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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

最近，屡屡听闻前来办事的兄弟
单位官兵三番五次在第 77集团军某旅
野外驻训地“迷路”，记者不禁心生
好奇：这个旅的野营布设究竟有何
“魔力”，为啥总是让人“找不到
北”？年年岁岁花相似的“野营村”，
今年究竟有何不同？

带着疑问，记者来到驻扎在海
拔 4000 多米雪域高原的该旅野外宿
营地，只见数百顶帐篷、近千台车
辆毫无规则地散落于方圆百里山塬
之上，以往帐篷挨帐篷、车辆靠车
辆横平竖直的宿营套路变成了“两
顶帐篷一台车”的分散部署模式。
不仅如此，帐篷和车辆全部被一张
张伪装网严严实实地包裹着，远远
望去，与茫茫草原融为一体。记者
顿时明白，帐篷与帐篷、车辆与车
辆间相距甚远，每顶帐篷被伪装网
覆盖后又“长”得一模一样，怪不
得让人分不清。
“刚到外训地的头几天，我们也

常常迷路。”运输勤务营四级军士长
李俊德向记者提起了“初来乍到”
时的尴尬经历。那天早上，李俊德
接到通知前往机关文印室取文件，
可走出帐篷没多久便迷失了方向，
只好挨个帐篷挨个帐篷地找。等他
取回文件抬表一看，这一趟耗时接
近两个小时。他告诉记者，当兵 15
年，年年外训，“出了帐篷不认家”
还是头一遭。

如何在重重伪装中让官兵找到目
标？如何既利于战备又方便工作？
“野营部署看似杂乱无章，实则有规
律、有方法可循。”作训科科长李发
驹告诉记者，在野营部署前期，他们
便根据颜色、类型对伪装网分门别
类，将同类伪装网全部下发给一个单
位。比如，这个营伪装网颜色绿中带
黄，网眼细而密，而那个营的伪装网
则为无规则迷彩，网眼大而疏。李发
驹打了个很形象的比喻：“这就好比
一张密语表，只是传词达意的不是数

字，而是一张张看似相仿实则不同的
伪装网。”除此之外，他们还组织官
兵对军事地形学相关知识进行系统培
训，使其通过地域分格定位、标定参
照物、手表时针判辨等方法识别方
向。

经李发驹这么一解释，记者放
眼望去，很快便看懂了伪装网上
蕴 含 的 “ 门 道 ”。“ 要 想 回 到 帐
篷，不仅要读懂伪装网，还要熟
练掌握军事地形学相关知识与技
能。”修理一营三连中士刘洪波告
诉记者，后者在暗夜条件下显得
尤为重要。最初几次深夜前往弹
药库站哨，值勤官兵就是依靠军
事地形学相关知识和技能顺利到
达哨位的。他由衷感叹道，野外
驻训期间，就连在帐篷间往返这
样 的 小 事 都 如 此 充 满 打 仗 的 气
氛 。 正 是 这 样 贴 近 实 战 的 环 境 ，
才能倒逼大家进一步树牢打仗意
识，练强打仗本领。

野外驻训，出了帐篷找不到“家”
■本报记者 田鸿儒 通讯员 潘吉业 周林灼

本报讯 王建伟、陈梯报道：9月上
旬，在武警河南总队漯河支队战斗精神
教育课上，郾城中队战士任森引经据典、
谈古论今，引起全场官兵的共鸣。这是
该支队优秀兵教员走上前台唱主角，讲
身边事身边人，增强教育时代性感召力
的一个缩影。
“组教新老一堂课、咸淡一锅煮等问

题，导致教育挠不到痒处、戳不到痛处、
点不到穴位。”该支队领导认为，教育要
想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必须解决好教
育针对性的问题。为此，支队开展了“找
症结、开良方”研教议教活动，机关和基
层单位代表汇聚一堂，提出了许多好的
意见建议。

在集思广益、全面分析、精心酝酿
的基础上，该支队最终确立了“区分底
数分人员、围绕目标分内容、盯住实效
分方法”的分层教育新思路。他们根据
入伍时间、认知水平、职能需求的不同，
将官兵分为义务兵、初级士官、中级以

上士官和干部四个层次，有针对性地设
置相应教育内容。

与此同时，他们借鉴访谈式、讲
述式、情景剧式等电视表现手段探
索形成“讨论八法”，灵活运用到课
后讨论中，让官兵敞开心扉、各抒己
见，在思想碰撞中消除疑虑，在相互
启发中明白道理；结合开展教育“脱
口 秀 ”、读 书 会 、纪 念 日 演 讲 、知 识
竞赛等活动，打破以往教育形式，将
新媒体融合进来，把那些传统的、生

硬式的授课变灵活、变新颖，有效解
决了教育课堂固定化、格式化的问
题，增强了官兵参与教育的积极性
主动性。
“新的教育模式改变了过去干部

‘吃不饱’、战士‘不消化’、政治教员抱
怨‘众口难调’的尴尬局面，提高了教
育的针对性，激发了官兵的学习动力，
增强了学习效果。”谈起政治教育取得
的成效，该支队政委冯政红深有感触
地说。

