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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视点

对战备训练落实不

力的一定要“有个说法”

对练兵备战“双六条”问责措施的
“第一印象”，某导弹旅发射五营发射连
连长彭春记忆犹新。

去年 3月初，休假归队到营门，他被
一块展板所吸引：“练兵备战‘双六条’问
责措施”黑色粗体字下方，12条措施赫
然而列。

从头到尾反复通读，彭春发现措施
全文只有短短 447 个字，区分组织作战
值班与执行训练计划各 6条，但条条指
向部队练兵备战工作中的“软肋”。

放下行囊，文书先交给他的是问责
措施原件，以及一面印着习主席训令、一
面印着问责条款的小卡片。作为一名优
秀的发射连长，对照措施上的各项问责
情形，彭春嗅出了不一般的味道。

果不其然，很快基地一次无预告拉
动不期而至。那天，全旅刚刚经受火箭
军全员全装紧急出动抽查，部队返回营
区，基地联合检查组又拉响战斗警报，一
晚连续多波次课目演练，让部队在应接
不暇中“状况不断”。
“丢人!”拉动结束，发射一营营长郑

振华就在全营官兵面前发了火。作为旅
军事训练的一块“金字招牌”，这个营曾
4次荣立集体一等功，此次一个很不起
眼的特情，却让他们遭遇“滑铁卢”：梯队
转进途中，检查组随机下达的一个导调
课目，由于备用通信设备出差错，贻误了
占领阵地最佳时机。

去年开训至今，该基地区分整建制、
指挥所、专项值班、非战争应急力量 4类
情况，突出全覆盖、实案化，采取无预告、
不打招呼方式，先后多次对所有旅团单
位进行战备突击检查和整建制战备拉
动，类似“丢丑”的事并非个案。
“令你部前出××地域，执行抗洪抢

险任务。”接到命令，某团连长刘航有点
发懵。这是一块他们从没去过的水域，
气象水文资料少。此次检查拉动不以物
资装具是否齐全、处置方案是否科学为
评判标准，而是以抵达对岸完成任务与
否论胜败。

某旅作战筹划已知情况讲得多、未
知情况筹划少；某旅预案常态推演不实、
动态更新不够；某营训练计划“概略瞄
准”、操作性不强……截至去年 7月，3轮
拉动发现的 70多个具体问题，让所有旅
团主官在检讨反思中直冒冷汗。

一边冒冷汗，一边思想也在悄然发
生转变。“双六条”刚刚出台时，很多官兵
“想不通”：“先制定问责措施，再变着花
样找问题，如同逼人往坑里钻，这不是故
意让我们难堪吗？”一番实打实的考核下
来，不少指挥员发出感慨：“连续受考、准
备不足哪是失败之理？要怪只能怪自己

备战打仗之弦绷得不够紧！”
事关备战打仗，问题面前机关基层

一视同仁。基地作训处处长龚鑫说，一
段时间，有的人战备值班状态在低层次
徘徊，或把值班当“休息福利”，或随意换
班、替班。用“双六条”重点问责，目的在
以点带面、自上而下进行整治规范。
“战场决不会宽恕训练差劲的军

队。对战备训练落实不力的一定要‘有
个说法’，而且要有个严厉的说法。”基地
司令员李玉超说，从作战值班、训练计划
两个方面入手，出台练兵备战“双六条”
问责措施，切小口、抓源头、划红线、严问
责，就是要向浅表化的低级失误、深层次
的顽症痼疾、骨子里的惯性思维“开刀”，
立起练为战的鲜明导向。

惩戒不是问责的最

终目的，但“惊醒梦中人”

就得较真动硬

“摔了个跟头，捡了个明白。”对去年
初的那个处分，某旅综合保障营副营长
李正勇可谓刻骨铭心。

李正勇曾任阵管防卫连连长、部队
管理科参谋，因军事素质、管理能力过
硬，被任命为旅教导队队长。这是一个
距旅机关近百公里的小远散单位，上任
以来，李正勇各项工作开展得井然有序。

然而，在去年一季度基地练兵备战
专项检查中，因没有主导制定月计划和
周计划，李正勇成为“双六条”问责措施
实施以来第一个被问责的基层主官：行
政记过并调离岗位，旅作训科长、参谋
长、副旅长等多名责任人也被通报批评。

