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向善于搞小发明的第77集团军
某旅部队管理科参谋李鹏怎么也没想
到，曾经让他骄傲的一个“金点子”发明，
前不久竟成了大家“炮轰”的靶子。

4 月中旬，该旅进驻外训场不
久，便收到一份通报，说是友邻部队
在驻训时因执勤枪支离位发生安全事
故。一向善于琢磨的李鹏动起了脑
筋，通过在执勤用枪和警戒哨位间加
装传感器，自主研发出一套枪支离位
报警系统。只要执勤用枪离开哨位距
离超过 5米，就会触发警报并被自动
锁死。

对于这个“金点子”，基层官兵却
并不买账，不少战士反映，站岗像是被
钢绳拴在了哨位上。尤其是上个月，
该旅哨兵陈栋经历了一场“午夜惊
魂”——

这天夜里，上等兵陈栋像往常一
样端枪站在哨位上。突然，一阵嗥叫
声打破了野外驻训场的寂静。借着灯
光望去，陈栋看到不远处的灌木丛里
透出一双发着幽光的眼睛。根据经
验，陈栋判断那可能是一匹狼。“六
号哨位发现野生动物，具体情况不
明，请求支援！”陈栋赶忙通过对讲
机报告。

可当陈栋卧倒准备隐蔽时，却触
发了枪支离位警报。不仅枪支被锁
死，哨位上也顿时警铃大作，那头动物

也被声响所吸引，朝哨位方向冲过来。
紧急关头，战备值班分队及时赶

来，用强光手电照去，才发现是一条体
型较大的流浪犬，于是便将其驱离了
驻训场。

此次“狼来了”事件虽说是虚惊
一场，却给该旅党委敲响了警钟：拴
住执勤用枪，表面上看规避了枪支离
位带来的隐患，实则是捆住了哨兵的
手脚，倘若来袭的是敌人，后果将不
堪设想。
“决不能用‘安全标准’替代

‘战斗力标准’！”随后，旅党委研究
决定作废这套枪支离位报警装置。不
仅如此，他们还举一反三，决定以某

火力连为试点，进行警戒巡逻枪弹结
合、实弹射击自行携带弹药等尝试。

起初，大家也有不少担忧。然而
试点月余后的一次实弹演练，该连官
兵用一场堪称完美的行动打消了众人
顾虑——少了中间环节，火力准备时
间较以往缩短近一半。演练中，该连
在短时间内组织火力打击，打了“敌
人”一个猝不及防。
“解开了消极保安全的镣铐，实

战化训练的步子反而迈得更实更
稳。”旅弹药科科长祖延安说，由于
执勤荷枪实弹、训练真刀真枪，现
在官兵执行各类安全操作规范更加
严谨了。

“金点子”为何叫好不叫座
■刘 旭 本报特约记者 李佳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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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关看新貌③

潜望镜

微议录

滇南七月烈日当空。训练间隙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班长李军

给战士何天成分享自己水壶里的水。

赵 磊、赵定林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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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第 77集团军某旅合成四营首
席参谋彭力时，他正在营指挥所参加演
练。
“预备队，营指命令你部迅速转为

主攻分队，接替十连进攻。”彭力听到营
长的决策后，立即向一线分队传达命
令。

尽管有过师旅作训科工作的经
历，对于这个席位，彭力还是直言“有
点不适应”。“以前任机关参谋时单纯
处理参谋业务，现在冠以‘首席’二
字，可大不相同。”彭力讲，凡是涉及
训练打仗等方面的事，自己都要负第
一责任具体主抓，每个训练课目都需
要制定详细的计划和标准，掉一项都
不行。

合成营兵种要素齐全、独立作战
能力突出，作为未来基本的作战单元
和战术模块已成为地面步兵的发展趋
势。而身为首席参谋，彭力知道自己
必须要掌握步兵、坦克、炮兵、通信等
10余个兵种的专业技能。彭力对轮式
步战车一窍不通，为抓好该装备的训
练，他每天和战士一起钻进车厢，坐在
车长身边，逐个部位咨询、请教基本原
理、操作技能，和战士们一起轮流上战
位操作。一次车过沟坎，彭力没抓紧

安全绳，身子随着车身一跃而起，“砰”
的一声头碰厢顶，用手一摸，血包鼓
起。但他依然笑着对投来关切目光的
战士说“没事没事”。一周后，彭力不
仅对步战车原理一口清，驾驶技术也
达到了一般人员的水平。他却并不止
步，依然一有空就铆在训练场。他说：
“自己没有一流的训练成绩，怎么能抓
出训练一流的部队？”

