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角色体验

随着军队“脖子以下”改革深入推进，全军各部
队正逐步向新体制新职能转型，并由此产生了一些
全新的岗位和角色。

每一个新岗位，都是一个新舞台；每一个新角
色，都有一份新责任。站在新的起点上，广大官兵
正积极树立新观念、培养新素质、打开新局面，在强
军征程上勇敢地换羽新飞，蜕茧新生。

一个道理不用讲，军人生来为打仗。真正把

当兵当事业、把打仗当主业、把打赢当伟业，已成
为军人的自觉追求。从即日起，为更加生动地展
现广大官兵在新时代的新气象新作为，本版开辟
“新角色新挑战新担当”栏目。通过走近改革强军
进程中的一个个平凡官兵，书写他们在强军路上
的新故事，展示他们在强军路上的新风采。敬请
关注，欢迎来稿。

——编 者

开栏的话

带兵人手记

●●●●● ● ●●●●●●● ● ●●

8基层传真２０１８年６月６日 星期三 版面编辑/张磊峰 张良

Mark军营

本版投稿方式： 邮箱：jbjccz@126.com强军网网盘：jbjccz

本报讯 韩成、侯典垚报道：5月
中旬，第 82集团军某炮兵旅组织的战
场实战救护模拟演练正如火如荼：一
边是官兵持续向“敌”发起冲锋，另一
边则是成立不久的卫生连官兵，冒着
炮火硝烟在沙滩上包扎、救护、转移
“伤员”。

“从‘队’到‘连’，意味着我们离战
场越来越近了。”有着 20年军龄的卫生
连“少校连长”肖振东介绍，去年连队
刚成立那天，旅领导专门送给他一句
话：“先当战斗员，再做救护员。”肖振
东当即立下“军令状”：一定要打出个
开门红！

然而，紧接而来的一场考核却给

了肖振东一个“下马威”。机关下发
的考核方案上，识图用图、战场搜
索等以前从未见过的课目赫然在
列，理由是：卫生连从成立当天起
已从半训转型为全训单位，必须按
照全训标准和实战化要求考核。结
果可想而知，“第一仗”就遭遇了
“滑铁卢”。

“‘打仗型编制’就意味着要放在
实战环境下练！”旅党委在议训会上研
究认为，今后卫生连不再像以前那样，
派几辆救护车、出几名军医以配属保
障为主，而是要单独遂行多种作战任
务，必须尽快补齐实战短板。为此，旅
机关第一时间指导其制订补差强化训
练计划，把军事理论、战斗体能、战备
演练等内容纳入连队必训课目，并专
门为其量身制订一份和主战连队结对
子的方案，学习借鉴经验做法，提升军

事训练水平。
新编制下，卫生连按照实战需求

划分为连部指挥组、重伤救治组、机
动救护组等 6个小组。旅机关积极为
各个战斗编组配备模拟训练器材、设
置野外训练场地、增补战斗装具和野
战医疗器具。同时，根据旅战备方
案，战勤计划科协助卫生连梳理人
员、器材、运力等实力数据，完善修订
包括战争行动、抗洪抢险、突发疫情
等 15种战备方案，常态化组织野战救
护所开设和防护、伤病员处理后送等
战备演练，确保卫生连随时能够拉得
出、顶得上。

前段时间，卫生连参加上级组织
的实战化卫勤专业比武。连队官兵在
近似实战的条件下，接连完成战场救
护转移、战场超低容量喷雾器消毒作
业等课目，勇夺桂冠。

第82集团军某炮兵旅按照“打仗型编制”练兵备战

从队到连，卫生连离战场越来越近

清晨，天蒙蒙亮，伴着急促的脚
步，每月一次的 20公里战斗体能训练
正式拉开帷幕。身背 10余公斤的军医
背囊，走在队伍最前面，我内心感慨万
千：终于对得起“卫生连连长”这个新
称谓了。

