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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

手记

“站住！干什么的？”一声洪亮的喝
问，打破了山地密林的寂静。突然，几
名新战士跃出，记者犹如进入“埋伏
圈”。

10月中旬，记者深入第 75集团军某
旅新兵一营采访，正赶上新兵一连在野
外开展“观察、报知与指示目标”课目训
练。紧张的训练氛围，让记者感受到一
股浓浓的实战味。

该营教导员阳付成告诉记者，今年
陆军新兵训练推行为期6个月的“先训后
补”模式，新兵入伍训练课目内容也随之
进行了调整，其中“观察、报知与指示目
标”就是新增课目之一，目的是培养新战
士观察掌握敌情并向上级报告的能力，
强化新战士的战场意识和协同意识。
“从营区走向野外，对新战士来说，

本身就是一种战场意识的培养。”说起
新兵训练，多次带新兵的阳付成感触颇
多：以往新兵训练主要是完成队列、体
能等共同课目，如今，“战时运用”“敌情
观念”等意识需要更快地植入新战士的
头脑。

几天训练下来，新兵一班新战士黄
吉祥直呼“不简单”。他说，单就观察这
一项内容，必须选择合适的路线、观察
位置，既要便于观察又要隐蔽不被发
现，还要准确判定目标距离。一次训
练，他运用目估法，但因光线原因产生
视觉误差，目标判定偏离了300多米。

隐蔽观察发现目标后，完成手语报
知、协同班内成员行动等一系列动作虽
然并不复杂，但对于新战士杨艳波来
说，做好却并不容易。杨艳波坦言，自
己第一次接触课目中的旗语、手语通信
时，认为是“小儿科”，有点不以为然。
然而，课目检验很快让他“撞了墙”。那
天，杨艳波观察发现“敌”狙击手后，迅
速用手语向战友传递情报，结果因手语
指示不规范，全班误认为目标为“敌地
堡”……“如果在战场，战友们早已因
为小杨的错误，付出了血的代价。”班长

刘勇虎说。
吃一堑，长一智。杨艳波逐渐明白

该课目训练的重要性，也更加理解了电
影《红海行动》中狙击观察员李懂与狙
击手顾顺这对“最佳搭档”的精妙之处：
熟练掌握“观察、报知与指示目标”课
目，能更及时掌握战场敌情，有效消灭
敌人。

“班长同志，无名高地西侧，发现 2
辆‘敌’轮式步战车正向我方运动。”训
练中，新兵一班战士罗震威观察目标
时，“敌”突然放出烟幕进行迷惑，只见
他灵活变换位置，避开烟幕观察，而后
准确报告了情况。他兴奋地说：“紧贴
实战的课目设置，强化了我们的实战意
识和战斗素养，为尽快适应部队实战化

训练打下心理和技能基础。”
“如果观察中遭敌轰炸、炮击怎么

办？”“发现目标后，通信中断，也无法通
过手势、旗语报告时，如何将观察目标
上报？”连队干部介绍说，这一课目展开
前，他们要求组训骨干讲清该课目“实
战中有什么用，为什么这么用，如何灵
活运用，有什么效果”，并采取情况诱导
问答的方式，不断提高新战士发现、判
断、识别、印证、处理情况的能力。
“观察、报知与指示目标，在战场上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该旅领导介
绍说，课目看似简单，实则涉及军事地
形学、通信设备使用、伪装潜伏等内容，
目前新战士只掌握了一些简易通信和
判定目标方法。下一步他们将结合专
用装备和器材进行授课，教授利用密位
公式进行计算，依托陌生地形、仿真目
标、光电辅助器材展开训练，确保在新
兵入伍训练中将该课目训全、训实、训
好。

眼睛瞄准战场，新战士的训练劲头
更足。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新战士
在业余时间悄悄“备战”，休息时间加练
已成为自觉。

左上图：新兵班展开手语教学。

赵 喆摄

战场感知，需要一双“锐眼”
—第75集团军某旅新兵一营开展“观察、报知与指示目标”训练见闻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骆 瑶 黄远利

未来高技术条件下联合作战，士兵

随时可能需要为上级特别是各种技术

兵器指示目标，以充分利用各种火力有

效打击敌人。因此，观察、报知与指示

目标的能力，已成为战士走上未来战场

的必备实战技能，其中蕴含的联合作战

意识，是每名战士必须具备的一种作战

素养。

今年陆军新兵训练推行为期 6个

月的“先训后补”模式后，将“观察、报

知与指示目标”列入新兵入伍训练课

目，体现的不仅仅是入伍训练从“齐步

走”打基础向“能战斗”强技能的转变，

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体系作战条件下

的战场意识培养，已然渗透到“兵之

初”。

未来战争无“联”不胜。作为普通

一兵，从“兵之初”就必须植入为“联”而

练、为“联”而谋的战场理念。从入伍训

练课目开始就培养体系思维，目的就是

进一步紧实各作战单元的基础训练，从

“兵之初”就锤炼联合作战素养，提升战

场意识和协同观念，锻造能制胜未来战

场的打赢尖兵。

战场意识要从“兵之初”抓起
■陈典宏

本报讯 张首伟、特约记者欧阳
治民报道：连日来，一个英雄的故事在
云贵大地传颂：南部战区陆军云南扫
雷大队中士杜富国，在边境扫雷行动
中面对复杂雷场中的不明爆炸物，对
战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在进一步
查明情况时突遇爆炸，英勇负伤，失去
双手和双眼，同组战友安然无恙。

