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味”一拍
Mark军营

“只有两支部队天天训在一起，

才能真正融为一体，这是多少次

‘纸上谈兵’都换不来的。”采访

中，陆航旅作训科科长王宝的这

段话，让记者感受深刻。自从两个

旅的营区“背靠背”以来，机关的

相关作训业务更加繁忙，一切努力

都是为了把“联”的思维落实到每

次训练中。

年初开训，两个旅的官兵明显

感到，只盯着本兵种训练已远远不

够，只有多研究与诸军兵种接轨的

新战法才能赶上强军步伐。如今，

观摩学习、交流实践已成为两支部

队的训练常态，飞行员要学习地面

部队的作战方式，特战尖兵要熟知

直升机的航速航向，花在路上的时

间少了，训练强度、密度反而提高

了。

诚然，要练就默契配合并非旦

夕之功，双方不仅要在技能上、

装备上、思想上有所改变突破，

还要经过长期的积累和演习的摔

打磨合，才能练就战斗中的心有

灵犀。

好邻居不仅要做好伙伴，更应

当好监督员。战场上锱铢必较，任

何一方失之毫厘都有可能导致任务

失败。合作亦是督促，只有双方互

相敢挑刺、敢较真，才能在沙场上

少失误、少出错，无缝衔接的“团

队赛”才能越打越火热，联合制胜

的“高速路”才能越走越宽广。

紧贴实战不能靠“纸上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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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日记
记者探营

采访手记

新年伊始，记者走进第 74集团
军某陆航旅看到，直升机一营营长
段玉涛正在组织全营飞行员进行特
战战术手语训练，教官来自于一墙
之隔的某特战旅。而在特战旅二
营，官兵正在陆航旅飞行教官的指
导下，学习直升机作战知识。

年初是打训练基础的关键期，
这两个旅竟然“不务本业”，葫芦里
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仗在一起打，兵就在一起练。

我们就是要从开训之日起，把紧贴
实战意识牢牢砸进官兵心中！”陆航
旅作训科科长王宝在说“砸”的时
候，还用手使劲比划了一下。王科
长告诉记者，自从去年陆航旅和特
战旅成了“邻居”，在一起开展协同
训练的时间和次数是往年的两倍多。

记者了解到，这是“脖子以
下”改革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几
年前，特战旅新装备了一架雷达侦
察机，而飞行员、场地却是陆航旅
的。由于两个旅相隔几十公里，训
练、战备非常不方便。

这样的窘事并非个例。比方
说，特战旅是一支高机动性作战
力量，无论是跳伞、机降训练，
还是完成作战任务，都需要陆航
旅的支持和保障，可两支部队分
隔两地，协调起来非常麻烦。如
果要组织一次联合训练，则更是

难上加难。
去年改革调整中，上级综合考

量两支部队的特点，将他们的营区
安排到了一块，这些问题随之迎刃
而解。如今，两个旅随时可以来一
场“说走就走”的联合训练。

但高密度、大强度的联合训
练，却让更多深层次问题暴露出
来。训练场上，段营长向记者讲述
起一段“扎心”往事：去年 6 月，
他们搭载 10余名特战队员进行机降
演练，飞行员选好机降地点着陆，
可离机后的特战队员却发现周围地
势平坦开阔，根本无法进行有效隐
蔽，最终导致行动失败。

避开丛林地带，选择在地势相
对平坦开阔的地域着陆，完全是出
于对机降安全的考虑，可对于执行
作战任务的特战官兵来说，这无异
于让他们置身险境。演练复盘时，
特战队员与飞行员进行深度交流，
大家反复打磨方案，最终圆满地解
决了这个问题。

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联不
通、看不远、打不准等一系列演训
中出现的问题，逐一暴露在眼前。
大家渐渐认识到，未来战场是诸兵
种协同融合的战场，练就与之相适
的作战本领迫在眉睫。
“只有两支部队天天训在一起，

才能真正融为一体，这是多少次

‘纸上谈兵’都换不来的。”王科长
拿出新年度训练计划欣喜地告诉我
们，这份计划就是两个旅官兵智慧
的结晶，去年底，他们两个旅互邀
机关参谋、营连主官到场，共同探
讨细化联合训练方案，并写进了新
年度训练计划之中。

现场交流时，特战旅官兵对飞
行员兵种协同作战常识掌握少、地
面指挥技能偏弱的问题提出了针对
性建议，陆航旅旋即将特战知识、
指挥技能训练纳入飞行员年度训练
计划，作为开年训练的“重头戏”
来抓。

记者翻开这份计划看到，飞行
员每周一、周三都要进行指挥技
能、兵种知识学习训练，并定期组
织考核，成绩未达标者将被“一票
否决”。
“原 以 为 飞 行 员 总 ‘ 高 高 在

