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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时评

玉 渊 潭

长城瞭望

长城论坛

谈训论战

“敌人怎么会刚好站在离你 100米
的距离等着你打？”某部针对个别官兵
对固定目标射击精确而战斗射击成绩
不好的情况，在平时训练中通过不断变
化靶子位置和出现时机等方法，提高官
兵的射击水平。

这正是：
沙场尘落晚霞飞，

百步穿杨得胜归。

练就辕门神射手，

实战意识最可贵。

姜 晨图 汉唐风文

陆军某合成旅野外驻训中对训练课

目实施阶梯式设置，不让“毕业生”总

读“老课本”；火箭军某部驻训内容新

课目、新内容占 40%以上，“饥饿训

练”让训练场充满生机……今年野外驻

训以来，各部队瞄准战斗力上台阶设置

训练内容，不但让野外驻训充满了“野

味”，而且充分摔打了部队。

新闻界有这样一句名言：“不论媒

体的形态如何变迁，内容永远是王

道。”对战斗力建设来说，训练内容就

是提高战斗力水平的“王道”。训什么

比怎样训更重要。训练内容是否科

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部队实际作

战能力的强弱，关系着训练效益的高

低。实践告诉我们，驻训时训练内容

设置合理，训练水平就会“节节攀

高”；训练内容设置不当，训练水平就

会原地踏步，甚至会出现倒退。

从对野外驻训部队的调研来看，

官兵对训练内容年年上“一年级”的

现象反映较大。“往年练精的课目，今

年还反复练，一点打不起精神”“我们

对 新 课 目 、 难 课 目 盼 星 星 、 盼 月

亮”……调查问卷中，某旅有 73%的

官兵在“期待更新训练内容”一栏中

打了“√”。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战斗力建设

固然需要打牢训练基础，野外驻训花一

点时间对“一年级”课目进行复习也很

有必要。但如果年年都上“一年级”，对

险难课目只是“意思意思”，对短板课目

故意“留到来年”，训练怎能跨层级？我

们强调训练要做到人员、时间、内容、质

量“四落实”，倘若总在内容上“翻烧

饼”，人员、时间的落实又有何价值？训

练质量又怎能提高？

低年级的书本上学不到高年级的

知识，“一年级”的内容练不出高水平的

本领。这个道理估计没有人不懂。个

别驻训部队之所以习惯让官兵在训练

内容上“蹲级”“复读”，根子在于忧患意

识的淡化、打仗意识的弱化、战斗力标

准的软化。正是因为这个“根子”，才愿

意上易组织、风险小和看起来忙忙碌碌

实则碌碌无为的“一年级”课程，才长出

了一片片畸形的“叶子”。比如，把军事

训练的战略位置变成“略占位置”，把实

弹化、野战化等同于实战化。由此可

见，让野外驻训“野味”浓起来，先得挖

掉和平积弊这个“根子”。

俗话说，一步难登天，一土难成

山。战斗力建设会“断崖式”下降，但

绝不会“火箭式”飙升，其生成过程是

一个渐进积累的过程，没有一项内容

一项内容的充实，一个课目一个课目

的递进，提高战斗力就是一句空话。

“凿不休则沟深，斧不止则薪多。”根

据训练基础实施“分餐训练”，着眼合

成融合开展“联合训练”，久久为功，

绵绵用力，战斗力建设就如春起之

苗，不见其增，日有所长，在量变中实

现质变。

当前，“脖子以下”改革使一些部队

实现了“瘦身”和“壮骨”，但体制编制调

整并不会带来作战能力的自然提升。

要使编制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每一个

单位、每一名官兵都不得不经受换羽之

苦、拔节之痛和升级之艰。野外驻训时

与“一年级”说再见，让训练内容“更新

换代”，就是实现制胜优势的破茧之蝶、

腾飞之翼。

“机会是最昂贵的成本。”野外驻

训时间有限，官兵长途机动，装备全部

出动，这种锤炼部队战斗力的大好机

会非常难得，失之实在可惜。戈壁大

漠、陌生海域、山地丛林，这样的野外

环境，也为锤炼打赢本领营造出近似

实战的训练环境。“事之难易，不在大

小，务在知时。”如果这时候不“知时”

