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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观察

编制体制调整了，武器

装备更新了，担负任务变化

了。面对改革大考——

基层干部能力重塑

迫在眉睫

“他们说出了我们心底的恐慌与
紧迫，还指出了下一步努力的方向和
路径。”

这些天，营长顾海峰和教导员赵
宏波拜 35 个“兵师傅”的故事，在
该旅局域网上“披露”后，引发了很
多基层干部的热议。
“太有同感了！”那天晚上，正准

备睡觉的连长李智超，习惯性浏览局
域网，一眼就看到了这两个营主官的
故事。一口气看完，李智超不由想起
了自己的经历：从炮兵连改任支援保
障连连长之初，他和这对营主官一
样，也吃了一惊——不仅官兵数量多
了，而且专业也成倍增加了。更尴尬
的是，炮兵专业毕业的他，第一次进
装 备 库 房 时 ， 满 眼 都 是 “ 新 面
孔”……

改革的“阵痛”不仅“痛”在那
些面对诸多新专业的营连主官身上，
那些暂时未改专业的营连主官也被戳
中了“痛点”。

去年 6 月，某旅舟桥营从中原
某地转隶移防到 2000 多公里外的东
北松花江畔。“改革前后舟桥营干的
都是一样的活，只是换了个地方架
桥而已。”不少官兵认为，这次改革
对自己影响不大！

第一次“试水”，舟桥连指导员
张航峰就遇到了尴尬。因为黄河与松
花江的土质、水流、气候、温度都不
一样，很多技术环节遵照多年训练积
累的经验不灵了，延误了部队整体机
动速度。
“ 为 啥 按 以 前 那 样 指 挥 不 灵

了 ？” 北 部 战 区 陆 军 领 导 调 查 发
现，很多基层主官已经习惯于过
去驾轻就熟的战术模式、组训方
法 和 操 作 规 程 ， 面 对 领 域 拓 展 、
装备更新、使命变化，思想上还
没有做好能力重塑的准备，自然
跟不上改革步伐。
“不仅改革整编的部队干部感觉

力不从心，就连在改革中没动的部
队也觉得颇有压力。”某旅营长宋
恒哲说：在这次改革中，他们营虽
然基本没有变动，但无论是部队编
成还是指挥模式，都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现在，从战场侦察到定
下作战决心，再到诸兵种协同及各
类后勤保障，所有的统筹与指挥都
跟过去不一样了。
“新的编制体制确定了，换羽高

飞的能力具不具备？新的运行机制启
动了，联合作战的素质具不具备？新
的职能使命赋予了，浴火重生的勇气

具不具备？”
采访中，北部战区陆军领导意味

深长地说，部队发展是个动态过程，
人的成长也是个动态过程。战争形势
瞬息万变，翻老皇历一定找不出新答
案。基层干部只有不断学习，才能重
塑指挥打仗的能力。

新时代带来新挑战，新

体制呼唤新能力。要想跨越

鸿沟——

基层干部能力提升

路在何方

走上旅专业比武领奖台，张继麟
心情很不平静。

身为第 79 集 团军某旅武装侦
察连指导员，张继麟获得过不少
大奖。可这一次，他对旅里这个
奖格外看重，因为这对他来说意
义特殊——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取
得了突破！

拿起话筒，张继麟深情地说：
“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绩，第一个要
感谢的就是老班长连键，没有他这个
师傅的帮带指导，我这个门外汉哪能
进步这么快？”

张继麟的一席话，拨动了很多基
层主官的心弦。随着军队改革深入推
进，北部战区陆军不少基层主官都面
临改专业、“换娘家”的困难。面对
全新领域，很多人空有一腔学习热
情，却一时拜师无门！

新时代带来新挑战，新体制呼唤
新能力。要想跨越鸿沟，基层干部能
力提升的路径又在何方？面对这一课

题，基层干部自己犯愁，部队领导也
心里着急。他们通过院校培训、参观
见学、集中轮训等方式，努力让基层
干部适应新的岗位需求。

可他们很快发现，岗前培训虽然
能让基层主官业务素质有所提升，可
部队武器装备、训练内容和作战理念
更新很快，培训滞后、专业技能跟不
上趟等问题一一出现。
“虽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拜兵

为师、向兵学习，无疑是一条提升
能力素质最直接、最有效、最长久
的路径！”张继麟告诉记者，很多基
层“技术大拿”在一个岗位上一干
就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无论从理
论到操作，他们都是专家；再加上
他们身处训练一线，对打仗急需
的、干部欠缺的、战场呼唤的最了
解最清楚，跟他们学习能高效培养
自己的打赢能力。

面对厚厚的新装备操作使用说
明书和密密麻麻的电路板，某炮兵
旅远火营营长王晓峰面露难色。为
了迅速掌握某新型火炮的操作使用
技巧，王晓峰在几名老士官的指导
下，从装备的结构性能学起，一个
个零部件过、一项项功能调试。一
段时间后，上级组织连主官专业素
质摸底，王晓峰一路过关斩将名列
前茅。
“以兵为师很必要，向兵学习很

