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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前夕，一批军兵种部队干部交
流到省军区系统转改文职人员，宁夏军
区所属人武部共接收 51人。1月上旬，
记者从北京飞赴宁夏，在银川、中卫、石
嘴山等地先后采访了其中的 24人。让
记者印象最深的是，这24人接受采访时
全部穿着军装，有穿陆军服的，也有穿
空军、火箭军和武警部队服装的，军衔
大多是少校、上尉。

记者问：“服装还没换？”
“对，因为转改命令还没下达。”还

有几人回答说，“穿军装的时间十分有
限了，可能也就是几十天……”

记者又问：“不舍得脱军装？”
“当然不舍得。但是，在改革强军的大

潮中，我们不怕脱军装，就怕与强军无关！”

进退走留两难之间，
忽然出现一条新路

曾是陆军某团组织干部股股长的
马健龙，拟转改为固原市原州区人武部
文职人员。他在原部队工作成绩突出，
列入后备 3年，但年龄偏大的短板也日
益突出。几个月前，马健龙所在团正面
临调整改革，他不确定能否留队，交流
转改文职人员的通知下发后，团领导建
议他转改，但也尊重他个人意愿。马健
龙告诉记者，他很想在部队长期干，但
遇到的发展瓶颈是客观现实，在慎重考
虑之后他作出转改文职的选择。他说：

“进退走留两难之间，忽然出现了一条

新路。这条路解开了我的心结。”
记者采访转改文职人员时深切感

受到，军旅情结或许是人世间最难解的
一个职业情结。许多官兵都是这样，一
旦从军，终生不舍；即使历经曲折，依然
初心不改。

从第76集团军交流到银川市金凤区
人武部转改文职人员的刘建通，1999年
考入西安陆军学院，后又攻读西安政治
学院硕士，曾任排长、指导员、副营职干
事、营教导员，经历过部队转隶、跨区调
动、干部交流，仅教导员这一职，他就走了
3个单位，干了6年。2018年，已38岁的
他面临进退走留问题，他选择转改文职。
刘建通告诉记者，他忘不了高考时他的3
个志愿都填报的是军校，忘不了他的结婚
照是一身戎装，忘不了他撰写国防和军队
建设研究论文时的激情。他对记者说：

“只要让我干与强军相关的工作就行！”

转身走上合适岗位，
继续投身改革强军

来自空军航空兵某部的刘德夏，是
一名歼击机机械师，拟转改为海原县人
武部文职人员。他说，尽管他不舍得离
开威武的战机，但是改革总要有人作出
牺牲。再说，转改文职，一样投身强
军。他告诉记者，这几年，着眼备战打
仗，空军加快各类作战人才培养，他所
在部队涌现出许多优秀机械师。他作
为空军军官交流到省军区系统转改文

职人员，具有军种知识优势。比如说，
在宁夏这个地方，如何支援保障空军部
队作战？如何多征空军部队所需要的
优质兵员？“干这些工作，我有优势。”他
说，“吸引我转改的另一个因素是，文职
人员可以一直干到退休，能参与实现强
军目标的重要历程。”

记者在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武部采
访转改文职人员樊启蒙时，第一印象是

“人册不符”：简历上写的是陆军某旅原
副连长兼军体教员，见面前记者觉得应
该是个粗壮结实的人，但赶来接受采访
的樊启蒙却是戴一副黑框眼镜、说起话
来慢条斯理的“白净书生”。樊启蒙说，
交流到人武部转改文职人员，他觉得很
适合自己的性格特点，他有信心做好动
员潜力调查、全民国防教育、征兵宣传
等更需要耐心细致的工作。

还有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从陆军
工程防化部队交流到石嘴山市惠农区
人武部转改文职人员的赵英杰也是如
此，面带书卷气却有着浓厚的强军情
怀。从陆军练兵场到国防动员系统，他
找到了新的、更适合自己的人生定位。

服从大局兼顾个人，
尽忠同时尽孝心

大局与个人难兼顾，尽忠与尽孝难
两全。以前，这是许多军人面临的一个
矛盾。部队走开军官转改文职人员之
路，为缓解这一矛盾提供了一个新方案。

从西部战区某通信团交流到中卫
市沙坡头区人武部转改文职人员的孟
明，皮肤黝黑，黑里又透着红，并且指甲
凹陷，一看就是个高原兵。孟明告诉记
者，他入伍后一直在西藏服役，身体长
期不能适应高原生活。国防生协议期
满后他曾考虑过转业，但心中的国防情
结放不下。转改文职人员的通知下发
后，战友们考虑他的实际情况建议他转
改。他觉得这既能解决自己身体不适
应高原生活的问题，又能延续他的国防
情怀，一举两得。于是，他就报了名。

