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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视点

“他们不一样，其实也一样”

深夜查勤归来，武警浙江总队温州

支队永嘉中队指导员张磊贤盯着眼前一

大沓调查问卷，满脸愁容。电脑屏幕上，

“00 后士兵”“教育”“新任指导员”等网

页窗口，缩得密密麻麻。

事情得从几天前说起。那天，张磊

贤检查官兵教育笔记，偶然发现了一张

夹在笔记本中的废页纸。

在天马行空的涂鸦下方，几行潦草

的字引起了张磊贤的注意——“考不上

就回家。”“智能手机像块砖。”“领导的

‘再讲三句话’到底还有多少话？”

看 着 这 名 士 兵 的“ 吐 槽 ”，张 磊 贤

有 点 哭 笑 不 得 。 其 实 ，这 批 新 兵 下 连

后，他明显感到他们的两个特点：一是

参 军 热 情 高 涨 但 入 伍 动 机 趋 利 ，一 些

士 兵 把 参 军 当 成“ 跳 龙 门 ”，把 营 院 看

作“工地”，把训练当成“体验课”；二是

民 主 意 识 强 、个 人 色 彩 浓 厚 ，过 分 表

现、直言不讳、表达诉求的士兵越来越

多……

为此，张磊贤按照年龄层次在全中

队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现

在的年轻士兵尤其是 00 后，入伍前经历

多、知识面广、思维活，说话也比以前的

士兵“直”……

“指导员，如果没考上军校，我想继

续回去上大学。”上等兵赵焱刚到部队时

就打听考学提干相关政策。因高考失利

未能如愿考上军校的他，参军就是希望

通过考学实现个人理想。张磊贤与其谈

心 ，他 直 言 不 讳 ：“ 与 我 有 关 的 才 是 未

来！”

隔壁班列兵杨振宇也有自己的“小

九九”：“用人单位门槛高，自己又没什么

一技之长，当兵回去就能享受创业优惠

政策。”

“自己无非是体能素质差了些，其他

战友有必要那么冷嘲热讽吗？”列兵陈豪

入伍前是个“技术宅”，体能考核成绩总

在及格线上下徘徊，心理压力很大。

“与飞驰而过的时代相比，00 后这

个标签似乎有些过于狭隘，他们可以引

导，但是很难改变。以前的带兵方法有

多少还管用？是不是该敞开怀抱，去拥

抱他们的新思维？”张磊贤内心不断思

索。

“ 你 想 过 吗 ？ 你 们 与 00 后 只 差 那

么 几 岁 ，沟 通 本 应 是 无 障 碍 的 。”支 队

政 治 工 作 处 主 任 项 延 伞 的 一 席 话 ，引

发张磊贤反思：95 后主官遇到 00 后士

兵，本该无障碍的沟通，为何有了错位

感？

看 来 ，00 后 这 个 群 体 不 能 简 单 用

一 种 性 格 、一 种 成 长 经 历 来 概 括 。 如

果 潜 意 识 里 先 入 为 主 ，或 许 他 们 的 心

扉将更难打开。

“想想他们需要什么，想想部队需

要什么，想想我们当初在想什么……”

张 磊 贤 突 然 意 识 到 ，无 论 是 哪 个 年 代

的兵，成长都是绕不开的话题，也是打

开他们“心锁”最好用的“钥匙”。

原始数据里，往往藏着关键信息。

张磊贤打开电脑，对照 00 后士兵入伍前

的经历和入伍后的表现，为他们量身打

造个人成长规划。

士兵考学临近，张磊贤和中队长商

量决定，让赵焱利用空余时间在图书阅

览室安心学习，还安排了一名“学霸”排

长为他辅导功课。

考虑到杨振宇体能素质较好，中队

有意培养他在支队创破纪录比武中争名

次，引导他真正实现自己的价值。

针 对 陈 豪 体 能 弱 、心 理 压 力 大 的

情 况 ，中 队 鼓 励 他 发 挥 特 长 ，为 单 位

拍 摄 剪 辑 微 视 频 ，同 时 还 安 排 训 练 尖

子 一 对 一 帮 扶 ，为 他 量 身 打 造 训 练 套

餐……

精心播种，细心浇灌，静待花开——

不久，赵焱在学员苗子预考中斩获

第一名；杨振宇在中队引发了一波练兵

热情；陈豪从战友们的点赞中找回自信，

训练成绩有了很大提升，与战友的关系

更加融洽。

看着这群 00 后逐渐成长，张磊贤希

望有更多的种子破土发芽，去迎接最美

的绽放。那天，他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

“他们不一样，其实也一样。”

