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5 军营观察E-mail:jfjbjygc@163.com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７日 星期三责任编辑/魏兵

云南武警总队某支队特战队员展开反恐作战训练。 胡 程摄

清仓一词，最早源于战国。《韩非

子》中就有韩昭侯派人清仓查库的记

载。秦代有“度故积”的规定，及时清仓

查库，从而实现有效管理。

当前，“清仓”对于战斗力建设领域

破除和平积弊同样适用，尤为重要。

习主席对练兵备战看得最重、叩问

最严，用胜战之问警醒全军，为纠风治

弊提供了根本遵循。学习领会习主席

重要讲话精神，针对云南边境线长、不

确定因素多、遂行多样化任务重、处突

维稳压力大等实际，尽快把工作重心聚

焦到能打胜仗上来，需要在军事训练领

域主动来一场自我革命。

纠风治弊，不仅要发现问题，更重

要的是解决问题。如果一味回避问题，

不及时“清仓归零”，只会使积弊越积越

厚，最终积重难返。唯有直面问题，用

快刀刮骨疗毒，才能使战斗力不断提

升。

首在政治“把脉”，思想“除尘”。朝

鲜战场上，美军最怕我军吹军号。李奇

微在回忆录中说：“只要军号一响，共产

党的军队就如着了魔法一样，全都不要

命地扑过来。”我军就是靠着“钢少气

多”，无往而不胜。然而太平岁月首先

侵蚀的就是打仗思想、战斗精神。根治

“和平病”就要学深悟透习主席关于加

强备战打仗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引导官

兵传承人民军队能战胜战的精神密码

和红色基因。

重在党委带头，刀口向内。纠治

“和平病”，各级党委班子既要把自己

“摆进去”，勇于自我开刀；又要发挥核

心领导作用，引导官兵把沉疴积弊全

面彻底地摆一摆、晒一晒。带兵人必

须带头开展“自我革命”，深入清除一

切与练兵备战不符的思想和行为，对

症下药，精准施策，真正破除“二八现

象”。

对表“清仓”，抓源治本，确保“归零

见底”，需要久久为功。在和平与发展

仍是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军队滋生和

平麻痹思想有着复杂的原因。这就要

求我们建章立制、破立并举、管教并重，

集中“火力”、瞄准“靶心”，依据时间表

和路线图，通过督导检查、问题销号、责

任倒查等机制，对训风演风不实、整改

清理不够、追责倒查不力的单位和个人

严厉追究，决不手软，形成震慑，确保问

题积弊“清仓”“见底”，真正向党和人民

交上一份合格答卷。

清仓见底，需要久久为功
■王洪斌

破除和平积弊 推进练兵备战⑤

特战队员在城市街巷进行训练。 胡 程摄

记者调查

锐视点

近日，武警部队首届“突击”火力分队
大比武圆满落下帷幕，云南总队从 33支参
赛队中脱颖而出，勇夺团体冠军。

这是该总队自 1983年以来参加武警部
队大比武的最佳纪录。
“凡国之重也，必待兵之胜也。”这一次

沙场折桂，并不出人意料。此前，武警云南
总队已先后圆满完成“大湄公河”外长会
议、南博会安保等 10余项重大任务,多项军
事竞赛活动均取得优异成绩，群众性练兵
比武创下一系列新纪录。

从来没有谁能随随便便成功。探访遍

布云岭的座座营盘，追寻战斗力成长的秘诀，
官兵们说：总队狠抓训练督导成常态，训风演
风考风的查纠惩戒，真正“长牙齿”、充满“火
药味”，让大家绷紧了练兵备战这根弦，克服
了纠治和平积弊“扳过来又弹回去”的现象。

采访中，总队领导谈到：对于一支部队

来说，训风不实害莫大焉，对训风的查纠倘
若也不实，后果更不堪设想。

训练领域纠治和平积弊为什么难？难
就难在训练问责的鞭子没有真正打下去。
对沉疴积弊，必须拿出持续整风整改的勇
气和韧劲，见到就批、露头就打，锲而不舍、

久久为功。
破冰要用利斧，猛药方治重疾。如今

在武警云南总队，一场“破除和平积弊、扎
实练兵备战”的劲风，正在推动训练质效不
断提升，把练兵场上的滴滴汗水转化为实
实在在的战斗力。

此时改彼时犯，一些问题

痼疾重新“发芽”，必须引起警

醒。这说明，和平积弊的思想

根子还没有彻底铲除

一条背包绳为啥会反复“捆住”实战
化——

以往某中队 5公里越野考核时，部
分战士为了减少摩擦摆动，习惯把挎包、
水壶和步枪用背包绳捆死在一起。看似
能提升成绩，实则脱离实战。总队训练
督导组指出问题后督促其现场整改并予
以通报。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时隔数月之后
的“魔鬼周”极限训练中，捆着步枪的背
包绳又出现在了部分战士身上。这一
次，面对蓝军突袭，不能及时拿起武器的
战士，被蓝军轻松“击毙”。

