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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我刚到连队，整理个人物品时，

行李箱里的二等功、三等功、心理咨询师

证、篮球裁判证等奖章证书引起排里战

士的注意。

“ 排 长 能 力 太 过 硬 了 ”“ 排 长 素 质

真 全 面 ”“ 考 这 么 多 证 书 ，排 长 真 是 个

学 霸 ”…… 战 士 们 的 赞 叹 让 我 信 心 满

满，下决心带领全排干出一番成绩。

然 而 ，理 想 很 丰 满 ，现 实 很 骨 感 。

我 的“ 头 三 脚 ”还 没 踢 出 去 ，自 己 却 先

“崴了脚”。

一 次 实 弹 射 击 训 练 ，我 发 现 排 里

的 成 绩 普 遍 不 太 理 想 ，就 想 通 过 理 论

讲解提高大家的认知。当“正态分布”

“ 随 机 概 率 ”等 专 业 词 汇 从 口 中 说 出

时，我心里暗自得意，觉得大家肯定都

被“镇”住了。

“排长，你说得这么专业，不知道真

正打靶的时候怎么样，能不能示范一

下？”下士李海洋站起来说。“来就来！”

我毫不犹豫答应下来。然而，两轮下来

我 仅 打 出 合 格 水 平 。“ 囧 事 ” 接 连 发

生：专业训练，我因通信失误被连长批

评；车炮场日，因不了解装备情况导致

全排保养成绩排名垫底……渐渐地，战

士对我的评价也变了：排长证书一大

摞，能力一般般。

教导员了解情况后开导我：“你在

学校取得的成绩只能代表过去，现在应

尽快了解连队、融入连队，战士们才能

服你。”教导员的话让我幡然醒悟，自己

到连队后，一直躺在“功劳簿”上放不下

身段，受挫折是早晚的事。

从那之后，我将荣誉清零、让心态

归零，从普通一兵做起，将基层实践作

为 “ 新 课 堂 ”。 无 论 遇 到 什 么 棘 手 工

作，我都努力尝试；训练上有不懂的地

方就虚心请教班长；发挥自身特长，探

索“综合体能训练法”受到好评……随

着自身能力素质不断提高，我逐渐胜任

本职岗位，带领全排出色完成野外驻

训、课目演示、排战术考核等任务。慢

慢地，排里的质疑声少了、肯定的话多

了，我终于成为战士们心中有能力的排

长了。

在基层，苦与累的磨砺多、血与

火的淬炼多、智与谋的历练多，能让

人强壮筋骨、收获硕果。希望新排长

能够褪去“光环”融入“新家庭”，踏

上新征程，在备战打仗实践中拿到任

职 资 格 证 ， 这 样 才 能 真 正 融 入 战 士 、

带出过硬好兵。

上图为荆建军（中）为战士介绍装

备性能。

获奖证书≠任职资格证
■连长 荆建军

读者圆桌

今年新毕业学员陆续奔赴基层一线，
走上排长岗位，开启“最基层指挥员”的军
旅新篇章。他们如何适应全新工作环境、
胜 任 岗 位 战 位 ，尽 快 实 现 自 我 蜕 变 和 转
型？今天，我们邀请陆军第 79 集团军某旅

4 名优秀连队主官将自己在备战打仗实践
中曾遭遇的“囧事”、走过的弯路、碰到的难
题与新排长分享，希望能够帮助新排长们
澄清模糊认识、坚定成长信心，早日成为战
场上的尖刀利刃。

新排长，请跑步进战位
——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4名优秀连队主官与新毕业排长交流成长体会

