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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时评

玉 渊 潭

长城瞭望

基层心声

长城论坛

射击是军人杀敌保身的基本技
能，只有练过硬，才能有底气。然而，个
别部队训练场出现“保姆式射击”现象，
当枪械出现子弹不上膛或者卡壳等故
障时，不是射手自己排除，而是原地打
报告，等待地段指挥或者军械员检查处
理。试问，真正上了战场，射手还能“原

地打报告”吗？
这正是：
战场从来无保姆，

岂可拄拐学走路。

一切瞄准打赢练，

真难严实出猛虎。

李红伟绘 蔺晨博文

眼下，野外驻训正如火如荼开

展。如何提高驻训的质量效益，是部

队都在思考的问题。驻训不是“住

训”，首先必须摒弃怕苦累、图舒适的

想法。

与营区和基地化训练相比，野外驻

训不仅吃、住、穿等保障方式不一样，

训练的环境、内容、方法也不同。把部

队拉到荒原密林，绝非简单的场地转

换，更不是体验野外生活，而是为了更

好地贴近战场环境练兵。炎热饥渴、单

调寂寞、蚊虫叮咬……几个月的时间

里，全天候地铆在阵地上，官兵的身心

必定会经受一番艰苦的考验。风雨侵衣

骨更硬。只有不怕苦累，一心在战、全

力务训，才能用好野外驻训这段实战化

练兵的黄金期，更好地锤炼战斗作风，

提高部队技战术水平。

笔者在某部驻训场看到这样一幕：

百余顶帐篷散落在山坳、灌木丛中，呈

战斗队形布设，所有车辆精心伪装后停

靠在易于隐蔽、方便进出的位置，官兵

的军需供给、装备检修也按照战时要求

保障。过去有一段时期，驻训场却并非

这般模样：少数单位花很大精力装扮营

区，捡碎石子铺路、插彩旗挂横幅，任

务车辆集中停放、横竖一条线，更有甚

者在帐篷里铺地板革，野外驻训“野战

味”不足、“生活味”倒很浓。大抓实

战化练兵，给野外驻训带来的变化，是

深刻的、可喜的。

野外驻训，还有没有图舒适的现

象？训练间隙，某旅政委来到一个班

里，他掂了掂战士的军用水壶。其

中，有的装了小半壶可乐，有的竟然

是空的，宿营地的一个角落，则堆了

几箱碳酸饮料。20多年前，这位政委

是一名炮兵战士。他说：“那时野外驻

训条件比现在差很多，我们整宿整宿

地挖坑道，有时几天也洗不上一个

澡，即便洗也是一块肥皂‘打遍天

下’。现在一些战士的洗漱袋，沐浴

露、护发素、润肤膏、防晒霜一应俱

全。”这些物品该不该带、能不能用这

里不下结论，但有一个问题必须考

虑：打起仗来我们是否能这样？

古人说，“逸豫可以亡身”，讲的

就是贪图安逸危害很大。戚继光练

兵，非常注重锤炼部队吃苦精神。他

说：“凡人之血气，用则坚，怠则脆。

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是谓练心之

力也。”野外驻训紧贴战场环境，实战

化是基本要求。究竟何为“化”？毛泽

东同志曾有过深刻阐释：“彻头彻尾彻

里彻外之谓也。”这就要求，打仗不容

有的舒适，一丁点都不能带到驻训

场。片面追求舒适安逸，意味着逃避

战场、躲避锤炼。如此练兵，不仅会

助长华而不实的训风，还会贻误战斗

力建设；不仅培养不出虎狼之气，更

锻造不出打赢未来战争的勇士。

干部能吃苦，战士不怕苦。一支

部队吃苦精神强不强，很大程度取决

于各级干部。领导干部既是野外驻训

的组织者，也是战斗作风的示范者。

领导干部带头锻造胜战能力，带头锤

炼战斗作风，带头摔打磨练自己，战

士们就会跟着做。如果总想着“改善

改善条件”，像居家过日子一般，又怎

能要求战士吃苦耐劳呢？

随着时代发展，物质条件大大改

善了。然而，对肩负打赢使命的军人

而言，别人享受的，我们不必羡慕；

平日里有的，练兵场未必能有。没有

哪个战场会像温室那般舒适。野外驻

训是战争的“预实践”，条件越艰苦，

越能练筋骨。部队只有从和平思维中

走出来，置身残酷、艰苦的练兵环境

中，按条令大纲施训，坚持仗怎么打

兵就怎么练，扎扎实实锤炼战斗意

志、战斗素养，才能更好地适应战

场，练就过硬本领、增强打赢信心。

条件越艰苦，越能练筋骨
——野外驻训如何训出“野味”③

■朱文强 佀镇溢
眼下正是转业干部告别军旅、开启新

程的时候，许多单位举行仪式，以充满温

情的方式送别战友。无论是战友的临别赠

言，还是转业干部的庄严承诺，都离不开

一句话：“保持本色，开拓新天地。”

