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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终考核，当测完体脂率，被
告知体型合格的那一刻，摸了摸胳膊上
的“疙瘩肉”，我感觉是那么的幸福。

为啥有这么大的感触？故事还得从
去年 9月说起。入伍前，我曾是一家培
训机构的健身教练。兵之初的体能测
试，我就十足“秀”了一把：单杠一拉就是
42 个、仰卧起坐 2分钟做了 121 个……
看着我的一身腱子肉、8块腹肌，身边的
战友都投来羡慕的目光。

其实，说心里话，为了塑造这身肌
肉，来到部队我也没少花“功夫”：体

能训练完，距离开饭只剩半小时，我飞
速跑到健身房练两下；打个饭我瞄准瘦
肉一大勺舀下去；吃早饭我苦苦哀求战
友把鸡蛋让给我；网上买的增肌粉也是
喝了一桶又一桶……

没承想，本以为能在去年年终考核
时来一场“小咖秀”的我，却得知一个
坏消息：还得根据身高、体重计算体型
是否合格，这项若是不合格，其他成绩
再优秀也是不合格。不算不知道，一算
我却发现自己“超重”了。

那一刻，我慌了，急忙找领导、
战友商量对策，最后却只得到一个折
中的办法：在考核前少吃点、少练
点，把体重压一压，先过考核关再
说。考核前的那段时间，我饭不敢多
吃，望着哑铃、杠铃这些“老朋友”，
也只能悻悻而去。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考核盼来
了，考了个“满分”的我却一点也高兴
不起来。看着自己细了一圈的胳膊、瘦
小下来的腹肌，我感觉全世界都在和自
己作对。考核结束，虽然我又展开了回
炉淬火的健身计划，可心里始终担忧
着：以后年年考核都要测体型，如果每
年都来一次“减重”，这得多痛苦！

让我没想到的是，今年下发的新大
纲，对军人体型有了更科学的评判依
据：当通过身高、体重计算“超重”
时，可以测量体脂率，若达标，体型也
是合格的。当连长带着我们学习新大纲
的时候，我别提有多开心。

再一次踏上考核场，满身肌肉的
我，是那么的自信，而我最感谢的，还
是更加科学的规定！

（邓东睿、许蒙蒙整理）

年终考核，我再也不用为减重犯愁了
■火箭军某旅综合防护连上等兵 杨云涛

采访过程中，记者在第 81集团军
某旅 2号营区看到，近百名政治工作
干部齐聚一堂，围绕政治理论、基层
建设、战时政治工作等内容现场组织
比武竞赛。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唇枪舌剑’，

而是对政治工作干部适应未来战争需
要、提高岗位履职能力的一次综合检
验。”旅领导告诉记者，此次考核成绩从
军事体能、战例分析、公文写作和综合
对抗 4 个方面综合评定，采取笔试答
题、现场作业、连贯实施的形式组织，既
突出基础性和理论性，又强调战场感和
硝烟味。
“请依据基本想定，完成情况分析

判断和要图标绘。”记者看到，综合对抗
考题融入实战背景、内容紧贴“战局”。
考题刚公布，政治工作干部们就迅速作
答。依据想定手工作业完成 4道战术
计算，在战术计算基础上综合情况判断
结论，并标绘首长决心图……合成二营
教导员王云峰一边快速作答，一边仔细
思量着每一个步骤，生怕有任何遗漏。
90 分钟考核时间还未结束，他便迅速
上交答卷。
“演练中能力素质的捉襟见肘和使

不上劲的无奈感，倒逼我不得不提高实
战本领。”走下考核场，王云峰讲起了去
年经历的尴尬事。原来，在野外驻训的
一次合成营红蓝对抗演练中，营长不幸
“阵亡”。王云峰虽然平时训练中标绘
首长作战决心图不在话下，但真正靠前
指挥，结合战场态势定下决心、调兵遣