而“务”，在训练内容还上“一年级”，浪

费的不仅仅是时间、人力和物力成本，

更是“机会”这一促进训练跨层级的

“最昂贵的成本”。牢牢抓住这一难得

的“机会窗口”，升级训练内容、创新训

练方法，各部队就能把野外驻训变成

战斗力增长的“关键期”“跃升期”。

行船趁顺风，打铁趁火红。训练

内容上的“更上一层楼”，换来的必将

是部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

训练境界。

（作者单位：31654部队）

总上“一年级”怎能跨层级
——野外驻训如何训出“野味”②

■别新宇

“作为军人，我没有权利选择安逸，只有责

任选择担当”“我申请到西藏边防去，那里有祖

国最美的界碑和岗亭”……

转眼盛夏临，又至毕业季。连日来，一份

份军校毕业学员的赴边志愿书，在朋友圈广泛

传播，引来网友一波又一波点赞跟帖。读诵这

些志愿书，能感知到新一代军人的热血与担

当，能看得到人民军队的希望和未来。

“人生是一场负重的狂奔，需要不停地在

每一个岔路口做出选择。”选择“北上广”？还

是奔赴“新西兰”（新疆、西藏、兰州）？对军校

学员来说，毕业分配就是人生的“岔路口”“紧

要处”，可能是影响一辈子的大事，不可能不关

注。然而，军人的选择，从来都与忠诚、责任和

奉献紧密相连。选择时多想想入校时的梦想、

多想想入党时的誓言，就会少些小我、多些大

我，少些纠结、多些服从。

《军队生长干部学员毕业分配规定》的颁

发施行，建立了学员提出分配志愿、院校科学

确定分配方案的毕业分配新机制。但不管分

配政策如何调整，革命军人的使命担当不能

变；不管毕业分到哪里，“靠素质立身、凭实绩

进步”的导向不会变。在享受“阳光分配”政策

的同时，也应具备相应的“阳光心态”，结合分

配岗位信息，分析自身素质优长，科学设计发

展路径，理性规划新的“起跑线”，选择好自己

的“官之初”，主动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建功立业。

1950年1月，邓小平同志找18军军长张国

华谈话，命他率领部队挺进西藏。得知变动，

张国华只有两句话：“一切听从党安排！”“坚决

完成任务！”我军90年的发展史，既是一部南

征北战的战斗史，也是一部“哪里需要哪里去，

哪里艰苦哪安家”的忠诚史。“风尘三尺剑，社

稷一戎衣”。一代代官兵以实际行动践行着

“一人辛苦万人甜，一家不圆万家圆”的初心。

尤其是面对改革中的调整移防，广大官兵听令

而行、说走就走，舍“小家”为“大家”，展现出

“党叫去哪就去哪”的绝对服从意识。作为新

一代青年官兵，军校学员更应传承弘扬这种意

识，以组织需要为第一选择，积极申请“到基层

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莫恋红尘觥筹浪，向来边塞奏华章。茶

叶，只有投身到沸腾的清水中，全身筋骨才能

舒展开，才能将自身的能量与价值释放出来，

散发出最浓郁的生命之香。这一现象告诉我

们，人生需要历练，也因历练而精彩。怎么历

练、在哪里历练？对于年轻干部来说，基层和

边疆就是最好的选择之一。诚然，这里肯定会

经历一些艰苦，但安逸从来不是军人的选择。

是雄鹰，就要到蓝天翱翔；是骏马，就要去原野奔腾；是军人，就要去奔赴疆场。越

是艰苦的地方，越需要人才去肩负起国家的重任、挺立起民族的脊梁。那些能够

走得长远、大有作为的人，大多是从基层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是在基层一线千

锤百炼摔打出来的。

近年来，随着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入，作战部队和驻艰苦边远

地区部队待遇保障体系更趋完善配套，干部在部队、院校和机关之间大范围交流的

路子也逐步走开，这些都为基层干部提供了更宽广的进步空间。对分配到艰苦边

远地区部队工作的学员，我军还确定了高定职务工资档次、按照不同类别标准享受

艰苦边远地区津贴等一系列优待政策。当前，驻艰苦边远地区部队服役干部优待

政策正在修订完善。届时，将有一整套内容完备、要素齐全、优势明显的政策制度

体系，为在作战部队和艰苦边远地区部队建功立业提供支持保障。可以说，到基层

和边疆，出路将会更多，前途将会更广。

“没有什么比生活在一个伟大时代更幸福。”今天，改革重塑后的人民军队，是

军校毕业学员成长的净土、沃土，为走好“官之初”、跑好“第一棒”创造了良好条

件。不负时代、不负改革，把艰苦环境作为磨炼自己的机遇，军校毕业学员就一定

能创造无愧于时代的精彩人生。

学子请缨志戍疆，建功立业为国防。出征！让我们把最美好的祝福献给军校

毕业学员。相信，战功和勋章终将青睐扎根基层和边疆的军人！

（作者单位：陆军第75集团军）

毕
业
分
配
，
选
择
好
你
的
﹃
诗
和
远
方
﹄

■
王

新

我们常说，群众最聪明。那么，群

众到底有多聪明？近日读书，几个会说

话的数据，证明了这一常识的科学性。

1906年的一天，科学家弗朗西斯·

伽尔顿在一个集市闲逛时，见这里正在

对一头公牛搞“猜重量赢大奖”比赛。

在参与竞猜的800人中，除个别人是屠

夫和养牛人外，其余都是外行。活动结

束后，伽尔顿统计出这800人猜的平均

值是1197磅，十分接近这头牛的实际净

重。伽尔顿由此得出结论：“群体判断

的准确性要比预想的可信得多。”