上’，没想到谈及地面作战也头头是
道，让我这个内行很有压力。”在旁
进行训练辅导的特战旅特战一营信
息保障参谋、三级军士长刘辉告诉
记者，开训以来，他受邀来陆航旅
进行专业指导，在与飞行员的日常
交流中，明显感到他们对特战部队
作战知识的了解和地面指挥素养有
了很大提高。对于下一步开展的战
术协同训练，两个旅的官兵信心满
满。

紧贴实战是这样“砸”出来的
■本报特约记者 周钰淞 通讯员 李 龙 周天宇

本报讯 刘佳奇、马巾普报道：“他
知道我操持家务的不容易，我也理解
他站岗执勤的苦和累……”元旦前，第
81集团军某旅年度工作总结表彰大会
现场，五连连长陆宁的妻子侍玲玲和
丈夫一起登台领取二等功奖章后，有
些哽咽地发表感言。和侍玲玲一起参
加表彰大会的，还有该旅其他受表彰
官兵亲属。
“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部队自身更应走在前列，所以这次总
结表彰大会，我们专门把立功官兵家
属请来，让官兵的荣耀时刻与亲人共
享。”该旅领导介绍，为让从全国各地
赶来的军属不虚此行，他们周密筹划
部署，提前拟制方案，精心设置了参观
连队荣誉室、参加颁奖盛典等环节，让
官兵亲属零距离体验军营生活。
“3年前来部队，离开时心里很不

放心儿子。现在亲眼看见儿子有出息

了，我真是又放心又高兴！”下士付换
彭的父亲付永合这样说道。付换彭今
年因执行重大演训任务表现出色，荣
立个人三等功，父亲受邀从山西老家
赶来参加儿子的颁奖典礼。

耀眼的军功章、鲜艳的大红花、亲
人欣慰的笑容……一幕幕场景极大地
激发了普通官兵投身强军兴军、献身
旅队建设的热情和动力，决心在新年
度要有新作为，争取再立新功。

“荣耀时刻”与亲人共享

本报讯 马巾普、刘佳奇报道：寒
冬时节，第 81集团军某旅走廊成了一
个热门休息地，闲暇时刻，官兵们三两
结队参观走廊，或讨论或学习。原来，
该旅因地制宜为每个连队建起了“走
廊荣誉室”，光辉的英雄事迹及连队家
谱对官兵产生了很大吸引力。
“红色基因不能丢，要抓紧时间给荣

誉资源‘安家’。”去年改革调整中，该旅
新接收了上千名官兵，由于营房紧张，不
能保证每个连队荣誉室都有单独房间。
为此，旅党委专门研究制订方案，依托营
连走廊，建起“走廊荣誉室”，把每个连队
的连徽、连魂、连训、连歌、战斗历程、荣
誉奖牌等打包“上墙”，搬到了走廊展板
上，让官兵时时受教育，处处受熏陶。

某炮兵连新兵李凯下连前体能较
弱，在训练中存在畏难情绪。下连后，
他在走廊荣誉室看到连队精武英雄徐
国栋在 1964年全军大比武中受到毛主
席接见的光荣事迹，下决心把英雄作
为偶像，苦练本领。在前不久的冬季适
应性拉练中，李凯负重 20公斤跋涉 30
余公里，一直冲锋在队伍前列。

连队荣誉在走廊“安家”

“谢正勇，来我房间领你的快递。”
点名结束，指导员罗怀坤在门口叫了
我一声。
“这小子，还让指导员帮忙取快

递？”“才来没几天，就和指导员混熟
了。”“搞得不错啊，指导员成你的快递
员了！”听到指导员叫我，一旁的战友
们开始议论纷纷。我也暗自窃喜，冲身
边战友做了个鬼脸，就以百米冲刺的
速度飞奔至指导员房间。

立正、敲门、打报告、敬礼，我行云
流水般完成一整套动作。礼节礼貌是
新兵第一课，必须要做好。
“进来，坐！”指导员看着我，指了

指旁边的凳子，我喜滋滋地坐下来。
“东西是寄给您的，不是我的……”我
刚开口，就被指导员打断了。
“前两天的快递，都是你寄的吧！”

指导员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气氛有些
凝重，我点点头，没敢出声。

抓着“00后”尾巴出生的我平时爱
交往，刚下连不久，来到一个新环境，
想着先和身边的战友处好关系，毕竟
朋友多了好办事嘛。下连那天，指导员
在连队门口迎接我们，还帮我提东西，
所以我第一个就想到和指导员套套近
乎。于是，趁周末休息，我用手机在网

上挑了几件礼物，收件人特意填上了
指导员的名字和电话。可寄件人怎么
填呢，还是模糊一点吧，我索性只填了
一个“谢先生”。

第四天，指导员如期收到快递。
平时指导员和我们一起训练、一起吃
饭，没少打照面，但为啥没听他提起
这事呢？思前想后，一定是指导员根
本没猜到东西是我寄的。这可不行！
又到周末，我再次在网上扫货，只不
过这次我在寄件人一栏写下了自己
的名字。
“谢正勇，你在想什么？”我绞尽

