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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前夕，不少部队的新兵陆续完成 3
个月的训练，顺利实现从地方青年到合格
一兵的转变，满怀憧憬地开始了新的连队
生活。

如果说新兵训练是新战士们在军旅的
“第一适应期”，那下连就是他们的“第二适

应期”。这一阶段，既是新战士思想转换的
活跃期、人际关系的磨合期，也是个人成长
的培塑期、战斗力生成的接续期，压力更
大、挑战更多。

为了帮助新战士适应新环境、胜任新
岗位、融入新战位，全军许多部队纷纷组织

“下连第一课”，通过讲解部队传统、举行授
枪仪式、走向边防界碑等活动，进一步增强
新战士的军人荣誉感、部队归属感、岗位责
任感，让“第二适应期”成为新战士成长“换
挡提速”的跃升期。

——编 者

下连第一课，为新战士“换挡提速”

前不久，上等兵小梁在支队年度炊
事员集训中脱颖而出，为单位捧回了荣
誉证书。消息传来，许多人都颇感吃惊：
昔日的后进战士竟成了“炊事尖兵”！

作为小梁曾经的指导员，我感到格
外欣慰。回想起他刚刚来到中队时的
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由于身体协调
性很差，小梁跟不上身边战友的训练进
度，也常因拖班集体的后腿而深感内
疚。了解情况后，我提醒班长骨干要多
关心他，但大家在落实过程中跑偏走
样，工作中处处对小梁“特殊照顾”，该
批评的时候不批评、该交代的任务不安
排，结果小梁以为大家放弃了他，背上
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变得越发沉默寡
言、不合群。

发现这个问题后，我立即组织干
部骨干开了个专题会，要求大家改变
对小梁的管理和教育方式，不能一味
地降低标准搞“特殊照顾”，而要像对
待其他战士一样严格要求。

不久后，我策划了一场“讲讲身
边优秀者”活动。活动中，不少干部
骨干在表扬身边的优秀战友时，也有
意无意地谈到小梁的优点。我留意
到，听到大家的夸奖时，小梁脸上的
表情从惊讶、诧异逐渐转变为欣喜、
感动。

随后，我了解到小梁入伍前曾有过
当厨师的工作经历，征得本人同意后将
他安排到了炊事班，让他在熟悉的岗位
上进一步找回自信。结果，小梁如鱼得
水，战友们好评如潮，小梁脸上的笑容
渐渐多了起来。

从炊事班的岗位上成功起跳，小
梁的工作越干越出色，用他的话来说
就是“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如今，小梁军事训练成绩优异、本职
工作出色，成为连队非常倚重的优秀
分子。

看到小梁思想稳定、工作积极、进
步明显，我心中感慨万千：对战士要鼓
励关爱，不要“特殊照顾”。要把战士们
的冷暖放在心上，设身处地给他们的思

想状况、情感需求把脉，有效激发他们
的主观能动性和工作积极性。

（祁 非、张南翔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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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阮明威在训练场龙腾虎跃的
身影，新疆军区某团班长周鑫露出了欣
慰的笑容。

元旦前夕，新兵下连刚一周，周
鑫就发现新兵阮明威情绪低落，训练
时也经常分心走神。想到新兵下连
时的“两表两卡”，周鑫决定从那里找
答案。
“体能素质一般，上肢力量较弱；地

方大学生入伍，具有摄影特长……”问
题根源找到了，阮明威下连以后，军事
训练跟不上连队的节奏，逐渐产生了失
落情绪。随后，周鑫找到指导员孙振
者，两人决定双管齐下共同做好疏导工
作，让他找回自信。

根据阮明威的体能弱项，周鑫帮
助他制订计划细化训练时间，逐步提
升训练成绩；考虑他具备摄影专长，指
导员孙振者特意安排他负责连队新闻

报道工作，用相机记录连队的训练、工
作和生活……在大家的热心帮助下，
阮明威的训练成绩有了明显提高，拍
摄的照片、视频在媒体接连发表，扎根
基层、岗位建功的自信心也大大增强
了。

