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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

3月26日，武警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队某部综合训练场上，搏击对抗训练激战正酣。特战队员任小师和余东发挥各自

特长，毫无保留地将武术基本功教给战友，练兵场上掀起了一股“精武风”。

夏存喜摄

边疆“精武风”

初春时节，北风依旧刮得生猛。第
82 集团军某旅战术训练场却一片火
热，担负全营战术基础课目示范的装步
七连示范人员个个精神抖擞。连长郭永
年简短动员后，便开始组织示范。
“一组注意，三点钟方向发现敌

情，现命你组迅速隐蔽接敌，发起进
攻！”连长下达命令后，下士张宇迅速
观察“敌情”，一个向右滚进的战术动
作行云流水，紧接着开始匍匐前进，手
扒脚蹬，黄土飞扬，煞有气势，现场观
摩人员忍不住拍手叫好，不少人当场向

郭连长竖起大拇指：“七连的兵就是不
一样，演得真好！”

现场观摩的营长岳玉宝当即皱起了
眉头：“为了这次示范观摩，已经精心
准备了很长时间，可这个‘演’字怎么
听怎么刺耳。”

现场讲评时，岳营长问大家：“这不
是拍电影，爬一身黄土就等于实战化训
练吗？”说完，他取过一名战士身上的战
术装具，拎起一支冲锋枪亲自示范。只
见他忽而向左滚进，忽而向右匍匐，停留
观察时的地形不是低洼处就是有遮蔽

处，完全避开松软黄土较多的地方，低姿
匍匐也选在前方有遮挡的位置。

反观示范班的示范，为了“演”
出更好的战场效果，几名示范兵避开
掩体地形，故意往松软的黄土里爬，
训练场的黄土四散飞扬，营造出战场
硝烟弥漫的“气氛”，老远就能看到。
殊不知，这样不仅失了真正的战味，
更暴露了目标。
“新大纲要求训练贴近实战，战

术训练虽是基础课目，但一旦丢掉敌
情观念，加入演戏成分，观摩会也就
变了质。”听罢岳营长一番话，示范
班的同志不自觉地低下了头。郭连长
也红着脸当场表态：“看我的，让我
再来一次。”

爬一身黄土就等于实战化训练吗？
■李静阳 刘 乐

上个周末，我用一首吉他弹唱征
服了全连官兵，终于在集体活动中找
到了自己喜欢的“频道”。

以前可不是这样。新兵下连第
一天，指导员一见到我就说：“你小子
个子这么高，适合当中锋！”从此，我
的课余时间就被篮球占据了。

指导员是个“篮球迷”，工作之
余谈论的话题全是篮球，什么“库

里”“詹姆斯”“挡拆”“联防”……
并且他还是个“实干派”，一到业余
活动时间就召集人员打篮球。这
不，因为个子高，指导员就把我列
入他的“首发中锋名单”，每次打篮
球必把我带上。久而久之，一听到
指导员叫我打篮球我就头大。

其实，我是个安安静静的“宅
男”，入伍前除了打打游戏上上网，
唯一的爱好就是弹吉他。我怎么也
想不到，如此“文艺范儿”的我竟
然成了篮球队员。每次被指导员
“约球”，我就只能用身高来弥补球
技不足，一场比赛下来，球没进一
两个，跑得倒不少——光捡球去了。

时间长了，指导员也发现我其实
不是这块料。终于，在一次与其他连
队比赛失利之后，他把我从“首发阵
容”中去掉了。不久之后，我的名字
又消失在“队员名单”中。

当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满以为终
于可以告别篮球时，指导员又发现了
我的另一个优点——嗓门大，于是我
又成了拉拉队的主力。每次指导员
他们打篮球，我都要到场呐喊助威，
自由支配的时间不仅没回来，反而更
加无聊了。

渐渐地，我产生了抵触情绪，一
次又一次的“被当观众”让我心情烦
闷，开始在集体活动时“泡病号”。

终于，在我又一次以“肚子
痛”为由拒绝当拉拉队员后，指导
员把我叫到房间狠狠地批了一顿，
说我天天找借口不参加集体活动。
指导员的批评，让我更加委屈，我
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真实想法。指
导员听完后有些懵：“你竟然是这
么想的？我带着大家一起活动难道
不对？”