“你的玩笑话，我不再当玩笑”

“涂百万告诉我，上了战场愿意为我

挡子弹！当时，我以为他是在说笑。”武

警浙江总队机动支队机动一中队中队长

徐建东感慨道，“现在我才知道，那是他

的真心话。”

去年 3 月，新兵还没下连，就有人私

下告诉徐建东：这个涂百万不好管。

下连后，徐建东留心观察：涂百万，

黑乎乎，壮实实，满口家乡话。

下 连 没 几 天 ，这 小 子 就 开 始 折 腾

了。器械练习时，他和班长说手腕痛，想

缓一缓。看到中队长徐建东在旁边，他

毫不在意，还一脸委屈样。集合慢了，他

找个“下楼梯要慢些，不然容易摔倒”的

理由来搪塞……

“一个优秀的战斗集体，绝不允许任

何一个人掉队！”其实，当涂百万来到中

队那一刻，徐建东就下定决心：要把这个

不好管的兵带出个样子。

训练场上，徐建东时不时给涂百万

“开小灶”。“百万，你上的可是队长的‘私

教课’！当兵这么久，我都没享受到这种

待遇。”课间休息时，班里一位上等兵调

侃道。

徐建东听到后，向那名上等兵使个

眼色：“就你话多！”涂百万的脸“唰”一下

就红了，低下头沉默不语。

涂百万与战友们不在一个“频道”

上，不少人对他颇有微词。为此，班长潘

康远多次哭丧着脸找到中队长：“我咋带

了这么个兵！”“对他用心点，再用心点！”

徐建东叮嘱道。

刚开始，涂百万发现自己的所作所

为并没有受到中队主官的批评，还挺得

意。渐渐地，他觉得有点不是滋味。潘

班长告诉涂百万：“你知不知道——每次

队务会结束，队长都会把我单独留下来，

询问你最近的表现。”

这下，涂百万坐不住了：当兵越当越

怂了，这可不像我。

战友们发现，涂百万开始变了。拉

臂、仰头、收腹，涂百万铆足了劲，卷腹上

杠，豆大的汗水顺着脸颊滑落。

“ 百 万 ，还 有 最 后 两 个 ，你 给 我 挺

住！”徐建东在一旁喊。

涂百万的单杠考核成绩最终定格在

6 个，第一次及格。

晚 点 名 时 ，徐 建 东 着 重 表 扬 了 涂

百 万 。 站 在 队 伍 里 ，涂 百 万 清 晰 地 感

受 到 微 风 拂 过 耳 畔 ，打 心 底 里 觉 得 惬

意。

回 到 办 公 桌 前 ，徐 建 东 发 现 杯 子

下 压 了 一 张 小 纸 条 。 这 字 迹 ，他 再 熟

悉不过——“队长，许多话我说不出口

也不会说，军旅剧我看过不少，我愿意

替您挡子弹！”

“这小子，玩笑开过头了！”徐建东摇

着头笑了笑，把这张小纸条折起来，塞进

抽屉里。

每朵花都有一颗结果的心。打那以

后，涂百万开始悄悄给自己“加餐”。一

段时间后，他的训练成绩突飞猛进，一路

“弯道超车”跻身中上游。

由于表现突出，涂百万在备战武警

部队一级单位达标考评时被评为“训练

进步之星”。变化如此之大，连他自己都

觉得不可思议。拿到荣誉证书那一刻，

灿烂的笑容洋溢在涂百万脸上。

那天，徐建东来到训练中心游泳池，

打算练习一下蛙泳。他发现涂百万和一

名战友坐在水池边，迟迟未下水。

“你们咋不下水，不会游泳吗？”

“我俩就是来训练中心避避暑，没想

着游泳。”

尽管做了充足的热身运动，但下水

后的徐建东仍倒吸一口气，身体忍不住

打颤。游到深水区时，他发现右小腿肌

肉不由自主地收缩起来。本能的反应使

他在水里不停地扑腾。

“队长抽筋了！快，去叫人来！”涂百

万一边对战友大喊，一边跑到深水区一

头扎了下去……

躺在泳池边，看着不停呛水的涂百

万，徐建东心里五味杂陈。

事后，有人问涂百万，当时跳进深水

区怕不怕，他回答：“怕！”