某电视台有档游戏竞猜节目，节目

组规定，竞猜者在确定不出答案时，可

选择请求主持人去掉部分错误答案、打

电话求助“聪明的”亲友和请教现场观

众 3种求助方式中的一种确定答案。

一年后，节目组统计发现，用电话求助

某个“聪明人”的回答，正确率为65%，

而按照现场观众多数人给出的答案进

行回答，正确率为91%。

“用好群众智慧，整个世界就是你

的智囊团。”詹姆斯·索罗维基在其畅销

书《群体的智慧》中写下的这句话，来自

对下面一个故事的总结。

1968年5月，美国“天蝎号”潜艇在

北大西洋失踪，由于对该潜艇最后一次

联系后的信息知道得极少，军方在多次

搜索无果后陷入绝望。这时，一位名叫

克拉文的军官提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

方案。在这个方案中，克拉文编写了一

系列“天蝎号”可能发生事情的脚本，然

后请一组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人以投

注的方式给出自己的猜测。克拉文将

所有猜测拼图后确定出了潜艇的大概

位置。当“天蝎号”被找到时，人们惊讶

地发现，其沉没地点与克拉文拼图确定

的位置仅相距220码！

对群众智慧，我党历来高度重

视。毛泽东同志称“群众是真正的英

雄。”邓小平同志说：“改革开放中许许

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

来的。”习主席指出：“好办法、好措施从

哪里来？答案就是从群众中来。”谷文

昌在踏遍东山县412个山头，走访近万

名群众后，总结出了木麻黄种植的“六

大技术要点”，这才固定住了全县80%

的飞沙。杨善洲向1000多名群众问计，

这才发明出“三岔九垄”插秧法，使粳稻

亩产量提高近400斤。

《韩非子·八经》中云：“力不敌众，

智不尽物。”一个人的力量再大，也敌

不过众人；一个人再聪明，也不可能穷

尽万物。群体决策的质量之所以超过

群体中大多数个人的决策质量，是因

为群体决策具有多样性、独立性、分散

化和集中化特点，这使得集体决策往

往是分歧和争论、思想充分碰撞的产

物，因而更准确。

“兵上三千出韩信，群众智慧无穷

尽。”新中国成立前夕，有人问周恩来，

为什么蒋介石飞到哪里，哪里就打败

仗；毛泽东天天坐在陕北，共产党却处

处打胜仗。周恩来解密说：“我们的军

队不但在政治方面是民主的，而且在军

事方面也有民主。我们有时甚至还准

许士兵讨论作战命令。每个战斗小组

都开‘诸葛亮会’。”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个别领导干

部在集中群众智慧方面做得还不够。

他们有的自认学历高、见识广，在群众

面前自恃高明、好为人师；有的虽知道

群众中蕴藏着丰富的智慧，但放不下架

子，觉得当领导哪方面都应该比群众高

明；有的对群众智慧不会过滤、综合、提

炼，使群众智慧成了“沉没的宝藏”。

群众是力量之源，也是智慧之源。

当前，我军正处在由大向强的关键时

期，如何跨越一个个“雪山”“草地”，如

何征服一个个“娄山关”“腊子口”？“百

度”里搜不到科学答案，书本里找不到

高招妙技。“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

亮”。只有“用90%以上的时间作调查

研究工作”，善于集中广大官兵智慧，就

能在开放式研究中找到跨越江河的

“船”和“桥”，就会使做出的决策“八九

不离十”。

“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

言。”越接近基层，越接近梦想；越接近

群众，越接近真理。一个人，工作中遇

到困难在所难免，当找不到法子破解

时，还是想想焦裕禄这句话吧——“问

问群众，你就有办法了”。

“数”说群众智慧
■潘光明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党的一个优

良传统。老一辈革命家谭震林曾说：

“对来自上头的批评，你要敢揽起来。

对来自下级的批评，你要听下去，要当

下级干部的‘出气筒’。”对于领导干部

来说，甘当下级的“出气筒”，是一种政

治胸襟，更是一种必备素质。

物不平则鸣，人不平多怨。官兵有

不平之声、不满之怨，要么是领导和机关

在工作中存在不足，要么是实际困难得

不到及时解决，要么是缺乏沟通，“我不

问你不说就是距离，我问了你不说就有

隔阂”，要么是官兵表达诉求的渠道不畅

通。特别是军队改革正在向纵深推进，

各种矛盾明显增多，官兵思想波动明显

加大，都要求领导干部容得下批评声、牢

骚声、委屈声和诉苦声，当好下级的“出

气筒”。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一个革

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

的是鸦雀无声。”