将时却乱了阵脚，被导演部判定演练失
败。那次“赶鸭子上架”的经历让他事
后觉得十分汗颜和自责。

窥斑见豹，一叶知秋。后经该旅调
研，像王云峰这样在演练中“插不上嘴、
使不上劲”的现象在政治工作干部中比
较普遍。“政治工作要想实现实战化，关
键需要政治工作干部率先强化实战本
领。”之后，该旅引导政治工作干部反思
自身存在不足，躬身查摆政治工作干部
组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往组织政
治工作干部训练，就是坐在教室听课两
三天，理论没日没夜地背记，偶尔组织
一次实弹射击，考核过关训练完事，完
全与实战脱节。”该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宋凯征的自我反思引起广大政治工作
干部一致共鸣。

基于这样的认识，该旅趁热打铁，
制订政治工作干部学军事实施方案和
细则，广泛开展“学军事理论、学指挥技
能、学现代科技”和“争当政治工作行家
里手、争当军事工作行家里手”活动，按
照“学、训、考、评、立”的基本办法，区分
层次开展基础训练、专业技术训练和作
战演练，不断提高政治工作干部指挥打
仗能力。

王云峰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如今
带兵上阵再也不会手忙脚乱了。前不
久参加的实兵对抗演练中，他不但接受
“官兵产生战场应激障碍后怎样处置”
“如何执行优待俘虏政策”等 20多个战
时政治工作课题的考验，还在营长“阵
亡”的情况下指挥全营圆满完成任务。

教导员上阵没再手忙脚乱
——第81集团军某旅推进政治工作实战化闻思录②

■马 兵 王志国 本报特约记者 赵丹锋

邓小平同志常说：“我是一个军人，

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可以说，能打

仗、打胜仗才是军人的立身之本、职责

所系。脱离这一点，勿谈岗位分工。

政治工作没有单独的任务，服务打

仗、保证打赢是其根本职能。打起仗

来，炮弹分不出你是哪类干部。对于政

治工作干部来说，懂军事，抓大事、把方

向才有定力；打仗在行，参与指挥、助力

打赢才有底气。相反，如果政治工作干

部认为军事“偏科”很正常，甘居训练

“旁观者”、打仗“门外汉”的位置，那就

唱不好军政“双龙会”，就会成为未来战

场上的“边缘人”。

让打仗成为政治工作干部真正的

专业，不仅需要每名政治工作干部自身

多下苦功，还在于各级领导机关树牢导

向、建立标准、多出实招。只有让政治

工作干部既强化“业务课”，更练精“专

业功”；既在训练场上“出热汗”，更在战

火硝烟中“出冷汗”，这样方能立起新时

代政治工作干部的好样子。

打仗是军人真正的专业

■第81集团军某旅政治委员 闫述军

微议录

士兵日记

寒冬时节，凌晨 1点，气温零下 9摄
氏度。我站在岗亭里，室温 21摄氏度，
身体暖和，心里更暖。

入冬以后，东北的天气一天比一天
冷，从小在南方长大的我，很不适应这
里的气候，好在指挥所党委十分关心我
们警卫战士，修建了保温岗亭，还添置
了空调、电暖气等设备。在这样的岗亭
里值勤，再也不用担心天寒地冻了。

然而好景不长，一天夜里，我站在
温暖的岗亭里，不一会儿眼皮就开始
“打架”。迷迷糊糊中，听到有人叫我，
睁开眼一看，“大事不妙！”不知什么时
候，排长来查哨，而我却一点都没察
觉！

因为这事，我挨了狠狠一顿批。为
了防止再发生类似问题，连队研究决定：
为培养战斗精神、砥砺血性胆气，今后每

班岗哨进入岗亭不能超过 3次，每次不
超过10分钟，避免滋长“骄娇”二气。

一天清晨，天刚下过雪，气温骤降，
正在站哨的我虽然冻得直哆嗦，但也不
敢躲进岗亭，怕又睡过去。没想到，前
来查哨的政委看到我的脸冻得发红，就
走进岗亭摸了摸暖气，问：“为什么不进
岗亭？”