目睹此景，一位督导组成员感慨地
说，身上捆着的背包绳好解开，脑子里
“捆着”的背包绳难解开。破除和平积
弊，必须坚决跳出“扳过来又弹回去”的
怪圈。

过去，某部曾因比武“凑尖子”被督
导组限令整改。前段时间，总队督导组
又在一份督导通报中指出他们的战斗力
“贫富差距”：“集训队员在总队比武中斩
获团体冠军，炊事员、驾驶员等在上级考
核中亮了‘红灯’……”

面对一个个训练督导发现的反面案
例，总队党委系统分析后感到：高压态势
之下，和平积弊人人喊打，不少脱离实战
的现象和问题被“铲出”练兵场。然而，
此时改彼时犯，一些问题痼疾重新“发
芽”，必须引起警醒。这说明，和平积弊
的思想根子还没有彻底铲除。

某支队执勤干部实战意识不强，执
勤训练时应急处置器械没有按要求放置
在哨楼中，被督导组发现并督促其进行
了整改。然而几个月后的一次随机战备
拉动，当班执勤哨兵几经周折，才找到了
相对应的处置器械。原来，为保持哨位
整洁，该部以正规化的名义将部分执勤
用品移到了哨楼外。

和平积弊披上了“正规化”的外衣招
摇过市，令人沉思。一份调查材料中，官
兵们反映“和平积弊有反弹、有变种，甚
至改头换面又出现”。
“和平积弊之所以‘烧不尽、吹又

生’，是因为搞和平积弊的人尝到了‘甜
头’。比如每逢比武凑尖子、搞集训，往
往能争到彩头、博取政绩。即使迫于形
势和压力改了，风头一过又依旧。”谈及
此，总队政委王洪斌说，纠风治弊，绝不
能满足于会议开了、停留在材料写了。
根治“和平病”，不是搞几场教育、打几次
板子、刮几场“风暴”就能完成的，必须改

良练兵备战的思想“土壤”。

“和平招”治不了“和平

病”，把一切不符合实战的沉

疴积弊消灭在平时，要时刻照

照战场这面镜子

一个屡获荣誉、赫赫有名的中队，在
转型不久后的一次反恐处突演习中，遭
遇了“滑铁卢”。

演习前段，战斗中官兵们牢牢占据
优势，然而潜入“恐怖分子”藏匿点时，队
员不慎触发红外报警系统，顿时引来敌
人火力。眼瞅着战友一个个不幸“倒
下”，班长王传露急红了眼，放弃原方案
破门强攻，最终虽然“全歼敌人”，却被判
定为“人质死亡，任务失败”。

明明占据战场优势为啥还走了麦
城？猛打猛冲为啥没有取得战场胜利？
演习复盘的讨论让官兵们陷入了沉思。

“胜战之问，确实值得我们大家深刻
反思。”总队司令员高道权感慨地说，“和
平招”治不了“和平病”，把一切不符合实
战的沉疴积弊消灭在平时，要时刻照照
战场这面镜子。

今年初，总队成立以军政主官为组
长的纠风除弊暨训练督导领导小组，出
台《加强实战化军事训练 15 条刚性措
施》《军事训练督导检查实施办法》，召开
专题部署会，将训练督导重心放在发现
和纠治问题上，盯着问题积弊清单，通过
现场指正、重点督办、挂账销号等方式，
督促相关单位和人员限期整改，确保实
战化练兵效果。
——文山支队某中队组织处突演

练，连续 3次“敌情”居然都发生在同一
个地点，官兵们虽然处理应对得干净利
落，但是敌人真那么愚蠢吗？督导组指
出问题后，请来驻地公安特警扮演“蓝
军”，没有了固定套路，结果执勤官兵频
频“吃败仗”；

——西双版纳支队特战队员陶锐，
平日里是靶场上的“神射手”。然而第一
次参加“魔鬼周”训练，子弹还没打完就
被裁判员冷脸叫停。他坦言，射击地域
的倾斜坡度至少 50度，考核时又下雨又
刮风，路面湿滑阻力大，进入靶位前的 2
公里战斗跃进困难重重；
——夜深人静，某机动大队作战室

