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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北深秋，寒风彻骨。第 81 集团
军某旅训练场上，一场单兵战术比武
正在进行，此起彼伏的番号声响彻云
霄，这是该旅新排长当兵锻炼的一个
场景。

身上沾满泥土，脸上挂着胡茬……
见到眼前这群统一佩戴列兵军衔的“准
军官”们，记者很难将他们与刚毕业的
学员联系起来。在人群中，记者一眼就
找到了新排长施翔，与刚到部队时相
比，明显黑了不少。

握手的刹那间，记者明显感觉到
施翔胳膊有劲多了，手掌被厚厚的茧
子刮擦了一下。除了外在的变化，言语
之间感觉他书生气少了、兵味更浓了、
说话更有底气了。
“在新排长书生气未褪、官架子

初显、兵样子未成的阶段，通过体验
士兵生活，从感情上融入部队、进入
角色，为未来成长成才打下基础。”该
旅领导认为，新排长们大多没有“当
兵”的经历，缺少基层这一课，在融入
过程中难免出现“水土不服”问题。为
此，集团军下发《新毕业干部学员岗
前培训实施方案》，明确要求安排新
排长以新兵身份到连队当兵锻炼一

个月，落实帮一次厨、值一次班等“十
个一”内容。
“登城先锋连”是这个旅的模范

连队，在 1949 年 5 月丰润战斗中，连
队仅用 5分钟便奋勇登上城头，创下
了不朽的功勋。该旅将所有新毕业
学员安排到这个连队当兵锻炼，让
大家在耳濡目染中感受革命传统的
力量。

步入“登城先锋连”，迎面而来的
是不一样的气息，官兵身上透着一股
特有的精气神。通过当兵锻炼、聆听历
史、交流经验，新排长们深切体会到英
模连队的红色底蕴、红色内涵和红色
气场，进一步激发了大家自觉扎根基
层的使命感责任感。

这天熄灯后，记者发现新排长徐
耀星正在俱乐部里，龇牙咧嘴地给自
己双腿按摩上药。徐耀星体能本来不
算差，可离开塑胶跑道就不习惯，一看
到飞扬的尘土和后山的石子路就迈不
动腿，总是“吊车尾”。

当好“排头兵”，才能走好“官之
初”。一个月里他咬紧牙关，真正把自
己当成一名战士，从体能到技能，从岗
哨执勤到公差勤务，凡是战士们做的

他都认真做好。在他身上，褪去的不仅
仅是稚气，还有“骄娇”二气。
“新排长在连队当兵锻炼期间，遇

到挫折可以得到分析和疏导，存在问
题也会得到警示和提醒……”“登城先
锋连”指导员李俊佑说，新排长“官之
初”最需要一个容错的舞台、包容的环
境和真实的评价，这会帮助他们走好
“官之初”、迈好第一步。

春江水暖鸭先知。身边的战士告
诉记者，刚来到部队时，一些新排长喜
欢背个手、插个兜，训练场上看得多练
得少，脏活累活绕道走。一个月当兵锻
炼下来变化可不小，扎堆“侃大山”的
少了，和战士们走得更近了。

学到了本领，也找到了差距。战士
考学提干的新排长田家雨直言，参加
连队新闻点评后发现，一些战士的点
评不仅能说到点子上，对政策、热点的
解读也很到位，短短两年时间再回部
队，变化就如此之大令人惊诧，不加紧
学习很快就会掉队。

夜已深，连队学习室的灯依然亮
着，田家雨用文字记录自己一天的感
悟，他写下：做一名走进战士朋友圈的
好排长……

从学员到排长，如何磨掉书生气、练出兵样子？请看来自第 81集团
军的报道之二—

当兵一个月 走好“官之初”
■刘 盾 江雨春 本报特约记者 赵丹锋

10月中旬，第 83集团军某特战旅某
型狙击榴弹发射器集训队展开瞄靶训
练。记者闻讯赶来采访，看到了一个令
人诧异的景象：在训练场组织官兵进行
训练的，是两名没有穿军装的地方人
员。“他们能教得了特战专业吗？”记者惊
讶中充满怀疑。
“枪口受力后向上偏移，说明你的身

体过于僵硬，应当学会适当放松。”一位
教练员走到中士谭祖福身前，仅用手向
后推了几下枪口，便为谭祖福查找到了
训练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给出了针对
性建议。“没想到这个教练员这么厉害！”
此时的记者惊讶里满是钦佩。

