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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观察哨

戈壁滩上，“秋老虎”余威仍
在。热浪里，第 74 集团军某炮兵旅
火炮技师徐玉军无暇顾及天气带来

的不适，抓紧时间检测火炮性能参
数 ， 为 即 将 到 来 的 实 弹 演 练 做 准
备。

走进徐玉军值守的野战炮场，一
股浓重的机油味扑面而来。脱掉满是
油污的手套，憨厚的笑容绽放在他瘦
削的脸颊上：“哎呀，刚才在炮场来
着，有一门炮出毛病了，我给‘治’
了一下……”

年过四十，一米八的大个子，徐
玉军面对采访显得有几分拘谨，可一
提起火炮，他眼睛里就放出了光。
“一转眼当火炮技师 21 年了，这些年
就留下了这些宝贝疙瘩。”说着，徐
玉军拿出一摞封皮破旧的笔记本，打
开一看，里面详细记录着他经手的火
炮资料信息，包括列装时间、行驶里
程、维修记录、疑难杂症、发射弹药
情况等。
“这门炮打过两次特种弹，行驶

近千公里了……”“看，这门炮 2005
年列装的，小修过 40 多次了……”
徐 玉 军 指 着 本 子 上 密 密 麻 麻 的 小

字 念 叨 着 ， 不 时 拧 紧 眉 头 或 浅 露
笑 容 ， 好 像 每 行 字 的 背 后 都 有 故
事。

这一摞笔记本里，记录的不光
是徐玉军所在营里的火炮。其他营
的火炮出了故障，只要找到他，他
都会及时赶到，不修好不罢休。去
年 8 月，该旅分赴西北大漠和岭南
山区同时参加两场重大演习，徐玉
军来回赶场，一个月下来，瘦了 12
斤。
“老徐与火炮朝夕相处 21 年，比

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都长。在他眼
里，火炮就像自己的孩子，生怕有个
头疼脑热。”一位老炮长深有感触地谈
道。

21 年来，徐玉军 5 次荣立军功，
两次获得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是旅
里不可或缺的专家型士官。

一句话颁奖辞：徐玉军21年做好

一件事，练兵打仗、强军兴军需要他

这种“工匠精神”。

21载，他待火炮如家人
■黄 海 刘 华

9月中旬，武警云南总队执勤支队
九中队中队长乔连胜看到支队强军网
上公布的优异成绩，回想起前不久支队
组织的干部处突和防袭击方案讲解竞
赛，不禁感慨万分。

当时，竞赛在参谋部会议室拉开战
幕，来自支队的 100 余名干部同台竞
技。尽管是首个登场，但乔连胜没有半
点怯场，反而胸有成竹，因记忆力出众
而被大家称作“好记星”的他，早已把手
中的精品方案背得滚瓜烂熟。
“尊敬的支队首长，我中队地处……”

“停、停、停……袭击都发生了，你还在
照本宣科背方案，直接进入情况！”不承
想，乔连胜刚开讲就被支队长张建刚厉
声叫停。

瞬间，赛场空气凝固了，但作为
“指挥员”，乔连胜只能硬着头皮接着
讲：“当 4 号哨兵被袭击时，中队迅速
按照 1-3-1 号预案展开行动，具体部
署为……讲解完毕！”乔队长讲完如释
重负，庆幸背得还算流利。但现场的考
核人员突然抛出一连串问题，都在乔连
胜意料之外，让他一时哑口无言、无从
应答。“时间到！”评委举牌亮分，乔连胜
被判出局。
“方案讲解准确无误，为何被判出

局？”乔连胜走下赛场，仍有些不服气。
“训练以实战为导向，战场情况瞬息万
变，有时需要临机处置，靠死记硬背方
案能打胜仗吗？”支队长一席话，让乔连
胜陷入沉思。

在后续的比赛中，不少选手也因
同样的问题被亮起红灯。比赛复
盘，支队领导查找原因时了解到，过
去机关下基层检查，一般重点查看
作战方案做得漂不漂亮，干部能否
熟练掌握方案，久而久之，不少基层
干部把讲解方案等同于背记方案，
甚至认为方案里情况预想充分，完
成任务绰绰有余。