通报下来，一时间在基地部队引起
轩然大波，有人为旅党委立起备战打仗
的指挥棒拍手叫好，也有人认为处理过
重会影响官兵积极性。

面对官兵的不同反应，基地党委“一
班人”及时引导，在基地党委扩大会上，
再度表明基地从严治训的坚决态度：“问
责之尺既要高高举起，更要实实拍下，要
通过问责，切实‘问出’全部心思向打仗
聚焦的新气象。”

记者在基地作战值班室看到，每季
度下发练兵备战问题通报里，既点到具
体事，也指到具体人。基地作战值班室
一名值班员填写数据错误，被调离机关；
某旅一名副政委值班期间受领拉动命令
后，下达预先号令超时被全基地通报；某

旅一名通信参谋没有保持好值班通信状
态，受行政警告处分……

惩戒虽不是问责的最终目的，但“惊
醒梦中人”就得较真斗硬。“离了机关不
会筹划、离了参谋不会讲话等现象，实质
就是一种失职行为，为什么不能问责？”
基地一位领导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练
兵备战中打仗意识不强、战备状态不高、
实战训练不够等问题的模糊性表述，一
定要通过量化手段依法依规解决，真正
做到失责有罚。

问责之下，压力层层传导，责任层层
压实。记者发现，基地部队把军事训练
监察组嵌入训练全程，也是他们落实“双
六条”推动练兵备战的又一有力抓手。

军士长王洪波，是某导弹旅 23名军
事训练监察员之一。他介绍，旅不定期
对计划落实情况、人员参训比例、官兵训
练状态进行纠查，发现问题直报纪检监
察科，在旅交班会上通报。去年来，他们
先后查纠各类问题 40余个，10多名官兵
被通报。
“怨不得别人，只能怪自己。”接到人

力资源科通知时，某旅发射六营的一名干
部心服口服。去年6月，本该晋升正营职
的他，由于军事训练成绩没有达到良好以
上，被挡在调整晋升名单之外。基地人力

资源处干事唐仪介绍，去年来，基地部队
先后有51名干部因训练成绩没达到良好
以上被“一票否决”，推迟调职调衔。

问责戒尺打在身上，李正勇痛定思
痛。被调整到副营长岗位后，他主动挂帅
营军体训练突击队队长，带动全营的体能
训练跨入先进行列，前不久在旅军体比武
中斩获5个单项第一、2个团体第一。

不能光把问责这“一

只手”硬起来，更不能惩

处层层加码、奖励大打折

扣

“令你部于××日××时××分前，
机动至××地域……”

今年开训后，基地一份份标注特急
的演练命令通过指挥平台传到各部队，
多型号导弹战斗发射训练就此拉开序
幕。接令单位不经强化训练、不经调整
补充，直接挺进陌生地带。

此次演练，从下达命令到部队排兵
布阵，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环节，都严格
按实际方案预案实施，官兵在贴近实战

环境中练指挥、练协同、练保障。
基地作战指挥大厅内，通过实时画

面，指挥机关精准控制能力、部队快速反应
能力和官兵技战术水平等情况尽收眼底。
基地首长感慨，问责实施一年来，部队练兵
备战的观念、状态和作风都大为改观。

走进某导弹旅，记者看到值班平台
大屏幕上，人员、物资、装备、战场态势等
各类作战数据依次显现。某旅作训科参
谋高正明正与各要素值班员一起，重温
高戒备值班行动方案。在他看来：“坐在
离打仗最近的位置，不仅要人员在位，更
要素质在线。”
“小小的训练周表，亲自动手就是不

一样，针对性更强了。”某团通信一连连
长杨博涵说，他每周都要和班排骨干一
起推定下周工作安排，桌边的军事训练
大纲被翻得卷了边，上面做满了标记。

记者翻看去年该连50多张训练计划
表，每个阶段训什么、怎么训、训到什么程
度，都逐一条分缕析。连队官兵感慨，严
格落实训练计划的红利，还体现在探亲休
假上，去年所有官兵都按标准休满了假。
“当前值班任务兵力多少、状态怎么

样？”“请简述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流
程？”……在某旅值班资格考核现场，数
十名机关干部轮番接受理论笔试、口试
答辩、指挥平台操作等多个课目的考
核。“战备值班必须要有资格证，如今想
找人替班，门都没有。”现场监考的该旅
旅长殷进保说。
“不能光把问责这‘一只手’硬起来，