对转业干部来说，告别军旅难免有不

舍之痛。转业干部穿军装的时间短则 10

多年，长的达20余年，这身军装是他们的

梦想，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依然是。军营

里，熟悉的哨位、岗亭、营房，靶场、车库、

操场，早已成为转业干部生命的一部分。

他们把自己珍贵的青春，留在了这一方

火热的土地。从今以后，这里一切都是他

们的回忆，一辈子也忘不掉、抹不去。

对家人而言，转业干部告别军旅，那

是多年没能奉养膝下的儿女回来了，那

是好久不曾花前月下的伴侣回来了，那

是不能陪着自己长大的父母回来了。这

是家人一直都期盼的，然而，当这一天真

的到来，家人也会伤感。这是因为，军人

的寂寞坚守，让家人感到崇高；军人的拼

搏担当，让家人感到自豪。那么多年，她

们已经习惯了默默支持和守候，说一声

“家里都好，你在部队安心工作”，而把千

百声苦和难吞进肚子里。

对部队而言，转业干部是奉献者。

大到强军事业，小到单位建设，无不凝

聚着他们的汗水和智慧；那一面面红

旗、一座座奖杯，无不见证着他们的牺

牲和付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特别

是在改革强军的时代大势下，部队精简

规模、缩减员额，转业干部数量大幅增

加。他们以自己的“转身”为部队高效转

型腾出空间，这是以另一种方式为建设

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作贡献。

告别军旅，转业干部将投身新的环

境。那里没有直线加方块的生活，但依然

有法规和道德的约束。“永远是某部一兵”

“走到哪都不给部队丢人”，这是穿过军装

的人应有的自律和承诺。做到这一条，需

要不忘初心、严实修身，敬畏朗朗乾坤、明

辨是非曲直；需要珍惜荣誉、永葆本色，守

住军人果敢、坚韧、自信的特有品质；需要

踏实扎实、兢兢业业，懂得用汗水浇灌希

望、以勤奋铸就辉煌。正如一位领导在临

别赠言中所说：无论到哪里都是党员，无

论到哪里都曾是军人，无论到哪里都要实

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无愧于曾引以为

傲的军人身份，给人民军队、老部队增光

添彩，才能在家人和同事眼中，依然有“军

人的样子”。

前路崎岖君勿虑，扬鞭更上青云去。“转身”之后，转业干部来到人生的新拐

点，对未来“想做什么、能做什么、适合做什么”免不了要反复思量。在心理调适期、

转岗适应期，既要对军旅生涯锻造的忠诚、担当、坚毅、自律等良好品质充分自信，

又要主动将心态“归零”，主动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本领。不好高骛远也不妄自菲

薄，多一些脚踏实地、少一些焦虑浮躁，努力在新的岗位上实现人生价值、闯出一

片新天地。

习主席指出：“军转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重要力量。”转业干部是一个不小的群体，他们大都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强烈的大

局意识、顽强的战斗作风、严格的纪律观念和很好的协作精神，是宝贵的人才资

源。改革开放以来，一批又一批转业干部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用自信和努力战胜

转型之痛，在时代潮头干出了骄人业绩。实践证明，只要各级给予关心、使用得当，

就能把他们在部队的“战斗力”，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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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
令
纯