去年，“脖子以下”改革调整中，旅
卫生队改编为卫生连，已经 44岁的我
成为了第一任连长。面对新岗位、新职
能、新要求，我意气风发、干劲儿十足。

组建之初，考虑到单位刚从半训
保障分队改编为全训建制连队，官兵
军事素质亟待提升，我也效仿其他连
队的做法，定期组织考核，检验训练效
果。本以为这样按部就班就可以了，
没承想第一次参加 20公里战斗体能训
练，途中遇到的各类突发情况就让我

们措手不及。作为连长的我由于指挥
技能偏弱，带着全连左奔右突，到处
“打乱仗”。

“为什么很多课目在兄弟单位眼
里是‘家常菜’，而到了我们这里就变
成了‘拦路虎’？”机关通报成绩后，我
深受刺痛。作为全旅年龄最大的连
长，我觉得脸上实在挂不住，愧对“连
长”这个称谓。

痛定思痛，为了扭转这个局面，我
专门找到旅队优秀连长们取经。而他
们给出的答案都惊人的一致——带
兵，首先要把自己练成“刀尖”。

一句话让我恍然大悟，又让我如
芒在背。的确，60分的连长带不出 100
分的兵。平时的训练考核中，依仗自
己年龄大，总是以成绩合格作为标准，
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却没有想到
无形中给官兵带来了负面导向。

当天晚上点名时，我主动检讨并
给大家鼓劲儿：“卫生队”到“卫生连”，

一字之差，变化的不只是名称和编制，
更是对战场的关注，对战斗力的聚
焦。我一定会以身作则，带领大家迈
上新台阶……

在接下来的训练中，我带头扎进
操场，和官兵们共同挑战体能、障
碍、战术等重重关卡；针对连队官兵
不同的体能基础，我制订相应的训
练计划，开设龙虎榜鼓励大家你追
我赶；为了攻克长跑弱项，我还主动
给自己“加餐”。一段时间后，我的 3
公里成绩冲进了 14 分半的大关，而
400 米障碍、识图用图等课目也达到
了大纲要求。
“连长，跟着你的脚步跑，我们可有

劲儿了！”一次体能训练时，机动救护组
组长周晓冲的话让我找到了自己努力
的价值。不仅如此，在上个月机关组织
的月考中，我们连队基础课目合格率更
是较初期提高了近百分之三十。