从新疆军区某师交流来转改文职
人员的赵永波，父亲已故，年迈多病的
母亲独自一人生活。他得知可以到家
乡人武部转改文职人员的消息后决定
回家乡，一边干好国防动员工作，一边
照顾好母亲的晚年生活。

军旅情深，芳华无悔。多位转改文
职人员对记者说，人生轨迹虽然变了，
但他们献身国防的初心不改。

从空军某部交流到中宁县人武部
转改文职人员的白冰洋，家里老人有
病，他和妻子长期两地分居，有了孩子
后他妻子辞去银行职员的工作，在家扶
老携幼，一人忙不过来，就产生了一些
家庭矛盾。转改通知下发后，组织上考
虑他家庭的实际困难，优先推荐他到家
乡的人武部转改文职人员。记者采访
他那天，他加班到 21时才下班，但他的
脸上却洋溢着笑容。他说：“家里的难
题解决了，我更要干好工作。”

元旦前夕，一批军兵种部队干部交流到省军区系统转改文职人员，
记者在宁夏军区采访了解到他们的心声—

但为强军谋，不悔脱戎装
■本报记者 徐 雯 路波波 特约通讯员 周 贺

岁末年初，各部队干部调职晋衔、
选拔任用正当时，个别干部因体能考核
不过关被一票否决，在军营引起热议。
我军新一代《内务条令》第229条规定：
军人应当严格执行通用体能训练标准，
落实军人体重强制达标要求。

回顾我军历史即可发现，无论是红
军时期，还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
我军始终把强健体能与战斗力建设紧
密联系在一起，各部队积极利用战争间
隙和休整期进行体能训练，尽最大努力

保证指战员具有良好体能，适应残酷的
战争环境，从而打赢一场场硬仗恶仗，
甚至创造一个个人类战争史上的奇
迹。以红军长征为例，在没有机动装备
的条件下，红军指战员就是凭着“铁脚
板”抢夺泸定桥，就是靠着“钢身躯”爬雪
山、过草地，突破敌人的一次次围追堵
截，直至取得最终的胜利。

进入信息化战争时代，应该如何对
待军人体能训练和考核问题？有人认为，
信息化战争，科技、智慧、信息是制胜关
键，官兵体能好坏早已不是重要因素。还
有一些人认为，身处和平年代，又不在一线
战斗岗位，体能好不好问题不大，只要把本
职业务工作干好就行。这些言论显然是

错误的，并且是和平积弊的典型体现。
强健体能，是部队备战打仗的一个

重要内容，如果官兵体能差，部队战斗
力就不可能强，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
来都是如此。有关军事专家作过一项
研究，从冷兵器时代到机械化战争、信
息化战争时代，军人上战场时单兵负重
不是越来越轻了，而是越来越重了。冷
兵器时代，单兵负重主要是盔甲、刀剑
和生活物资，约27公斤；机械化战争，单
兵负重主要是枪支、弹药、头盔和生活
物资，约34公斤；信息化战争，单兵负重
不仅有枪支、弹药、头盔、防弹衣、生活
物资，还有电子和光学设备，总重量达
70公斤。并且，未来信息化战争节奏

快、机动远、武器杀伤力大，战斗更加残
酷，更需要参战官兵具有强健的身体。

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陆军部队经
常是一天机动几百公里，每名美军士兵
身上背负的装备物资总重量达 70公
斤。因此，装备先进、信息化程度高的
美军，要求士兵每天进行1小时的体能
训练，能负重 20公斤持续跑 9公里；军
官如果体能训练考核不合格，则不予晋
职晋衔。俄军每季度都要考核军人体
能，达标者授予军服标志符号，成绩优
异者上涨一定幅度的工资，而体能考核
连续3次不达标者则要退出现役。

体能是一支军队打胜仗的基础，在
非战斗岗位工作的官兵也需要过硬的体
能。未来信息化战争是全域作战，没有
前后方之分，而且战争消耗大增，支援保
障部队将成为敌重点打击目标。因此，
非战斗岗位官兵同样面临体能的考验。

强军必强体能，无论身处什么岗
位，只要身穿军装，就要深刻认识到加
强体能训练的重要性，只有体能过了
关，才有通向战场的“入场券”，才可谈
保家卫国。

不强健体能何以备战打仗
■石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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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任编辑 贝 骁 王京育

本报讯 陈建中报道：白雪飘飘、
寒风瑟瑟，新年的第一场雪将湖南益阳
装点成白色世界。1月 5日晨，随着紧
急集合号音响起，益阳军分区及所属各
人武部、民兵专业分队闻令而动，向茫
茫雪野开进。

今年开训，该军分区紧盯主责主
业，把开训场搬到陌生地域，将积雪、冰
冻等恶劣条件视为练兵好时机，他们设
置防敌空袭、阵地防卫和支援保障部队
作战等课目，组织官兵和民兵进行全要
素演训，设难题布险局，锤炼官兵军事
技能和战术素养，检验民兵专业分队的
专业技能和战斗体能。

