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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余小议

“三中队马上要开始战备值班了，
任务很重，你到任之后，要尽快熟悉
情况，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让中队业
务水平再进一步。”去年 8月，带着领
导的厚望，怀揣憧憬，我成了全旅最
年轻的分队长。

尽管不断告诫自己不能辜负组织
的信任和官兵的期望，一定要在岗位
上干出成绩，但上任没多久，我就碰
了“钉子”。

那是我第一次组织大家开展换装
发动机作业，由于马上要进入任务阶
段，看大家拆卸进度有些慢，我凑上
去想帮忙，不料却被一名老兵阻止
了：“这种活你可干不来，你先熟悉一
下吧。”听话听音，我顿时愣住了，尴
尬地杵在原地。

分队老兵多，大多年龄比我大、
军龄比我长、专业比我精，新官上任
的我想踢好“头三脚”，怎奈他们不买
账。
“队里新来的学生官，屁股没坐

热就指手画脚”“理论学得再好，操
作不行照样不行”“他上小学的时候
我已经入伍了，如今要管理一个分
队，他能干好吗”……路过战士宿
舍，听到几名老兵的对话，我心里五
味杂陈。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后，
我觉得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有一
天，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找一名老兵
谈心，开门见山地说出自己这段时间
的真实感受，想请他指点指点。

见我坦诚相待，这名老兵也打开
了话匣子：“分队长，我们不是故意要

顶撞你、怠慢你。你刚来分队才几
天，大家与你接触不多，平时因为年
龄原因也玩不到一块，对你的能力都
不托底，担心把一些重要的活交给你
会被搞砸。”

我明白了，老兵并不是不服从管
理，而是对我缺乏了解和信任。中队
领导知道情况后给我支招：主动寻找
与老兵们的契合点，可以更好地消除
这种陌生感。

打那以后，我不再一门心思沉浸
在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中，有事没事
就与老兵们拉拉家常、打打球，请

老兵指导我学习维修技能。时间久
了，大家的共同话题越来越多，配
合越来越默契，而我也渐渐赢得老
兵们的认同。
“拆卸柱塞泵时，取出固定件

后，如果先调整动力泵位置，可以
减少施加在泵体上的力……”在刚
刚结束的专业讲评会上，我分享了
自己排除故障的心得，得到老兵们
的认可，有人向我竖起大拇指。看
到这一幕，我知道老兵们完全接纳
了我。

（沙凌云、袁梓杰整理）

当“新官”遇上“老兵”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旅机务三中队机械分队长 万齐航

随着士官制度改革的持续深入，基

层部队的士官特别是中高级士官比例

不断攀升，基层干部与战士年龄、军龄、

党龄、岗龄倒挂的现象十分普遍，成为

部队建设管理面临的一个新情况，基层

带兵人必须认真研究其特点规律。

过去干部是权威，现在士官是“大

拿”。当“新官”遇上“老兵”，极有可能

会遇到文中这位分队长的情况：工作中

说不上话、插不上手、使不上劲。如果

不积极调整心态、转变角色，及时处理

好“新”“老”矛盾，难免会一步受挫、步

步受挫。

作为带兵人，新干部首先应该放下

架子，迎难而上、主动作为，更加积极主

动地融入火热的基层生活。当然，老士

官们也不能倚老卖老，要理解、接受这

些年轻干部，帮助他们走好“官之初”的

“第一步”。

战友战友亲如兄弟，无论是“新官”

还是“老兵”，在军营就是一家人。要深入

开展尊干爱兵教育，发扬我军优良传统，

在一点一滴中培养官兵甘苦与共、生死

与共的革命友谊，唱响新时代战友之歌。

唱响新时代战友之歌
■张科进

12月18日至20日，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组织新兵开展冬季野营拉练，锤炼新战士在不同环境下的行军能力，培养

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图为干部骨干带头快速通过“染毒”地带。 蔡霖伟摄

“指导员，教导员找您……”听
到连值日员的通知，我心想：“教导
员一大早找我，不会是连队出了啥事
吧？”

果不其然，昨晚三班副班长小梁
熄灯后躲在被窝里看小说被教导员逮
了个正着。“连队骨干带头违反纪律，
你们必须好好反思……”教导员一席
话，说得我脸上火辣辣的。

小梁是今年 9 月份选取的士官，
素质过硬、踏实肯干，新兵刚下连
就从同年兵中脱颖而出，入伍第二
年就被任命为副班长，是连队唯一
一名上等兵副班长。这么一名优秀
同志，选取士官后咋没了干劲儿？
作为连队主官，我是看在眼里急在
心里。
“指导员，我给连队抹了黑，给