基层是一块试金石，我们要学会以

身作则，杜绝以“声”作则。新排长初来

乍到，作风形象是官兵观察我们的第一

窗口，带队口号是否响亮、军姿是否端

正、军容风纪是否严整、组织讲评是否到

位 等 ，都 会 影 响 我 们 在 官 兵 心 中 的 形

象。作为全排的“火车头”和“领头雁”，

必须在训练和工作中以身作则，锻炼真

本领、积累真经验。

刚当排长不久，我就碰到单位组织

建制排武装 3 公里比武。之前由于训练

过猛，我的右脚后跟被新作战靴磨破，伤

口化脓。比武时，我带伤上阵，行程刚过

半，钻心的疼痛就让我难以坚持。我对

自己说：“如果这个时候放弃，整个排的

成绩就会被我拖累。”于是，我咬紧牙关，

拼尽全力一瘸一拐冲到终点。战士发现

我的异样，主动帮我脱下作战靴，只见脚

后跟已磨掉一块肉，渗着殷红的血……

回首军旅生涯，这次普通的比武不值

一提，但在担任排长前，我从没有像这次

比武一样逼过自己。现在想想，正是肯带

头、能吃苦的劲头一次次激发出自己的潜

能，成为成长进步的加速剂。也正是我用

行动叫响了“看我的”“跟我上”，鼓舞了排

里战士的士气。

扑下身子，躬身前行。集合站队第

一个到位、学习交流第一个发言、工作

任务第一个带头，认认真真做好每一件

事、站好每一班岗、下好每一个口令、开

好每一次会议、组织好每一次训练，一

点一滴做起，一点一滴积累，就能发掘

自己的潜力，跑出自己的节奏，成就自

己的事业。

上图为孙维奇（左二）与连队战士进

行武装 3公里训练。

（本报特约记者海 洋，通讯员牛洪

宇、王松江整理）

带兵人不能以“声”作则
■政治指导员 孙维奇

这能力那能力，带兵打仗才是真能

力；这本事那本事，能打胜仗才是真本

事。作为新排长，要在训练中不断强化

打仗思维、提升打仗本领。

我刚任职时，受领的第一项任务是

进行“排战斗命令”课目示范。为打响

“第一枪”，我按照在院校准备考试的经

验，认真翻阅教材，还让参谋岗位的学长

帮我规范措辞，最终形成一份十分满意

的脚本。

示范课目那天，我用尽全力展示自

己：“装甲步兵 1 班沿 1 号通路向 145 高

地顶端发起攻击，消灭敌步战车，而后发

扬火力支援 2 排战斗……”然而，课目示

范结束时，场下稀稀拉拉的掌声使我颇

为失落。连长专门找我谈心：“从示范来

看你的基本功很扎实，但是很多内容不

符合战场实际，进攻路线没有结合现地

情况，操作性不强；人员编组想当然，考

虑不周全……作为指挥员，首先要把作

战意识、战场思维融入训练全程。只有

自己成为战场‘明白人’，才能拿到带兵

打仗‘资格证’。”

连长的话让我警醒，面对真实战场，

如果不能将所学联系实际，只是照本宣

科套用“公式”，难免吃败仗。作为新排

长，只有任职之初牢固树立备战打仗意

识、提高组织指挥能力，才能练出过硬打

仗本领，带领部队打胜仗。

虽然这次“折戟”只是一次普通的课

目示范，但让我认识到培养战场思维的

重要性。于是，我利用周末时间向老班

长和其他排长请教情况处置方法；重返

训练场，仔细分析地形，对照“敌情”调整

人员编组……再次授课后，场下掌声一

片，连长也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

上 图 为 胡 文 涛 正 在 进 行 排 战 术

示范。

套“公式”难免吃败仗
■连长 胡文涛

新排长带着从军报国的理想和扎根

军营的决心来到基层，渴望在军营茁壮

成长。然而，演兵场不是“象牙塔”，在实

战化训练如火如荼展开的今天，新排长

只有学精专业知识、夯实专业素质，才能

更好地胜任本职岗位。

我在军校时成绩不错，装备技能操

作更是名列前茅。刚毕业时，我看到连

队的主战装备自己学过，便急着在训练

场露一手。然而一场考试却如一盆冷

水，让我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差距。

报到后的第三天，营里组织干部专

业技能考核。营长一声令下，我就像陀

螺一般忙碌起来，“计算器决定射击开始

诸元”课目在院校时曾取得满分，加上渴

望借此次考试证明自己，我连按键都格

外用力。

“好！”正当我手指在计算器上不停

飞舞时，榴炮二连连长的声音在我耳边

响起。我顿时慌了神，还没等我冷静下

来，又听到几声报“好”。眼看越来越多

的老排长、连长交卷，我急忙做出答案，

却还是最后一名交卷。

最拿手的课目都“翻了车”，后面的

课目更“惨不忍睹”：“基本计算”勉强及

格、“射击指挥”装错引信、“精密法手工

作业”不及格……那时的我，真想找个地

缝钻进去。

排名出来，连长和指导员顾及我的

感受，没有批评我，但试卷上鲜红的成绩

却分明在告诉我：“你的能力素质距离一

名合格的排长还差得远！”

这次考核让我懂得：基层处处是舞

台，只有抛开学历的优越感，踏实提高

自身专业素质，才能实现自我超越。在

后面的训练中，我放低姿态、撸起袖子、

甩开膀子，从当好一名“学生”做起，见

缝 插 针 地 向 人 请 教 ，经 验 丰 富 的 老 班

长、同批的新排长都成了我的老师。随

着挑灯夜战的时候越来越多，用过的演

算纸越堆越厚，我的专业技能也越来越

过硬。再次考试后，我听到战士们说：

“仲排长，厉害！”