回到值班室后，徐建东拉开抽屉，再

次打开那张写着“玩笑话”的纸条：“我愿

意替您挡子弹。”涂百万那歪七扭八的

字，在他眼里突然变得可爱起来。

那一刻，徐建东脑海里浮现出涂百

万那张古灵精怪的脸，喃喃自语道：“你

的玩笑话，我不再当玩笑。”

“你相信他们，他们才会
相信你”

从厕所出来那一刻，武警浙江总队

机动支队防暴装甲车中队指导员黄开松

才意识到，那句“厕所里也许能听到战友

的真心话”并非无稽之谈。

“课件是你做的吧？”正上厕所的黄

开松偶然听到一班长翁志豪发问。

“嗯，我学的就是这个专业。”一个声

音轻轻回答。

“虽说课件做得挺有意思，可你这样

让指导员下不了台。”翁班长叹了口气。

“指导员的理论功底确实挺强，但这

次写的教案不是那么回事……况且，我

只负责做课件，咋能赖到我头上？”那个

声音里满是不服气。

在厕所“偷听”到这番对话，黄开松

心里不是滋味。

前几天，他忙得团团转，既要准备政

治教员比武，又要迎接上级检查。周四

要授课，根本没有时间制作课件。

“指导员，韦湧波不是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专业的高才生吗？”文书李江山冷

不丁冒出那么一句。

上等兵韦湧波，虽然体能不突出，但

出公差勤快，内务卫生整理得也很好。

黄开松清楚地记得，一次教育课发言时，

台下官兵“大眼瞪小眼”，韦湧波第一个

举手。随后，他一番有理有据的发言，活

跃了全场氛围。打那之后，黄开松记住

了这个兵。

“行，就这么办！”黄开松叫来韦湧

波：“后天教育的课件你辛苦一下，按照

教案制作就行。”“坚决完成任务！”韦湧

波答道。

转眼到了周四。黄开松来不及看课

件，直接上了讲台。“战友们，今天我授课

的题目是《从女足精神话奋斗》，中国女足

时隔 16 年再夺亚洲杯冠军，女足姑娘顽

强拼搏的韧劲让网友们感动……”

讲着讲着，黄开松发现台下的“观

众”一个个歪着头，眼神里充满疑惑。排

长蔡高飞跑上台，轻声提醒指导员：“教

案好像和课件不一致，我们不知道该听

您讲，还是该看大屏幕。”

黄开松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红着脸讲

完那堂课的。结束后，他一把拉住韦湧

波：“你是在针对我吗？”韦湧波一脸无

辜：“指导员，教案里的内容很难做成课

件，我只能尽我所能把它做得更好。没

想到，您的反应会那么大。”

韦湧波的一番话，让这位年轻的指

导员心底不由涌起一股挫败感。

回到办公室，黄开松点开韦湧波“自作

主张”制作的课件。这一看，他震惊了——

令人赏心悦目的排版，加上精挑细选的图

片和通俗易懂的文字，一下子吸引了他的

眼球……

冷静下来，黄开松深刻反思：那堂

课到底有多少人在听我讲？官兵们到

底喜欢什么形式的教育？把“麦克风”

交到韦湧波手里，会不会有意想不到的

收获？

那天，五公里跑摸底考核，韦湧波不

小心崴了脚。黄开松二话没说，背上韦

湧 波 。 中 队 距 卫 生 队 1200 米 ，这 一 段

路 ，黄 开 松 背 着 韦 湧 波 足 足 走 了 30 分

钟。一路上，两人沉默不语。

晚上，一瘸一拐的韦湧波主动敲开

指导员的房门。“从小我就喜欢按自己的

想法做事，但是总不被父母认同。来部

队后，我感觉好了一些。做课件时，我脑

海里天马行空的想法越来越强烈，就按

自己的意思来了。说实话，我并没想让

您出糗……”

“我也说句实话，那天的课件你做得

真不赖，比我讲的好多啦！”黄开松打断

韦湧波的自我检讨，诚恳地说，“那天是

我态度有问题。”

韦 湧 波 的 问 题 解 决 了 ，其 他 战 友

的 问 题 呢 ？ 黄 开 松 知 道 ，挑 战 远 不 止

这些。

“像韦湧波这样锋芒毕露的士兵，中

队有不少。他们既有积极上进的一面，

也有不满质疑的一面；平时，既能看到他

们行止有矩的模样，又常感到他们个性

的犀利。如何引导他们摆脱‘小我’，追

求‘ 大 我 ’，是 我 们 当 前 亟 待 解 决 的 问

题。”那一夜，黄开松与中队长刘冠卿彻

夜长谈。

下午集体长跑，黄开松看到韦湧波

有些减速，便靠了上去，拍拍他的肩膀：

“下周的教育课交给你，把你的想法大胆

表达出来。”

