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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直播间

“四连请示强化训练，拟出动兵力
��人，行军里程 30 公里……”不久
前，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作战值班室
接到的基层营连报告情况中，均多了一
项“强化训练请示”。
“这都是被逼出来的。”该旅旅长邹

锐介绍说，去年部队调整改革后，部分
连队依旧“穿新鞋走老路”，一些官兵
头脑里还存有过去“保安全、守得住”
的老观念，认为“在边防躺着也是作贡
献”“完成巡逻执勤任务就是成绩”，导
致战斗力建设方向发生偏离。

四连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部
队调整改革前，四连已连续 5 年落选
“基层全面建设先进单位”。过去，
因 为 连 队 驻 地 偏 远 ， 生 活 条 件 艰
苦，巡逻执勤任务繁重，因此抓建
战斗力建设的力度不够，官兵逐渐
形成了“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麻痹
思想，导致连队发生了一起违纪事
件。上级立即对四连进行了整顿和
帮带。尽管如此，不少官兵还是没
走出阴影，当年度连队选择转改士
官的上等兵只有两人。

随着“脖子以下”改革渐次完成，
四连也迎来了打“翻身仗”的好时机。

去年，旅队把新大纲试训任务交
给了四连。“不能辜负组织信任！咱
们一定能行！”全连官兵铆足了劲儿
狠抓实战化训练，涌现出各类训练尖
子 20余名。年终评功评奖时，四连凭
借过硬的成绩，不仅捧回了阔别 5 年
之久的“基层全面建设先进单位”牌
匾，还拿到了政治工作、后勤保障工

作等相关的 3块奖牌，4名官兵荣立三
等功。

打赢“翻身仗”的秘诀何在？四
连连长杨宗培归功于强军兴军事业的
感召力—战斗力建设的核心地位立
了起来，官兵干事创业的人心士气聚了
起来。举例为证：前不久，该旅对全
旅拟提拔使用的基层干部进行综合考
核，不仅设置了边防勤务相关内容，
更偏重于作战指挥军事技能考核，并
实行“军事课目单课目不及格、军事
考核不合格不推荐提拔使用”的一票
否决制。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该旅准备在
全旅范围内组织一次各专业比武竞赛，

机关基层踊跃报名，还传出了一段佳
话：四营两名卫生员为了争夺唯一的一
个参加全旅卫勤专业比武名额，把“告
状”电话打到了旅领导办公室，最后机
关派人到现场监督裁判，经过 3 场比
拼，才把这个名额定了下来。

官兵坦言，现在大伙的心思都
“钉”在了训练场上——开展某型火炮
训练，设置不同天候，既练固定目标瞄
准又设置移动目标的实弹射击；每次强
化训练，各分队结合防区地域特点和战
备行动方案，在长途行军拉练中，穿插
班组行动课目、连行动课目等训练内
容，全面锤炼部队走、打、吃、住、藏
的综合作战能力。

转隶一年，摒弃“保安全、守得住”的旧思维后，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四连终于捧回了阔别5年

的“基层全面建设先进单位”牌匾——

穿上新鞋，盯着“能打赢”奔去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宋邦稳

值班员：陆军某工程维护团二营

八连指导员 唐 磊

讲评时间：7月26日

今天检查了大家的政治教育笔
记，在这里，先为陈奕龙同志点个
赞！他的笔记虽然不是最工整、篇幅
最长的，却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

不知大家是否留意过笔记本的页
面，它分为左右两栏，左侧“横道”，
右侧自上至下是一片“空白”。大部分

同志把这“空白”当作“留白”，事实
上，小空白有大用处。就拿陈奕龙同
志来说，他就在那看似无用的“空
白”栏里，写下了二次阅读和思考时
的批注。

课堂教育的结束并不是教育过程的
结束，笔记更不是“一次性”产品，需
要经常“回头看”。设计空白栏的目
的，就是让大家能结合自己的理解和思
考对授课内容进行“二次消化”。

课堂上，我们的很多精力放在记

录，下课后可以利用讨论总结等时
机，通过再阅读、写批注，进一步加
深理解。此外，随着理解的深入，我
们可能过一段时间会对某次教育或某
个问题产生新的认识和思考，也可以
在空白处记录下来。

政治教育没有“空白”。把笔记上
的这些空白填满，笔记本也就成了官兵
课后自我教育的辅导员、思想成长的集
锦册、精彩观点的摘抄本，就能更充分
地体现出笔记本应有的作用和意义。

用好笔记本上的“空白”

各位新战友：

大家好！
又是一年毕业季！顶着炎炎烈

日，你们即将带着数年的累累学识奔
赴基层部队，体味知识之花结出战斗
力之果的喜悦。作为过来人，想和大
家聊聊我们几个追过的梦、吃过的苦、
解过的结。

走出校门进营门，知识优势如果
不能转化为打仗本事，就是空谈！也
许你在学校是个“学霸”，但到部队不
可能顺理成章成为“武神”，军校四年
的加钢淬火，并不代表学员就能轻轻
松松成为战斗员。