某部战备拉动，一名战士因高温

怕热，把头盔摘了下来，这一幕正好被

营长看到。紧接着，营长一阵“暴风骤

雨”，战士有些受不住，一连数日情绪

不高。在战士看来，即便是批评，也该

好好说话。

说话是人的日常活动，看似很平

常。但要把话说到点子上，说得让人愿

听、爱听且乐于接受，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冷言令人心凉，恶语使人心塞”，讲

的就是好好说话的重要性。部队是一个

战斗集体，密切上下之间、战友之间关

系，离不开良好的交流沟通。带兵人设

身处地、好好说话，不仅能敲开官兵心

扉、增强教育效果，也有利于增强部队

凝聚力战斗力。如果简单粗暴、冷嘲热

讽，效果就会打折扣，甚至损害自身形

象、降低个人威信。

少数带兵人不好好说话，客观上

讲，或由于部队任务重、节奏快，没

时间细致地分析道理，又出于关爱战

士，让他们长记性，因而刮出“急躁

的龙卷风”。从主观上讲，个别带兵人

缺乏耐心、热心，长官意志严重，不

深入了解情况、不愿意换位思考，习

惯怎么痛快怎么说，以至于伤害官兵

尊严。对后一种情况，官兵很反感，

自然也不可能愉快地接受。有的战士

之所以嘴上服气、心里怄气，工作干

了、内伤留了，往往就是因为带兵人

不会好好说话。

现在的年轻战士，大多是在父母的

细语呵护中长大的。与过去的战士相

比，他们的文化程度高、自我意识强。成

为一名钢铁战士，虽说必须提高抗压、

抗挫折能力，但这有一个过程，更离不

开科学的方法。带兵人只有跟上这种变

化、适应这种特点，不断增强知识带兵、

文明带兵的意识和能力，才能管好部队

带好兵。否则，磕磕碰碰的问题、拧着劲

的事就少不了。

一位领导讲：“如何跟战士说话，可

以看出带兵能力。”我们提倡好好说话，

不是要栽花不栽刺、当老好人，这会跳

到另一个极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各级带兵人应当尊重战士、关爱战士，

抱以好好说话、推心置腹的态度，平时

多分析“为什么”“怎么办”，相互之间就

会有真诚流畅、直指人心的沟通，教育

的功效也会大大提高。

提倡“好好说话”
■魏智华 和 鹏

“那个单位基础不好，我胜任不

了！”最近，某部制定帮扶基层计

划，一名机关干部得知自己帮扶的基

层单位底子薄弱，打起了“退堂

鼓”。帮扶基层“挑肥拣瘦”，类似现

象时有耳闻。

基层面临的难题，有的需要在

机关的帮助下才能更好更快地解

决。帮扶基层的工作，着眼把部队

全面建过硬，应该是哪里有困难就

往哪里走。既然如此，为何还要分

“肥瘦”呢？这是因为，少数机关干

部有自己的小九九。在他们看来，

联系底子好、矛盾少的单位，自己

可以少花点精力，工作容易出成

绩，在总结时也能留下一笔亮色。

而联系矛盾问题多的单位，他们或

担心自己能力不够，难以扭转局

面；或认为用的劲再大，效果也有

限，一旦帮扶的单位出现问题，还

会影响自己进步。对费效比反复权

衡，因而出现了挑肥拣瘦的现象。

部队常讲，帮扶基层要一视同

仁。这种一视同仁，不仅要体现在关

注的目光上，也要体现在扶持的力度

上。基层一些单位之所以常居前列，

在于部队基础好、干部配得强、吸引

关注多。虽说“五根手指不可能一样

长”，但如果机关在帮扶选择上再作

区分、挑肥拣瘦，基层部队优劣差别

就会进一步拉大。部队强军备战，决

不能出现显著的“短板”。否则，机

关难辞其咎。

越是硬骨头，越能检验一个人的

担当品质，越能锤炼一个人的综合素

质。机关干部不能满足于上传下达、

写文办会、统筹谋划，还要具备指导

抓建、一线解难的能力。联系帮扶基

层，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平台。勇于担

当，把汗水洒在抓基层、打基础上；

挑一块最硬的磨刀石，在一点一点地

理清思路、一件一件地解决难题中，

把能力素质提上去。这样不仅有利于

抓好部队全面建设，对个人成长也很

有益。

每个单位建设的强弱，直接关乎

部队建设全局和长远发展。正因此，

帮扶基层只能全力以赴，不可拈轻怕

重。机关干部必须端正心态，树立正

确的政绩观，敢挑重担子、敢啃硬骨

头，紧贴实际、解决问题，推动基层

建设全面进步。

帮扶不该挑肥拣瘦
■吕华川 洪海东

只有不怕苦累，一心在战、全力务训，才能用好野外驻训这

段实战化练兵的黄金期，更好地锤炼战斗作风，提高部队技战

术水平。

人的秉性品行具有传播力，会对他人产生影响。“盛德之人，望

之而令人消其鄙吝”，说的就是正面教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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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盖房时，曾经历过埏泥造砖的

