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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眼看改革

微议录

“贪多嚼不烂，我还是退出‘一
专多能’骨干队伍吧！”一条朋友圈动
态，本是想发发牢骚、解解闷，谁承
想引发了一场风波。

发朋友圈的是新疆军区某装甲团
炮兵营中士班长侯倩龙。入伍8年，他
先后 5次带领班组参加重大演训任务，
在炮长、瞄准手、侦察计算兵等多个
岗位历练过。就是这么一个表现出众
的优秀班长，咋就主动退出连队“一
专多能”骨干队伍了呢？朋友圈里一
时炸了锅。

春节前夕，该团一年一度“强军
杯”体能技能军事比武竞赛如期而
至，驾驶、操炮、百米、单杠等数十
类项目检验官兵十八般武艺。

加入“一专多能”骨干队伍一年
有余，侯倩龙铆足了劲想展示下实
力，一口气报名参加了 5 项专业比
武。可算上得分稍高的专业项目，综
合成绩仅位列中上游，这才有了那条
朋友圈动态。
“成立‘一专多能’骨干队伍到底好

不好？”该营主官把问题从网上搬到了
桌面上，引来数十位专业骨干的唇枪舌
剑：有的认为“一专多能”作为激励手段
比较合适，如果按规定要求来执行的
话，则会增加大伙的心理负担，保不准

适得其反；有的说能精通一门专业就很
好了，求多就怕个个都成了“夹生饭”；
还有的表示坚持“一专多能”是未来营
连人才队伍建设的大方向，不能没走多
远便止步，得继续摸索才行……
“要扭住问题的关键！”该营三连

连长卜斌告诉我们，他坚持把“一专
多能”育人理念化为激励性手段来实
施，不作“硬性要求”，更不以此来衡
量连队抓建育人的水准，提出以月评
的方式替代组建队伍的办法，不让先

进背负“偶像包袱”、不让后进丢失
“上进热情”，形成“有能力就上、降
水准便下”的良性竞争循环。最终，
他的提议被多数人采纳。

该营营长单芝栋介绍说，自打解
散了“一专多能”骨干队伍改为评比
制，骨干组训谋训的手脚放得更开
了，各连专业训练水平、兼顾其他专
业的尖子人数都有不同程度上升，“一
专多能”榜上既有久居不下的“擂
主”，也有竞相上位的“新秀”。

“一专”不精，何谈“多能”
■张 彬 本报记者 颜士强

潜 望 镜

强军征程上，要想把官兵培养成

“多面手”，必须先练好“看家本领”，夯

实拓宽技能、全面提高的素质基础。

时下，“一专多能”成为基层部队抓

建育人的一种导向，但少数单位在抓落

实中重心发生了“偏移”：有的直接将其

作为硬性规定来执行，下指标、定员额、

搞评比、发通报，形式重于内容，搞得基

层疲于应付；有的当作判定官兵能力水

平的标准，大小场合都拎出来讲一讲，

造成官兵心理压力过大，本专业还未练

精就盘算着学其他专业。长此以往，官

兵就会顾此失彼，连本职专业也会退步

甚至荒废。

因此，各级带兵人要从官兵能力素

质实际出发，对训练情况有本明白账，

对培养目标有个长期规划，先练好一岗

一人的“看家本领”、单个专业的“拿手

好戏”，才能有精力有底气向跨专业、跨

领域训练迈进。

先练好“看家本领”
■新疆军区某装甲团政委 徐东波

值班员：东部战区海军某防空旅地

导营教导员 周 鲁

讲评时间：2月1日

今天上午，我在组织官兵进行“班整
体协同训练”时发现这样一个现象：部分
官兵进行武器操作时畏手畏脚，对装备
不敢碰，不敢摸。

有同志认为，刚保养好的装备，不想
就这样被自己“糟蹋”了。首先，我要对
大家的爱装管装意识表示认同。但我想
问问大家，咱们保养装备的目的是什

么？训练时瞻前顾后，看似爱护了装备，
却是训风不实的一种表现。装备固然要
维护保养好，但不应当成供人观赏的展
品，而是需要我们刻苦训练使其发挥最
大的作战效能，进而提高战斗力。

同志们，下步还有很多演练任务等

着我们，希望大家能充分利用训练时间，
严格按照操作规程，练好手中装备。同
时，教练员也要认真做好监督，发现训练
“走过场”情况及时纠正，确保训练有效
果、能力有提升。

