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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

沙场点兵·聚焦年度实战化演练

微议录

新闻观察哨

“排长，我没事儿！”在前不久的一次
强化训练中，四班班长夏志彬出乎意料
地掉了队，我强行卸下夏志彬的装具。

下士夏志彬是排里的训练尖子，营
连龙虎榜常客。为了提高训练成绩，训
练“加餐”成为夏志彬的家常便饭，别人
跑五公里，他就跑八公里，别人五点起来
训练，他就再提前半小时。

由于训练成绩优异、组训能力突
出，夏志彬第三年就当上了班长，是连
队下一步重点培养的好苗子。最近，他
似乎一直不在状态，在示范手榴弹投掷
时，竟然接连数次只能勉强及格，对于
平日里几乎次次优秀的他可是稀罕事
儿。

上月，连队按照计划组织强化训
练，在最后的奔袭阶段夏志彬越跑越
慢，很快就掉了队。我跑到他身边，发
现他脸色很不好。问其原因，刚开始他
还支支吾吾不愿说，经我再三引导才说
出原委。

从上个月起，夏志彬只要一加大训
练强度，腰部、腿部就疼痛难忍。一查
吓一跳，腰肌劳损、半月板损伤、静脉
曲张，坏消息接踵而至，医生给出的病
因是过度劳损。由于怕拖了全排战友的
后腿，他一直咬牙坚持训练。

在当周的支部会议上，我汇报了夏
志彬的情况，引起连队高度重视。支委
当即进行了讨论，查找出训练不科学，对

官兵关心不到位等问题，并提出了整改
措施。同时连队还对官兵身体进行了大
排查，对身体不适的官兵及时送医治疗。

经过一个月的休养，夏志彬身体有
所好转，这周他又悄悄回到了训练场。
我问道：“你不好好养病又跑来干什
么？”夏志彬哈哈一笑，“我得给他们指
导指导，免得像我一样练得一身病！”

俗话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次
四班长的事儿给我提了醒，积极练兵备
战是好事，但必须科学训练才能可持续
发展。我们这些带兵人一定不能忘记这
一条，战士们只有身体健康，才能在训练
场上虎虎生风。

（崔尚智整理）

“加餐”伤了四班长
■中部战区陆军某师红军团机步六连排长 解亚伟

部队演训季，“连姐”将一份申请书
拍在台长欧阳斌的办公桌上，强烈要求
进山训练。
“连姐”真名连娴毅，火箭军某导弹

旅气象台工程师，曾获得原第二炮兵气
象专业比武第一名，多次在基地、旅组
织的专业比武中摘金夺银。

一次，旅里组织实战化对抗比
武，气象单元作为保障要素全程遂行
保障。一个个复杂特情的袭来，让
“连姐”顿感力不从心。演练结束，一
头汗水的“连姐”再遭调侃：“这都是
小儿科，进一次山你就知道实战化训
练有多残酷了。”

由于野外演训场生活条件差、训练
强度大，该旅又无女子战斗单元，女同
志单独参加演练存在宿营难安排、生活
不方便等诸多因素制约。以往演训季，
旅里一般安排女同志留守，但在“连姐”
的强烈申请下，旅里最终批准她进山
“战斗”。

跟预想的情况相同，想蜕变真要脱
层皮。一次火力突击演练，“连姐”就来
了个“下马威”：演练刚开始，气象保障

单元即遭受“敌”精确打击，组织宿营转
移时，又遭“毒气”袭击。坐在颠簸的预
报保障车内，“连姐”穿着厚重的防护
服，平常 30分钟内就能完成数据分析
的她，直到演练结束，图纸上仍是一片
潦草。
“连姐”深深感受到，战时保障与平

时保障真是大不一样。
这段时间里，“连姐”成了台里训练

最刻苦的那一个，这位台里徒弟最多的
专业大拿也变成了师傅最多的初学者。

穿防护服超时，她一遍又一遍地
练操作；分析数据抗干扰能力差，她把
工作台挪到柴油发电机旁；部队转进，
她同其他官兵一起拆搭帐篷、布设伪
装……没多久，“连姐”就瘦了、黑了，也
越来越像一名“战士”。

演训季最后一次合成演练，作为首
席气象预报员，“连姐”在转进途中分析
数据快速准确，特情处置精准到位，为
作战单元执行火力突击任务提供了准
确的气象依据。

走下演练场，“连姐”笑了，笑容是
那样灿烂。

“连姐”进山
■潘 斌 郭海涛

11月中旬，闽南某水域波涛翻滚，
暗流涌动。随着两发红色信号弹腾空
而起，整装待发的第 73集团军某工化
旅舟桥分队闻令而动，一场带有实战背
景的渡河工程保障演练就此拉开战幕。

就在这时，正在现场指挥演练的舟
桥一营教导员姬学儒突然收到一份紧
急情况通报：遭“敌”空袭！部分人员
“伤亡”，官兵士气低落！

姬学儒思索片刻，立即通过指控系
统下达命令：执行“政××号”指令！几
分钟过后，电台里传来报告：已派专业
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心理疏导，官兵士气
有所提升。