在政委的追问下，我将情况如实地
反映。“本来是以人为本的暖心惠兵工
程，怎么成摆设了呢？”“这种变了味的
土政策，首先应该得到纠治。”面对政委
的连续发问，匆匆赶来的连主官脸都变
红了。

第二天，连队就对此前的规定进行
了重新修改：卫兵可根据气候状况，自
行确定在岗亭内值勤时间，同时加大查
哨力度，防止发生睡岗漏岗问题。

（杜 昆、朱晓明整理）

暖了岗亭，热了兵心
■北部战区空军某指挥所警卫勤务连上等兵 王国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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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

本报讯 万永康、林思帆报道：
“维吾尔，我个人从汉字字面上看，
‘维’就是维护、维系，‘吾’就是
我，‘尔’就是你。维护你我的情谊，
维吾尔族和汉族兄弟永远肩并肩，手
牵手。”11月底，在南海舰队某作战支
援舰支队抚仙湖舰的飞行甲板上，维
吾尔族列兵居来提为全舰官兵讲授了
一堂别开生面的“民族团结讲座”。

刚分配到舰上时，居来提一天到晚
心事重重，工作无精打采。“怎么回
事，专业训练都一个月了，插接钢缆还
不及格？”舰政委裴孝奎看在眼里，急
在心上。“政委，我母亲刚查出重病，
我想……”在和居来提单独谈心时裴孝
奎方知缘由。
“按义务兵事假向机关申请报批，

再远也要见母亲一面！”经舰领导讨
论、支队首长批准后，居来提踏上了回
家路。刚下飞机的居来提收到了一条短
信：有什么困难尽管开口，舰上战友都
是你的家人。

打开了居来提的“心结”，裴孝奎

又发现了另一名战士阿依丁的“心
结”。身为新疆哈萨克族的他，上舰之
初不善言谈，集体活动时总独坐一旁。
几经了解，原来阿依丁常因自己不流畅
的汉语而自卑，不敢与人交谈。

“‘语言关’首先要过‘心理
关’。”在每周党团活动的读报时间，
阿依丁经常被“意外”选中；此外，
他还当选为“抚仙之声”广播台的播
音员。短短一个月，阿依丁变得开
朗、敢说话了，战友们也偶尔学到一
两句“哈萨克语”。

虽然舰上只有两名少数民族战士，
但该舰党委一班人专门就此开会讨论。
大家决定，考虑到少数民族饮食习惯，
为两人专门“开小灶”；派专人给两人
进行文化辅导，备战“少数民族汉语水
平等级考试”。多措并举，帮助他们融
入集体。

前不久，居来提在支队组织的帆缆
专业比武中名列前茅，而阿依丁也成了
舰上的文艺骨干，两人都成为了舰上的
尖子兵，官兵们不由得竖起了大拇指！

南海舰队抚仙湖舰关心少数民族士兵成长

上舰才一年 全成尖子兵

11 月 27 日，新疆军区某摩步团
“双争”评比结果出炉。让人意想不到
的是，由团政委高宝挂钩帮建的高炮连
没有被评为“先进连队”。

初评结果一经公示，官兵们顿时炸
开了锅：“不看僧面看佛面，这不是让领
导难堪吗？”这话传到了高政委那里，他
笑着对笔者说：“实事求是，不能因为是
我的挂钩单位就降低评先标准！”

今年年初，全面建设底子薄弱的高
炮连被定为高政委挂钩帮建连队。一年
里，高政委带着连队干部从建好支部堡
垒、打牢连队基础做起，连队发展有了
明显起色。驻训期间，高炮连因出色完
成大项任务多次受到表扬。
“在政委挂钩帮建的一年里，虽然

高炮连的进步很大，但与过硬连队相比
还有差距……”在推荐“先进连队”表
彰对象时，炮兵营党委还是有些犯难，
因为有人私下提醒他们，政委挂钩单位
不评先会让领导下不了台。