指导员带着疑惑在连队展开调
查，没想到还真听到不少怨言。“不
是每一个战士都喜欢打篮球，拴在
篮球场上我们只能‘陪玩’，确实很
累”“指导员，下次打球能别叫我
吗”……

认识到问题出在自己身上，指
导员当着全连公开表态：“以前连
队安排课外活动忽视了大家的意
见，因为我的个人爱好给大家造成
了困扰。今后连队在安排集体活动
时一定充分尊重大家的兴趣爱好。”

这不，前不久连队对我们的兴趣
爱好进行了梳理分组，制订了“选修
式”活动计划，球类运动、电子竞技、
动漫绘画、歌曲、轮滑等课外活动小
组纷纷亮相，节假日期间的活动那更
是相当丰富。

这回，我的吉他终于能够重见天
日啦！

（高思峰、刘罗思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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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明几净的客厅、温暖舒适的卧室，
冰箱、洗衣机一应俱全……站在窗边，俯
瞰市区闪烁的霓虹灯，曾经的记忆又浮
现眼前。

记得 15年前我刚结婚的时候，单位
只有一排老旧的土坯房作为家属院。当
时每套房子大概有 50 平方米，一个卧
室、一个客厅、一个厨房，仅有的几件家
具看上去比房子还要古老。

说是房子，却不见一片瓦，房顶只是
铺了一层塑料布，又糊上了一层厚泥。
一到阴雨天，经常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
小雨”，砖铺的地面每次雨后都会积出好
几个小泥潭。

当时整个家属院的炊具就两三套，
每次谁家家属过来了，就要互相借，人一
多还得搭伙。家属临时来队按规定可以
待 45 天，但我爱人不到一个月就回去
了。以后她再来看我，我们干脆就在外
面租一个房子凑合住。

好在这样的情况并没有持续几年。
2008年，单位腾出了一批条件较好的平
房，我办理了随军随队手续后分到了两
室一厅。房子是砖混结构，还有一个小

院。我和爱人就在院子里种了些蔬菜水
果，每到夏天，院子里的葡萄架上就会挂
满一串串的葡萄。

这样的房子大概有几十间，每间都
是同样的水泥地、铝合金窗户。家具、电
器依然没有，我就自己买来钢材、木头做
了一个双人床，还买了热水器、冰箱和一
台“大屁股”电视。住房条件好了，我就
把大女儿从老家接过来，一家三口总算
有了一个家。

近年来，国家发展走上快车道，
随军家属也住进了“暖心窝”。2014
年，单位新盖了一栋士官公寓楼，我
分到一套 70多平方米的两室一厅。单
位统一给我们装修了厨房，地面铺上
了瓷砖，有了干净的洗漱间和新式抽
水马桶。

记得那年年三十，我们一家人吃了
顿羊肉大葱馅儿的饺子，晚上又吃上了
火锅，整栋楼里回荡着小孩的嬉闹声、老

人的欢笑声。
去年，我光荣晋升战士最高军

衔——一级军士长，同年，单位接到
了移防高原的命令。新营区条件艰苦，
我们全连 100多名官兵挤在一个俱乐部
里。营区住房尚难保障，更别说家属院
了，大家只能将各自家属送回老家。

然而不久后，机关下发的一份通知
却让我们在寒冷的冬天感受到一股浓浓
暖意——经过上级协调和市政府帮助，
一栋位于市区的 26层大厦将成为我们
新的家属楼。

通知下发不久，我就领到了钥匙，房
子位于 22楼，每天上午阳光都会直射进
来。

算算日子，再过几天她们娘儿几个就
要过来了，我得赶紧把房子收拾好。晚上
躺在床上，我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一句话：
国强家安人幸福，不负时代不负强军。

（杨 磊、张诚玮整理）

一级军士长的“暖心窝”历程
■讲述人：第76集团军某旅修理连技师 宋宝华

刚下连那会儿，我感觉指导员就
是“优秀”的代名词：学历高、长得
帅、为人正派、素质过硬，尤其在讲
课的时候，各种故事张口就来……可
时间长了，我也发现了他的一个缺
点：太“宅”。