2018年 12月 29日，该军分区党委
召开议战议训会，根据可能担负的应急
应战任务审定新年度训练计划，制定新
年度开训方案。针对以前开展冬季野
营拉练少的问题，军分区党委决定按实
战要求加强严寒条件下的应急应战能
力训练。元旦后，益阳地区气温骤降、
雪花纷飞，军分区抓住这一时机实施练
兵计划。此次拉练，检验出冰冻雨雪条
件下保障作战部队机动方案不够完善、
人员耐寒能力有待提高、装备防冻措施
需要调整等问题。针对暴露出的问题，
该军分区近日修订年度训练计划，着眼
短板弱项加强针对性训练。

湖南省益阳军分区

迎风斗雪野营拉练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张富华报道：
1月 3日 7时 30分，江西省南昌警备区
拉动南昌县70余名专武干部进行20公
里战斗越野训练。今年开训，南昌警备
区在紧抓现役官兵训练的同时，着力抓
实专武干部的军事训练，他们以区县为
单位集中组训，警备区逐个区县突击检
查和考核，确保训练落实。

人武部新编制落实后，现役干部大
幅减少，专武干部单独组织民兵应急应
战行动的可能性增大、机会增多。针对
这一实际，警备区今年把专武干部列为
实战化军事训练的重点对象，制订专门
的训练计划，采取相应的措施严格组

训。他们明确的专武干部训练内容有
军事理论、军事技能、武装工作知识等，
重点突出轻武器射击、单兵战术、分队
战术、识图用图和战斗体能等课目。

笔者在越野训练场看到，尽管天寒
地冻，但参训专武干部热情高涨。为参
加此次训练，许多专武干部早晨五六点
钟离家，提前赶到人武部集结。据警备
区领导介绍，他们联合地方建立专武干
部军事训练考核奖惩机制：考核不合格
的专武干部，不得选拔任用，不能评为
先进；数次补考仍不合格者，将调整出
专武干部队伍。此举有效激发了专武
干部的训练热情。

江西省南昌警备区

抓实专武干部训练

本报讯 陈思明、特约通讯员李浩
琦报道：新年度开训，海南某预备役团
组织预备役班长集训。此次集训从认
真贯彻实战化训练要求出发，着力提升
预备役班长的组训能力。

往年，预备役部队开训大多是集
训现役营连长。针对调整改革期间现
役官兵减少、训练任务加重的实际，该
团开训先抓预备役班长集训，力求预
备役班长人人会组训教学。在为期 8
天的集训中，他们设置了轻武器射击、
地雷应用、爆破器材使用和战术掩体
等 12个课目，由现役营连长任教员，
对预备役班长进行教学规范。

笔者在训练场看到，参训预备役
班长吕超战斗装具紧缚在身，汗水湿

了迷彩服，但他坚持一遍又一遍地苦
练战术动作。预备役班长刘亚山白
天在训练场摸爬滚打练战术，晚上点
灯夜战补习军事理论。该团领导告
诉笔者，参训预备役班长得知以后要
当教员承担组训任务后，人人苦练军
事本领，谁也不甘落后。

集训结束时，该团对参训预备役班
长进行考核，成绩合格者获得教员资
格，分配下一步组训任务；不合格者补
训补考。同时，该团将参训预备役班长
的训练成绩通报地方编兵单位。

海南某预备役团

练强预备役班长本领

紧盯主责主业紧盯主责主业
扎实练兵备战扎实练兵备战

本报讯 王磊、特约记者屈雷宇报
道：1月上旬，吉林省四平市冰天雪地，
气温降至零下 20多摄氏度，四平军分
区拉动各县市区民兵应急分队进行冬
季适应性训练。1月 9日，记者随铁西
区民兵应急分队开赴野外训练场，只见
铁西区人武部组织民兵进行了防卫战
术、通过染毒区、紧急救护、单兵掩体构
筑、野外生存等多个应战课目的训练。

针对往年存在的民兵训练重应急、
轻应战问题，四平军分区在谋划新年度
训练计划时作了调整。第一季度重点
展开应战课目训练，利用严寒条件锤炼
民兵遂行防卫作战、支援保障部队作战

的能力；第二季度重点组织民兵进行抗
洪抢险、地质灾害救援等应急课目训
练；第三季度重点开展森林灭火、防化
救援等突发性应急救援课目训练，适时
提升民兵的抢险救灾、事故救援能力。
该军分区领导说：“民兵的实战化训练，
要科学安排时机，组训时机对接承担的
任务，训练才能实起来。”

记者在铁西区民兵野外训练场看
到，这支民兵应急分队90%的成员是退
役军人，军事技能基础扎实。在15公里
崎岖山路负重行军训练中，民兵踏雪顶
风前行，无一人叫苦叫累，全部按时抵达
指定地点。

吉林省四平军分区

开训先训应战课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