精彩！”营长王晓峰感触颇丰：当初
觉得向自己带的兵请教问题有点没面
子，可每次在“兵师傅”指点下，问
题迎刃而解后又觉得特别受用。如
今，王晓峰拜的“兵师傅”名单越来
越长。

不少营连主官说：只要你捧着
一颗真心、带着一腔真诚，就一定
能在“兵师傅”那里取到不少“真
经”。

胸如大海纳百川。拜兵

为师折射了一支部队的进取

态度——

战斗力建设这扇大

门越敞越开

“不是我不明白，是这部队变化
太快！”

对拜兵为师，某炮兵旅六连指
导员王海洋的认识更深一层：曾几
何时，新兵入营时都说“我是一个
兵，来自老百姓”，如今却变成了
“我是一个兵，来自大学生”，这说
明部队的兵员结构正悄然发生变
化，兵员整体素质和文化水平在不
断提高。

刚从连队座谈调研归来的第 80
集团军某旅政委李永泽发现：现在连
队的战士 90%以上都有一技之长，一
半以上获得过专业资格证书，有的甚
至获得过国家级奖励和国家专利授
权。带领这样一群新时代的小能人，让
他这个当了快 30 年兵的“老资格”确
实有点小压力！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在某

特战旅政委马宝川看来，人才队伍素
质的提升不仅仅局限在入口质量的提
升，一些老士官经过部队多年摔打磨
炼，对装备操作已经形成“肌肉记忆”
“思维记忆”，对业务理论已经形成成
熟体系。

未来战场攻城拔寨，指挥员固然
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没有哪一场
仗能离开基层一线的“兵专家”。某特
战旅士官张斌，曾设想过自己在部队

未来发展的各种角色，可他怎么也没
想到，有朝一日自己竟然能成为干部
的“师傅”。

部队举贤用能的举措更是超乎
想象：士官与博士、硕士一起参加科
研任务，士官担任干部考核“主考
官”……
“在战斗力生成的链条上，身处一

线的‘兵专家’对战斗力的贡献率越来
越高！”鼓励干部拜兵为师尝到甜头
后，某部领导提出一个新举措：把不同
专业的战士骨干分门别类进行归纳，
建立“兵专家人才库”，方便基层干部
“拜师学艺”！

“不看学历看能力，不重资历重实
力。”某工化旅政治工作部主任王兴海
说，基层主官“拜兵为师”，不仅自身能
力得到快速提高，而且“兵师傅”受到
重用后，更有利于调动他们的工作积
极性，进而像滚雪球一样培养更多的
专业人才。
“胸如大海纳百川。拜兵为师看

似是一种学习方式，更深层次折射的
却是一支部队的进取态度！”谈起这
个话题，某海防旅政委刘平说，迈向
世界一流军队的强军路上，塑造一支
焕然一新的人民军队，离不开人才做
支撑。

刘平建议：在军队改革发展的过
程中，各级应有任人唯贤的开放宽容
态度，让更多的人才涌入战斗力建设
这扇大门。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听
到 这 些 建 议 和 憧 憬 ， 记 者 不 禁
想：基层主官主动拜兵为师的故
事虽小，却犹如一枝报春花，告
诉世人——人民军队在改革强军
的征程上，还会涌现出更多情深
意长的精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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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兵为师”告诉我们什么？
——北部战区陆军基层干部适应新体制提升能力素质新闻调查

■本报记者 刘建伟 通讯员 刘 磊 王立军

最近这些天，刘东东心情不错。身
为第79集团军某旅作战支援营三级军士
长，刘东东没想到，营长顾海峰竟然成
了他的“学生”，天天缠着他请教这请
教那。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可顾
营长上任却主动拜兵为师。这让包括
刘东东在内的全营官兵有些始料不
及。

事情还要从顾海峰走马上任那天
说起。上任第一天，拿到编制表，
从通信营调过来的顾海峰深吸了一
口 气 ： 全 营 大 大 小 小 的 专 业 有 35
个，很多特殊专业全营只有一两个
骨干人才。

接到旅里修订战备方案的通知
后，这位曾经的标兵营长，面对一
个个陌生专业，心里没了底。为了
不落下任何一个作战要素，顾海峰
硬着头皮，带着 30 多个专业骨干浩
浩荡荡走进会议室，瞬间成为大家

