担任排长时，彭潇曾经历这样一
件事：上等兵小李在转改士官前夕，晚
点名后私自外出，被纠察队发现并挨
了处分，军旅生涯因此画上了句号。

事实上，小李的日常表现可圈可
点：军事训练成绩靠前，理论学习积极，
在战友中口碑很好。然而，问题也早有
苗头，来自大山里的他，不止一次向战
友“吐槽”：老家苦，没想到部队比老家
还苦。海岛对面就是改革开放前沿，当
兵两年，却从未体验过都市的繁华……

这件事给彭潇带来很大冲击。他
苦苦思索，渐渐领悟：牢骚话换个角度
看就是心里话。如果经常性思想工作
不能直面“槽点”、顺藤摸瓜，问题就会
积少成多、酿成大患。

从那时起，彭潇养成了随身带本
子，收集官兵“槽语”的习惯，针对“槽
语集”中的诸多问题，按轻重缓急一一
做好标记，逐一解决。

有一段时间，连队探索新训法战
法，训练强度和训练量陡增。一次，有
战士小声发牢骚：“咱们在这，躺着都
是奉献，干嘛练这么狠！”“吐槽”声扩
散后，不少人抱怨吃不消，精神萎靡。
“躺着是奉献，但奉献大小不同！”

那周的政治教育时间，彭潇将课堂摆
在海岛上侵略者盗挖矿石的遗址前，
带领官兵重温先辈抗击侵略者的辉煌
历史；组织大家观看电影《红海行动》，

学习撤侨营救行动中突击队员表现出
的血性胆气……上完那堂课，训练场
上响亮的喊杀声又回来了。
“有的问题可以‘大锅饭’解决，有

的还需要‘开小灶’。”彭潇说，做经常
性思想工作就跟炒菜做饭一样，众口
难调很正常，但只要找到“槽点”、把准
“问号”，就有解决之道。

去年 8 月，台风“利奇马”汹汹来
袭，岛上手机信号一时中断。那段时
间，彭潇发现，下士小周表现得格外焦
躁，时常揣着手机独自跑到山上找信
号，又垂头丧气地回来。另一名战士
还告诉彭潇，小周曾向他“吐槽”：“这
地方再也待不下去了。”

以往再苦再累，他从未听小周抱怨
过，这次是咋了？彭潇多方查探，方知
事情原委：小周谈了 3年的对象小李，
前不久和他闹分手，他心急如焚正极力
挽回，却碰上台风，手机没信号。眼看
“台风季”就要变成“分手季”，急得他一
时慌了神。
“放心吧，交给我，这个我在行！”

别看彭潇平时大大咧咧，心思却十分
细腻。他首先以组织的名义，将小周
在部队的表现、取得的荣誉，通过信件
郑重向小李介绍；接着带着小周，写了
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并寄去相思豆、千
纸鹤……结局皆大欢喜：台风走了，小
周的“爱情鸟”又飞回来了。
“真心面对‘吐槽’，真情为官兵解

难，才能走到战士心里，和他们成为朋
友，带领他们一起往前走。”合上“槽语
集”，细品彭潇的话，记者眼前的这方
小天地似乎也变得宽阔起来。

指导员彭潇的官兵“槽语集”
—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北尖岛海防连开展经常性思想工作招法探析之一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吴 永 曾梓煌

写 在 前 面

“当小组长选定射击位置后，下达口
令：筒位在此，跪姿装筒……”寒冬时节，
第 76集团军某旅训练场上，某型火箭筒
专业骨干正在向小组成员授课，让记者
感到意外的是，担任教练员的竟然是一
名上等兵。

这批上等兵下连时间不长，凭什么
可以担任教练员？别说记者想不通，之
前，连队的班长骨干也经历了一番“思想
斗争”，这才扭转了认识。

原来，由于岗位专业调整，装备换代
升级，不少连队出现了某型火箭筒专业
骨干人才缺失的情况，虽然营连主官想
了不少办法，但是短期培养出来的专业
骨干基础明显不牢固。恰逢 2018 年陆
军新兵训练推行“先训后补”模式，在基
地的系统培训下，这批上等兵早已熟练
掌握该型火箭筒的操作技能。

于是，在平时训练中，新老同志难免
发生“碰撞”。有上等兵反映：“班长教的
不对，无论是战斗口令还是战术动作都
不符合训练要求。”班长骨干不以为然：
虽然火箭筒型号变了，但是训练都是相
通的，这分明是在“挑刺”。

此事很快引起了营主官的注意，他
们知道：老骨干并不能完全胜任该型火
箭筒专业的教练员，在“先训后补”模式
下，经历过三个月专业培训的上等兵或

许更胜一筹。但是，能否让上等兵担任
教练员？营里谁也拿不准。
“是骡子是马总得拉出来遛遛，只

要对战斗力建设有益，不妨让年轻同
志‘挑大梁’。”经过一番讨论，营党委
研究决定：举办一次该型火箭筒专业
的 PK 赛，无论兵龄长短，得分高者担
纲教练员。

比理论，年轻同志头脑灵活，反应
迅速；拼操作，年轻同志动作娴熟、配

合默契；搞教学，老同志经验丰富、台
风稳健……一番激烈的比拼后，营主
官当场宣布，几名脱颖而出的上等兵
担任该专业的教练员。同时，举办上
等兵骨干集训班，由优秀的班长骨干
传授教学经验，帮助他们实现能力素
质的“换挡提速”。一名士官由衷感
慨：“江山代有才人出，咱得抓紧时间
补齐训练短板、提升能力素质，争当经
得起挑战考验的老兵。”