您添麻烦了……”还没等我找他，小
梁第一时间送来了检讨书。看到他主

动认错，我的气也消了一半，对他
说：“作为连队骨干，违规违纪很不
应该，但更让我痛心的是你选取士官
后的变化，以前比武竞赛冲在前、公
差勤务抢在先的劲头哪里去了？是不
是产生了混日子的想法？”
“指导员，我不是想混日子。”小

梁低着头喃喃，“主要是……主要是转
了士官以后没有了存在感，找不到方
向了。”小梁一席话，让我陷入了沉
思。随后我对新选取士官进行了一次
调查，发现有小梁这种想法的战士不
在少数。

我发现，这些士官还是义务兵的
时候，干部骨干的一声鼓励、一次
表扬就能让他们找到存在感，工作
干得很起劲。成为士官后，他们对
自身的期许发生了改变，内心更关
注成长成才、职业规划。一旦这方
面得不到满足，他们会觉得找不到

存在感，进而变得内心空虚。
心理学家认为，存在感是心理

健康的重要标志，存在感缺失会导
致无意义感，进而引发思想行为和
工作状态的变化。为了帮助新选取
士官度过身份转换期，我通过“一
对一”帮带、帮助制订近期和远期
目标，以及遇到大项任务压担子、
给机会等方式，引导他们找到自身
的存在感。

过了一段时间，连队新选取士官
的热情心气、干劲动力明显提高了。
当我再次找小梁谈心，他的话语让我
明显感觉到积极的变化：“指导员，下
周旅里组织比武竞赛，去年我只拿到
了专业第二，今年我要把第一拿回
来。”

看，以前那个“顶呱呱”的好兵
又回来了。

（王 旭整理）

帮助新选取士官找到“存在感”
■第80集团军某旅指挥侦察连指导员 刘瀚章

“赵甲银又破纪录了，而且是破了
自己的纪录！”

初冬时节，新疆喀什军分区明铁盖
边防连在海拔 3980 米的帕米尔高原举
行创破纪录比武竞赛，中士赵甲银
3000 米跑以 9分 05 秒的成绩打破了自
己创下的纪录。

对这个成绩，连队官兵打心眼里
佩服。要知道，赵甲银上次在军分区
打破 3000 米跑的纪录是在平原地区。
而这一次，既是高原，又是冬季，难
度可想而知。
“水滴石穿，非一日之功。”班长朱

亚禄告诉记者，赵甲银成为高原上的
“军体达人”，吃了太多苦。

刚入伍时，赵甲银的体能训练成绩
曾令班长朱亚禄很头疼。朱亚禄回忆，
新兵连第一次体能测试，赵甲银的成绩
排名靠后，3000米跑更是垫底。
“就这体能，到了高原边防一线，

谈什么戍边守防！”赵甲银说，班长朱
亚禄的一席话狠狠刺激了他，“树活一
张皮，人争一口气，这口气我争定
了！”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在训练场上
证明自己。

从那以后，赵甲银像变了个人似
的，与体能训练“杠”上了。练长跑
时，他把沙袋绑在腿上；无氧训练时，
他在盛满水的脸盆里练憋气；练习引体
向上时，他利用弹力带纠正自己的发力
方式；为了增加手的抓力，他反复挺举
哑铃……

功夫不负有心人，唯有汗水可见
证。3个月的新兵训练，赵甲银从体能
成绩垫底跃居全连前三名，多次荣登训
练龙虎榜。

下连后，他被分配到海拔 3980 米
的明铁盖边防连。高原气候恶劣、条件
有限，更让人难受的是缺氧。别说跑
步，就是快走两步都会上气不接下气，
可赵甲银却把它看成苦练军事素质的绝
好环境。
“首先摆正心态，有的人可能把训

练当任务，我把训练当本分。”采访
中，赵甲银告诉记者，他抓住点滴时间
和机会，在冰雪巡逻路上练体能，将有
氧和无氧运动有机结合，探索出一套适
合自己的高原训练方法。

2019年，军分区组织开展第一届创
破纪录比武竞赛，赵甲银主动报名参加，
本来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竟然
以 9分 50秒和 37分钟的成绩分别斩获
3000米跑和 8公里武装越野两项冠军。
“长期坚持在缺氧的环境中训练，