姬学儒坦言：“运用代码指挥部队
开展战时政治工作，源自实战化训练的
倒逼。”一次演练，江面风高浪急，有官
兵出现畏难情绪。姬学儒赶忙通过指
挥系统与全体政治工作干部紧急研究
行动方案，孰料因为处置时间过长，导
致战斗最终失利。

战时政治工作与实战脱节，怎么
办？
“争取时间，就是争取胜利。”该旅

政治工作部领导谈道，部队遂行作战任
务时，人员思想紧张、时空转换频繁、突
发情况较多，政治工作干部必须合理快
速处置，尤其遇到战况激烈时，长时间
的沟通指挥不仅容易暴露目标，还可能
抢占信道、贻误战机，甚至付出鲜血乃
至生命的代价。

针对这一情况，该旅细化区分战备

等级转换、战场机动、组织战斗、作战实
施、作战结束等各阶段，梳理出 30余种
战时政治工作可能遇到的情况，逐条逐
项拟定对策，归纳整理 70余条代码指
令，并编入战时政治工作方案，下发至
各营连政治工作干部，由业务部门负责
督导落实，有效提升了战时政治工作的
时效性。
“演练场上的尴尬也暴露了个别政

治工作干部军事素养不高的问题。”该
旅政治工作部领导清楚地认识到，战时
政治工作首先建立在“战时”，作为政治
工作干部，如果不懂军事，再精准的代
码指令也无法确保用得及时。

为进一步提升政治工作干部的军
事素质，他们在全旅广泛开展“学军事、
强素质”活动，围绕战时党委（支部）会
组织流程、作战中官兵心理问题处置等
20 余项重难点问题集智攻关，并通过
课题研讨、网上推演、难题会诊等形式，
组织政治工作干部深入研究遂行任务
中可能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针对
性地对战时政治工作代码指令进行合
理补充，确保遇有情况能够快速应对和
及时处置。
“以前做战时政治工作都要反复协

调沟通，现在只需要通过指挥系统发布
一条指令就行了。”舟桥一连指导员方
丰兴告诉记者，代码指令不仅让战时政
治工作精准高效开展，更能有效服务战
斗力生成，激励全旅官兵练兵备战热情
持续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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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祁祺、侯文泽报道：“排长
梁继旺因任务繁忙年假至今未休；三班
长结婚申请表还没送机关审批……”10
月下旬，海军某试训区新任指导员于嘉
伟认真浏览了上一任指导员留下的“问
题清单”，在岗位交接责任书上郑重签
下自己的名字。

同样的“问题清单”，也摆在了教导
员李官成的案头。该试训区政治工作
部主任戴义强告诉笔者，严密组织调整
改革后的岗位交接，是保持交接期间各
项工作不断档、做好改革转隶“下篇文
章”的重要一环。

该部在调研中发现，改革落编后，
各项工作千头万绪，部分部门和单位交
接出现了不规范、走过场、甩包袱的现
象，牵扯了官兵大量备战训练的精力。
为此，他们对照新条令建章立制，从源

头正规岗位交接秩序。
该试训区紧盯各级主官交接过程，做

到交接前有盘点、交接时有签字、交接后
有沟通。他们要求各级离任前要交出“隐
患表”，把存在问题、待办工作、重点人员
说清楚、讲明白，在上级领导监督下共同
签署责任书；交好“发展经”，离任者给继
任者介绍单位发展规划、成功经验，使继
任者一到岗位建有蓝图、抓有招法；交顺
“接力棒”，离任者带继任者认门认人，逐

一介绍具体人、重点事，交接一周后，在首
长办公会上通报讲评推进进度，交接双方
着重对遗留问题提思路、找办法、定举措。

刚刚履新的机关参谋李鑫隆告诉
笔者，到任之初，前任参谋就把历年来
部队军事训练工作报告交接给他，部队
训练计划、人员参训参考达标情况、训
练器材增补方案等多项要素一目了然，
他很快就着手开展工作，部队抓训没有
因为岗位交接出现迟滞。

海军某试验训练区严密组织调整改革后岗位交接

不留“糊涂账”工作不断档

清晨的岭南山区，云雾缭绕，寂静
无风。
“云层高度 450米，能见度不佳，地

面风速小于 3米每秒，高空风速 8米每
秒……”地面气象台向机场指挥所报告
情况。

在某军用机场，第 74 集团军某特
战旅百余名特种兵有条不紊展开跳伞
前的准备工作。临近预定的起飞时间，
低矮的云层却迟迟不见散去,提高了伞
降风险等级，对官兵的伞降技术和心理
素质是不小的考验。
“云层偏低，更利于伞兵隐蔽突袭，