据该团政委张治国介绍，新训期
间，他们要求各新兵连为每名新兵量身
制作“两表两卡”：个人事项报告表、思
想情况登记表、新兵信息采集卡以及训
练成绩登记卡。新兵下连时，在搞好工
作交接的同时搞好思想交接，帮助新兵
顺利度过“第二适应期”。

在工作实践中，该团还利用科技
手段进行心理测评，通过心理素质特
征和性格职业倾向分析，结合“两表两
卡”，及时对军械员、驾驶员、保密员等
10 余个重要岗位人员作出调整，努力
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新疆军区某团

“两表两卡”助力新兵成长成才
■郭东冬 高 群

值 班 员：第76集团军某旅指导

员 赵炫竹

讲评时间：2020年12月31日

今天按计划组织轻武器保养，我
发现连队值班员只安排了在位人员领
取枪支进行维护，其余枪械并未出库
进行保养。值班员解释：“专业集训
多，在位人数少，再加上最近没有组织
轻武器射击，所以一次保养只擦拭维
护一部分。”

根据战备工作要求，为了使武器
装备保持良好的战技术状态，确保随时
能够投入使用，必须定期对所有枪械进
行保养。有关规定也明确，对不在位人
员分管的武器装备，单位应当及时组织
保养。

同志们，维护保养武器装备事关
战斗力建设，决不能打折扣。大家要
严格按照枪械维护保养的规定，一支
不落地分解擦拭，精细维护，像爱护
生命一样爱护武器装备。

（张洪龙、沈春辉整理）

枪械维护保养

要一支不落

“伯父是我参军的引路人，我终于梦
想成真，成为他希望的样子。”去年 12月
中旬，南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新兵团为
全体新兵举行授衔仪式，新兵梁振鸿的
伯父梁彩雄受邀从老家赶到部队为侄子
佩戴军衔，伯侄二人共同见证这个光荣
时刻。

梁彩雄是海南省三亚市的一位渔
民，自 1992年第一次登上东瑁洲岛为官
兵送菜后，他便与小岛官兵结下不解之
缘。近 30 年来，梁彩雄航行 10 万多海
里，坚持义务为官兵运送给养，成为这个

小岛驻军的一名“编外战士”，先后获得
“全国爱国拥军模范”“第七届全国道德
模范提名奖”等荣誉。

伯父的言传身教，让梁振鸿从小
就懂得拥军爱军，更让他对军营充满
了向往。去年 6 月，大学毕业的梁振
鸿向家人表达了参军入伍的想法，梁
彩雄第一个表示支持。离家前的那天
晚上，梁彩雄和梁振鸿促膝长谈，鼓励
侄儿在部队好好锻炼，走好军旅人生
路。

新兵训练期间，梁振鸿在伯父的鼓

励下，克服了心理不适应、身体素质差等
困难，成长为一名全面发展的优秀战
士。在新兵结业考核中，梁振鸿所有课
目均达到优秀水平，被连队评为“军事训
练标兵”。
“让亲人见证战士的成长。”该旅新

兵团决定邀请优秀新兵亲属入营参加授
衔仪式，激励新兵再接再厉、建功军营。
亲手为侄儿佩戴军衔后，梁彩雄激动地
说：“能够参加这样的活动我特别自豪；
看到孩子在部队成长成才，我打心眼里
高兴。”

授军衔，伯侄二人再聚首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陶 昱

“儿子，你的战友来家里送喜报
啦！”去年 12月 18日，河南省许昌市襄
城县湛北乡李成功社区格外热闹，新疆
军区某团政治工作处干事陈豪杰与当
地政府工作人员一道，敲锣打鼓地将立
功喜报和慰问信送到该团战士赵贺贺
家中。