（何孝林、姚 超整理）

44岁，我向着“100分连长”冲锋
■第82集团军某旅卫生连连长 温贺军

士兵之声

“我们终于也能领到分居费了！”听

完连长传达的分居费发放标准后，我按

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第一时间打电话向

妻子告知这一喜讯。

“明天就去开证明，保证第一时间寄

到！”电话那头，妻子也显得异常开心。

回忆过往，从相识相知到相恋相

伴，和很多“军中牛郎”一样，我和妻子

在一起的时间屈指可数，对妻子也倍

感愧疚。特别是孩子出生后，家庭的

重担全部压在妻子一人身上，压力可

想而知。

记得一次训练完毕回到宿舍，发现

妻子打了十几个电话，因为孩子突发高

烧，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她不知道该怎

么办。“你在哪里呢？嫁给你就是领了个

证，其他的你有帮过我什么吗？”妻子后

来带着哭腔向我诉说。

当时我的脸红到了耳根，结婚这些

年来，亏欠她的确太多。我来自湖北农

村，家庭条件一般，年近六十的父母还长

年在外务工。为了照顾孩子，妻子只得

辞掉原来的工作，我的工资成了全家的

主要经济来源。妻子这些年的默默支持

一直是我安心服役的动力，为了补贴家

用，她甚至开始做零工。

军人家庭的维护与发展，需要军人

对爱情的坚守，需要军嫂的无私奉献，

同时也需要国家政策与制度层面的支

持和单位领导的关心。特别是在军队

改革不断深化、备战打仗任务繁重的当

下，只有各级齐心协力把惠兵暖心政策

落实好，才有利于增强军人军属获得感

和军事职业吸引力；只有想方设法把官

兵牵肠挂肚的事解决好，才有利于官兵

集中精力想打仗的事情、谋打仗的问

题、抓打仗的准备。

如今，分居费发放标准出台，不但涨

幅很大，还普及到全体已婚士官。这份

暖心的“红利”不仅是对军人家庭两地分

居的补偿，更是对军人牺牲精神的认可

和对军嫂默默奉献的认同。

“军队不生产谷物，但生产安全。”作

为一名老兵，我一定不辜负组织给予的

厚爱，不辜负家中那个“她”的支持，充分

发挥好一名士官的骨干作用，为打赢添

砖加瓦。

（王伟强、于天公整理）

盼望已久的分居费终于领到了
■中部战区空军某储存中心警卫连四级军士长 朱永天

前不久，营里对各连主官进行民
主测评，不少主官都收获好评，然而五
连指导员陈一跃却得了一个中评，原
因是“对战士关心不够”。

晚饭后，我把陈一跃叫到宿舍谈
心：“之前的民主测评，你得了一个中
评，说你不够关心战士，这是怎么回
事？”

陈一跃被问得一头雾水：“教导
员，我也不知道啊，感觉平时对他们挺
关心的。”其实说来也巧，这样的事在

我身上曾经也发生过。
那是我当指导员的第一年，连队组

织民主评议党员，连队官兵几乎都给我
打了“优秀”，唯独有一个“差评”，意见
栏上写的是“不关心战士、很冷漠”。

说实话，当时看到这个结果，我大
感意外，也着实郁闷：对战士的态度自
我感觉还是不错的，为什么会这样
呢？正当我百思不得其解时，连队上
等兵汪驰彪找到我，低着头说：“指导
员，其实意见是我提的。就是因为上
次我给你反映，我的迷彩服被别人收
错了，你却没当回事，害我被连长说了
一顿。”他的话让我恍然大悟，一下回
忆起了事情原委——

当时，我正在检查连队工作，汪驰
彪匆匆忙忙过来，希望我能在晚点名时
提一提他迷彩服被收错的事。我点头
应下，可到晚点名时却忘说了。第二
天，他穿了一套脏兮兮的迷彩服，碰巧
被连长看到，就批评了他一顿。汪驰彪
十分委屈：因为他只有两套迷彩服，一
套不见了，另一套还没来得及洗。

一套迷彩服收错了，看似再平常
不过的“小事”，却是战士心中的“大
事”。我把自己的经历告诉陈一跃后，
引起了他的思考。他当即向我表态，
要以这次测评为契机，真正把战士关
心的事记在心上。

（唐 嘉整理）

莫把战士的“小事”不当事
■驻香港部队某合成旅教导员 范建超

营连日志

本报讯 赵欣、章以添报道：过软
桥、攀旋梯、越横木……5月下旬，第 73
集团军某旅舟桥二连 400米渡海登岛障
碍课目比武正在进行中。只见该连一班
班长汪猛展臂飞奔、攀爬翻越，不一会儿
就来到绳网底端。

就在汪猛奋力向上时，突然感到身
后仿佛被人死死拽住，回头一看，原来
子弹袋外面的绳子死死卡在了网眼当

中。无奈，他只得返回地面。一番手忙
脚乱，好不容易把绳子解开，但好几个
人已经到达终点。就这样，这位刚刚在
旅 400米渡海登岛障碍课目比武中获得
第一名的“金牌选手”，却在连队比武中
“折戟”。