记者一打听，这两名教练员个个不
简单。

教练员刘海涛，是该型狙击榴弹发
射器的设计者和研发者，熟知其使用原
理、功能构造。每当战士们遇到不懂的
理论问题，刘教练员总是能够以通俗易
懂的方式，为官兵们答疑解惑。

教练员蒋闰明，曾负责该型狙击
榴弹发射器的校验、调试和改良等工
作，既掌握武器的使用方法，又熟知使
用注意事项。他曾区分瞄准姿势、击
发要领、呼吸节奏等多个内容，在温
度、湿度、气压等多种不同条件下反复
进行试验，消耗的子弹数量高达数十
万发。

记者随机采访了几名战士，问他们
跟着外请教练员训练的感受。
“武器是刘教练员设计的，相关专业

知识肯定最熟悉。”“武器研制出来蒋教
练员先打，消耗的子弹能装几火车，肯定
积累了不少经验。”……听得出来，在这
两位教练员带领下训练，官兵们不仅训
练热情高，而且个个都充满信心。

前来检查跟训的该旅参谋长张百晓
坦言，部队转型重组，就怕官兵训练没信
心。

这个特战旅在成立之初，绝大多
数官兵都没有接触过特战专业，部分
官兵、尤其是年龄偏大的干部士官，对
于转型心里没底，觉得身体条件跟不
上了只能“坐等被淘汰”。特战专业大
部分都是险难课目，危险性大，训练稍
有不慎就容易出现意外，旅里又缺少
专业教练员，官兵们一度不敢放开手
脚训练。
“没有训练谈何转型，没有信心谈何

训练！”该旅党委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
性，一班人分析认为，解决转型信心不足
的问题，一方面要加强教育引导，更重要
的是要有过硬的教练员队伍带着官兵明
确训练的具体方法、规避转型中的险滩
弯路，官兵们的信心足了，训练热情自然
会高涨起来。
“要请就请一流教练员。”这个旅放

宽视野，不设条条框框、想尽办法招贤纳
士，不仅在军内邀请了特战尖兵、专家教
授，还主动寻找地方的专业教练员来旅
展开授课辅导。张百晓告诉记者，除了
某型狙击榴弹发射器集训外，旅里同步
展开的专业集训还有 14个，几乎遍布各
个特种兵专业训练场。

北京某单位培训师李磊磊、全军军
事训练医学研究所常祺……记者再一打
听，其他集训队的教练员也个个身手不
凡，都是在全军乃至全国出名的一流教
练员。

为了让一流教练员发挥出一流的训
练效益，这个旅注重利用外请教练员培
养本单位教练员，设置“首席教练员、核
心教练员、主教练员、副教练员”四级教
练员队伍，通过逐层培养的方式辐射带
动全旅。截至目前，该旅在攀登、跳伞、
潜水等险难课目上已有了 40余名核心
教学骨干。

一声集合哨突然响起，当天的训练
结束了。官兵们带回的路上步伐整齐、
军歌嘹亮。

望着大家的背影，张百晓感慨地说：
“该型狙击榴弹发射器列装后，如果单靠
我们自己摸索，一年也不一定搞得通。
现在在一流教练员的带领下，两周就可
完成集训，一个半月后全旅官兵就都掌
握了……”

部队要实现转型，人才是关键。但没有专业人才怎么办？是自主培养，

还是等靠上级调剂？请看解读第83集团军某特战旅转型样本之四——

外请“武教头”主导训练场
■俞 博 本报记者 周 远

本报讯 周凌彬、段鑫报道：“在会议
室听取汇报总结的时间变少了，到一线战
位检验训风演风的时间变多了。解难帮
困的意见簿变厚了，用来迎检的材料变薄
了！”近日，在支队机关工作组完成检查调
研后，南海舰队某作战支援舰支队骆马湖
舰副舰长李超感慨道。这是该支队改进
机关工作作风、消除“痕迹主义”的缩影。
“一到工作组下来，就忙得不可开交，

各种活动计划、方案预案、会议记录、总结
报告一样都不能少，文书材料厚厚一大
摞！”上月初，得知支队相关科室组成的工
作组将于下周上舰检查阶段性工作后，负
责迎检文书材料整理工作的湛渔820船教
导员董越心中五味杂陈，“为避免在上级检
查时被问责，不得不在‘留痕’上做文章。
但准备各种迎检文书材料难免牵扯大量时
间精力，日常训练进程势必受到影响。”