新排长到部队，可能刚起步就遭遇

“拦路虎”，“头三脚”就踢到“绊脚石”，

不 要 着 急 ，也 不 要 泄 气 ，这 是 正 常 现

象。想尽早实现学历向能力的转化，就

要用归零心态练强专业技能、强化个人

素质、提高学战“转化率”。只有老老实

实，从一招一式学起，从一步一动练起，

不断夯实专业素质，才能在未来某个拐

点实现“弯道超车”，得到官兵的认可。

上图为仲崇旭（左）向排长传授操作

经验。

演兵场不是“象牙塔”
■政治指导员 仲崇旭

“20 号”，是我作为一名话务员，

在南部战区空军某基地通信站某连

的工作代号。特别的是，当我拥有它

时，距离退役仅剩 12 天。

这是一段让我终身受益的奋斗

经历。在这之前，我也没想过，在退

役 前的几个月里，自己还能收获别

样精彩。

去年底，老兵退役后，总机班力

量出现短缺，连里有意从其他专业选

拔战士转岗到话务岗位，这让时为传

真员的我激动不已——要知道，当年

分配专业时，因没能被选为一名话务

员，我还沮丧了好一阵呢！

激动过后，一连串现实困难摆在

我 面 前 ：转 岗 ，意 味 着 一 切 从 零 开

始。然而，因为要继续学业，8 月底

我将退役 。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

我能练好“脑功、口功、手功、耳功”，

实现“华丽转身”吗？我在心里一遍

遍地问自己，一时拿不准到底该不该

迈出这一步。

班 长 看 出 了 我 的 纠 结 ，她 鼓 励

我说：“不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只

有勇于挑战，才有可能激发出更强

的自己。”

这番话语坚定了我的决心——

对，只有勇于挑战，才可能激发出更

强的自己！我不想让自己的军旅生

涯留下遗憾。

我向连长递交了转岗申请。连

长说，只要我能通过一周后的总机跟

班考试，就考虑我的申请。上千个电

话号码，数不清的规章制度，类别多

而杂的特情处置方法……我在反复

背记中开始备考。今年春节，我每天

都铆在图书室、网络室。渐渐地，知

识点在我脑海中变得清晰，总结出窍

门后，我的背记速度也快了很多。一

周后，我幸运地通过了考试。在连队

党支部研究后，我终于如愿调入总机

班，成为连队主动换岗轮训第一人。

此时，离退役还有 5 个月，我跟

随总机领班员重新开始学习业务，

开 始 了“2 天 用 完 一 支 笔 、3 天 记 满

一 个 本 ”的 生 活 。 那 些 疲 惫 的 夜

晚 ，支 撑 我 的 除 了 实 现 梦 想 的 信

念 ，还 有 战 友 们 常 说 的 那 句“ 我 们

等 着 你 单 放 的 那 天 ”。 我 下 定 决

心 ：哪 怕 直 到 退 役 前 最 后 一 天 ，我

都不会放弃，我一定要为自己拼出

一个代号！

8 月 19 日 ，离 退 役 仅 剩 12 天 。

“您好，20 号为您服务。”当我坐在机

台前，终于说出这句我在私下里模

拟过无数遍的话时，我的激动难以

言表。

我做到了，我激发出了更强的自

己！其实，不只是我，只要敢于尝试、

大胆拼搏、决不放弃，每个人都能激

发出更强的自己。

8 月 31 日，我戴上红花，离开了

部队。我的行囊中，不只装有我的

军旅回忆，还装着军人坚定的信念

和坚韧的品质。如今，我带着它们

回到校园，这些收获会永远鼓舞我，

让我在今后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不

惧挫折、勇敢逐梦，不断激发出更强

的自己。

退役战士 李依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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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推荐

9月下旬，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组织官兵开展班组战术、综合体能、山

地追逃等课目训练，进一步提高官兵的体能素质和军事技能，为遂行多样化

任务奠定基础。图为官兵正在进行通过云梯训练。

刘承润摄

新排长，你准备好了吗④

编辑同志：

2019 年，就读于湖北中医药高
等专科学校的李依霖选择参军成为
一名女兵，开启了不一样的人生。
2020年底，担任传真员的李依霖得
知连队话务力量短缺、准备选拔人
员转岗时，主动报名转岗。李依霖
克服种种困难，最终成为一名合格
的话务员，交出一份精彩的军旅答
卷。李依霖努力拼搏的故事，在潜
移默化中影响了留队的战友，激励
他们只争朝夕，奋发进取，在强军征
程上跑好自己这一棒。

退役回到学校后，李依霖和同
学们分享了自己的军旅感受，在校
园中引起热烈反响。该校学生程一
丹说：“这才是最精彩的青春，我明
年也要报名参军，到祖国最需要的
地方贡献自己的力量。”征得李依霖
同意，我们将她的军旅感言推荐给
解放军报，希望能给今年入伍的新
战友带来一些启示。

尚洁岩、杨 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