“着装问题看似虽小，解决不好却关
乎打赢！”训练形势分析会上，连长陈茂
生严肃讲评。会上，大家还梳理出其他

类似的现象：训练时，有的同志贪图舒
服，便将钢盔系带松开；有的同志在掩体
作业时，嫌子弹袋上的手榴弹影响发挥，
便随意摘掉两枚……

会后，连队专门组织训练骨干对这
些问题进行研究，并将相关要点总结成
口诀，方便官兵记忆：弹袋贴身捆扎牢，
绳头末端要关照；钢盔一定要系好，莫图
舒服随意抛；反光器材管控到，金属遮蔽
少不了……一到训练场，二连官兵便按
照口诀把子弹袋各位置捆扎好，打结的
绳头向内收，确保攀爬树木、崖壁时不会
被绊住。
“真没想到，以往一披了之的子弹

袋，如今新增了这么多穿戴要求。”据
悉，该连还认真搞好训前装具检查，及
时更换破损器材，定期检查场地设置，
确保训练场上严谨的“军容风纪”。

第73集团军某旅舟桥二连

抓好训练场上的“军容风纪”

值班员：陆军某工程维护团建筑

安装连指导员 赵光超

讲评时间：5月17日

在今天的抢修抢建演练考核中，尽
管张志文同志带领的电缆抢修分队速度
不够快，最终得分也不够理想，但我仍然
要对张志文和分队所有成员提出表扬。

有人可能会疑惑，对于我们来说
抢修抢建不就是比拼速度吗？由于本
次演练考核加大了难度，不少小组在
演练过程中都省去了与评分无关的细
节，只有张志文小组仍然坚持按实战
标准进行锯割、熔接、掩埋、伪装，用时
虽长但也在规定范围之内。

同志们，对我们新组建单位而言，
更加需要这种高标准意识，才能真正
锻造过硬本领，建设过硬连队。

（谷永敏、刘子源整理）

提速不能降标准

值班员讲评

今天下午两点，我们接到铺设通信
光缆任务。分队长简要分工后，大家拿
上工具，快速奔向作业地域。

为了顺利完成保障任务，我们任务
分队早早进入导弹发射阵地进行筹
备。然而，在这“千里不飞鸟，风吹帐篷
跑”的戈壁滩无人区执行任务，却没想
象的那么简单。

铺设到五号作业点时，天色渐渐暗
了下来。按理说没有了烈日的炙烤，正是
施工的好时候，然而由于身体疲惫加上缺
水，大家的每一个动作都显得格外艰难。

还有最后一公里！就在我体力快
要透支的时候，突然起风了。只见疾风
过处好像有人提起地毯在抖动，漫天黄

沙席卷而来，能见度瞬间降到了20米以
内。“天黑前一定要把光缆铺设好！”分
队长一声令下，我们一字排开，挖沟、布
线、掩埋……大家似乎忘了疲惫，铆足
劲往前赶，看不清路就用手顺着光缆往
前推，双手被骆驼刺划伤也浑然不觉。

经过连续奋战，20时许，最后一截光
缆终于铺设完毕。抬头看看身边的战友，
个个变成了“兵马俑”。我们使劲地抖掉
身上的沙子，借着月色返回宿营地。

作为一名通信号手，虽然不能像导
弹号手那样亲手护送导弹升空，但想到每
一次成功发射，也都离不开自己这样的幕
后付出，顿时觉得身上的疲惫一扫而光！

（陈开江、李顺军整理）

戈壁滩上斗黄沙
■火箭军某试训区四营七连下士 胡耀强

士兵日记 5月28日 星期一 晴

新角色观察

新角色新挑战新担当①

5月 24日，东海

舰队某部为 40余名

转业干部举行向“八

一”军旗告别仪式。

在雄壮的国歌声中，

转业干部杨正和他

的战友们身披绶带，

在全体官兵的注目

下饱含深情地向军

旗告别。杨正激动

地说：“今天我和战

友带着感动和荣光

离开深深眷恋的部

队，明天我们将挺起

军人的脊梁走向社

会，为新时代发热发

光。”

禹 威、吴炜权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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