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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营

雾锁深山，剑拔弩张。3月中旬，
记者赶往火箭军某导弹旅地下“龙宫”
深处采访时，恰逢一场实战化对抗演
练拉开战幕。

此时，依托该旅自主研制的一套
数字化训练设备，相距数十公里的两
个发射营官兵正在展开“导弹攻防
战”。他们在测试发射流程中互为对
手、互设险情，不断砥砺复杂困难条件
下的战斗发射能力。

演练间隙，记者了解到，这套能够
在测试发射流程中人为设置特情故
障、精准评估作战效果的先进设备，投
入应用两年多来，近千名导弹号手获
益，创新了多种训法，却从未在全国全
军申报过科技奖项。

是没有报奖经验吗？不是！那年，
该旅整建制换装某新型导弹，为实现“无
装备能训练、有装备能打仗”，他们抽调
旅高级工程师、高级士官组成科研团队，
接连研制出“模拟训练装备”“仿真训练
系统”，官兵不动实弹、不出营门即可组
织操作训练、培养导弹号手。两项科研
成果均获得全军科技进步二等奖。

既如此，这套更加先进的数字化
训练设备，缘何没有报奖呢？该旅旅
长殷进保解释说，这源于旅队官兵推
动实战化训练往深处走、向实里落的
不懈追求。

近年来，随着全军实战化训练不
断向纵深推进，该旅官兵清醒认识到，
未来战场不可能风平浪静，发射训练
简单地走流程，既缺乏针对性、对抗
性，也难以练强官兵的应急应变能
力。为此，该旅依托技术室，历时 1年
多，先后设计零件百余个、安装信号采
集点千余个、编写软件代码数十万行，
终于在 2016 年秋成功研制出一套数
字化训练设备。

成果新鲜出炉后，不少参与研制
的技术室工程师、机关业务部门，纷纷
建议申报奖项。然而，当报奖材料送
到旅主要领导案头，却遭到婉言拒绝：
实战化训练不同于一般的操作训练，
这套设备是否稳定、有无改进空间、能
否促进战斗力生成，都要在实践中反
复检验。
“两年多来，我们在实际操作中不

断采集分析数据，对这套装备更新升级，
成功解决了系统不稳定、设备响应慢等
一系列问题，先后有近千名导弹号手通
过这套设备提升了特情处置能力，多项
训法也相继出炉……”采访中，殷进保
告诉记者，两年多来，无论是谁建议这
套设备申请报奖，他们都以“再等等、再
看看”婉拒，因为战斗力建设绝不是一
蹴而就的事。

“展开全流程测试发射！”就在交
谈之际，随着现场指挥长、发射一营营
长郑振华一声令下，新一轮对抗演练
再次在地下“龙宫”深处打响。只见官
兵依托数字化训练设备接连完成缩时
减员操作、全防护下操作等多个训练
课目，始终保持着“箭在弦上、引而待
发”的高昂状态。

如今“果子”成熟了，为何还不考
虑报奖呢？眼睛紧盯着官兵操作的殷
进保说：“创新，不能急于上树摘青果，
我们还想把它的作用再提升一个档
次；再说，只要能真正服务于战斗力建
设，是否报奖倒无关紧要。”

站在地下“龙宫”深处，听着官兵那
一声声熟悉的“号手就位”，看着他们挥
汗如雨的战斗姿态，记者脑海里浮现的，
是那长剑腾空辉映九天的画面……

一项科研成果，投入应用两年多来，近千名导弹号手获益，创新了多种训
法，但从未申报过奖项，为何？且听火箭军某导弹旅党委的心声——

创新，不能急于上树摘青果
■高明俊 本报实习记者 邓东睿

“逐鹿者不顾兔。”《淮南子·说林

训》中这句话，常用来比喻紧盯目标、

全力以赴的人，根本没工夫去三心二

意、左顾右盼。

在该旅采访时，记者翻阅关于这

套数字化训练设备的相关材料，里面

写得最多的是不足、讲得最多的是差

距，字里行间饱含着该旅官兵对实战

化能力建设的深深忧患。

然而，当前一些单位在实践中却

往往是“工作未动、材料先行”：有的把

纸上说的当成现在做的、把现在做的

吹得天花乱坠；有的把想法当作现实、

把思路写成业绩……说到底，这都是

谋战抓建的准星发生了偏移，是单位

领导的政绩观出了问题。

所谓逐鹿者不顾兔，放在新时代

备战打仗的维度中来看，这鹿，是

“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胜战能力；这

兔，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材料政

绩。如何取之，关键在于内心里装

的到底是什么。

且做不顾兔的逐鹿者
■邓东睿

采访手记

“今夜继续奋战”“加班使我快
乐”……每到深夜，我的办公电脑工作
群、手机微信群都会被类似文字所“占
领”，有的还会加上“奋斗”“努力”为主
题的表情包，配上熬夜干工作的枸杞
杯、菊花茶图片，俨然一副“勤奋上进”
的良好形象。

看到这些图片和数量可观的“点
赞”，我在思考如何提升工作效率、减轻
官兵压力的同时，也心生一个问号：这
些“努力”会不会只是看上去很努力呢？

一周内，我先后探访了 4个基层中
队和 6个机关股室，并通过电话、视频
等方式对数十名干部加班工作情况展

开调查。结果发现，确实有很多不辞辛
劳、牺牲休息时间干工作的同志，但同
时也有一些白天工作效率低下、晚上为
发动态而“秀”加班的个别人。

为分析查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我
和他们心平气和地沟通交流，得到一个
让我意外的答案：有些本来能在工作时
间完成的事，非要拖到下班再干，其根
本目的，是想让领导看见自己很“拼”、
很有上进心。

