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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退伍后，任务不减反增，连队
马上就要去野外进行实弹射击演练，人
员少、时间紧、任务重，从准备工作来
看，大伙儿总体表现不错。

但我也发现了一个不好的苗头：
个别刚刚换上“两道拐”的同志，
思想开始滑坡，精神有所懈怠。有
的能力素质刚见长，就开始不思进
取，消极怠工；有的管理器材库室，
不想着提高标准，而是想着与人方便
与己方便……这部分同志没有该有的

老兵样儿。
有人认为，佩戴上等兵军衔就是

老兵了。其实不然，老兵应当是思想
上更加自觉、行动上更加坚决，永远
听党话、跟党走的好战士；是从被动
接受任务到主动挑起大梁，让班长放
心的好帮手；是从接受训练到研究训

练、组织训练，懂理论、会教学的明
白人。

同志们，接下来连队还有更多急难
险重任务等着我们，大家务必要戒骄戒
躁、扎实进取、提升能力，争当合格老
兵、优秀士兵。

（徐 鹏、吴 康整理）

换上“两道拐”更要有老兵样

9 月中旬，第 73集团军某工化旅
对野外驻训官兵思想情况进行问卷
调查后，旅领导又专门对 30多组统计
数据逐一核查，确保每个数字都经得
起检验。旅领导为何如此重视数据
的真实性？这还得从一名战士的跟
帖留言说起。

前不久，该旅“传承红色基因、担
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第四专题辅导
如期开展。为进一步把准官兵思想
脉搏，旅里专门安排 2名机关干部深
入基层进行思想摸底，疏理问题形成
调研报告，并将其公布到旅强军网
上，此举引来众多官兵浏览点赞。不
承想，几天后一名战士的跟帖留言却
掀起一场波澜。
“报告中说，就‘你如何看待强度

越来越大的军事训练’这个问题对
110名官兵进行问卷调查，77.5%的官
兵认为‘军人就应该苦练胜战本领，
时刻保持战斗状态’，然而用官兵总
数与得出的百分比相乘，最终结果是
85.25 人。这 0.25 个人究竟咋回事？”
这名战士不仅发出了质疑，还在这段
话的后面加上了一个颇具调侃意味
的“笑脸”。

旅领导在网上看到这段留言后，
当即找来参与问卷调查的机关干部询
问情况。原来，为了写好这份调研报
告，机关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推敲文字
上，虽然确实发放了 100多份问卷，但

由于时间精力有限，没来得及进行准
确统计。为了体现精确性和真实性，
他们便凭感觉编造了这么一个数据。

一个数据失真，引来该旅领导机
关的深刻反思。他们将“0.25个人”现
象搬上讲台，以此为切入点举一反三，
深入查找机关在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
不实现象，并一一开出“药方”。领导
机关紧密联系基层建设实际，从官兵

关注的热点敏感问题抓起，从群众反
映强烈的问题改起，将务实之举和惠
兵之事作为改进作风的着力点；在强
军网上开设意见栏，请官兵对机关作
风不实的现象和行为进行监督；同时
还利用机关基层双向讲评时机，组织
机关干部与基层官兵对话，基层官兵
当面提出意见建议，机关当即承诺整
改，尽显务实作风。

一次问卷调查，咋冒出0.25个人？
■赵 欣 袁德坤 本报特约记者 赖文湧

“各号手注意，下面进行参数校核……”
9月上旬，随着一声紧急集合号响，我迅
速带领全班战士抢占阵地、展开装备，紧
张地投入到导弹发射全流程合练中。不
一会儿，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响起，火热的
一天就此开始。

近年来，连队多次转战祖国各地，几
度挺进大漠戈壁。虽说经过十余次实弹
发射检验，战友们对执行导弹测控发射
任务早已驾轻就熟，但作为一班之长，我
觉得有责任进一步提升全班实战能力。
于是，我常常利用班长“特权”，对战友们
“下狠招”“出难题”：车坏、路毁、“敌”袭
扰……各式各样的“敌情”“险情”层出不
穷。私底下有人说我是“为难班长”，可
是谁又能知道我的苦心。

一次任务中，我所在车组无法入
网，按常规流程检查了好几遍依旧无法
恢复。就在连队准备将关键部件返厂
维修时，我突然想到，最近几天持续高
温，训练期间装备长时间被炙烤，一些

外露部件的工作温度可能已经超出上
限。采取针对性措施后，我将故障成功
排除，为导弹测控发射任务的圆满完成
赢得了宝贵时间。

有了这次排障经历，为了更好地解
决训练中出现的特殊情况，连队决定将
特情处置作为必训课目进行推广。从
那以后，连长带着我们几名经验丰富的
班长，将执行任务中遇到的问题汇总成
“故障库”和“特情库”，并在训练中随机
出题检验大家的应变能力。“为难”范围
扩大到了全连，我的“瘾”也越来越大。
尽管各种突发状况让大家应接不暇，但
训练成效明显提升。