（张 达整理）

搞清楚装备保养的目的

作为连队的侦察装备技术骨干，我
不仅是出了名的“爱装如命”，还理所当
然地认为，每天把装备擦得锃亮、保护装
备不出现损坏，就是对它们最大的爱
护。然而，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彻底改
变了我的想法。

去年底，旅里列装了一批新型侦察
车。从看到它的第一眼起，那高颜值的
外表、超强劲的性能，就让我感到如获至
宝，一点小磕小碰都心疼得要命。

可好景不长。今年初，当得知新型
侦察车也要参加冬训时，我的神经一下
子绷紧了：刚列装就要开到冰天雪地的
野外，万一磕了碰了冻坏了咋办？

果不其然，新型侦察车刚在外过了
一夜，就频频“感冒”：橡胶部件冻硬冻

脆性能下降，天线支杆结冰无法自动升
降……对于这些问题，我是看在眼里、
疼在心头。

为了尽可能“保护”装备，作为组训
者的我在训练中开始畏手畏脚：要么组
织大家学习基础知识，要么进行静态训
练，重复室内模拟器上的内容……结果，
在一次侦察行动演练中，我和车组成员
因操作不熟练、配合不默契，不仅没有发
挥出新装备应有的作用，反而因电源车、
检测车等伴随车辆目标过多拖了全连后
腿。
“平时舍不得磕碰摔打，战时就可能

落得个人装俱毁的下场，你这是捡了芝
麻丢了西瓜！”考核过后，连长狠狠地批
评了我重管轻训、消极保安全的错误做
法。他告诉我，今年冬训，旅里把发现新
装备在严寒条件下的性能短板问题作为
重要任务之一，让我尽管放开手脚大胆
练，出了问题旅里担着。

痛定思痛，我下决心让新型侦察车
释放出应有的能量，再也不跟着我“憋
屈”。接下来的几个晚上，我和战友挑灯
夜战，终于治愈了装备“感冒”。我还与
其他技术骨干一起攻关，寻求装备抗寒
“良方”。我们改进和研制的精密仪器保
温箱、便携式取暖套、低温加热启动器等
器材，已经开始大展身手。

克服了装备“感冒”问题后，冬训强
度和难度也一天上一个台阶。从冰原到
密林，从清晨到黄昏，我和战友们专挑大
风口、大雪时和黎明前气温最低点进行
性能测试，记录严寒极限条件下装备参
数，收集到大量宝贵的第一手数据。
“爱它，就得好好用它！”如今，从外

表看，曾经崭新的侦察车已是“伤痕累
累”，但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欣慰和
自信。因为我知道，在战场上，我能给它
的最大爱护，就是与它并肩打胜仗！

（王 鑫整理）

“爱它，就得好好用它！”
■北部战区陆军某旅中士 李志华

领导讲话，对统一思想、推进工作、鼓舞士气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

然而基层官兵反映，有的部队领导凡是讲话必让人代

笔，推来改去，不到临上讲台不罢休，牵扯机关大量时间精

力；有的讲话信奉“拿来主义”，不联系实际，讲来讲去都是上

级首长的话，没有多少自己的话；有的把讲话当政绩，通过讲

话体现能力水平，热衷遣词造句，专注“纸上功夫”，不注重解

决实际问题……凡此种种，失去了讲话的本来初衷和应有作

用，也损害了领导干部的形象。

“如此讲话为哪般？”希望这句基层呼声，能引起一些人

的思考。

文：江雨春 图：邓景辉

如此讲话为哪般？

脸没露成，倒出了洋相！去年，我
作为“种子选手”参加集团军侦察兵创
破纪录比武，11 个课目得了 4 个“光
蛋”，综合成绩排名垫底。

回到单位，丢了往日的威风，我耳
边仿佛有个声音在念叨：“刘江合可不
比从前喽！”

是啊，从前！从前我哪里会吃败
仗！新兵连第一次拉单杠，我就把班
长给比了下去，一口气拉了 32个；第一
次 5000米跑我只用了 19分半，还被人
质疑抄了近道。

那时班长高兴坏了，说我身上攒
着牛劲，生来就是当兵的料！我也暗
自庆幸：到部队入对了门，咱这大老
粗，也有了用武之地。

凭借身体优势，我一路“开挂”：入
伍第二年，参加集团军侦察兵大比武，
斩获第一名、荣立三等功。由于军事
素质过硬，刚选取士官我就当上了班
长，年底还光荣入了党。2016年，参加
集团军创破纪录比武，我取得综合课
目第一，又立下一个三等功。那会儿，
大伙儿只要一提起比武，脑袋里准蹦