脑汁地回忆是哪里出了问题，突然
被指导员的大嗓门叫醒了。我立马
站起来，一五一十地“交待”了自己

的“小算盘”。
“你的想法我能理解，但方式不

妥，感情不是建立在礼物上的，好好工
作，肯定会受战友们欢迎……”指导员
并没有批评我，而是春风化雨般对我
讲起了纯洁内部交往的道理。告别时，
我惭愧地从指导员手里接过了那几个
快递。

随后，指导员围绕“遏制‘四风’新
表现从我做起”开展了一堂教育课。课
后，在写学习体会时，我把自己的这段
经历写了进去，认认真真谈了自己的
见解，不仅被指导员评了“优”，还在全
营学习心得展上被贴到了最显眼的位
置，获得战友们的关注点赞。

（谢贵杨、曹浚整理）

指导员叫醒了“谢先生”
■南部战区陆军某旅防空营高炮连列兵 谢正勇

刚下连队，谢正勇就用网上购物

的方式给指导员寄东西，这件事给

我们一线带兵人提了个醒。“95后”

“00后”新战士来到部队，像谢正勇

这样活泼、爱交往、脑瓜活的新战士

不在少数。

新战士用网购代替送礼，这件事

看似微小，实则不小，是“四风”问题的

隐形变异。对此，我们带兵人要高度警

惕，防微杜渐，以自身的严格自律为新

战士做好榜样、打好底子，引导他们切

实把“兵之初”第一步踩实踩正，把聪

明和才干用到练强本领、投身强军实

践上去。

做好榜样 打好底子
■某旅防空营教导员 龚 利

“孩子，手术很成功，在部队一定要
好好干……”元旦后，接到母亲的电话，
我终于放下心来，并更加感激连队的关
心和班长的苦心。

这事情还得从半年前说起。一天，我
的班长魏睦突然找到我，一张口便是借
1000 元钱。看他表情急切，我毫不犹豫
地同意了，并约定还款期限为一个月。

转眼间，约定还钱的日期到了，可魏
班长不但没有还钱的意思，更以“手头紧”
为由再次向我借钱。“魏班长一直是个勤
俭节约的人，平时饮料都不舍得买，可能

真的遇到了什么难事急着用钱……”我当
时也没多想，就把钱借给了他。

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半年来班长像
变了个人似的，不断翻新着花样，以各种
借口一次次管我借钱。碍于情面，我无法
拒绝，直至接到父亲患病的消息。“班长，
您看能不能把钱还我，哪怕先还一部分也
可以……”当天夜里，我找到魏班长。
“哦，小武啊，你看我最近手头确实

比较紧，能不能再缓几天？”听着他搪塞
的话语，我转身离开，直接叩开了指导员
的门。“指导员，我父亲现在做手术急需

用钱，魏班长半年来问我借了 5000 元，
却迟迟不肯还钱……”说着，我的眼泪不
争气地流了出来。
“武政，你放心，连队一定会帮助你

和家人渡过难关的。但其实你误会你班
长了……”指导员一边安慰我，一边讲清
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原来，早在半年前魏班长便将我“网
购过于频繁、经常充值打游戏”等乱消费
的情况反映到连队，为此连队苦心编排
了“这场戏”，以班长向我借钱的名义帮
我存钱。

当即，指导员叫来了魏班长，将“借”
的 5000 元钱还给了我。次日，连队又专
门为我筹集捐款。拿到捐款，魏班长立刻
带着我将钱一并汇到家中。看着魏班长
忙碌的背影，我心里满是愧疚，下定决心
要改掉乱花钱的坏习惯。

（梁晨、庄田田整理）

班长又向我“借”钱
■新疆军区某团上等兵 武 政

带兵人手记

新闻观察哨

“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部队更应主动作为，让官兵首先在营

区感到军人荣光。请看来自第81集团军某旅的一组报道——

李晓宇、梁晨绘

1月3日，笔者在新疆军区某防化团修理连采访时，在一

间宿舍门口闻到一股淡淡的酒味。纳闷之余，笔者推开门发

现，原来是维吾尔族新兵巴特·库尔班前期患了甲沟炎，回族

班长吴国超正用消毒酒精为他擦拭消毒。

特约通讯员 黄宗兴摄影报道

1月10日 星期三 晴

全力推进练兵备战·2018开训见闻⑤

三言两语

我们首先要给魏睦班长点赞！因为

他为了帮助小武改掉乱花钱的毛病真正

想了一个妙招，为了帮助战士成长用了真

心。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很多行之有效的

小妙招就藏在我们对待战士的真心里。

但我们也要给带兵人提个醒，这些管用的

三两招还应该符合条令条例，做到既依法

又合情，千万莫要好心办了坏事。

（佳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