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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兵3连8班战士丁嘉兴:

下连被推迟，每天的生活都被严格

的训练填满，这种军营里特有的充实感

让我收获多多，不断进步。如今，我已通

过自己的努力成为连里的标兵，未来我

要加倍努力，为今后下到战斗连队积蓄

力量。

新兵2连3班战士郑达:

我很荣幸能来到新兵二连，这里有

在国际赛场摘金夺冠的功臣连长柳东

坡，也有在集团军创破纪录的排长李小

龙，他们的事迹每天都在激励我、鼓舞

我。尽管每天训练很苦，但我时刻鼓励

自己：一定要争当排头兵。

新兵2连指导员田洪磊:

新兵不下连，政治工作该怎么做？随

着格斗、攀登等课目的展开，我们针对部分

新兵出现的畏难情绪，开展苦乐观教育，引

导新兵走好军旅路，同时深入开展谈心交

心活动，做新兵信任的倾诉者、最坚定的支

持者，和他们一同分享成长的精彩。

特种训练营营长陈延林:

推迟新兵下连，由各连自训改为依

托我营“先训后补”，创新培训模式，既能

落实训练标准，又能整合新训骨干资源，

有效缓解新兵训练工作对作战分队军事

训练的冲击，对于实现新兵“到位”即“上

岗”的目标很有实践意义。

旅参谋长邹飞:

改变“新训结束即下连”的传统做法，

创新“新兵持证再上岗”培训模式，是我们

聚焦备战打仗的积极探索。我们会继续

完善与实战化训练新模式相匹配的训练

场地，紧贴实战化训练要求，训练备战，以

训促战，使训练最大限度向实战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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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医生，这是我炖的排骨，快吃点
吧。”当一位阿姨端着一碗排骨来到第
306 医院口腔科时，主治医师董占海有
点不好意思。
“唐阿姨是我的患者，她以前牙周不

好，基本上不敢吃肉，治好后吃啥东西都
没问题了，她现在觉得能痛痛快快地吃排
骨是非常幸福的事。”董占海告诉记者，牙
齿是身体健康的第一道关口，但是很多人
是在牙齿出现问题后才意识到其重要性。

记者走进口腔诊疗室，只见 7个诊
位错落有致，董占海坐在转椅上，操作
着一台现代化牙椅对一位患者进行治
疗。中等个头，黑边眼镜，头戴蓝色手
术帽，工作中的董占海神情专注，动作
利落干练。

“牙医说的话，患者不一定都能记
住，但牙医带给患者的治疗感受，患者有
可能会记一辈子。”董占海说，牙医干一
辈子，就要学一辈子。牙医不仅要学专
业知识，还需学习其他知识来提升专业
技能。董占海自己就在学习摄影和素
描，这两项技能可以提升对美的认知和

对双手的细微控制，帮助自己进一步提
升牙医的专业能力。

为了提升双手精细操作的稳定
性，董占海经常拿高速涡轮钻头打磨
蛋壳。不长时间里，他可以把蛋壳的
硬壁部分全磨掉，完全不损坏蛋壳内
部的薄膜。

“技艺的精雕细琢提升的是个人
能力，科研成果的突破却能提升行业
水平。”董占海在完成好日常的诊疗任
务后，利用业余时间做了一些口腔护
理相关研究。近期，他正在对牙周病
靶向治疗方法进行实验，目前已经取
得很大进展。

“一年下来我能进行 2500 多次诊
疗，按每人平均需要 5次治疗来算，我一
年能为 500多名患者解决牙齿痛苦。”董
占海说，这是一项非常有成就感的工作。

诊疗现场记者看到，董占海手中
的高速涡轮钻启动后，蓝色躺椅上的
患者立马双拳紧握，两眼闭起来，眉头

拧成一团。
“别紧张，我会精心操作，替你看着

呢。”几句温馨的话语让患者心情逐渐放
松。治疗过程中，他一边聚精会神地操
作设备，一边时刻观察患者的感受，使用
各种方法来缓解患者的不适。
“大多数患者对于医学是陌生的，他