刚入伍时，赵贺贺手榴弹只能
投 25 米，引体向上一个也做不了，
第一次 3000 米跑不及格，成了新兵
连的“吊车尾”。经过不懈努力，赵

贺贺如今已成为“训练标兵”，各项
工作都很出色。视频连线中，看到
父母拿着立功喜报时开心得合不拢
嘴，赵贺贺表示一定会更加努力训
练，再立新功。
“喜报一张纸，分量重千金，它凝聚

着官兵的辛勤付出，承载着他们视为生
命的军人荣誉。”该团领导介绍，去年评
功评奖活动结束后，他们组织部分领导
和休假人员，会同军地有关单位将立功
喜报送到官兵家中。

该团新兵三连大学生士兵王雪
雯，在创破纪录比武竞赛中，以 13 分
20秒的成绩打破该团女兵 3000米跑的
新训纪录，荣立三等功。当送喜报队
伍敲锣打鼓来到她家时，街坊四邻都
羡慕不已。

荣誉激发动力，榜样催人前行。该
团以此为契机，通过组织“四有”优秀个
人巡回宣讲等活动，让立功受奖的官兵
带动一大片，在全团上下掀起“学典型、
争荣誉、当先进”的热潮。

送喜报，敲锣打鼓到家中
■本报特约记者 张 强 通讯员 邹珺宇

值班员讲评

基层暖新闻

新年前夕，中部战区空军某地导营正在野外执行任务，他们把“下连第一

课”设在了阵地上。图为新兵参观野战营史馆，了解部队辉煌战史。

柴文超摄

2020年12月24日，乌拉斯台边防连在巡逻途中组织“下连第一课”，强

化新兵守土有责、扎根边疆的使命意识。图为新战士在界碑前重温入伍誓词

后向界碑敬礼。 李兆鑫摄

2020年12月26日，第73集团军某旅的“下连第一课”就是组织新兵参观

连史馆，激励新战士传承发扬优良传统，争做红色传人。

本报特约通讯员 刘志勇摄

去年12月底，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的“下连第一课”是组织新入营战友

参观军舰，了解海军发展历史，以此激发新战士建功海疆、逐梦深蓝的豪情壮

志。 章卓航摄

新兵下连，给热气腾腾的军营注入

了新的活力。但笔者发现，一些带兵骨

干批评新战士不注意方式方法的现象

并不少见，不少新战士私下反映：犯错

挨批能接受，就怕当众丢脸面。

来到新环境，新战士面临不少挑

战。他们要迅速完成角色转化，争取早

日成为干部骨干眼里的合格兵，压力可

想而知。但由于经验不足、能力欠缺，

出错冒泡也在所难免。如何帮助他们

克服困难、拔节成长，考验着带兵人的

智慧。

一些带兵人说话不绕弯子、直截

了当，习惯随时挑错、当众批评，这种

方式老兵或许已经习惯了，但新战士

不一定受得了。因为，我们平常都有

这样一种体会：越是身处陌生环境、

面对陌生群体，越会在意别人的评

价。对新战士而言同样如此。无论

适应新环境、融入新集体，还是学习

新技能，他们总希望一开始就给干部

骨干留下好印象。

作为带兵人，我们应当充分体察和

理解新战士的心理，特别是对年龄偏

小、阅历较浅的年轻战士，要把握恰当

的时机场合，尽量避免在任务讲评、连

队点名时对其进行批评，防止挫伤他们

的积极性和自信心。

“对事不对人、批评慎点名”“看破

不说破，私下拉袖子”……这是有经验

的带兵人采用的批评方式，既起到了警

示教育作用，也让新战士易于接受。当

然，更重要的是做好经常性思想工作，

平时多与犯错的新战士谈心交心，充分

照顾他们的情绪反映，既点问题、教方

法，又不伤个人自尊，进而增强新战士

知错改错的主动性自觉性，帮助他们迎

接挑战、成长进步。

批评新战士要讲究方式方法
■刘艺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