今年，连队官兵千里转战祖国北
疆。最让我兴奋的是，营区出门便是训
练场，如此一来，我便随时可以出题“为
难”战友了。

可当我看到上级根据新大纲制订
的训练实施细则后，一种不知是喜悦还
是失落的情绪涌上心头——这回我这

个“为难班长”恐怕是要“下岗”咯！为
啥？仔细翻看细则，险难课目频出，都
是往年演训中难啃的“硬骨头”。上周，
作训科科长陈小双到我所在车组下达
“温差骤变导致天线部件开裂，内部水
汽凝结，通信中断”的特情课目，幸亏平
时训练够深够透，要不然可真不知如何
处置。
“只有最硬的磨刀石才能砥砺最锋

利的大国长剑，没点儿真本事可不行！”
本以为“下岗”后我可以闲下来，没想到
恰恰相反。虽然不用“为难”战友了，但
自己需要投入到训练中的精力却更多
了。强军路上，我这个“为难班长”并不
寂寞！ （陈开江整理）

“为难班长”下岗记
■火箭军某基地通信营上士 李 鹏

昆仑山腹地，西部战区陆军某旅新
修建的实弹射击训练场，一场实弹射击
竞赛性考核一触即发。

靶标不规则设置在山坡、谷地，地面
高低错落、起伏不定……眼前的一切，令
记者心生疑惑：“这样的射击场怎么组织
实弹射击？”
“战场本就是这样。”该旅副参谋长

白云军告诉记者，以往实弹射击都是在
规整平齐的靶场上组织，优秀率很高，但
久而久之，官兵就忘了射击地形等实战
因素对射击命中率的影响，这样培养出
来的射手是比赛型选手，而不是实战型
战士。
“这也是高原特殊地形的要求。”旅

作训科科长宋训东接过话茬，高低起伏
的高原地势对俯仰角射击要求高，如此
设置靶标就是让官兵提前适应战场，打
好射击基本功。
“叭！”两发红色信号弹同时升

空，实弹射击考核正式开始。在体验
射击环节，记者也有幸参加了自动步
枪实弹射击。

咦？靶标怎么“缩水”了？趴在射击
位置上，沿着准星缺口观察靶标，总感觉
有些不对劲。

记者按照习惯姿势据枪瞄准，不自
觉地把瞄准点往上抬了抬。射击调整间
隙也更大了，以往一次呼吸能完成两次
射击，现在平均要两次呼吸才有把握再
次扣压扳机。几发子弹打完，成绩竟然
连及格线都不到。
“那靶标到底是怎么回事？”记者向

作训科参谋马海峰询问得知，不是靶

子“缩水”了，而是距离变了，现在射击
距离不再固定不变，而是在一定范围
内随机确定，此次实弹射击的距离大
概是 137米。

马海峰介绍，以往实弹射击距离
都是勤务人员提前度量，距离均是 10
的整倍数，以 50 米，100 米，200 米最为
常见。为了保证训练成绩的优秀率，
这个距离往往要经过数次度量一直
精准到分米；对射击地线的要求也是
同样严格，经过勤务人员的一番加
工，其平整程度不亚于水泥地面。
“战场上谁会待在正好的距离等你

射击？”白云军介绍，他们对照新大纲要
求，不再固定射击距离，而是在射程范围
随机设靶，让训练进一步对表实战。
“训练贴近实战，官兵的热情也越

发高涨。”走下射击考核场，该旅“邱
少云连”连长李文年告诉记者，得知
这次实弹射击会涉及到以前漏训的

俯仰角射击，每晚熄灯前，干部骨干
都会自发组织研究，把该课目训练中
的重难点问题逐条拉单列表，挂在帐
篷进门显眼位置供大家学习参考。

让实战标准成为训练的标尺，打
仗意识也在官兵头脑中深深扎根。射
击结束，在返途的颠簸中，官兵们在
车厢里按捺不住向成绩优秀的射手
“取经”，一个个小型经验交流会在不
同车厢里自主展开。该旅“邱少云
连”战士刘星在当天的训练日记中写
道：每次据枪瞄准都得先粗略判断距
离，再寻找瞄准点，不能再凭过去的
习惯和经验。

轻武器射击考核的改变，是该旅强
化官兵实战意识的一个缩影。前不久，
该旅组织合成营战术演练，班排连营逐
级展开。合成三营一个班因为不按战场
实际处置突发情况，受到督导组当场严
厉批评。

场地起伏不定、靶标大小不一、距离化整为零，西部战区陆军某旅着眼
实战创新射击训练—

137米，我与靶标的“非正常”接触
■本报特约记者 孙利波 通讯员 唐 磊 李京孺

“雷场上没有哪片土地是绝对安全
的！”当第 81集团军某旅副旅长王星洪
亮的声音在山高坡陡、沟深林密的云南
省麻栗坡县的坝子雷场响起时，记者和
参加陆军作战部队扫雷骨干首期实战
化集训的官兵们都顿生敬畏。