们最需要的是医生的耐心解答和细心关
切。”董占海说，要把患者当亲人，与患者
交朋友，这已成为他的从医理念之一。
“有时中午忙得没时间吃饭。”董占海

说，虽然工作紧张忙碌，但只要一看到患者
微笑着走出门去，一切辛苦都烟消云散
了。好的牙齿能够使人身体更健康、笑容
更灿烂，他愿意在这个岗位上不懈努力，帮
助更多的人解除病痛，让他们笑口常开。

为了患者笑口常开
——第306医院口腔科主治医师董占海速写

■葛利鑫 本报记者 韩阜业

今年新兵为什么不

下连—

敢吃螃蟹，瞄准“到岗

即战”创新培训模式

放下电话，新兵张岩的心里犯嘀
咕：和自己一起入伍、被分配到其他单
位的同乡都已经下连，可自己怎么还不
下连呢？

像张岩一样心里犯嘀咕的，还有特
战二连文艺骨干徐鹏飞。按照以往惯
例，新兵结业考核一结束，连队就该忙
起来了，办板报、挂灯笼，做好迎接新兵
的准备。但听指导员讲，今年新兵不下
连了。

去年年底，新兵入伍基础课目考核
结束，旅里结合上级的有关指示精神，着
眼特种部队新兵训练需求，做出推迟下
连的决定，并依托特种训练营探索特种
兵新兵训练新模式。

这则新闻在旅里产生了不小的反
响。有的老兵开玩笑说：“新兵下连，老
兵过年”的机会没有了；有的新兵心里也
有些不解：咋轮到自己就有了新变化？

各级带兵人都在思考讨论着同一话
题：不下连，能行吗？

对此，特种训练营营长陈延林有自
己的看法。调整改革后，旅里新组建了
特种训练营。作为首任营长，陈延林成
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瞄准“到岗即
战”创新培训模式，旅里决定新兵不下
连，集中组织专业训练，这是赋予他和营

队的一项崭新任务。
火力支援连连长黄辉介绍说，去年

夏天执行任务时，刚分到连里的两名新
兵就因为迫击炮专业学得不精，不得不
临阵换人。今年新兵“先训后补”，采取
统一训专业的训练模式后，他盼望着能
直接分给他一下连就上得了战位的“合
格兵”。

旅领导介绍说：“特种部队作为新
型作战力量，战斗力生成有着特殊性和
专业性，而新兵训练是战斗力生成的源
头，能否实现‘到岗’即‘到位’，对于缩
短战斗力生成周期、按战斗编组嵌入连
队，形成‘战斗力链条’具有重要意义。
采取统一训专业的训练模式，犹如在新
兵下连队前开一个‘连前班’，提高了专
业训练效益，有助于减轻战斗连队训练
负担，更好地实现‘到位即用、上岗能
战’的目标。”

“结业”后的新兵还

要训什么—

“训练套餐”充实“连

前班”

“预备，开始！”
随着新兵三连班长郭士伟一声令

下，只见新兵孟红吉和战友们一起迅速
跃起，抓绳蹬脚，沿着攀登绳动作娴熟地
向上爬去……

新兵攀登训练都这么熟练了？这
样的训练场景让现场采访的记者感到
惊讶。旅作训科科长王继辉介绍说，
如今新兵重点突出专业基础训练，针
对性更强，只要合理安排训练计划，收
效非常快。翻阅二连训练周表记者看
到，自从新兵“结业”以来，格斗、攀登、

军事地形学等专业课目陆续出现在训
练周表上。

旅政委武仲良对新的训练模式信
心满满。他告诉记者，这种训练模式并
不是旅里“别出心裁”。新颁布的《陆军
军事训练大纲》对特种作战专业的征
召、淘汰、优选、培训等作出新的规定。
今年旅里率先试行新的训练模式，就是
落实这些规定的尝试。为此，旅党委专
门出台了一系列的“训练套餐”，向创新
要实效。