武警漯河支队

推行分层施教，效果好

什么都不怕，就怕休假时接到连队
电话！这不，怕啥来啥。9月初的一天，
我正与家人其乐融融地享受惬意的假
期，突然手机嗡嗡作响，我低头一看，是
连长刘俊的来电。
“喂！老凌，家里还好吧？”电话

接通，传来连长的问候，一种不安的
情 绪 却 瞬 间 袭 上 我 心 头 。 果 不 其
然，跟我客套几句后，连长话锋一
转，“旅里即将组织装备换季保养，
你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看能不能
提前回来？”

电话那头，连长虽然是商量的口
吻，可我听了，心里却五味杂陈，这
已不是第一次休假被召回了。作为
一名骨干，连队有任务，理当竭尽全
力完成。可是，好不容易才与妻儿
团聚，转眼间又要提前归队，盘算许
久的旅游、探亲、访友等愿望也将落
空。

怎么办？虽然心里百般不愿，但行
动上还得义无反顾，我只能选择结束假
期，提前归队。踏上返营的列车，看着
车窗外熟悉的风景向后退去，心中对家
人的愧疚被一点点放大，我的眼泪止不
住地往下流。

返营当天的晚点名，连长专门对
我“主动”返营，参加连队装备换季保
养提出表扬，可我一点也高兴不起
来。说实话，这样的表扬，我宁可不
要。

装备换季保养展开后，我甩开膀子
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请领器材、擦拭
保养、登记统计……每天高速运转，忙
得像陀螺一样。有了我的出色“助攻”，
装备换季保养顺利完成。

可休假被提前召回的事，却让我一
直如鲠在喉。闲暇之余，我将自己的遭
遇写成一则“休假召回，战友你怎么
看？”的网帖，在强军网论坛上一吐为
快。

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
有战友跟帖留言：“兄弟，那是连队

信任你。我入伍 12年，是个特级射手，
有过 3次休假被召回的经历，谁让咱是
技术骨干呢，这叫能者多劳。”
“理虽然是这个理，但也得区分

任务的轻重缓急，‘若有战’，肯定‘召
必回’，但是日常事务性工作也要召
回，我感觉有点不近人情。”网友“血
色浪漫”的理性分析，得到大多数人
的认同。

同病相怜的感受，激起了我的共
鸣，我敲击键盘袒露心声：“是啊，军人
都是家庭成员的重要角色，每次休假都
跟着一连串家庭计划，是经全家人共同
酝酿的结果，如果随意召回，势必影响
家庭关系。”我的留言，赢得众多网友点
赞。

短短数小时，网帖先后被置顶、转
发，成了热议的话题。有战友干脆将网
帖全文发到旅首长信箱，想以此引起首
长机关的重视。

没想到，事情很快迎来转机。不久
后，一份《关于保障官兵休假权益的补
充通知》下发连队。通知指出：严禁随
意召回休假人员，确需召回的必须说明
原因，并明确了可以视情召回的任务性
质、审批程序、补休计划、补偿措施等。
文件末尾，还附上了旅纪委的监督电
话。

没过多久，连长专门找我谈心，向
我表达歉意，及时给我安排补休。坐上
回家的列车，我忍不住在朋友圈发了一
条动态：好政策让我们得实惠，感谢组
织。休假归来我一定全力以赴干好工
作！

（钟志光整理）

休假召回，请别“随意”
■第74集团军某合成旅四级军士长 凌 旭

值班员：中部战区空军地导某旅

副参谋长 王 猛

讲评时间：9月14日

刚才，我发现连队组织紧急战备
拉动时，每名战士脚下都有一个用白
灰标识的记号。现场的带兵干部解
释说，这么做是为了集合站队时官兵
迅速到位，队伍整齐划一。同志们，
这种做法是“练为看、演为看”的具体
表现，必须坚决纠正。

无 论 是 野 外 驻 训 帐 篷 整 齐 搭
设，还是战备拉动做记号，其实稍
加思考就应该知道不能这么做，但

为什么类似这样简单低级的错误
总是禁而不绝？说到底还是和平
积弊在作祟，当和平官、练和平兵
的思想严重，没有随时打仗、刀锋
割喉的紧迫感。

清除思想深处的和平积弊，就是
干什么事都要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
一的根本的标准，把一切与能打仗打
胜仗无关的东西赶出训练场。

(杨 勇、赵守创整理)

把与打仗无关的赶出训练场

本 报 讯 周 盼 、 罗 坤 康 报 道 ：
“这堂课真精彩，我给杨指导员打 95
分！” 9 月中旬，南部战区陆军某旅
合成二营六连上等兵孙加斌听完合
成三营支援保障连指导员杨佳林的
授课后，在议教评教表上打分并认
真写上自己的评价和建议。该旅政
委汪平介绍，他们结合议教评教活
动常态化开展指导员交叉授课，倒
逼施教者不断提升教育质量，增强
了教育实效性。