上等兵担任新装备教练员
■臧一飞 本报特约记者 张石水

“恭喜你实现‘枪王’梦！”前不久，第
75 集团军某旅中士梁其汉在南部战区
陆军狙击手比武中夺得冠军。荣耀归
队，在全连官兵的见证下，指导员邓喜喜
拿出一本“追梦路线图”，用红笔在“梦想
成真”一栏中打上了“√”。
“‘追梦路线图’好似一份引导战

士成长成才的军旅指南。”路线图的设
计者、侦察营教导员曾伟介绍，如今的
战士个性鲜明、诉求各异，为让战士的
目标追求和强军梦同频共振，他们在
综合分析战士的入伍动机、军旅心愿、

兴趣爱好等具体要素的基础上，推出
为个人量身订制的“追梦路线图”，划
分阶段目标，设置进步奖励，并指定干
部骨干担任“追梦导师”，提供精准指
导帮助。
“达到良好水平，我又可以打‘√’

了！”周体能考核结束，尚未拭去额头
上的汗水，大学生士兵陈宝华就兴奋
地跑到连部汇报。在陈宝华的“追梦
路线图”上，笔者看到，在其综合素质
达到优秀后，连队还将为他提供代职
副班长的机会。陈宝华感慨，有了“追

梦路线图”，工作训练如同“升级闯
关”，他和战友们都乐在其中。
“√”出战士追梦的足迹。去年以

来，侦察营涌现出 10 余名精武标兵，
多名官兵在比武考核中打破训练纪
录，6 名班长获评“金牌教练员”……
年终总结时，他们组织“我的追梦之
路”成长经验分享活动，实现梦想的官
兵们纷纷登上讲台，结合自身经历向
身边战友分享进步感悟，饱含奋斗精
神的故事点燃了一颗颗渴望荣光的
心。

“√”出战士追梦的足迹
■赵 超 肖曲林

“妈妈，你看，这个穿红裙子的像你，
穿军装的像爸爸……”去年 12月下旬，
在海军陆战队某旅随军家属茶余饭后的
“打卡圣地”——一面绘满“家庭和睦、邻
里团结”等传统美德主题画的文化墙前，
军嫂们正带着孩子玩耍，一名小军娃的
话惹得大家会心微笑。

由于使命任务特殊，该旅每年大半
时间在外驻训，不少家属随军后仍与丈
夫聚少离多，加之平时文化活动匮乏，随

军家属们普遍反映对部队缺少归属感。
“家属院里那么多光秃秃的墙面，

我们能不能借鉴社区文化的好做法，将
其制作成内容丰富的文化墙，这样既能
美化环境又能给家属业余文化生活场
所增添氛围。”在该旅家属委员会的一
次讨论会上，一名委员的建议得到了大
家的支持。

刮墙粉、刷白灰、调颜料……从设计
到喷绘，家属与官兵们齐动手，光秃秃的

墙面喜换“新颜”。文化墙前组织亲子游
戏、歌曲合唱、舞蹈教学……家属院俨然
成了随军家属和军娃们的温馨家园。

受此启发，他们还举一反三组织家
属参观旅史馆，学习老一辈的奋斗精神；
邀请家属为旅队“感动人物”颁奖，共享
荣光一刻；让家属一同参加运动会，增强
凝聚力。不少官兵坦言：“后方”的幸福
感增强了，咱们“前方”谋打赢的专注力
更集中了。

文化墙绘装点温馨家园
■张 震 唐瑞杰

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四级军
士长冯涛的家属李现辉喜笑颜开：“我
一直想学习一门实用技术，参加完这次
职业技能培训，以后找工作更有信心
了！”她的一番话，道出了一同参加培训
班的38名随军家属的心声。

该基地地处偏远海岛、条件艰苦，不
少官兵家属随军后面临着“就业难”的问
题：有的从“白领”直接变成了待业人员；

有的因专业不对口找不到合适工作……
随军家属就业问题牵扯了官兵大量精力。
“军嫂是部队稳固坚实的‘大后

方’，做好随军家属就业工作，事关官兵
切身利益。”为此，该基地党委积极作
为，在走访调研驻地家属就业服务中
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相关部门
的基础上，充分征求随军家属的意见建
议，重点围绕烹饪、园艺、电子商务和酒

店管理等行业，专门开办职业技能培训
班，邀请行业精英来基地授课，为军嫂
们增添就业自信。

同时，为改善以往随军家属“零散
性、作坊式”的培训状况，该基地还积极
探索构建“部队牵头组织、地方有关部
门督导、专业机构培训认证”的规范化
培训模式，不断提高培训质量，促进随
军家属培训与就业无缝衔接。

技能培训增添就业自信
■王宗洋 赵 欣

何绰绰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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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连日志

蹲连手记

零距离

潜望镜

官兵心语

新闻前哨

岁末年初，武警甘肃总队新训三大队组织新兵冬季野营拉练。在行军途中，他们通

过开展简洁明快的文化娱乐活动鼓舞官兵士气。图为排长洛桑扎西（持喇叭者）在人潮

中演唱歌曲，为战友们加油鼓劲。

侯崇慧摄影报道
加油鼓劲

Mark军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