请谨记，无论是学士、硕士还是
博士，必须先当好一名战士。从课
堂到练兵场，我们必须先把自己当
成一个“新兵”，只有追着技师、连长
多学多问多看，才能找到联通理论
到实践的捷径。每一次训练、每一
次排故、每一次演习都是我们积淀
本领、历练血性的良机。科技兴军
需要我们从知识中获取打赢的密
码，我们需要尽快完成从“课堂书
生”到“打仗能手”的蜕变，向装备、
阵地、练兵场要战斗力。

基层所谓的苦都是“小儿科”，真
正的苦是迷茫失落而没有目标！也
许我们之前做过无数次预想，自认为
对基层的苦累有足够的承受力，但真
正面对七零八碎的琐事时依然会晕
头转向，进而迷茫、动摇、怅惘、失落，
这很正常，不过必须尽快走出泥淖。

如果我们满腹专业理论却在实际
操作中茫然失措，请不要气馁，相信别
人能学会的你一样能学会。假以时
日，你同样能在实操实练中胜人一筹；
如果你感叹对父母失之于孝、对恋人
失之于爱，请相信战斗的勋章同样也
是对他们的褒奖，家国的和平中也有
自家的灯火安宁；如果你因为出公差、
值班、打扫卫生应接不暇，请相信每项
工作都是基层生活的必需，都是打仗
的必备，只有用打仗的标准干好每件
事，打起仗来才能一以贯之地坚持标
准。人生没有白费的辛苦，军营的每
滴汗水都是浇灌战斗力的营养液，扎
下根来才能破土成长，安下心来才能
御风飞翔。

虽然岗位分工各不同，但联合作
战序列里，我们都是主角！新型作战
环境不仅需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的战斗精神，也需要深层次、多维度的
团队协同。

就拿我们战勤班来说，每个战斗
岗位肩负职责不一样，却都是制胜链
路上的关键一环。职责有别，使命相
同，打赢制胜是根本和首要，加入到这
一战斗序列，每个人都是战斗力链条
上的“螺丝钉”，都关系着作战核心环
节，能直接影响战场态势走向。从课
堂走向练兵场，我们需要坚定“一心向
战、矢志打赢”的信念追求，树牢“无战
不联、无联不胜”的联合思维，磨砺“齐
心协力、密切配合”的团队意识，脑中
有体系、心中有大局，才能在“全域一
张网”“全体系一杆枪”的未来战场发
挥重要作用，将知识优势转化为打赢
胜势。

战友们，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新
时代练兵备战的号角早已吹响，愿我
们每个人都能成长为改革强军的奋楫
者，不负青春、不负梦想。是为共勉。

中部战区空军地导某营战勤班

张少平、何 锋、景晓龙、刘晓鹏、

李佳恒

2018年7月

“高学历战勤班”给新毕业干部的一封信

前不久,陆军某试验训练区数据采
集大队对干部进行任职考评。没想到，
在民主测评环节，出现了令队长冯伟意
外的一幕。

第一轮投票中，一名后勤助理员的
“不称职率”远高于他人。“这名干部工作
认真踏实、为人也不错，为啥群众基础如
此薄弱？”带着问题，冯大队长找到了政
委马瑞奇。
“没理由啊！这名干部在以往的

民主测评中，称职率都遥遥领先，工
作成绩也是有目共睹，这次究竟是咋
回事？”两名主官决定到官兵中间一
探究竟。
“我们想着这名干部反正是上级拟

调干部，大队民主测评又影响不了她什
么，大家一合计，就把‘不称职’投给了

她。”调研中，一名士官向马政委道出了
实情。

原来，为了避免部分官兵在民主
测评中充当“老好人”，大队党委在测
评中明确，每人投出的“优秀”“称职”
“不称职”分别要占总票数的 50%、30%
和 20%。而这名后勤助理员因为业务
素质较强，几个月前作为拟调干部被
上级机关抽调，因此她所在的基层单
位部分新兵对她缺乏了解,有人甚至
以为她“已经调走了”，便把手中的
“不称职”全都投给了她。

弄清了原委，当天晚上大队便召开
了军人大会。“民主测评是上级机关了解
干部履职情况的重要途径，是为了让大
家本着对单位负责、对干部负责的态度
行使自身的监督权，如今的做法，岂不是

形同儿戏？”马政委一连串的发问，让在
场不少官兵低下了头。
“当然，大队党委也有责任，我们应

该让大家在测评前充分了解不在位干部
的基本情况。下面，我就她在上级机关
的工作情况向大家作个简要介绍……”
说着，马政委当场将考察这名干部的函
调情况向官兵进行了公布。