10月 11日下午，南部战区陆军云
南扫雷大队四队在云南省麻栗坡县某
雷场进行扫雷作业，作业组长杜富国
带战士艾岩在一个地形复杂，只能采
取人工排雷作业且爆炸物密集的阵地
雷场搜排时，发现一个少部分露于地
表的弹体，初步判断是一颗当量大、危
险性高的加重手榴弹，且下面可能埋
着一个雷窝。杜富国马上向分队长报
告。接到“查明有无诡计设置”的指令
后，他命令艾岩：“你退后，让我来！”艾
岩后退了几步。正当杜富国按照作业
规程，小心翼翼清除弹体周围的浮土
时，突然“轰”的一声巨响，弹体发生爆
炸，他下意识地倒向艾岩一侧。飞来
的弹片伴随着强烈的冲击波，把杜富
国的防护服炸成了棉花状，也把他炸
成了一个血人，杜富国因此失去了双
手和双眼。正是由于杜富国的这一
挡，艾岩仅受了皮外伤。

为边境扫除雷患，为战友血染雷
场。扫雷作业很危险，但随着我军扫
雷装备的改进、扫雷业务技能的提升，
我军扫雷官兵负伤率呈现下降趋势。
杜富国英勇负伤后，军地领导机关和
医疗机构全力进行抢救。经多级医疗
机构接力营救和精心治疗，目前杜富
国已脱离生命危险。

英雄的壮举传开后，群众和网友纷
纷为英勇的扫雷战士点赞。他的伤情
不仅牵动着边疆人民的心，也让远在遵
义的父老乡亲格外牵挂。云南省麻栗
坡县、马关县，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等
地党委政府专门派人到医院探望慰问。

上图：排雷中的杜富国。（资料图

片） 杨 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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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程永伦、邹皓报道：“认真
研究文件的传达范围、方式，按规定进
一步压减字数……”近日，第 80集团军
领导在签批《加强部队管控的通知》时，
着重对“传达至全体官兵”“召开党委
（支委）会”等内容进行了批注。

在前期的蹲点调研中，集团军党
委一班人发现，绕过审批环节通过电
话或短信向基层发通知、电视电话会
议动辄开到营连、开会要求提前十几
分钟入场等变相的“五多”问题，依然

干扰着基层正常训练和工作；调休补
休、家属来队接送站等条令条例规定
的官兵合理权益，却因为“程序步骤不
清、审批权限过高、监督问责不严”而
导致落实乏力……他们分析感到，这
些矛盾问题的根源主要是各级党委机
关没有依法履职用权。为此，集团军
成立专项工作组，在严格遵规依据、广
泛听取意见、反复研究论证的基础上
制定出台《进一步纠治“五多”问题的
措施》《保障官兵权益的措施》两项硬

性举措，重拳纠治“五多”顽疾，回应官
兵关切，激发基层练兵备战的内动力。

新条令施行以来，该集团军党委坚
决立起问题导向，依据条令条例和规章
制度开展工作。“严格规范支委会召开次
数”“压缩文电篇幅”……翻开“两项措
施”，每条规定都能落到具体细节上。为
抓好“两项措施”落实，该集团军党委要
求各级制订具体“权责清单”，对落实不
到位、效果不明显、工作走过场的追踪问
责，保障基层官兵应该享有的权益。

第80集团军党委着眼备战打仗主业履职用权

对照条令要求纠治“五多”问题

10月 27日，南部战区海军某

护卫舰支队组织水面舰艇实习舰

长考核，图为洛阳舰在考核中进行

主炮射击。

周鹏飞摄

海上砺剑

（上接第一版）

那年冬天，哨所战士蒋枫高烧不退。
彭燕顶风冒雪来到哨所，为他输液。天气
很冷，室内气温很低，液体越流越慢，彭燕
心里着急……她先脱下棉大衣裹住液体
瓶，又脱下一件毛衣盖住蒋枫正在打点滴
的手背。蒋枫把头埋进被窝，呜呜地哭
了：“请允许我叫你一声‘姐姐’！”

在那曲军分区，战士们喜欢喊彭燕
“燕子姐姐”。那曲的藏族同胞，都叫她
“阿加”（藏语：大姐）。

2008年的一个冬夜，玛九达村的藏
族小伙嘎玛伦珠，找到彭燕：“‘阿加’，求
求你救救我阿妈！”
“我马上过去！”彭燕在军分区两名

同志的陪同下。经过一夜风雪兼程，终
于赶到了嘎玛伦珠家。

彭燕顾不上休息，立即对病榻上呼
吸困难的老阿妈实施急救。看到阿妈逐
步恢复了神志，嘎玛伦珠当场就要下
跪。彭燕一把扶住：“快别这样！你的阿
妈，也是我的阿妈啊。”嘎玛伦珠握着彭
燕的手，泣不成声。