针对这一情况，该支队党委调研发

现，部分机关干部为求“省事省力”，以
“材料准备得齐不齐、好不好、美不美”为
评价指标，既免于到训练场实地考察，也
不用逐个官兵调查了解。而基层为配合
上级单位检查，常常分身乏术、疲于应
付，只好连夜加班加点补材料、“造痕
迹”，甚至弄虚作假。
“‘痕迹主义’症状在基层，病因却在

机关。”该支队组织机关干部开展讨论，
确立正确检查考核工作导向；加强机关
各科室之间的沟通联系，对部分检查考

核内容合并同类项，将一些材料实现资
源共享，减少基层重复性工作；以“多到
官兵身边看一看，多下训练场走一走”为
原则，定期组织机关基层双向讲评会，将
机关检查考核基层质效列入机关工作评
价体系，与科室及个人创先争优挂钩。

不久前，由该支队政治工作部各科
室组成的工作组，赴 4个单位进行调研
帮建，压缩了以往检查文书资料的时间，
深入战位跟踪调研，解决基层反馈问题
30余项。

南海舰队某支队改进机关工作作风

基层不再忙于“留痕迹”

10月下旬，刚刚休假归队的陆军某
工程维护团某连指导员李建州发现，一
向爱说爱笑的文书许朝阳变成了“闷葫
芦”，帮自己一起收拾完行李，也没“按
照惯例”侃大山，就跑去会议室闷头整
理起了材料。

凭借对小许的了解，李建州猜测，
小许大概又有啥事儿“想不通”了。他
并没有急于喊小许回来，而是找小许的
几个同年兵了解情况。

原来，月初营里组织季度考核，体
能素质一向偏弱的小许，在班长闵坤德
的帮助指导下，考核不仅全部达标，还
有两项达到了优秀。刚好小许女友寄
来的咖啡到了，小许就想请闵班长尝
尝，也算是表达谢意。没承想，闵班长
一句“你们城里人还是会享受”的玩笑
话，让小许顿觉尴尬，香醇的咖啡也变
得苦涩难咽。

小许家住天津市区，作为家中独
子，衣食无忧的他心中却一直有个军

旅梦。2017年本科在读的小许响应国
家号召参军入伍。入伍以来，小许踏
实做人、努力工作、刻苦训练，为的就
是尽快融入连队这个大家庭。可没想
到历练一年，本以为自己摘掉了“学生
兵”的标签，却被班长的一句话“打回
原形”。

第二天体能训练结束后，知晓了
缘由的李建州，拉着小许和闵班长一

起在训练场散步。得知自己的无心
之语引起小许的误会，闵班长诚恳地
向小许解释自己并无恶意，小许也为
自己太过敏感向闵班长和李建州道
歉。

几天后的周末，小许泡好咖啡，和
闵班长相约到活动室下棋，听到热闹的
“喊杀声”响起，李建州脸上也露出欣慰
的笑容。

喝杯咖啡咋就是“会享受”
■赵 骐 刘志刚

本报讯 赵凯、王志国报道：不久
前，中部战区陆军某旅大礼堂内，“双争”
表彰典礼隆重举行，来自基层的 65名个
人从旅领导手中接过“红一师优秀传人”
奖章。走下领奖台，火力支援连士官黄
强深有感触：荣誉不操一分心，拼搏用尽
十分力。

原来，野外驻训期间，黄强带领班组
成员取得了旅里创破纪录比武迫击炮专
业第一名，成为“双争”评比表彰优先推
荐对象。可民主测评时，他的票数竟然
没有达到推荐标准。黄强顿感失落，训
练积极性也有所降低。

黄强的表现被指导员吕子洲全部看
在眼里。通过私下与战士们聊天发现，
黄强的训练成绩大家都很认可，但由于
他工作中爱较真，时常会出现一些让身
边战友“不理解”的小差错，这让部分官
兵感到其“不安分”，爱“出风头”，有的人
便刻意在民主测评中没有给他投票。

得知这一情况的吕子洲，立即组织
召开党支部会议展开复评，并在提请党
员大会讨论通过后，将黄强列入“双争”

评比表彰推荐对象。连队党支部这一举
措得到官兵们的一致认可，也让黄强更
加坚定了在训练中再创佳绩的决心。

据该旅政治工作部主任宋凯征介
绍，为避免官兵中出现有为者难有位的
情况，他们积极改进民主测评机制，既注
重官兵公论，又要求党支部对民主测评
结果出入较大的推荐对象及时展开复
评，确保了客观公正，真正使训练有为者
“轻装上阵”。