原来，在一次干部讲评会上，我点
名表扬了部分表现突出的干部，其中不
少是经常在工作群、微信群更新加班动
态并被我“点赞”的干部。没承想，一些
干部察觉这个“信息”后纷纷跟风效仿，
无论是否需要加班、是否在真正加班，
都要时不时地更新两条动态，让大家看
到自己“忙碌”的身影。

在全面了解情况后，我首先严肃批
评了那些工作搞“花架子”的同志，要求
及时整改这一现象。接着，我与政治工
作处同志一起研究细化干部量化评比
标准，力求真实客观地考察干部工作实
绩。如今，单位工作群、微信群里动不
动就发“加班”动态的风气得到有效遏
制，单位上下呈现出踏实肯干、勤奋高
效的工作氛围。

（王泽宇整理）

“工作群”咋成了“邀功榜”？
■武警内蒙古总队包头支队政委 刘玉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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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天专业训练刚刚展开，排长
朱军白天给我们战士做示范，晚上还要
给骨干进行理论知识辅导，每天忙个不
停。晚上就寝，朱排长一沾枕头就鼾声
如雷，和排长铺位临近的我和几名战友
对此颇感苦恼。

一次训练间隙，我和战友小王对排
长的呼噜声抱怨起来。
“我昨天晚上站哨，回来听着排长

打呼，越听越精神”“唉，我们最好能抢
在排长前面睡着，不然就惨了”……我
俩越聊越起劲，浑然不知排长就坐在
距离我们不远处的马扎上。经过班长
蔡朋提醒，我俩这才闭了嘴，心里不免
有些发怵：刚才的对话不会被排长听
见了吧？！

随后的几天里，排长不仅没有给
我俩“穿小鞋”，还倍加细心地教授我
们专业知识。当然，也有一点异常情
况，那就是晚上睡觉，排长的呼噜声似

乎消失了。班长告诉我，为了更好地
指导我们训练，这几天，排长正加班加
点给自己充电呢。一听这话，我不禁
拍了拍胸口暗自庆幸：可以睡几天安
稳觉喽。

一天晚上站哨，时间已过了零点，
我发现学习室里的灯还亮着。走近一
瞧，朱排长居然趴在桌子上睡着了，那
熟悉的“呼噜”正有节奏地鸣响着。
“这样睡觉铁定着凉。”我连忙把他叫
醒，睡眼惺忪的排长问了句“大伙儿都
睡着了吗”，便晃晃悠悠地摸回了排
房。这下，我终于恍然大悟：原来，排
长为了不影响我们休息，故意在这加
班呢。

第二天，心里藏不住事儿的我就把
这事儿给泄露了。“咱们得想个办法把排
长‘哄’回来睡觉才是。”对于班长蔡朋的
建议，大伙儿举双手赞同。不久，一张写
满了官兵心语的小纸条就被悄悄塞到了

朱排长枕头下。
“排长，这些天您辛苦了，看到您没

日没夜地忙乎，战士们都很心疼，多注意
身体”“排长，睡觉的时候可以把枕头垫
高一点，向右侧身睡，这样对身体有好
处”……小纸条很快奏效，当晚，朱排长
就按时躺倒在床上。
“现在听不到排长的呼噜声，我都

睡不着觉”“咱们不是喜欢排长打呼噜，
而是咱们喜欢的排长恰好爱打呼噜罢
了”……最近，朱排长又撞见我们围在
一起窃窃私语，这回，他捂着嘴笑着离
开了。

（本报实习记者 徐 鹏整理）

我“爱”排长的呼噜
■第73集团军某旅榴炮二连上等兵 石 岩

毛泽东说，不做调查没有发言
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
权。要保证每次调研都成为一次
“正确的调查”，必须在求实重效上
下功夫。

然而，有的机关下部队调研存在
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高高在上者
有之，先入为主者有之，隔靴搔痒者
有之，敷衍了事者有之，按既定路线
走过场者有之，选择性听取意见者有
之，以调研之名行检查之实故意挑毛
病者有之，动不动批评基层不反躬自
省者亦有之……这样的调研不仅得不
到真实情况、听不到肺腑之言、找不
准矛盾问题，而且空耗人力物力、时
间精力，于事业无益、于基层有害，
官兵们反映：这样的调研早该改改了。

基层是部队的基础、战斗力的基
础。机关是为基层服务、为基层存在
的，两者不能错位倒置。郝小兵认
为，改进调研作风和调研方式，首先
要端正对基层官兵的态度，牢固树立
“基层至上、士兵第一”的理念，坚决
破除老爷派头和衙门习气，跳出官僚
主义和形式主义怪圈，把基层官兵当
成自家兄弟，把基层事当成自家事，
通过“正确的调查”，把改革调整后的
基层现状和官兵需求搞清楚，把基层
建设遇到的矛盾问题搞准确，把推动
基层建设的思路和措施搞精准。

下面这组漫画反映的问题，只是
冰山一角、知秋一叶，需要下大力好
好整治一番了。

文/徐弘源、郑广斌 图/郭 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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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青春如梭，相爱时光不老。第71集团军某旅工兵连指导员高晋的妻子武燕十年如一日，

主动扛起家庭重担，把自己的青春融入强军事业，被评为十佳军嫂。颁奖仪式上，高晋特意化用两

人的名字深情地对妻子说：“精‘武高’飞，为‘燕晋’美。” 焦明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