付出爱的人，也会收获爱。一次，彭
燕到一户偏远牧民家巡诊，在没有炉火
的房间里，她冻得直跺脚。身旁的老阿
妈看到了，直接把她的双手放进自己的
藏袍中。看病送药、给妇女接生、给牦牛

诊病……在藏族同胞心中，这位穿着军
装的“门巴”（藏语：医生），是无所不能
的。得到过彭燕帮助的藏族同胞真诚地
说：“金珠玛米（藏语：解放军）像太阳，她
就是太阳的光芒。”

荒凉的羌塘草原，生命异常脆弱，几
十年间那曲军分区有许多战友病倒牺
牲。为了守护藏北高原官兵的健康，彭
燕开始了攻克高原疾病的征程。

那曲地区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仁美，
对高原肺水肿等高原疾病有独到的护理
经验。彭燕到医院拜师学艺，串科室、走
病房……几个月下来，彭燕学会了一代代
高原医护人员口口相传的护理经验。

2008年，藏族战士央德突发下肢肌
肉萎缩症，无法正常站立。彭燕听说四川
有个老中医专治这个病，就自掏腰包从老
中医那里购买了半年的药，并自学针灸技
术，每天为央德按摩、针灸。5个月后，央
德竟然奇迹般地站起来了。到了退伍时，
央德已经可以正常走路了。临别之际，他
紧紧握住彭燕的手：“燕子姐姐，即使我在
天涯海角，我也永远不会忘了你。”

在荒凉的“生命禁区”，彭燕坚守那曲
19载。她先后创新 10多项实用护理技
术、总结出数十条高原疾病护理经验。

2011年，北京。彭燕应邀出席“践行
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新闻人物颁奖

典礼”。舞台上播放着的纪录片中，有这
样一段话：“她深知生命的宝贵，却以青春
的透支，坚守生命禁区，践行着军人的使
命担当。她是高原军人心中的‘知心大
姐’，藏族孤儿的‘爱心妈妈’，用柔弱的身
躯，挺立起金珠玛米的光辉形象。”

播撒爱的人，也有割舍不下的情感。
2004 年，彭燕在成都生下女儿晗

涵。3个月后，她就回到了那曲，与女儿
天各一方。再后来，当彭燕和同为军人
的丈夫张涛第二次回成都看孩子时，晗
涵已经会跑了。

那天在家中，彭燕的母亲告诉晗涵：
“这是你的爸爸和妈妈。”孩子没什么反
应，老人又说了一句“爸爸妈妈回来
了”。孩子终于听懂了，直接跑到电话
前，抓起电话喊着“妈妈，妈妈……”

彭燕的眼睛湿润了。原来，平时彭
燕只能通过电话和女儿交流。女儿以
为，妈妈就在电话里……

作为母亲，彭燕无法割舍对女儿的
牵挂。她同样无法割舍的，还有高原的
孩子们。

那曲地区社会福利院的35名藏族孤
儿，都叫彭燕“妈妈”。每到节假日，彭燕
都要来到福利院，和失去父母的孤儿一起
做游戏。她说：“看到孩子们健康成长，我
的内心就会涌动作为母亲的自豪。”

本报讯 刘会东、徐伟报道：“读了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我为习主席
青年时期求知若渴、孜孜不倦的精神深
深折服。”10月下旬，武警安徽总队合肥
支队举办“军营朗读者”活动，他们创新
运用“故事+朗读”的教育模式，引导官
兵主动学习理论知识，现场气氛活跃热
烈。

针对当前年轻官兵存在的缺乏深阅
读、学用脱节等问题，该支队党委着力研
究适应新时代青年官兵需求的阅读模式
和学习方法。他们在采取原文读、集中

学、辅导讲等多种学习方法基础上，创新
采用“故事+朗读”模式，让官兵上讲台、
当主角，谈学习体会、讲强军故事。此
外，他们还在强军网上开辟专栏，展示优
秀学习体会文章，每月评出“学习之星”。

该支队上等兵董鑫原本对理论学习
兴趣不浓，中队在理论阐释、热点解读、
实践述评的基础上，把H5、沙画、微电影
等新型教学手段引入课堂，生动活泼的
学习氛围，让他对理论学习产生了浓厚
兴趣，并逐渐成长为中队的理论骨干。
前不久，总队举办优秀“四会”政治教员

评比竞赛，董鑫获得战士组第一名。
理论入脑入心，行动坚定有力。10

月下旬，该支队组织“魔鬼周”极限训
练，特战中队彝族战士曲么称火在山地
奔袭中不慎摔倒受伤，他不顾伤痛咬牙
坚持跑到终点，获得“极限训练勇士勋
章”。走下领奖台，曲么称火感慨地说：
“在此前的读书活动中，先辈们以苦为
乐、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让我深受教
育。我们青年军人只有刻苦训练，不断
提升打赢本领，才能将先辈的革命精神
发扬光大。”

武警安徽总队合肥支队创新理论学习模式

“军营朗读者”激发官兵学习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