痛定思痛，支队党委开出一系

列“药方”：组织基层干部进行集中
实战化方案修订，每月由机关到各
基层单位检查，当场出题检验方案
实效，规定干部讲解方案必须结合
实兵演练……同时决定，竞赛择机

重赛。
前两天，竞赛重新举行。这次，经

过 1个月实战化训练磨砺的乔连胜，面
对评委连珠式的发问从容应答，最终夺
得竞赛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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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起备战打仗的鲜明导向·清除和平积弊

每逢老兵退伍、新兵入营等关键

时节，部队都会修订作战方案；处

置情况、执行任务也往往依案而

动，可见作战方案在练兵备战工作

中的重要作用。

然而方案不是万能的。实践证

明，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固定的方

案难以应对变化的特情，牢记了方案

不等于能打胜仗。习主席多次严肃指

出的部分指挥员“五个不会”，其中之

一便是“不会处置突发情况”，究其原

因，还是思想上没有对接实战。指挥

员不仅要完善各类方案，不断扩充制

胜招法的“数据库”，更要牢固树立训

为战导向，不断磨砺打赢真功，这样

才能根据战场变化，结合方案合理灵

活应战。唯实不唯案，一切向实战，

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用方案不能唯方案
■武警云南总队某支队政委 江 崴

短 评

小咖秀

徐玉军讲解火炮检测要领。

黄 海摄

值班员：火箭军某旅发射三营二连

指导员 崔明海

讲评时间：9月16日

今天开班务会时，三班班长在讲评
本周工作时谈到，周五熄灯后有人迟迟
不就寝，影响其他同志休息，此事下不为
例。

针对“下不为例”，我想讲一讲。
用“下不为例”处理问题，看似态度严
肃，慎重对待，实则网开一面，常常到
最后不了了之。如果问题已经发生，
造成一定后果，一定要依照规章制度
严肃处理。

令严方可肃军威。我们基层连队
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就要初始即
严、一严到底，防止忽冷忽热、时紧时
松，杜绝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于违
规违纪行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都不能搞“下不为例”，坚持依法依规严
肃惩处，才能有效提升部队建设法治化
水平。

（谭文伟、王昊忠整理）

“下不为例”不可取

“李璋浩，这儿有一封你的信。”院
子里响起了值班员的声音。

有我的信？谁会给我写信？每周和
父母手机联系一次，该说的话都说过了，
况且老爸老妈也没有写信的习惯。难道
是入伍前的朋友写的？更不可能，都这
个年代了，谁还会有心思写信呢？何况
他们都不知道我的地址……带着满脑子
好奇与疑惑，我朝着值班员飞奔过去。

打开信封，里面是写满了两页纸的
信，一看落款，竟然是雷达站党支部。
我恍然大悟：原来这是站党支部给我们
的回信！

前两天，班长让我们写出现在最烦
心、最担忧、最矛盾的事情，并指出连队
工作上的不足。啥？挑连队的毛病？
大家小声议论，有人说写了也没人看，
看了也没人管，只是走形式而已。不
过，我还是诚恳实在地写了很多。还别

说，写之前有顾虑，写完后却很放松。
因为刚到站里不久，艰苦的环境、

陌生的岗位、严格的训练，使我的情绪
波动很大。有时候很想找人抱怨，找人
宣泄，但害怕说错话；加上对连队的一
些规定和干部骨干的有些做法有不同
看法，想反映又怕挨批，憋在心里特别
难受，经常心神不宁。

支部的回信，不仅解答了我的疑
问，对我表现出的压力与不安进行
了全面的分析和细致的疏导，还采
纳了我提出的意见建议，并表示会
积极改进。

站部到战士宿舍的距离只有 10
米，没想到支部却用书信这种特殊方式
回应士兵关切，让我感受到了家的温
暖。捧读这封信，我在心里说：被重视、
被关心、被需要的感觉，真好！