中部战区陆军某旅评选表彰客观公正

落选“尖子”重登领奖台

重回连队，重新在肩膀上挂上列兵
军衔，重新和战士们在泥土地上摸爬滚
打，我收获了许多久违的感动与感悟。
“作为一名战士，先后入党、转士

官，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工作回报连
队。”实在没想到，到连队后参加第一
次班务会，班长余永弟的交流发言就
让我不由得想起自己的往事。我 1999
年参军入伍，入伍前卖过菜、卖过烧
饼、卖过牛肉；入伍后，在组织培养下，
我入了党，转了士官，考上了军校，再
后来又读了研究生，成为一名军校教
员。回头望去，如果没有党和军队的
教育培养，我很难相信自己会走到今
天这一步。

我所在的“双大功五连”是一支英
雄连队。初到这样的连队，我心里是又
敬又畏，敬的是眼前官兵一个个生龙活
虎，满身血性；畏的是我这个“列兵”跟
不上趟，无法快速完成由一名军校教员
到一名英雄连队士兵的转变。果不其
然，第一次五公里武装越野考核我就没

能跟上队伍。没想到，接下来的日子
里，四级军士长老陈天天陪我一起练。
不久前再次考核，除了单杠二练习，我
所有课目都跟上了。听着战士们终于
亲切地叫起我“龚列兵”，我觉得他们真
的接受了我，认可了我。

当兵一个月，还有一件事值得讲
讲。部队领导得知我是部队管理专业
教员，并有在野战部队工作的经历，便
安排我给新排长集训队讲一课。授课
过程中，我就官兵心目中的好排长和
怎样当好排长等具体问题跟大家交
流，现场热烈。从那充满期待的眼神
中，我瞬间感到自己作为一名军校教
员的责任。过去以为平常的每堂课 45
分钟，突然在我心中变得弥足珍贵起
来。我想，当我重回军校时，我怎敢不
认真地备好每一堂课，怎能不把自己
在野战部队任排长、参谋、连队主官时
抓部队管理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毫无保留地教给大家，让大家少走弯
路，勇往直前。

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郑州校区教员龚鹏到杨根

思生前所在部队当兵代职。请看重回连队的他发来

的当兵体会——

19年后，我又当回“列兵”
■龚 鹏

记者探营

新闻观察哨

Mark军营

潜望镜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

寒”，一句俗语道出了言语在人际交往

中的重要性，告诫我们谨言慎行与人为

善。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良”与

“恶”不仅有客观标准，于个人而言也很

主观。

年轻一代的官兵，大多在条件优

渥、百般呵护中长大，相对而言，抗压能

力差，内心较为敏感。这就要求我们干

部骨干在日常管理中，更加注意谨言慎

行。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讲，年轻战友

们也要在部队大熔炉里好好锻炼，凡事

不能过于敏感甚至矫情，不能因为“一

言不合”就耍小性子。

带兵须谨言，闻者莫敏感
■陆军某工程维护团政委 谢文杰

点评

小咖秀

“张珂真有一套，一桶盐水就解决
了带静电问题……”初冬时节，江南某
山域，第 72集团军某工兵旅演练临时
指挥所内，几名指挥员眉头渐展。

现场解难的电工张珂，在该旅“小
有名气”。8年前，还是上等兵的张珂
主动请缨参加营区电路整治，自恃电
路维修经验丰富的他不料首秀折戟。
由于线路连接不牢固，导致整条电线
掉落，虽未酿成严重后果，但也让他颇
受触动。

沉下心来的张珂一有空就抱起
电工专业书籍“啃”起来，还经常跑去
维修现场给老电工打下手。渐渐地，
他成了营里的维修“小达人”，参加维
修任务也多了起来。

有了金刚钻，敢揽瓷器活。部队
野外驻训、演习保障现场，张珂开始频
频露脸。细数参加任务的经历，张珂
热血沸腾：“指挥所不断转移，四百多
斤的电缆，刚刚铺设好又要回收，再铺
设再回收，手都磨掉好几块皮。”

一路打拼一路收获。这些年，张
珂收获的不仅有各类电工专业证书，
还有官兵们心底里的信任。

一句话颁奖辞：几经洗濯磨砺，练

就一技之长。在保打赢的路上，张珂，

你干得漂亮！

玩转“电路”保打赢
■蔡志伟 徐 浩

11月上旬，武警云南总队曲靖支队组织新兵拉练，一名小孩看到武警叔叔途经家门口，连忙跑出

来送大家。看到小孩依依不舍的表情，新战士罗成将自己携带的干粮交到他手上并安慰道：“乖，叔叔

一会儿就回来了。” 任 贵、李 涛摄影报道
惜 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