第二天重新组织民主测评，这名干
部的“优秀率”趋于正常，而另外一名“工
作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的干部，则
得到了多张“不称职”票数……

虽然民主测评引起的风波逐渐平
息，但是这件事引发的反思却让大队党
委一班人感触颇深——民主测评的小
事情连着基层建设大风气，绝不能等闲
视之。

“不称职”怎能都投给拟调走干部
■王 倩值班员讲评

惊不惊喜？！一个地导营的战勤班
竟有1名博士4名硕士，被官兵称为史上
最强“拼团”阵容。7月 20日，记者在华
北某地装备阵地上见到了“高学历战勤
班”的主人公：制导连连长兼探测军官张
少平、截获军官何锋、发射军官刘晓鹏、
高频助工景晓龙、雷达技师李佳恒。

昔日的校园学霸，今天的军中骄
子。张少平是全县高考状元，南京航
空航天大学本科毕业后，穿上军装成
为空军地空导弹兵，后来又读了研究
生。张少平告诉记者，几年前的一次
实弹射击，看着目标空中开花，雷达屏
幕上信号消失，他被深深震撼了，心中
一个目标更加清晰：“一定要当连长，
带兵打胜仗！”

那年，张少平两次参加师团机关

业务轮训，却都主动申请回到连队加
入战勤班，跟兵器装备、技战术参数泡
在一起。同样经历的还有李佳恒，军
校毕业时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主动选
择了这支部队，并在战勤班找到了实
现自身价值的平台和方向。还有博士
刘晓鹏、技师何锋、助工景晓龙，到部
队后都不约而同地加入这个战斗团
队。9年间，共有 3名博士 7名硕士在
这里成长。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战斗的军旅
最动人。他们发挥学历优势，学战研
战用软件为硬件上“刺刀”，研发集教
学、训练和考核于一体的“三能一体”
模拟训练软件，在 100多个专业科目得
到应用；自主研发快速计算抗击距离
软件，在空军“红剑”演习中取得 22个

体系战果，2次成功抗击被导演组收入
经典战例库。
“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部队越

来越需要潜心研究打仗、努力提升训
练水平和作战能力的人。我感到这
是一些高学历干部以及大学生士兵
愿意扎根基层的强大动力。”营长田
忠业告诉记者，“高学历战勤班”自成
立以来，先后带出 9名干部技师、17名
士官骨干、26 名操作号手，11 人成长
为专业技术骨干，形成了人才队伍建
设的雁阵效应。

毕业季来临，“高学历战勤班”的
官兵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即将奔赴
部队的新毕业干部发出邀请：奋斗的青
春经过基层淬火，学历优势必将转化为
打赢胜势！

博士硕士到基层营连能不能实现自身价值？中部战区空军地导某营“高学

历战勤班”的故事证明——

青春需要奋斗 基层大有可为
■牛淑锋 韩 冬 本报特约记者 张 雷

金属工件加热到一定温度，然后

浸在水中使其冷却，硬度和强度便会

大增，称为“淬火”。“高学历战勤班”的

成长启示我们，新毕业干部只有经过

基层战斗生活的淬火，高学历才能转

化为“高战力”。

当前基层高学历干部数量增多，

但高学历与战斗力脱节的问题也不容

忽视，这既与个别干部信念不坚、动力

不足有关，也有少数单位忽视岗位和

人才需求、人才作用发挥以及优质成

才环境建设等因素。科技是核心战斗

力，但高学历人才在基层究竟该怎么

成长、怎么使用、怎么保留，值得我们

一线带兵人认真思考。

凤向梧桐而栖，才因境优而来。

首先要深扎根，营造拴心留人的环境，

让高学历干部把心安到基层，深入班

排、融入官兵，在部队找到归属感；其

次要厚培土，发挥他们的知识优势和

聚合效应，立足现有条件搭建平台，给

他们发挥优长创造条件；最后要结战

果，盯着打仗难题设定学研目标，把高

学历干部的心思精力往练兵备战上

聚，把他们的成长目标往战斗力建设

上引，让高学历干部在战斗成长中实

现自身价值最大化。

把高学历转化为“高战力”
■中部战区空军地导某师政委 袁 航

三言两语

边关看新貌·记者探营

常态化推进强化训练，主动开展

险难课目训练……采访中，记者真切

感受到，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

“脖子以下”改革调整以来，边防部队

战斗力建设蒸蒸日上，官兵精神面貌

为之一新。

“守边固防最重要的是要有打赢真本

领。”旅政委程昭善的这句话，让我们感

触颇深。边防一线连队，驻地偏远，巡逻

执勤任务繁重，但如果抱着“躺着也是作

贡献”的旧思维不放，注定不能担负起守

边固防的新使命新任务。

摒弃旧思维方能担负新使命
■陈典宏

采访手记

潜望镜

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