关注的焦点。
别人家的营长“轻装上阵”，咱

这算咋回事？那一刻，顾海峰心里五
味杂陈，恨不得生出三头六臂的本
事。

那段时间，顾海峰整天琢磨这些
问题，一次训练让他找到了答案。

为了掌握工兵基础训练课目，一
顿闭门“恶补”的顾海峰，本想在官

兵面前露一手，可一连挖了 3个雷坑都
没能合格。看着不少官兵都达到了
“三镐定方圆，九锹出雷坑”的高水
平，顾海峰突然明白：能人就在身
边，何不拜兵为师？
“爆破大王”胡斌华是全旅有名的

兵专家。起初，顾海峰提出拜师请
求，胡斌华老躲着他，总觉得营长给
自己当徒弟很别扭。慢慢地，胡斌华

看出顾海峰是真心学艺，逐渐放下了
心中的顾虑。一次，为掌握动作要
领，顾营长连续挖了 36个雷坑。胡斌
华很是费解：“您是营长，会就行了，
何必抠这么狠？”顾海峰回答说：“技
术练得越精湛，指挥才能更精准。”

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
阶段性考核，顾海峰一举通过成绩评
定。眼看营长专业素质一天上一个台

阶，教导员赵宏波也坐不住了：找兵
拜师去！

指挥控制连下士廉政是该旅重点培
养的“通信大拿”。他自己也没想到，
自己第一个“学生”竟然是教导员。

原以为教导员跟自己学习是“意
思”一下，没想到赵宏波学得津津有
味，天天拉着廉政给自己“开小灶”。
结果，赵宏波不仅摸透了某通信新装

备的“脾气”，还和廉政一起探索推广
了多种训练方法，缩短了骨干的成长
周期。

考核来临，赵宏波向廉政发起挑
战。配置参数、连接设备、测试运
行……只见廉政一连串动作干净利落。
赵宏波也不甘落后，有条不紊做好每一
个动作。最后，两人成绩不相上下。一
场较量下来，廉政由衷向赵宏波竖起了
大拇指。

越知不足，越不知足。让这一对搭
档自己都没想到的是，半年多下来，从
入伍两年的上等兵到军龄23年的二级军
士长，他们竟然拜了 35个“兵师傅”。
翻开笔记本，他们告诉记者，眼下，正
抓紧物色新的“兵师傅”人选。

两名营主官拜了35个“兵师傅”
■本报记者 刘建伟 通讯员 刘 磊 王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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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第79集团军某旅作战支援营两位营主官搭档拜师学艺，带动官兵互帮互学，图为该营专业能手为官兵讲解爆破器材使用技巧。图②：营长顾海峰
（右）向战士虚心请教操作某型通信装备。图③：教导员赵宏波（左）跟随兵师傅学习操作通信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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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基层干部能力素质

一位从陆军某高炮团分流到某空中突击

旅的干部感慨：刚来时听着直升机从早到晚的

轰鸣声，“很不适应”；一位刚刚上任的旅长坦

言，面对增加的新专业、担负的新任务、演训的

新课题，自己“成了小学生”。

当前，一支支新组建部队在我军的“新体

制时间”应运而生。知识更新、系统升级、硬件

换代……转型已成为每一位置身其中的官兵

都必须面对的课题。这，远比“适应直升机轰鸣

声”更艰难，远比“成了小学生”更让人有痛感。

转型先转素质，变革先变能力。两位军官

的由衷感慨，只是映照世界新军事革命浪潮的

一朵浪花。今天，科技进入全社会共同参与的

“大科学”时代，战争进入发现即摧毁的“秒杀”

时代，军人这一职业，无疑已成为世界上最复

杂、专业门类最丰富的职业。

今日世界，每一秒钟都是马克思所说的

“世界历史”。未来战争，正在从每位军人的书

桌上打响。我们想打败对手，就要和对手来一

场学习上的生死竞速。

我军组建之初，官兵中有很多文盲、半文

盲。但红军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爱学习的军队

之一。即使在长征途中，红军官兵也没有停止

识字和读书——他们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

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

多年后，一位老红军感慨：为了摆脱敌人追击，

那么多好不容易缴获来的辎重装备都丢了，唯

有识字板没有丢！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职干部

教育的指示》，规定每年的5月5日——马克

思生日，为“干部学习节”。在第一届“干部学

习节”纪念大会上，朱德总司令还被评为模范

学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依靠学习走

到今天，也必然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未来的文盲，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

没有坚持学习的人。”今天，军队迈进新时代，

从规模结构到力量编成，从指挥模式到作战

理念，全都焕然一新。新机构、新编成、新使命

必然带来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这都要求

我们在新时代的“学习长征”中克服困难、奋

勇前行。

拜兵为师看似小事，却折射了一支军队的

进取态度：在奔向世界一流军队的强军之路

上，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不断学习、不断创新，不

断以“今日之我”告别“昨日之我”。

胸如大海纳百川。有了这种胸怀和气度，

有了这种紧迫和动力，我们这支崇尚学习、善

于学习的军队，未来必将从胜利走向胜利。

来
一
场
新
时
代
的
﹃
学
习
长
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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