一周之后，韦湧波登上讲台，黄开

松坐到了韦湧波平时坐的位置。台上，

韦 湧 波 毫 不 怯 场 ，眼 神 坚 定 ，侃 侃 而

谈。台下，黄开松仿佛看到了自己曾经

的样子。

阳光洒进来，照在眼前这群与自己

年 龄 相 仿 的 年 轻 官 兵 身 上 ，温 暖 而 祥

和。黄开松若有所思，提笔在笔记本上

写道——

“你相信他们，他们才会相信你。”

95 后 主 官 遇 上 00 后 士 兵
■杨 杨 李超强 黄靖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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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新世纪、长于新时代，00 后就

像新鲜的血液注入军营。强健有力的

脉搏，迸发出热情而鲜活的律动。放眼

基层，95 后主官带着 00 后士兵，如今已

成常态。

这场新时代的“邂逅”，为基层主官

们带来一个个新课题——

“传统教育手段还管用吗？”“和 00

后 战 友 聊 天 总 是 处 于 失 语 状 态 怎 么

办？”“如何才能让他们买我的账？”

有人说，00 后是敏感的一代，他们

做事张扬，内心渴望赢得他人尊重，尤

其是干部的尊重。作为主官要尽可能

给他们搭建舞台，不指手画脚、评头论

足。即使他们犯了错，也要有的放矢地

批评，不能“一刀切”“一锅煮”。

以前，一些基层带兵人总喜欢把

“不要再让我说第二遍”这句话挂在嘴

边。要知道，这种态度并不能加快年轻

官兵的成长，有时还会带来一些负面情

绪和成长阻力。如果换一种方式，把这

句话改成“第一遍没听明白，没关系，我

再说一遍。慢慢来，别急。”也许会收获

意想不到的效果。

鲁迅先生说过，即使是天才，生下

来 的 第 一 声 啼 哭 也 决 不 会 是 一 首 好

诗。如何让 00 后尽快融入部队这个大

家庭？基层主官既要帮助他们修剪掉

身上的“毛刺”，也要倾注感情，学会认

真倾听，善用欣赏的眼光，因材施教，使

他们发挥长处和优势，收获价值感和归

属感。

95 后与 00 后只差那么几岁，本该

无障碍的沟通，为何会有错位感？归

根 结 底 ，一 些 基 层 主 官 虽 然 年 纪 轻

轻，却对一些老一套的经验做法驾轻

就熟。这也提醒我们，年龄上的代沟

并 不 可 怕 ，可 怕 的 是 思 维 观 念 上 的

“代沟”。

用昨天的思维带今天的兵，拿“旧

船票”登新一代官兵的“心船”，注定行

不通。只有真正走入他们的内心，才能

赢得他们信任，实现个人成长与部队战

斗力增长的同频共振。

相 差 没 几 岁 ，更 该 心 贴 心
■叶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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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武警浙江

总队机动支队机动一

中队官兵正在进行体

能训练；图②：工兵中

队指导员严炳伟（左

五）与战友分享成长

经历；图③：武警浙江

总队某部组织官兵开

展心理行为训练。

盛相良摄

深夜，武警浙江总队机动支队工兵

中队警官宿舍灯火通明。

“昨天座谈会，你们中队这些 00 后

真让我开了眼！”

“是不是他们过于活跃了？”

“我问他们入伍动机，有的说是为

了圆梦想，有的说是为了找饭碗，还有

的说是图实惠……以前我们当兵的时

候，可没这么直！”

“唉……”

对支队蹲点干部林海鹏指出的问

题 ，指 导 员 严 炳 伟 其 实 早 已“ 领 教 ”过

了。

今年这批新兵刚下连，还没等严炳

伟与他们逐一谈心，有个别士兵便主动

登门拜访。

新兵们的“自我”“直率”，让这个 95

后指导员有些意外。严炳伟吃惊在于：

自己和这些 00 后仅仅差了五六岁而已！

95 后主官遇上 00 后士兵，将会发生

什么？让我们一探究竟。

③③

②②

基层热点话题·如何对接新生代官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