基础课目全程训。他们针对队列、
体能、步枪操作、手榴弹投掷和战术基础
动作等课目周期长、应用广、见效慢的特
点，坚持将这些课目贯穿训练全过程，每
天跑上五公里、作风养成抓队列、投弹战
术小竞赛，从而达到巩固提高、熟能生巧
的目的。

应用课目嵌入训。着眼使命任务，
特种训练营加大了实战化训练的步伐，
常态化组织野外战斗体能训练和夜间训
练，并将未来战场所需的防护、卫生与救
护、军事地形学等课目嵌入其中。新兵
们在突发的敌情和战场环境中灵活处
置，提高了对技能的综合运用能力。

督导骨干灵活训。旅里为了提高
训练效益，还专门邀请地方专业的心
理咨询师、自由搏击教练和军事五项
世界冠军来旅里，为“雏鹰”们“传经送
宝”。同时，营连两级还通过训练督导
小组每日监督和每月量化考核，扎实
打牢了骨干上台能讲、坐下能写、进场
能训的基础。
“有针对性建立训练档案，科学调

控训练进度，合理借鉴训练经验，有效
地缩短了新兵向合格特种兵转变的培
养周期。”说起训练上的管理与创新，
营长陈延林一边掰着手指头一边对记
者说。

摸石头过河也要抬

头看路—

缩短新兵向合格战

斗员转变周期

采访期间，记者被旅文体中心的一
场格斗训练所吸引。

在现场震耳的加油呐喊声中，新兵
一连的两名新兵吕春杉和张弛展开激烈
角逐。经过 3局较量，吕春杉以点数取
胜。坐在记者身旁的班长庞红战说：“张
弛接触格斗才一个月，能和曾在武校习
武的吕春杉激烈过招，已经着实不易。”

新兵学习格斗、攀登、驾驶等课目，
在特战旅的“新兵营”已经不是什么新鲜
事。推迟新兵下连后，营里在一如既往
抓基础训练的同时，逐步展开了一些专
业训练，通过阶段性考评和日常开展的
小比武来看，成效比较明显。班长雷少
一自豪地对记者讲，他班里的新兵在攀
登、格斗等课目训练中都成绩不错，有的
尖子能和老兵比高低。

思想一旦解放，前进的步伐便不会停
歇。自从确定“今年新兵不下连”后，营里
科学制订训练计划，陆续开展攀登、格斗、
战斗体能等岗前专业训练，新兵们精武热
情更加高涨，由合格战士向合格战斗员转
变的步伐扎实有力。连续 3年带新兵的
三连连长黄绍强对此感受颇深：“现在，新
兵训练成长的步伐明显加快。”

探索实行新兵培训新模式期间，
旅党委采取合理划分阶段、科学设置
内容、创新组训模式的办法，密切关注
着新兵训练进程，实时总结经验、改进
方法。前不久，他们按照新兵文化程
度、个人意愿和性格特点完成初步分

组和先期普训，从各营连抽调训练尖
子对游泳、自动步枪应用射击、手枪战
斗基础射击等 5 个重点专业进行统一
授课。
“我建议，通过下一步的阶段性考核

验收，逐步遴选出专业苗子进行重点培养，
实现按新兵的专长定岗定位。”在定期组织
的“诸葛亮会”上，特种训练营教导员乐庸
文的意见建议被旅领导认真记录下来。
“只要是有益于战斗力生成的途

径，我们都要勇于尝试。”旅政委武仲良
告诉记者，为加快战斗力生成步伐，旅
里一直在探索新路子。目前，“着眼培
训目标，适应岗位需求，共同科目集中，
专业技术区分，阶段无缝衔接”的训练
模式正在摸索中逐步完善。面对特战
旅专业划分多、标准要求严、担负任务
重的实际，旅党委还在进一步总结“到
位即上岗”和“训好即用”的方法路子，
加速特战专业战斗力的生成。