严 是 作 风 ，严 是 原 则 ，严 是 标
准。在彭力心中，严就是战斗力，只
有从自己严起，才能从严抓部队抓战
斗力。
“报告首席参谋，根据侦察，‘敌’指

挥所目前没有发现假目标，我们汇总了

两种摧毁方案已传到你席位。”这时，电
台里传来侦察参谋的报告。

只见彭力迅速敲击键盘，梳理和
确认后，将第二种方案传到营指席位
并报告营长。营长和营里其他几名
干部一商量，当即决定同意首席参谋
的建议。
“你这工作席位像是‘参谋长’

呀？”对于记者有几分玩笑式的问
话，彭力似乎不是第一次面对，他嘿
嘿一笑：“套用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
是好士兵的话，不想当参谋长的参
谋不是好参谋。他们都说我是‘营
参谋长’，那我认为自己就是最小的
参谋长。”

彭力：我是“最小参谋长”
——直击第77集团军某旅合成营训练中的那些身影（之三）

■张 军 本报记者 郭丰宽

值班员：第 81集团军某旅坦克连

指导员 张文宇

讲评时间：7月27日

今天中午检查时，我无意间听

见后门岗哨对讲机中传来“查岗的
来了，小心”的声音，听闻此讯，
哨兵立刻挺直了身板，精神抖擞地
准备迎接检查。

据我了解，有些人将对讲机当作

迎检“神器”，依靠它的“预警”成功躲
过各级的多次检查。然而这些看似为
连队着想的小动作，实则掩盖了连队
管理上可能存在的隐患和漏洞，是典
型的弄虚作假，长此以往危害不小。

此风不可长。希望大家以后严格
遵守规章制度，用踏踏实实的努力、
实实在在的行动履行哨兵职责，平时
经得起检查，战时经得起检验。

（刘 盾、江雨春整理）

对讲机“迎检”不可取
本报讯 夏存喜、高强报道：7 月

下旬，武警某部执勤一支队传来消
息——在该支队组织的“预备特战队
员”大比武武装 5公里越野课目中勇破
纪录的“冠军”小刘，被取消成绩，并
被判出局。
“预备特战队员”大比武前，小刘

吸取自己在去年“创纪录、当尖兵”竞
赛中，由于没有调整好枪背带而与冠军
失之交臂的教训，琢磨出了一条“妙

计”：用背包绳将枪固定在腰上。“妙
计”果然有效，比赛当天，他发挥出
色，不仅一路领先，还打破了尘封多年
的支队纪录。

然而赛后，在成绩公示栏前却传来
了争议：有人说，如果在战场上，把武
器装具绑在腰上，根本无法应对突发情
况，这种脱离实战的冠军没有任何意
义；有人则认为，比武规则里既然没有
对装具携带作出明确规定，那么取得的
成绩就应当算数。

争议持续升温，引发支队党委一班
人深刻反思。“我们需要的是‘打仗
型’人才，而不是‘比赛型’选手。”

军事训练形势分析会上，支队长刘新的
话一针见血。最终经党委研究，决定取
消小刘成绩。

事后，支队组织各单位针对此事展
开讨论，引导官兵用实战的尺子重新丈
量练兵备战工作，累计查摆出方案演练
走形式、比武考核凑尖子、擒敌训练花
架子等 5类 30多个制约部队战斗力提升
的症结问题，并逐一研究整改措施。

前不久，支队组织山地捕歼战斗演
练，下达战斗命令后，各特战小组迅速
进入战斗发起位置。整个过程中，特战
队员多路并发、多点并控，最终取得战
斗胜利。

武警某部执勤一支队贯彻新大纲向实战聚焦

“冠军”破了纪录却被判出局

“集训时间、人员、地点都可以灵
活安排，既达到了集训目的，也不影响
连队完成日常巡逻执勤、战备训练任
务。”今年上半年，南部战区陆军某边
防旅二营组织新闻骨干集训，七八个
人的小集训，却折射出了部队管理的
新思维。

刚开始，教导员朱一军的想法很简
单，营组织集训，能够根据连队实际工作
情况和时间节点，灵活安排集训时间，甚
至可以上午集中，下午返回连队。没想
到这一做法，得到了旅领导的高度称赞。

该边防旅点多、线长、面广，官兵分
散在 1000 余公里的边防线上。机关要
组织一次集训，单集中人员就要一两天
时间。就集训成效来说，只能是“撒胡椒
面”，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基层人才短缺的
问题。