仍灯火通明，一场没有硝烟的防暴方案
推演唇枪舌剑，激烈交锋。教导员刘华
的突袭方案被督导组 3次否定，几经“回
炉”后才过关……

用实战的尺子卡一卡，一切“假把
式”都无法遁形。一位督导组成员的话
颇具警思：纠风除弊，最怕身在假中不知
假。摆脱不了“一厢情愿，蠢化敌人”“坐
井观天，靶场思维”的魅影，就会有层出
不穷的假把式。

除积弊，需要步步为营、步步紧逼。
总队第四季度“魔鬼周”训练拉开战幕，
记者跟训发现，西双版纳支队的特战队

员，每人都有一份训练“账单”。上面不
仅记录着自己过去的训练成绩、缺点短
板，还记录着兄弟单位的指标数据。紧
盯清单“销账”、瞄准靶心“清仓”，进步与
差距，清晰地显示在“账单”上。

时断时续、时紧时松，纠

治和平积弊就难以清仓见

底。必须持续抓、抓到底，建

立长效机制

今年初，这个总队党委集中会诊 12
个方面 45个和平积弊问题，重点围绕团
以上机关和领导干部 8个方面 33 个问
题，逐个问题深剖细研，制订整改措施。

那么，重拳之下，还有没有问题没发
现、还有没有问题会反复？
“时断时续、时紧时松，纠治和平积

弊就难以清仓见底。端正训练‘风向
标’，必须持续抓、抓到底，建立长效机

制。”总队纪委书记谈到，坚持把查与用、
督与帮、考与建结合起来抓，统筹起来
做，充分发挥督导考评对战斗力建设的
激励和牵引作用。

某中队军事训练一度在低层次徘
徊，在支队中多次排名垫底。支队党委
责令中队在军人大会上深刻检讨，明确
两名中队主官在训练未迈入先进前，不
得调离、不得提拔。

某支队部分官兵存在“当和平兵、享
和平福、做和平事”的思想，在执勤、训练
中存在分心走神的现象。为此，支队党
委一次性处理了 5 名不认真履职的官
兵。
“军事训练不过硬，提拔评优等于

零。”楚雄支队支队长程定华坦言，目前，
训练督导划出一条红线，与干部使用、评
先评优结合起来，形成鲜明导向，让大家
都有了练兵危机感。今年第三季度，支
队新一期军事训练补差班迎来了 35名
“老中青”参训学员，从党委成员到普通
一兵皆有，直到人人过关。

今年初，某中队中队长付豪在一次
随机抽考中吃了“败仗”，暴露出组织指
挥能力不足的问题。让他没想到的是，
上级第二天就指派了精通勤务的参谋蹲
点帮带，手把手给他教方法、传经验。

前来蹲点帮带的作训参谋韩燕龙坦
言，督导的最终目的在于推动战斗力建
设，而不是“找茬”。通过边考边教、边评
边帮的带训督训机制，帮助大家弥补短
板、尽快成长，才能使督导过程真正成为
提高练兵备战质量的过程。

督导不再“冷冰冰”，通过考帮结合，
各单位真打实备的劲头更足，比、学、赶、
帮、超蔚然成风。

玉溪支队副支队长李建设在督导考
核某中队时发现，由于该中队营区受限，
一直没有障碍训练场，导致其他课目训
练成绩良好，400 米障碍却有多名战士
不合格。问题反馈后，支队党委高度重
视，经过论证，帮助这个中队“借地”拓建
战术训练场，推动了训练成绩提升。该
支队做法得到总队首长表扬，并指定为
训练场地建设试点单位，经验和方法在
全总队推广。

为形成练兵备战的整体合力，这个
总队把督导考评制度与建设学习型机
关、党风廉政建设、遂行多样化保障任务
等结合起来，加强对重点环节、重大任
务、重大演习监察。他们先后 18次对院
校招生考试、士官选晋考核、士兵提干进
行全程监督，端正了考风训风。

绷紧打仗之弦，驰而不息、久久为
功。翻阅这个总队《训练督导通报整改
情况》，目前已“销号”21 个问题，先后
诫勉谈话 22 人次，责令 11 个单位作出
深刻检查，严肃查处 11 起训练违纪问
题。如今，踏访该总队训练一线，主官
带着班子练、领导带着部属练、机关带
着部队练，聚焦打赢除弊练兵的局面正
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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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扳过来又弹回去”的怪圈
——武警云南总队紧抓训练督导推进战斗力建设新闻调查

■本报特约记者 杨 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