今年以来，在广泛征求官兵意
见的基础上，该旅借鉴大学“公开
课”的形式，展开“交叉授课”这
一全新探索。课前，机关或营结合
教育准备会时机组织所有指导员、
教导员立足教育大纲，结合官兵关
切的问题、时事热点、政策理论等
确定若干教育主题，采取“自选+分
配”的形式给每名指导员赋予授课
任务。他们所备的课经过教育准备
会讨论通过后，采取相互交叉和随

机抽取等方式组织交叉授课，由官
兵随堂测评、随堂打分，对授课质
量进行现场评定。
“渡河奋勇队的名单公布后，入

伍不到半年的陈万清从队伍里站出
来 ， 坚 决 要 求 参 加 ……” 当 该 旅
“大渡河连”指导员肖峰将这段历史
讲给其他连队的官兵时，引发了大
家强烈的共鸣，纷纷表示要把革命
先辈的优良传统牢记心头，当好英
雄传人，苦练打赢本领。一旁听课
的该连指导员彭骁不禁感慨：“同样

的历史，由当事连队的人讲出来就
更能让官兵信服。”

该旅还注重根据交叉授课过程
中官兵的随堂测评结果和提出的意
见建议，认真检视思想政治教育存
在的矛盾问题，抓住教、学、做三
个基本环节举一反三，立行立改。
连日来，该旅官兵在组建以来的首
次 高 原 驻 训 中 ， 努 力 克 服 恶 劣 条
件 ， 积 极 探 索 不 同 地 域 环 境 中 战
法训法，有效提升了部队遂行军事
任务的能力。

南部战区陆军某旅

开展交叉授课，有新意

新闻观察哨

值班员讲评

从空中俯

瞰，营区与草

原几乎融为一

体。

苏森林摄

9月上旬，武警杭州支队邀请驻地多家企事业单位走进军营，为退役士兵开设专场招聘会，帮助退役士兵拓宽就业渠

道、解决后顾之忧，受到了广大退役士兵的好评。图为用人单位工作人员向即将退役的士兵介绍有关情况。 滕 洋摄

记者探营 立起备战打仗的鲜明导向

潜望镜

在帐篷里“蒸桑拿”，在训练场上
晒红了脸，在练体能时汗流浃背……盛
夏时节，我和一位同事来到第 82集团
军某特战旅女子特战连，与她们一起野
外驻训，体验了一个月的军营生活。

时值高温酷暑，明晃晃的世界
里，热辣辣的空气把人团团包围。训
练时摘了帽子顶着太阳，毒辣的阳光
便径直扑在脸上。女兵们的脸上常常
沁满了汗珠，本就晒黑了的皮肤愈发
显得有些沧桑。有的女兵颧骨处还被
晒得通红，显然是晒伤了，让人看着
都觉得心疼。

列兵侍静曾在朋友圈发了一组几
个女兵当兵前的生活照。和照片中一
年前那个扎着马尾、青涩稚嫩的小姑
娘相比，现在的她，留着精练的短
发，眼神中透着坚毅果敢，举止间干
脆利落。从她的身上，我看到了女兵
成长的印记，那是经受过汗水洗礼的
坦然自信。

除非有特殊情况，义务兵在两年
服役期间不能休假回家。这难免会留
下人生的遗憾，却也让她们更加懂得
珍惜。

服役期间，高嘉欣的奶奶去世了，
她没能见上最后一面，也没能在奶奶临
终前和奶奶通上电话。她说，以前总觉
得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还很多，这次没
有去奶奶家还有下次、下下次。但是当
自己要独立承担生活的困苦时，当想家
而不能归时，她更加懂得了要珍惜家
人，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

在部队，每个人的肩上都扛着一个
集体，每个人的背后都站着一群战友。
高嘉欣说，两年的部队生活使她们在思
想上、行为上改变了很多，懂得了作为
军人的责任与担当，学会了为别人着
想，变得更加勇敢坚韧、克制自律、昂
扬乐观。

转眼间，又到了退伍季。服役期
满，有的人选择离开，去开辟新的人生

天地；有的人选择留下，继续为部队贡
献自己的力量。

刚上完大一就来当兵的郭东霞决定
要留下来。在连里，大家亲切地称她为
“小花”，因为她常常笑得像朵花一样灿
烂。她的班长说，“小花”看起来柔弱
瘦小，但两年过去，她是同年兵里面进
步最大、反差最大的一个。她说，第一
年时她的体能比较差，很受打击，觉得
自己不属于这里，也不想留下来。后
来，学美术出身的她在给连里出板报时
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通过艰苦认真的
训练，她各方面的军事素养也都取得了
很大的进步，她想要留下来，成为更加
出色的女特种兵。

一段军旅光阴是人生一抹别样的
色彩，在记忆的信笺上熠熠生辉。穿
过一身戎装，对祖国、对人民作出承
诺，便当铭记心中，砥砺前行。无论
走到哪，无论在何时，军魂犹在，永
不褪色。

两个月前，本报新任编辑冯莹前往第 82集团军某特战旅女子
特战连当兵蹲连，体验军营生活。请看她的当兵体会（节选）——

穿过戎装 永不褪色
■本报记者 冯 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