左图：第80集团军某特战旅举行仪

式，由10名一等功臣为完成入伍训练的

新战士授枪，激发强军精武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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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兵训练是部队战斗力生成的源

头。在改革转型中锤炼精兵，既要抓

好兵之初，更要抓实兵之始。新兵作

为战斗力链条中的基础环节，如何下

连、怎么才能下连，不能单纯凭时间

而定，而应根据作战需求而定，以提

升战斗力为根本。

如何才能让新兵尽快熟练掌握手

中武器装备？第 80集团军某特战旅

根据上级指示精神，紧贴实战需求探

索出来这样一条路径——着眼新战斗

员素质生成抓建设，打破传统组训模

式，对新战士集中“加钢淬火”，实

行“定制式”培训，创新推行“先训

后补”路子，使新战士获得“上岗

证”后再下连，确保一补入战位就具

备遂行作战任务能力。

一条铁链受力的强度取决于最薄弱

的那个环节。战斗力是各个要素的综合

集成，加固“铁链”上每一环链条、焊

实战斗力链条上的每一个“焊点”，既

要找到容易松动的那一环、那一点，更

要有拧紧固实的“铁扳手”和“电焊

器”。补齐新兵训练这块短板，必须夯

实训练基础这块底板，不让每一环战斗

力链条松动，不让每一个节点脱落，确

保实战能力长年保持、时时增长。

建设一流军队，需要一流士兵。

新战士到底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才算过

硬？经过3个月的新训，新战士实现了

由地方青年向合格军人的转变。但

是，新兵到岗位不代表能胜任岗位，

在战位不代表能投入战斗。“第二适应

期”不能再从头适应、也不能慢慢适

应，要在实战需求主导下不断改进新

兵训练培养模式，与部队使命任务需

求进行无缝对接，实现由合格军人向

合格战斗员、由合格战斗员向一流精

兵的快速转变。

部队必需的，战场急需的，才是新

兵下连前需要训练的。实践证明，新兵

训练结束后，新兵继续进行集中培训，

通过科学制订训练计划，分专业分类别

施训，各种课目穿插学习，针对难训难

练课目进行攻关突破，成立训练督导小

组进行监察，每月量化考核进行激励，

引入一流器材保障，从难从严从实，大

强度大负荷超极限训练，就能使实战导

向更加鲜明，实战标准更加严格。

强军始于兵之初，精武基于兵之

始。适应新体制、加快新发展、提高新

战力，有必要创新形式方法，强化新兵

的实战化、专业化、精准化、科学化训

练，加速新战士成长进程，这样才能使

战斗力链条更加牢固，战斗力水平不断

提升。

焊牢战斗力每一环链条
■武仲良

2017年12月中旬，完成了3个月的新训锻炼，通过了

十余个课目的考核验收，经历了授枪授衔、集体宣誓等难

忘的“成人礼”后，第80集团军某特战旅的新战士们就等着

下连了。

佩戴列兵军衔的新兵们个个军容严整、精神抖擞，更

显朝气蓬勃。该旅“新兵成人礼”系列活动的当天，新兵们

还用汇报表演为家长们展现了3个月的蜕变成长。战术训

练，持枪卧倒迅捷勇猛；拳术格斗，动作有力虎虎生风。

告别新兵营，开启新征程。但对于该旅新兵来讲，预

想的下连却突然“拐了个弯”：一纸通知下发，要求他们先

不下到战斗连队，而是到特种训练营进一步“加钢淬火”。

新训结束，该旅新兵为何不下连？不下连，他们又将

到哪里去？在这里，他们又将经历怎样的淬火加钢？这种

新的训练模式探索，给新战士战斗力生成带来了哪些启

示？记者深入该旅进行了调查采访。

记者调查

锐视点

人物特写

苦练体能

手掌出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