出我的名字。
当然，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只

要理论考试，我铁定倒数。指导员曾
劝我要多学习，多看书。可我却不以
为然：“书有啥好看的，书看多了就能
跑得快吗？子弹就能自己飞到靶子上
去？”

然而，调整改革来了，我这大老粗
渐渐露了怯。连队挑选无人机专业骨
干，我以“没文化”逃避转型。可躲得
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新大纲实行后，侦
察兵 5大课目增加到 27个，包含 50多
项训练内容，我彻底傻了眼。

比武能不丢人么？敌情报告拟
制，面对考官下发的作业想定，我根本
不知道怎么入手，直到考核结束，整张
试卷上只写了三个字：刘江合。爆破
考核，我更蒙，咋还要算术哩？不仅如
此，比武考核以实战为背景，10多项训
练课目接续展开，战斗情况频出，我空
有一身力气却无法施展。

冰冷的成绩通报给了我当头一
棒，我彻底蔫了。一次障碍训练，我从
云梯上摔落，膝盖触地鲜血直流……

其实，心里的疼更让我刻骨铭
心。晚上躺在床上，我辗转反侧，膝盖
的疼痛让我愈加清醒：跑得再快枪法
再准，缺了灵活的头脑，到了战场只能
沦为敌人的靶子！

重当小学生，从头开始练。不怕
战友笑话，我买来字母表，贴在上铺床
板上，睁眼就看。以往倒头就睡的我，
天天泡在学习室，背队标队号、画敌情
图、看装备说明书……我尝到了学习
的甜头，训练成绩渐渐有了起色。

前不久，连队接到某课目示范任
务，我主动请缨担当主攻手，认真学习
训练内容，研究各种特情处置，被旅评
为“金牌教练员”，还作为唯一一名士官
被战区陆军选调为某课目训练考官。

新年度，我又瞄准汽车驾驶、无人
机等专业发起了冲锋。在奔赴“下一
个天亮”的路上，我愈发坚信：改革大
潮中，我们都是逆水行舟。只有勤于
学习，勇于开拓，才能乘风破浪，直达
彼岸！
（徐 鹏、本报特约记者赖文湧

整理）

从比武冠军到排名垫底，面对改革转型，班长刘江合瞄准

新专业、重当小学生——

奔赴“下一个天亮”
■第73集团军某旅侦察营班长 刘江合

士兵格言

小咖秀

这个冬天，武警郴州支队上士曾杰
“火”了。在一次拉练途中，他率先发现
滑翔伞爱好者坠落受伤，并第一时间赶
到事发地点对其成功施救。很快，曾杰
的名字便出现在湖南省各大新闻媒体
上。可每当有人谈及此事，曾杰总是连
连摆手道：“不算啥！”

支队战友告诉笔者，相较于曾杰的
经历而言，这确实算不得什么大事。作
为一名特战队员，曾杰经常出现在任务
一线，有时更要直面生死的考验。

2010年 10月，在参与亚运会安保任
务时，曾杰协助公安部门查缴大量走私
物品，抓获多名贩毒吸毒人员和通缉
犯；2014年 9月，在郴州市下湄桥，曾杰
配合公安部门成功处置一起劫持人质
事件；2016年 9月，郴州市桂阳县发生一
起驾车故意撞人事件，他与战友们一同
协助公安部门展开侦查，最终成功将犯
罪嫌疑人抓获；2018年 3月，参与春运执
勤时，曾杰发现一形迹可疑男子，通过
盘查询问，发现该男子是一名毒贩……

细数曾杰的经历，笔者不禁为他竖起了
大拇指：的确，救人对这个老兵来说真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
“穿了这身军装，这些都是咱应该

做的！”瞥见笔者正在记录他的光荣事
迹，曾杰不禁脸颊微红。他转身穿戴好
装具，一脚踏进冰天雪地，头也不回地
奔赴“下一场战斗”。

一句话颁奖辞：打赢是本职，救人

是本色。好兵曾杰，“火”得不奇怪！

老兵救群众，“不算啥！”
■罗肖宁

Mark军营 日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04团畜牧连哈萨克族牧民阿依古丽·莎里木

（前排左一）在家人的陪伴下，走进武警兵团总队某支队看望官兵，共度新春

佳节。身着节日盛装的阿依古丽一家人与官兵共舞，其乐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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