过程。挑选粘而不散、粉而不沙的土，倒

上水之后，逐牛错趾踏成稠泥。将泥填

满模框，以铁线弓沿面切平。砖坯是否

方正，就看模框是否规正。四边过线、四

角过尺，这是校正模框必经的环节。

模框无言，规泥以正。明代谢肇淛

所说的“身化”，大抵也是这个意思。人

的秉性品行具有传播力，会对他人产生

影响。“盛德之人，望之而令人消其鄙

吝”，说的就是正面教化的作用。揆诸史

册，这样的事例不少。

魏国吏部尚书毛玠衣布茹素，以俭

朴作风为人表率，他举荐的人都是清廉

正直之士。因此，魏国士人无不以廉洁

操守自勉，即便是宠臣，车马服饰也不

敢逾制。见此，曹操感叹：“孤之法不如

毛尚书令！使吏部用心如玠，风俗之易

不难。”就是说，假如吏部官员都跟毛玠

一样，革除奢侈腐败、培塑清俭风气就

不难了。

正气足了，可以让鄙吝止步。唐代

尚书左丞李廙素有清德，妹夫刘晏掌权

后前来拜访。看到李廙家门帘破敝，刘

晏悄悄丈量了门的大小，回去后用粗竹

编成新帘，准备送给李廙。他3次拿着

新帘来到门口，却不敢开口而转身离

去。梁朝贤臣顾协为官清介，冬天衣服

单薄，大理寺卿蔡法度想送棉袄给他。

然而，由于忌惮顾协的清严，他始终没

能开口。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官场现

形记》中也有“烂一串”的事。魏竹冈的

表弟在京补了御史后，卖折参人、明码

标价，还时常写信托魏竹冈帮他拉买

卖。藉此，魏竹冈成了“敲竹杠”专业户，

县丞单逢玉知道后，也忖度从中捞些好

处。周老爷通过单逢玉，想让魏竹冈写

信给御史，参胡统领一把，为此他拿出

600两银子。随后，单逢玉截留了 300

两，魏竹冈也仅给当御史的表弟寄去50

两。这活脱脱就是一串交易。

《资治通鉴》第46卷记载了东汉马

廖的一份疏奏，里面提到“百姓从行不

从言”。长辈、上级一举一动的教化效

力，往往胜过千言万语。“孔子家儿不知

骂，曾子家儿不知怒，所以然者，生而善

教也。”善教，重在身教。试想，若孔子满

嘴污言秽语，整日骂不绝口，其家儿又

怎么会不知骂呢？若曾子常常横眉立

目，动辄大发雷霆，其家儿又怎么可能

不知怒呢？

马廖的妹妹，是史上很有名气的明

德皇后马氏。西汉外戚专权乱政、不得

善终的教训，马氏洞悉在心。当了太后

之后，她不仅以俭朴自奉，更对外戚约

束有加。汉章帝多次想给马廖等3个舅

舅封侯，马氏却屡屡拒绝；马氏的母亲

去世，坟头堆得高了些，她让自己的兄

弟将坟头削低；外戚有奢靡而不守法度

者，断绝属籍关系并遣返乡下种田。这

番身体力行的教化和劝导，使马家颇受

朝廷敬重。

“从军有苦乐，但问所从谁。”马上

横戈、生死之地，领兵作战的指挥员更

要用“身化”的方式来增强部队的凝聚

力战斗力。汉代飞将军李广“悛悛如鄙

人，口不能道辞”，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

善言辞。李广毕生与匈奴作战70余场，

士卒团结用命、乐于跟着他打仗，就是

因为他以身作则。一方面，他为将廉洁，

得赏赐辄分其麾下，任二千石官职 40

多年，却家无余财。另一方面，他坚持士

卒至上，乏绝之处找到水源，如果士卒

没有全部喝过，他就不沾水；士卒没有

全部吃上食物，他就不进餐。李广死后，

一军皆哭。

领导是单位的环境，行动是无声的

号令。领导干部带头明大德、守公德、严

私德，时时处处做到忠诚、干净、担当，

上级带动下级、一级影响一级，好作风

自然就会蔚然成风。否则，说得再漂亮、

讲得再频繁，也毫无用处。

但 问 所 从 谁
■铁 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