（王钰凯、姜宠泽整理）

党支部给我来了一封信
■东部战区空军某雷达旅雷达站战士 李璋浩

在连队，我是一个灵活的胖子。
为什么这么说？作为全连年龄最

大、体重最重的兵，武装 5公里越野我能
把不少年轻同志甩开一大截；投手榴弹，
轻轻一甩就是 50米开外；单双杠、俯卧
撑、仰卧起坐，全连少有对手……

训练成绩说明一切，战友自然也
没有谁拿我的体重说事。但没想到的
是，我的好日子随着新条令的颁布到
头了。

前不久，连队严格按照新条令明确
的标准组织体能测评，我各项成绩都是
优秀，可唯独体型不合格，导致总评不达
标。看到成绩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拿着
成绩单找到连长讨说法：“长得胖又不是
打不了仗？！”

听了我的申辩，连长微微一笑：“等
过几天你就知道了！”虽不知他葫芦里卖
的什么药，但我相信连队迟早会给我一
个答案，便决定再等一等。

没过几天，某新型步战车正式列装
连队，平生第一次接触这个“铁家伙”，我

心中激动不已，迫不及待地冲了过去。
没想到由于体型太胖，外加披挂着装具，
刚进驾驶舱门时就险些折断了电台天
线；走进车内，由于活动空间有限，身宽
体胖的我不是误触了按钮，就是碰到了
键盘。见状，战友们纷纷大喊：“覃班长，
你可别把新装备弄坏了！”听到这里，我
顿时羞红了脸。

那天训练结束后，连长找到我说：
“严格落实体型强制达标不是难为你，而
是新装备给我们提出了新要求！”

听了连长的话，我恍然大悟的同时
也倍感“压力山大”。“一个月内减掉 30
斤！”随后，我在心里默默为自己定下了
新目标。

（李恒剑、白英杰整理）

体能尖子也不能超重
■第73集团军某旅四级军士长 覃 杰

值班员讲评

士兵日记 9月17日 星期一 晴

贯彻落实新条令 树立军人好样子

本报讯 张狂、蒲麟智报道：“如今
有了专业教练，减肥不是梦！”9月上旬，
第 73集团军某旅迎来了多名专业体能
训练辅导员，首堂授课结束后，便赢得
了该旅官兵一致认可。

列兵温松人称“小胖墩”。由于新
条令对军人体型有了强制性标准，因此
体型不合格的他“光荣”加入了营队“减
肥训练组”。
“只要练不死，就往死里练！想减

肥，猛练就对了！”开训第一天，集训队
长陶富城的动员让大家无不胆寒。果
不其然：早上提前起床，3公里热身，随
即组织 800 米冲刺；下午在正常落实连
队训练计划外，还有沙衣负重 5 公里
跑；熄灯后一小时室内体能更是雷打不
动。

由于高强度、大负荷的加练，集训
队中相继出现了骨膜炎、筋膜炎等训练

伤，温松更是患上了腰肌劳损。苦不堪
言的他最终通过首长信箱倒起了苦水，
“一味地猛练适得其反，减肥计划应当
循序渐进！”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该旅领导立即
展开调研。为破解体型达标与训练伤病
防控的矛盾，他们聘请驻地院校专业体
育教师作为体能训练导师，针对性地开
展科学训练；依托卫生连设立理疗室，帮
助患有训练伤的官兵进行理疗康复；调
整体型较胖官兵的食谱，通过控油、减
糖、少盐，实现健康饮食……
“每天 20分钟有氧训练，随后半小

时的力量练习，短短半个月，我就成功
减重 5 斤！”这天结束减肥针对性训练
后，温松不由得在军容镜前秀了起来。
据悉，如今该旅近 9成超重官兵不仅完
成了体型达标任务，体能训练成绩也较
以往有了明显进步。

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

专业教练助官兵减肥

新《内务条令》第二百二十九条规

定：军人应当严格执行通用体能训练标

准，落实军人体重强制达标要求。

原《内务条令》无相关规定。

梁 晨绘

9月上旬，南部战区

陆军某旅装步八连组织

班战术演练。战士周琳

琳（右）在潜伏过程中被

毒虫蜇伤，但他还是咬紧

牙关坚持完成所有演练

课目。演练结束，班长贺

文豪（左）急忙询问他的

伤情，周琳琳强忍剧痛回

答：“不疼！”

李 彬、钟志光摄影

报道

不 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