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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营 聚焦陆军新兵训练改革③

有一种工作，叫推材料；有一种加
班，叫推材料；有一种煎熬，也叫推材
料。对于推材料，有人乐此不疲，有人
习以为常，也有人无可奈何。

细数各种推材料，其中最耗神的，
可能就是撰写某些讲话稿和单位的工
作汇报了。一个投影仪前，三五个、七
八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广泛争论交锋
之后仍犹豫不决。通宵达旦连轴转是
小儿科，集中兵力、闭关月余也算平常
事。一些材料经过数易其稿、反复推敲
之后，立马变了模样，对仗工整、新词层
出、亮点频闪，那叫一个浓墨重彩、脱胎
换骨。但这个过程，牵扯了多少时间精
力？让多少人“皓首穷经”？

不免要问：如此耗时费力，推这种
材料意义何在？到底是为工作而材
料，还是为材料而工作，抑或为材料而

材料？君不见革命战争年代，一纸口
述命令寥寥数语，就能指挥千军万马
打胜仗。再看如今有的材料八股风
行、假大虚空，玩弄纸上功夫、文字游
戏，结果写者累得吐血、念者慷慨激
昂、听者云里雾中。怎么抓落实？呵
呵，你懂的。

那么，材料到底要不要推？郝小兵
认为，要推，但不可推而成风、推而不
止、凡稿必推。比如，修订条令条例、编
修训练大纲、制定规章制度等，当然要
字斟句酌、推而又推。至于一些不太重
要的讲话、汇报等，就事论事、实事求
是，说清楚、讲明白即可，不要动不动就
跟写诗作赋似的“吟安一个字，捻断数
茎须”，更不要纠结于“僧推月下门”还
是“僧敲月下门”了。您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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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谭志、贺阳报道：2 月中
旬，第 77 集团军某防空旅二营营长潘
成林在车炮场检查装备保养情况时发
现，大部分官兵都围着新配发的导弹
车进行全面保养，却对一旁的老式高
炮“视而不见”。

潘成林找来负责装备维护的同志一
问，原来大家认为老装备很快就要列入
移交，全营的训练正在向使用新型导弹
倾斜，不必投入太多精力进行保养。潘
成林当即把在场的官兵集合起来，要求
他们以同样的标准对待新老装备。

在潘成林的提议下，营里随后就这
个问题专门进行讨论，教育引导官兵们
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武器装备是战士的
第二生命，只要它们一天没有退役，就
要认真进行维护保养，确保随时都能上
战场。

与此同时，该营严格检查标准，规范
装备保养秩序，进一步打牢官兵爱装管
装的思想基础，不论新旧武器装备，都要
做到保养不到位不过关、隐患不清零不
入库，确保其始终保持良好的技术性能
和战备状态。

装备保养岂能“喜新厌旧”

2019年，是我从事军事记者工作的
第 12个年头。12年来，深入基层部队
实地采访、贴近基层官兵一线交流，已
成为我和同事们的工作常态。

2012 年，我在被誉为“用青春热
血铸就钢铁边关”的“东风泉”边防
连采访。采访间隙，我见一位战士站
在凳子上，正往上铺的床头贴一幅书
法作品，贴了几次，都没贴正。他着
急，我看着也着急，我上前拍了他一
下：“你下来，我帮你贴。”当我站上
凳子，才发觉凳子有些摇晃，我对那
位战士说：“赶紧扶我一下。”“老师，
扶哪？”“扶我的腰啊！”“老师，你的
腰……在哪？”——毫无玩笑之意，战
士的提问严肃而认真。

边防闭塞艰苦，战士们难得与外界
交流，尤其是与女性交流。我无法回答
他我的腰在哪，但我深深地记住了他当
时的神情，记住了最终被他贴得特别端
正的那5个字——“苦乐东风泉”。

2016 年，我在边防某团伊木河一
连采访。在伊木河驻守了 10余年的连
长杜宏，牺牲在伊木河。我们赶往一
连驻地时，正值大雪封山，想进山，
先开路！只容一车通过的道路两边，
尽是被大雪压弯的树枝，开路的铲车
前进时稍一触碰，树枝上的积雪便瞬
间糊满铲车的车窗——举步维艰，这
路，可怎么开？风雪中，我看见一个
扛着大扫把的人艰难地爬上铲车的车
顶，清扫着车窗上的积雪，铲车再次
发动起来。铲车每前进一小段，他就