一下高原就有飞一般的感觉，老爽
了！”回忆那次“万众瞩目”的比武，
赵甲银幽默地说。

比武夺冠后，赵甲银主动请缨担任
连队的体能教员，把自己总结的一整套
高原训练方法与大家分享，帮助体能基
础薄弱的战友快速提高成绩。
“感谢赵班长的帮带，我的体能成

绩提高很快。”说起赵甲银，上等兵胡
科满心感激。胡科身体素质较差，赵
甲银为他量身制订了“强基础、练技
巧、提标准”的训练套餐。经过两个
多月的训练，胡科的军事体育训练成
绩迅速提升。

赵甲银苦练精武的事迹，感染全
连，带动一片。在他的帮助下，连队的
很多战士成长为体能训练骨干，带动连
队训练成绩节节攀升。

今年 5月，军分区组织开展第二届
创破纪录比武竞赛，赵甲银最终以 9分
59 秒的成绩再次斩获 3000 米跑第一
名。但他对这一成绩并不满意，一回到
高原，就着手改进训练计划、提高训练
强度，向新的目标发起冲锋。这不，时
隔两个月，他再次超越了自己。

一句话颁奖辞：一次次刷新纪录，

一次次超越自己，在你的身上，我们看

到了军人的拼搏和进取。

新疆喀什军分区明铁盖边防连战士赵甲银—

“我把训练当本分”
■胡 铮 本报特约记者 张 强

一到节假日，总能听到一些战士

抱怨，各类公差勤务和集体活动满满

当当，一整天集合哨音此起彼伏，神

经绷得比工作日还紧，能够自己支配

的时间少之又少。有战士向笔者倒苦

水：“期待了许久的周末，想干的事情

基本都没干成。”

属于战士的休息时间，为何会被

压缩和挤占？不少带兵人给出的理由

是：闲着容易出事，无事容易生非。

在他们看来，只要战士有了空闲时

间，思想就会涣散，就可能做出意想

不到的事情，只要把战士的休息时间

都安排满，他们就没有精力“胡思乱

想”，就能避免“惹是生非”。

基层生活节奏非常紧凑，除了日

常的军事训练、装备维护、政治教

育、岗哨执勤、公差勤务，还要参加

演习和执行重要临时性任务，休息时

间对战士十分珍贵。这种用“疲兵”

政策搞满负荷管理的方式，不仅侵占

了战士休息时间、损害了战士正当权

益，还与条令条例要求相悖，结果只

会使战士产生厌烦情绪，影响工作积

极性。

作为基层带兵人，不能为了所谓便

于管理而随意挤占战士的休息时间，应

该充分听取官兵意见建议，把控好“集

体时间”和“个人时间”的界限，把组

织的统一安排与官兵的自由活动有机结

合起来，尽可能满足官兵的合理诉求，

把休息时间还给大家。

不要随意挤占战士休息时间
■徐 喆 李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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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您让我了解到他在部队的
不易，还帮我们追回欠款，前两天我都
想和他离婚了。”12月 5日，士官戚辉的
妻子通过电话，向空军某空防工程大队
领导连连道谢。

原来，戚辉借给朋友一笔钱应急，不承
想到了约定期限，对方却赖账不还，夫妻俩
因此闹了矛盾。得知情况后，大队党委立

即安排法律顾问展开法律援助，通过两次
开庭，终于追回了欠款，小两口重归于好。

该大队是新调整组建单位，虽然前
期开展合编合心合力教育、“手拉手心贴
心”帮带等活动凝聚了士气，但官兵后顾
之忧重、思想顾虑多等问题仍然存在。

稳后方才能固前方。为此，大队党
委制订“思想政治工作进家庭”行动计
划，构建部队、家庭共育共防机制，由大
队领导分片包干、各级分工负责，通过登
门入户、电话沟通、微信交流等方式，介
绍官兵平时表现，摸清官兵家庭状况，帮

助解决实际困难。同时，将有关军人军
属权益保护的政策法规编辑成册，寄给
官兵家人，大力宣扬军人家属先进事迹，
邀请军属参加部队表彰活动。

今年疫情期间，大队机关与官兵家
庭保持热线沟通，既介绍部队疫情防控
规定，争取他们理解支持，也做好政策
宣讲和解难纾困工作，赢得官兵家人点
赞。据了解，“思想政治工作进家庭”行
动开展以来，该大队发现隐患苗头 30
余个，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12起，使官兵
稳定了思想，增强了获得感。

空军某空防工程大队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进家庭”行动—

共 育 共 防 稳 兵 心
■朱 江 本报记者 李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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