“‘先进连队’比的不是谁进步
大，而要看谁全面建设更过硬，谁的战
斗力更强。”此事传到高政委的耳朵里

后，他在交班会上的一番话让炮兵营党
委吃了定心丸，该营最后上报了各项建
设都过硬的榴炮一连。

被“拉下马”的还有副团长刘杰成
挂钩帮建单位——步兵八连。在三营营
党委会上，八连这一年的进步虽然有目
共睹，却仍被一票否决——打仗能力不
足。合成营演习期间，八连指挥员分析
判断情况不准确、处理突发情况不得力。

该营党委开会表决时，营党委委员、
八连指导员罗昭军心服口服，他说：“用
打仗的标尺卡一卡，谁‘先进’谁‘落后’
一目了然。当‘先进’不是一朝一夕的
事，我们将奋发努力，把今年的短板转化
为明年的优势！”

今年“双争”评比，该团高炮连、
步兵八连等 5个由团常委挂钩帮建的单
位无缘“先进”，官兵们纷纷为评先评
优中公正公平的好风气点赞。笔者在落
选的高炮连俱乐部看到，团政委高宝正
与连队干部续签帮建协议。高政委说：
“高炮连距离‘先进’还有差距，明年
继续和连队‘搭伙’，不达‘先进’不
罢休！”

政委挂钩连队没有照顾当“先进”
■李梦奇 本报特约通讯员 黄宗兴

以往，个别单位评选“先进连

队”时会对“领导挂钩帮建”和

“取得明显进步”的连队优先照顾，

一方面是鼓励后进连队，另一方面

是照顾领导面子。殊不知，这样只

会把好事办成坏事，影响官兵“扛

红旗、争第一”的积极性。严格按

照 《军队基层建设纲要》 规定的条

件，坚持战斗力标准，一把尺子量

到底，不因领导挂钩帮建而给“人

情分”，不因取得明显进步而给“照

顾分”，评选结果才能让受奖单位硬

气、落选单位服气。

赏不当功，不如无赏。人为照

顾，对基层建设、战斗力发展极为

不利。必须用打仗的“天平”称一

称，不折不扣地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

的根本的标准，少照顾领导的“面

子”，多考虑打仗的“里子”；少看连

队的“招牌”，多关注打仗的“底

牌”，让谋打仗、能打仗的连队吃香，

用公平公正取信官兵、感召官兵、激

励官兵，真正让“双争”评比评出士

气和战斗力。

“双争”评比不能给“人情分”
■新疆军区某步兵师政治部主任 肖世才

立起备战打仗的鲜明导向·政治工作实战化

11月中旬，火箭军某训

练基地机关干部袁梦阳利用

假期时间来到丈夫郝海鹏部

队所在地——新疆克孜勒苏

军分区库鲁木都克边防连探

亲。在即将分别的前一天，

她与郝海鹏携手踏上边关

路，爬上海拔近4000米的19

号界碑。站在界碑前，两人

亲吻界碑，许下守护边关的

铮铮誓言。

刘 慎、姜 飞摄影报道

界碑誓言

值班员讲评

值班员：第74集团军某防空旅一

营教导员 孙 翼

讲评时间：11月27日

最近我听到有的同志抱怨：年
终考核已经结束，怎么训练计划还
是排得满满当当。时下，部队正值
年终岁尾到来年开训的“过渡期”，
部分同志思想开始松懈，有些同志
把这段时期当成了“休息期”，个别
同志甚至产生了刀枪入库、马放南
山的懈怠思想。

军事训练无淡季，练兵备战没有
“过渡期”。历史上，很多战争在节假
日、午夜打响，目的就是趁人不备，
赢得先机。年底正是部队复训补训的
大好时机，大家必须坚决杜绝年终岁
尾歇歇脚的思想，多利用这段时间积
蓄能量、储存底气，为新年度军事训
练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同志们，军人必须时刻保持备
战状态，确保随时都能上战场。点
名结束后，各连干部骨干结合年终
考核成绩，认真总结梳理连、排、
班及个人训练中暴露出的短板弱
项，为下一步有针对性地开展复训
补训做好准备。

（郑 烨、卢锦涛整理）

军人没有“过渡期”

新闻观察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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