在场的人每一步都走得分外小
心，用“不敢越雷池半步”形容再恰当
不过。这些官兵除担任教练任务的扫
雷大队官兵外，其余来自陆军作战部
队，虽然学习地爆专业多年，但进雷场
排真雷还是第一次。
“地雷的可怕之处是看不见它。”身

旁的第 83集团军某合成旅四级军士长
许元晖小声嘀咕着。尽管通过集训，他
已能娴熟应用扫雷器材，但排雷时，这
个戴着头盔，穿着防护衣、防护鞋，入伍
14 年的老兵还是流露出紧张的神情。
“假的永远不如真的，在真实雷场永远
不能多踩一步。”
“嗡嗡……”搜排开始了，记者站

在一片已经被搜排过的山坡上，紧张
注视着对面正在搜排地雷的官兵。大
家屏息凝神，周围清幽寂静，让探雷
器发出的声音听起来格外刺耳。

有 30 余年扫雷经验的南部战区
陆军某扫雷大队副大队长田奎方凝
视着扫雷官兵的每个动作，生怕有
半点闪失。他的担心并非多余，30
多年前，这里是战时的右翼防御阵
地，埋下了数不清的地雷。田奎方
说，就在前年，53 岁的长地村村民
盘金良上山摘野果时，在这片雷场
第二次触雷，剩下的一条腿也被炸
没了。

忽然，许元晖手里的探雷器发出
“嘀嘀”的警报声，他把探雷器往四周平
行移动，在警报声最强的区域停顿一
下，又将探头向四周小范围扫一圈，警
报声变弱了。
“基本确定是这片区域了。”他慢

慢蹲下来，用探雷针斜插入土中试探

可疑物品的位置，再用小铲从侧面慢
慢掘开土壤。
“地雷，地雷！”他插下一面红色旗

子标识地雷，激动地对着对讲机喊，甚
至忘了规范报告词。
“重新报告！”
“报告，发现 72式压发防步兵地雷

一枚。”
“真像新兵第一次实弹射击就打了

十环一样！”脱下厚厚的防护服，汗流
浃背的许元晖既兴奋又忐忑，“刚才拿
探雷针一点点刺探的时候，手都有些
颤抖。能够排一次真雷，这 14年兵没
白当！”

走出雷场，记者感觉短短半小时的
扫雷作业就像度日如年。“把简单的操
作练上一万遍就是专家，练上十万遍就
是专家中的专家。”许元晖念叨起集训
班上听到的这句话，对今后已经做好打
算：当好一粒“种子”，带出更多扫雷排
爆能手。

小心！“死神”就在脚下
■本报记者 武元晋 通讯员 刘 华 胡树春

记者探营

记者手记

微议录

潜 望 镜

机关写调研报告时，“0.25个人”

现象并非个例。笔者原来所在单位

的一名参谋还曾遇到过这样的尴尬：

上级要统计某个营队专业训练成绩，

为图省事，他将该营前一个月的考核

情况作了上报。然而，当月该营狠抓

军事训练，有3名战士已经摘掉不及

格的“帽子”，数据自然也发生了变

化，因为这事，他还一度与营主官闹

了矛盾。

失真的是数字，失去的是信任。

一个简单的数字看起来不起眼，实则

是机关作风的直接体现。工作中我

们发现，有的机关干部缺乏务实精

神，把材料中的数字当作“点缀”，认

为多一个少一个无伤大雅，不深入基

层仔细摸底，不认真对待数据的统计

和计算，要么通过电话、短信询问，要

么从过去的资料里“借鉴”，甚至凭直

觉猜、照经验估、跟感觉走。

作为一级领导机关，就该多一些

“三更灯火、脱鞋下田”“吹糠见米、刀

下见菜”的精神，扑下身子，脚踏实

地，一步一个脚印，深入一线了解实

情，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做求真

务实的实干家。

切莫“因小失信”
■第73集团军某工化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汤 彬

这次射击体验，带给我的除了新奇，

还有担忧。那些曾经让我们引以为傲的

“神枪手”，如果真到了战场，是否还能

“百步穿杨”“一击命中”？

我们都知道战场瞬息万变的道理，

却经常死守着“以不变应万变”的窠臼，

平时训练大多打的是距离固定的“死靶

子”，很少打远近多变的“活目标”。如

今，靶子变了，距离变了，射击环境变了，

打法也变了，头脑更要跟着变。

军事训练是未来战争的预演，训练

像打仗一样严格，打仗才能像训练一样

从容。要结合新大纲施训，把过去偏训

漏训的课目补回来、练过硬，让训练更加

贴近实战、瞄准对手，这样才能在未来战

场上多一份胜算。

战场上没有“死靶子”
■孙利波

Mark军营

值班员讲评

本版投稿方式：

9月13日，武警广西总队新兵团迎来一对双胞胎新兵，哥哥洪少聪（右）与弟弟洪

少明（左）从小向往绿色军营，今年双双参军入伍。巧的是，“聪明兄弟”又被分配到同

一个新兵连，让我们一起见证兄弟二人的“逐梦之旅”吧！

王 俞、高承铭摄影报道

“聪明兄弟”共逐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