对待下级的意见或牢骚，历来有

两种态度：一种是闻之则怒，必欲惩之

而后快；一种是闻之则喜，以人为镜，

明察得失。“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

之歌，必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

也。”下级的“出气”声中，难免有片面

之语、愤激之词，但里面也有真话、真

相与真知。如果领导干部能本着有则

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听得进、容得

下这些逆耳之言，就能明得失、察不

足，解矛盾、聚兵心。如果两耳塞豆、

不闻雷鸣，或者老虎屁股摸不得，不但

会伤害官兵的感情，而且会错失解决

问题的最佳时机。

当好下级的“出气筒”不能一听了

之，更重要的是当好“减压阀”，设身处

地为对方考虑。大凡“出气”，必然事出

有因。作为领导干部必须正确对待，加

强引导，该澄清的澄清，该解释的解释，

该改进的改进。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领导干部应善于从逆耳之言中体察官

兵的所思所盼，查找工作的短板弱项，

最大程度地化被动为主动、化消极因素

为积极因素。

“出气”之言，不可能心平气和、和

颜悦色，但最能考验领导干部的胸怀、

修养和雅量。当好下级的“出气筒”，很

可能一时丢了面子，但想到部属“说出

来便心里好多了”，便没必要针尖对麦

芒。再说，人非圣贤，岂能无过。当“出

气筒”的过程，何尝不是揽镜自照、自我

反省的过程。还是毛泽东同志说得好：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

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

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

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

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作者单位：山西省忻州军分区）

甘当下级的“出气筒”
■边靖泽

6月中旬，某部在对抗演练中因为

数据分析员对战场数据不能准确分析

而未战先败。该部领导感叹：“平时小视

小专业，战时就会吃大亏。”

相比驾驶、通信、修理、火控等从事

人数较多的大专业，个别部队对数据分

析等小专业重视不够。客观上讲，小专

业由于从事人手少、技术含量高、组训

难度大，于是在训练中，个别部队要么

把小专业当成了“边缘课目”，任其自生

自灭；要么讲起来重要、训起来次要，视

小专业为“高大上”而总让其“待字闺

中”；要么对小专业心存偏见，认为“训

得好没多大影响，训不好没多大损失”，

将其打入“冷宫”。

专业有大小之分，但无轻重之

别。信息化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

抗，拼的是体系、靠的是体系，每

一个小专业就好比一个关键节点，

而一个关键节点出现问题，都可能

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随着新技术

的不断涌现和发展，小专业的比例

越来越高，重要性愈益凸显。马岛

战争中阿军的败因之一，就是其数

据处理这个小专业的训练水平远远

落后于英军。俄军在“强制和平行

动”作战中之所以能快速取胜，一

个重要原因是，“网络、空天、无人

战车等小部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这些都启示我们，小专业的作

用不可小视，漏训弱训就会酿成大

祸、招致败绩。

“脖子以下”改革完成后，我军压

减坦克、装甲车、火炮等大专业数

量，为新质战斗力提升“腾笼换鸟”。

与此同时，小专业“家族”添加了很

多“新丁”。这些小专业和关键岗位，

其人员素质高低和训练水平直接关系

作战效能的发挥。只有所有专业训

全、训精、训强，才能促进部队向充

实、合成、多能、灵活方向发展，关

键时刻才不会“掉链子”。

未来学家托夫勒在 《未来战争》

一书中说：“在信息战争中，你可能

拥有100∶1的优势，但是，这种优势

可能因为一根保险丝而全面改变。”

在未来战争中，要想不让小专业成为

那根“保险丝”，我们在思想上就不

能把小专业看小、看低、看偏，对小

专业先要重视起来。在训练上不因人

少而漏训，不因难训而弱训，确保小

专业训练实起来、强起来。在人才队

伍建设上，要建立起关键技术岗位人

才数据库，完善“选、训、留、管”

机制，使小专业岗位人才形成有序流

动和梯次储备。

小专业不可小视
■冷 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