出奇制胜。起飞！”旅长一声令下，队员
果断登机。引擎轰鸣中，战鹰腾空而起，
直扑数公里外的目标空域。
“这种情况属于复杂气候条件，

云层中能见度不到 10 米，操作稍有不
慎就会导致两伞相插、空中相撞等特
情……”有着 300多次伞降经验的一等
功臣、特战连连长黄鑫告诉笔者，他们此
次跳伞采取“高跳低开”的方式，由于云
层低于500米，他打算出了云层再开伞。
“准备——跳！”战机飞临空降场，

随着投放员一声令下，特战队员鱼贯跃
出机舱，在云层中极速坠落、若隐若现。
“全体保持自由落体，穿过云层后

再开伞，听我指令！”带队的黄鑫第一个
跳出机舱，利用随身携带的通信系统下
达指令。

1000米、800米、600米……黄鑫注
视着手上的高度计，450米！黄鑫终于
穿出云层，但其他伞兵还在云中，此时
他还不能打开降落伞。400 米！ 350
米！“开伞！”随着黄鑫一声令下，12朵伞
花相继绽放在蓝天上。

黄鑫悬着的心稍稍放下，却又遇到
一个难关。由于开伞高度过低，留给他
们的滞空运动时间很少，要精准抵达着

陆点，必须精准控制飞行路线。
“快速加入编队，跟紧前一名！”黄

鑫一边操纵降落伞，一边提醒队员保持
好队形。转向对点、搓棒稳定、刹棒雀
降……凭借熟练的操作，特战队员们一
名接一名稳稳地降落在着陆点附近。

安全着陆后，他们迅速隐藏好伞
具，按照战斗编组，在高山密林的掩护
下，悄然接“敌”……

上图：11月中旬，第 74集团军某

特战旅组织多种伞型伞降训练，图为翼

伞定点着陆训练。 张天赐摄

开伞，在离地350米的云底
■林修强 陈 晨

纵观我军革命战争史，战时政治

工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许多战

役战斗的胜利都离不开战时政治工作

作支撑。放眼现代战争，突然性、残酷

性、破坏性、复杂性更强，更需要发挥

好战时政治工作的服务保证作用。

当前，有些政治工作干部作战时

政治工作能力不强，无法适应瞬息万

变的战场环境，有的军事素质偏弱，预

案空对空，在情况设置、人员编组、方

法步骤等要素上与实战脱节；有的不

注重吸纳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习

惯按老经验、老办法办事，思路不开、

实用性不强。

战时政治工作要始终坚持创新发

展，把握好时效度。作为政治工作干

部，要聚焦新体制特点、适应新体制要

求，紧盯任务拓展、更新思维理念、创

新工作方法，加强问题研究，修订完善

战时政治工作参与作战行动方案预

案，规范战时政治工作流程，优化战时

政治工作数据库，切实使战时政治工

作融入作战体系，最大程度为战斗力

提挡加速。

把好战时政治工作的时效度
■第73集团军某工化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汤 彬

带兵人手记

本报讯 谭天宝报道：前不久，武
警新疆总队和田支队某中队战士小党
在 5公里武装越野课目中拖了集体“后
腿”，干部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占用休息
时间给他“开小灶”，而是为他制订了一
套科学的训练计划。经过坚持不懈的
训练，小党很快赶上了训练进度，还登
上了中队的“龙虎榜”。

依法带兵观念深入人心，来自一次
被战士“告状”的经历。一中队战士小
李因为早操跑步掉队，与值班排长发生
口角，排长一怒之下，脱口而出：“我要
处分你！”本来只是嘴上说说，哪知小李
担心真的受到处分，便找大队领导反映
此事。
“给小李处分的法规依据在哪？依

法带兵教育搞了不少，为什么还会出现
不懂法、不依法的现象？”支队领导知道
此事后，没有对排长过多指责，而是对事

情出现的根源深挖细掘，发现土政策、土
规定在基层单位还不同程度存在：个别
单位为防止人员失管，采取高压政策，战
士一旦出了问题，轻则写“剖析材料”，重
则与评先评优无缘。
“依法带兵并不排斥以情带兵，严

格管理不能超出条令界限，更不能等同
于简单粗暴。”针对这些现象，支队及时
组织开展“贯彻新条令，我们还有哪些
方面没做好”讨论交流，引导各级干部
骨干进一步深刻理解新条令的基本精

神，增强贯彻执行新条令的自觉性。
越是正规化，越要法治化。笔者在

该支队看到，无论是探亲休假、选派培
训，还是评先评优、士官转改，凡是涉及
官兵切身利益的事，都在强军网上及时
公示，并由相关业务科室做好法规依据
解释工作。今年以来，该支队 40 多人
立功受奖，200余人选取士官，都得到了
官兵普遍认可。一名战士说：“在咱支
队，谁想绕过条令条例办事，他的话就
没人信！”

武警新疆总队和田支队坚持依法带兵管兵

对标新条令 叫停土政策

初冬时节，武警兵团总

队官兵走进驻地四十四团十

二连小学开展“国防教育进

校园”活动，官兵通过讲解国

防知识、讲述革命故事、开展

军事游戏等形式，让小学生

接受国防教育，掌握国防知

识，增强国防意识。图为武

警战士指导小学生学习擒敌

格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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