用扫把扫一下铲车的车窗，任树枝上
厚重的积雪不停地砸落在自己的头
上、身上。他是谁？开车的班长告诉
我，他是副团长曹德华，而烈士杜
宏，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兵。

当我们终于抵达一连驻地，我第一
时间逮住了雪人般的曹德华，我觉得，
他一定能还原最动人的杜宏。没想到，
曹德华并不愿多谈杜宏，他说他一想到
杜宏，心口就疼。不谈杜宏，那就谈天
气吧。我问他铲车顶上到底有多冷，曹
德华埋头对我说：“你们是来报道杜宏
的，不管多冷，不管多难，我也要给你们
开出一条进山的路。”直到我离开一连，
离开伊木河，关于杜宏，曹德华只对我
说了这样一句话：“他曾是我的兵，我很
骄傲。我的兵很优秀，虽然直到他牺
牲，人们才听说他的名字，但我知道，他
一直都很优秀。”

我最近一次采访的典型，是大家
耳熟能详的“扫雷英雄”杜富国。爆
炸声响起时，在杜富国身后两三米处
的战士艾岩，愣住了。他感到背后袭
来一股热浪，扭身看到杜富国在火光
和烟尘中倒下，他想上前，却动弹不
得，他想喊人，却喊不出来，他的右
耳嗡嗡作响，但还是听到了狂奔过来
的战友声嘶力竭地呼喊着“富国”
“富国”……这一切，就发生在艾岩
眼前。

艾岩告诉我，一直以来，无论是在
雷场还是在营区，他都习惯听杜富国
的。那天，杜富国对艾岩下达了“你退

后，让我来”的命令。如今，这句“你退
后，让我来”已成为艾岩心底的伤疤，也
成为杜富国的标签，成为英雄的赞歌。
“为人民扫雷”——这是包括杜富

国在内的云南扫雷大队 400 余名官兵
在出征大会上的誓词。人民是谁？人
民是在地雷密布的土地上艰难谋生的
当地百姓，人民也是你，是我，是我们
的孩子。而他们是谁？当他们冒着负
伤甚至牺牲的危险在雷场上“摸爬滚
打”时，他们和杜富国一样，都是“扫雷
英雄”。

当我坐在电脑前记录在中越边境
排雷负伤的杜富国时，也情不自禁地想
到了在中俄边境执勤牺牲的杜宏。在
杜富国和杜宏的身后，有负重前行的艾
岩，有重情重义的曹德华，有无数将苦
与乐融入绿色军营、用青春与热血映红
八一军旗的默默无闻的官兵——正是
他们，于无声处，保祖国平安，保万家
团圆。
“不是所有的足迹，都需要写成诗

句；不是所有的阵地，都需要英雄壮
举。”很多官兵都曾告诉我，他们喜欢这
首《如果我没有惊天动地》，因为这首歌
唱出了他们的心声——“如果我没有惊
天动地，请相信我会为你扑进风雨里；
如果我没有惊天动地，请相信军旗上有
我生命的美丽。”（原文有删改）

“如果我没有惊天动地”
■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出版社编辑 邢玉婧

今天上午，我壮着胆走上专业授
课的讲台，当了一回小教员。面对台
下听课的各专业技术大拿，台上的我
紧张得直冒汗。

一个下士给各专业的大拿授课？
这事儿，还得从上周飞行保障训练
说起。上周三，我保障的某型号直
升 机 罗 盘 突 发 故 障 ， 经 过 快 速 检
修，终于在开飞前恢复了正常。正
当我暗自庆幸时，却不知事情还没
结束。
“小罗，干得不错！抓紧时间备堂

课，介绍介绍经验。”班长赵华告诉
我，营里出了新规定，谁负责保障的
直升机出现故障，要在一周内围绕故

障原因准备一堂精品课，并请各专业
骨干现场评定授课质量。

这下我可有些畏难情绪，别说授
课，就连在班务会上发个言，我都有
些紧张。那天夜里我失眠了，一想到
上课这事儿，心里就发慌。第二天出
完早操，我立刻找到赵班长直言：“没
当几年兵，就上台介绍经验，岂不是
班门弄斧？”
“ 别 担 心 ， 不 尝 试 哪 知 行 不