朱一军告诉我们，以往边防部队到
了“学习集训季”，小兵种集训、后装专业
集训、通信专业集训、侦察集训……这些
集训大都集中在了某个时间段，同时还
有大量外派学习任务，往往导致连队在
位人员减少，完成日常运转和战备执勤
任务都变得困难起来。

对边防部队而言，让营一级组织部
分集训，在营范围内灵活安排集训时间
和地点，就可以整体平衡各连在位人员
情况，兼顾巡逻执勤、战备训练等任务，

集训管理也更加灵活，机关业务部门只
需定期抽查和指导集训开展。
“这是我们对旅营建制下的部队

教育管理训练的一种新尝试，机关不
再像过去一样，事无巨细一竿子插到
底。”该旅部队管理科参谋张洵说，过
去“保姆式”的教育管理模式，已经不
再适应新体制下“小机关、大基层”的
运行机制。
“部队调整改革后，必须遵循层次管

理，各级管好各级的事、尽好应尽的责。”
该旅旅长邹锐介绍，改革后“扁平化”的
旅营建制模式，是建立在营连一级更好
地发挥自主权的基础上的，只有营连更
充分地发挥了自主性，才能形成高效运
转的指挥链路关系，从而有效提升部队
战斗力。

举一反三，该旅机关明确，除了考学

苗子文化队、司务长集训等专业性强、营
一级难以组织的集训由旅一级组织外，
其他大部分集训都“下放”到营一级。不
仅如此，他们还将人员调配、骨干选配、
战备执勤计划等多类工作权力下放，基
层建设积极性高涨，部队管理运行更加
高效。

不久前，该旅二营在各边防连队组
织小兵种集训。在狙击手集训中，教练
员席猛带着 20多名狙击手苗子通过“小
班教学”模式，采取边实弹射击、边讲解
训练的方式进行，训练进度和成绩突飞
猛进。

走下训练场，席猛兴奋地告诉记
者：“过去大集训模式，类似教学课目可
能要用两周时间才能完成，现在只需要
一个星期就能完成，并且训练效果明显
提升。”

调整改革后，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着眼“小机关、大基层”探索
部队管理新模式——

“小集训”背后透视管理新思维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宋邦稳

“小机关、大基层”是改革后旅营建

制下扁平化指挥的客观要求。

有人感言，“改革后机关小了，但工

作量并没有少”。其实，这种感受很大一

部分原因源于一些机关不敢放权、过度

揽权的结果。

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尝试的小集

训模式，不失为新体制运行模式下的一

种主动创新。新体制下，一方面，我们

需要不断探索推动部队科学高效运转的

新方式；另一方面，旅一级也要大胆放

权，多在指导业务上下功夫，少在实际

工作、实际事务上过多干涉，让营一级

真正独立运转起来，尽早独立担当，独

当一面。

（陈典宏）

一支军队的参谋水平，决定了其

军事水准。

参谋制度起源于德国。德国人在很

早前就已经认识到战争不是单靠领袖

和统帅的魅力就可以取得胜利的，也

不是单靠战士的勇敢顽强就可以赢得

战争，关键在于精确的参谋作业。

合成营编制一名首席参谋，看似

普通一岗，实则是关乎一支部队战斗

力建设的关键一环。

小岗位，大职责。我们有理由相

信，随着首席参谋在基层部队的“落

地”，合成营的战斗力将会“水涨船

高”。

小岗位 大职责
■郭丰宽

采访感言

曾几何时，官兵中流传着这样一

句顺口溜：“年初出事，白干一年；年

尾出事，一年白干。”这也折射出个别

单位以事故定乾坤、把保安全当作第

一要务的认识误区。

当兵就要练打仗，练兵难免要流

血，这是客观规律。所谓“刃不素持,

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倾覆。”平

时一味消极保安全，训练走过场、练

花枪，看似保住了不出事故的“小安

全”，却丢失了确保战场打得赢的

“大安全”。

艺高人胆大、技高少流血。战争

年代，官兵人人携枪带弹、夜夜枕戈

待旦，部队反而极少出现安全事

故。究其原因，正是源自于战火硝

烟的反复锤炼。可以肯定，只要我

们遵循训练规律、严格按章操作、抓

住“科学”二字，定能练就打赢硬功，

在战场上赢得主动和安全。

别保住“小安全”丢了“大安全”
■武警交通第二支队某中队中队长 景毅德

三言两语

立起备战打仗的鲜明导向·清除和平积弊

走进野外驻训场

记者探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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