一次聊天时，班长告诉我，指导员
自从去年上任后，干啥都是冲在前，真
可谓“一心扑在工作上，不打游戏不打
球”。而且据我“暗中观察”，指导员很
少参加体育活动，虽然我一直想邀请
他同场竞技，但一想起他的“高冷范
儿”，便只好放弃。

就拿打篮球来说，这是我从小的
爱好。好不容易盼到了周末，本想痛
痛快快地玩一回，可让我无奈的是，
指导员一手操办的集体活动居然也和
他的性格一样“宅”，根本没给我
“出门”的机会：不是看纪录片就是
棋牌比赛或电子竞技……好不容易盼
来一项体育活动，居然还是室内乒乓
球赛。

虽说每一项活动都是指导员精
心设计的，可对于我这种“四肢发达”
的人来说，不能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
实在憋得难受，便忍不住在朋友圈发
了一张入伍前的球场“靓照”，还专门
配了文字：“敢不敢让我尽情挥洒汗
水,感觉身上都快长毛了！”

心里想着过不了球瘾过过嘴瘾
总行吧？可让我没想到的是，这条吐
槽竟让自己“摊上事了”。

第二天早上点开朋友圈时，我惊
讶地发现点赞的“小伙伴”里居然出
现了指导员的名字。我一下子才想起
来，下连不久自己就添加了指导员为
微信好友，只是很少和他聊天，才疏
忽大意忘了设置“部分可见”。

早上集合点名，站在最后一排的
我小心翼翼头都不敢抬。可指导员接
下来的话却让我有些意外：“这个周末
咱们组织一场篮球赛，大家好好活动
活动，我也报名参加……”

原来，指导员看过我发的朋友圈
后，专门找骨干了解了情况。得知一
些战士对室内活动过多而产生“怨
言”后，便决定以后周末添加室外活
动项目。
“不幸”的是，这场比赛把我和指

导员分到了一队。不得不说，虽然指
导员打篮球的水平很“一般”，但他在
球场上的拼劲儿和工作时一样。他的
热血和激情让我们打心眼儿里佩服，
在他的鼓舞下我们的士气更足了。

当晚，我把和指导员在球场的合
影发到了朋友圈，还专门配上文字
“@”了指导员：“下次还和你一队！”

（高思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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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活动是官兵日常生活的重

要组成部分，既能消除疲劳、放松身

心，更是官兵之间沟通感情、增进友

谊的重要渠道。可如果带兵人在组

织集体活动时方法不对路，与战士

“玩不到一起去”，反倒容易产生隔

阂、造成尴尬。

娱乐事小，学问不少。作为一名

带兵人，不仅要在本职岗位上迈开步

子、做出样子，更要在与官兵“同娱乐”

时放下架子、甩开膀子。安排集体活

动时，首先应问需于兵、问计于兵，既

要尊重官兵主体地位，根据他们的兴

趣“下米做饭”；又要考虑连队阶段性

情况，从实际出发，不过多过滥，特别

要注意不能因个人喜好而忽视官兵的

多样化需求。只有真正“玩在一起”，

才能玩出合力、玩出战斗力。

“玩在一起”有学问
■中部战区空军地导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郝晓强

把爬一身黄土当成实战化，表面上

看是敌情观念不强，把训练当成表演，

实质上还是对现代战争制胜机理了解

不多、知之不深，按照自己的主观想象

来构建实战化场景所致。

少数基层官兵认为，研究现代战争

制胜机理是高级机关、领导干部的事，

与自己关系不大。作为普通一兵，只要

练好手中的枪就行了。其实不然，基层

官兵一样要学深悟透现代战争制胜机

理，否则脱离实战化的练兵，练得再辛

苦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新的军事训练大纲已经下发，许

多官兵反映与以前的大纲相比，标准

更高、要求更严、强度更大，变化堪称

脱胎换骨。新大纲为什么变、变什么，

都是奔着打赢未来战争去的，基层官

兵只有悟透现代战争制胜机理，才会

更加理解新大纲的那些改、那些变，也

才能把新大纲落实到训练中去。

基层官兵也要悟透现代战争制胜机理
■张科进

基层官兵＠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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