行？”赵班长的安慰让我逐渐打消了
放弃的念头。接下来的日子里，我
白天进场正常工作，晚上点灯熬夜
找资料，精益求精准备讲稿。入伍
12 年的赵班长结合工作经验，边指

导我备课边给我打气，“讲稿要注重
摆 数 据 讲 例 子 ”“ 要 有 思 考 有 建
议”……经过一周的精心准备，我
终于有了登台的底气。

站在讲台上，面对台下的各专业
技术大拿，我不断给自己打气。虽然
刚开始很紧张，但话匣子打开后，还
是从容地讲完了这堂课。

走下讲台，一旁的赵班长冲我竖
起了大拇指！更没想到，我的“首
秀”还受到了专家组成员的表扬。想
到一周前的畏难情绪，我还真有些汗
颜。但回顾这段经历，我深深感到，
原来成功就差那么一点勇气。

（代文新、石芝鹏整理）

我的一堂精品课
■第73集团军某陆航旅机务四连下士 罗陈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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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9集团军某旅新训班长冯坤鹏
“火”了，原因是他发布在强军网上的
新训感悟。

今年是冯坤鹏连续第 3 年带新
兵。作为一名连续两年荣获优秀新训
班长的骨干，此次新兵训练他第一个
被挑了出来，再次走上新训班长岗位。

本以为这次任务和以往一样，不
会有太大差别。谁知干了一段时间
后，冯坤鹏发现了许多变化，也引发了
许多思考：训练课目增多，如何让新兵
更好地理解掌握？新训时间延长，自
己在连队的工作如何接续……

新训带来的新体验和新感受，让冯
坤鹏觉得有必要与更多的战友分享。
每天熄灯后，他就扎进学习室加班加点
整理带兵心得、撰写新训体验，并定期
在旅强军网的论坛上发布。

一石激起千层浪。冯坤鹏的新训
感悟引发强烈反响，有的帖子留言过百。
“9至 11 月正值部队战术训练的

黄金期，抽调干部骨干带新兵，对部队
组织合同战术训练有不小影响。”网友
“冲锋的子弹”留言。

署名“小弹壳”的网友接着跟帖：
“大量班长骨干被抽去训练新兵，一走
就是 6个月，新兵训练问题解决了，但
老兵连队训练很多课目挂了空挡。”
“‘先训后补’模式盘活了部队新训

资源配置，提高了新兵训练质量，但还
有一些地方需要进一步改善。比如，应
抓紧组建更多具有独立承训能力的新
兵训练机构，无需临时从部队抽调班长
骨干，这样既减掉了老兵连队的压力，
也让新兵连的组训更加专业。”一条颇
有见地的建议，受到网友纷纷点赞。

临走前，记者再次登录该旅强军
网，发现冯坤鹏又更新了动态，几条沾
满了泥土味儿的新训心得新鲜出炉。
下面一条留言吸引了记者的眼球：“新
兵‘先训后补’是世界主要军事强国通

行做法，是改革方向。尽管刚刚起步，
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我们都应
该对此坚定信心。”

记者觉得，这条路肯定会越走越宽
广，不会和我们美好的愿望拧巴着……

一份连载的新训感悟，引发对新兵训练改革更深的思考——

道阻且长，挡不住明天光芒万丈
■刘星楠 本报特约记者 海 洋 记者 宋子洵

2013年起，原来的冬季征兵变为

夏秋季征兵，解决了老兵退伍后、新兵

补入前存在的兵员短缺问题；2018年，

陆军新兵训练探索展开“先训后补”新

模式，通过延长训练时间、增加训练内

容、缩短新兵适应期，使新兵下连就成

为战斗员。

新老兵交替阶段，战斗力“缓升陡

降”的问题，一直是困扰基层部队的

“老大难”。随着新兵训练模式改革的

推进，这个问题正在得到破解，但新的

更深层次的难题也浮出水面。比如，

如何改革现行兵役制度，调整征兵时

间，使老兵退伍与新兵上岗无缝对接；

比如，要不要在新训阶段引入淘汰机

制，确保兵员的高质量，等等。

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发

现问题。记者相信，这些问题一定会

在深化改革中得到彻底解决，我军新

兵训练的明天必然光芒万丈。

采访手记

军事记者故事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