更不能惩处层层加码、奖励大打折扣。”
据该基地领导介绍，“双六条”问责措施
的又一成效，还体现在推动资源配置、实
绩评定、奖惩激励更加向战训一线聚焦，
使练兵备战的舆论导向、工作导向、用人
导向更加鲜明。

去年 5月，某旅发射六营教导员谢
中华带着基地“首战营”出色完成“天剑”
演训任务，人还在归营途中，他被破格提
拔为某新组建单位政治工作处主任的任
职命令刚好下达。某旅发射三营营长李
承勇，被表彰为全军军事训练先进个人，
所带单位连续 3年获评军事训练一级单
位，去年被破格提拔为副旅长。

据统计，去年来，基地部队先后有数
百名官兵在军事训练、比武考核中表现突
出，顺利调整晋升、立功受奖。在基地组
建50周年纪念大会上，某旅一级军士长潘
海亮等20名官兵被表彰为“砺剑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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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 447字红头文件刮起的“问责风暴”
■本报记者 王卫东 通讯员 高明俊

军徽闪耀，军歌嘹亮。前不久，火箭
军某导弹旅士兵晋升军衔仪式隆重举行。
“晋升上士军衔的有：汪令庆……”

听到自己名字，站在队列中的汪令庆情
不自禁挺了挺笔直的腰杆。战友们都知
道，这次晋升对汪令庆来说，委实有些来
之不易。

汪令庆是该旅综合保障营勤务连油
料保管员，多次执行实弹发射、红蓝对
抗、跨区驻训等重大任务，任劳任怨，兢
兢业业，是旅里公认的“老黄牛”。

没想到一次战备值班，却让他栽了
跟头。去年 3月 18日晚，正在油库值班
的汪令庆遇到上级战备抽查。“油库现存
油料种类、存量是多少？”“战时油库应急
处置流程是怎样的？”……检查组连珠炮

般的发问，顿时让他慌了手脚，几个关键
数据“卡”在肚里，战备应急处置流程也
出现了纰漏。

原以为此事就这么了结，可出人意
料的是当时情形被一一记录在案，不久
被上级机关点名通报，旅责令他在全连
军人大会上做检讨。

更让汪令庆感到内疚的是，因为被

追究领导责任，该旅综合保障营教导员、
勤务连连长等5名同志也一同被通报。

就这么一件“小事”，被通报全基地，
还连累这么多领导，年底晋升上士估计
悬了。起初，汪令庆还觉得有点“憋屈”，
也有人为他鸣不平，认为要求过于严苛。

通报的依据，来自基地出台的《基地
练兵备战“双六条”问责措施》。这份红

头文件由基地作训处、组织处、纪检监察
处联合起草，广泛征求了基地部门以上
领导和旅团主官、参谋长的意见，最终经
基地党委扩大会议讨论、基地党委常委
会审议批准下发。

对汪令庆等人的通报批评，让旅长
敖宝心里多少有点“五味杂陈”。年初措
施草案征求意见时，他提了好几条修改

建议，其中就有战备值班的问责条款。
反复研读“双六条”问责措施，“缓过

神来”的汪令庆放下包袱，逐一对标全面
整改。从油料日清月结到战时演练，他把
全部心思和精力投入到练兵备战工作中。

功夫不负有心人。汪令庆不断突破
自我，又一次和战友们在基地比武中夺
得野战油料保障团体第一，以全优成绩

通过油料保管员技能鉴定。
回想起当初被通报的情景，佩戴崭

新上士军衔的汪令庆面对着记者显得有
点不好意思：“练兵备战是天大的事，如
果是在战场，我恐怕连检讨的机会都没
了！”

让汪令庆和官兵们“闻之色变”的
“十二条军规”，究竟是一份怎样的文
件？它到底给官兵带来哪些思想触动？
使部队练兵备战有了什么样的变化？带
着一连串疑问，记者走进该基地部队一
探究竟。

“老黄牛”被通报批评之后
■本报记者 王卫东 通讯员 高明俊

生活中，我们离不开各种“抓手”，乘

坐公交车、使用机械工具……练兵备战

同样如此，也需借助各种有力的“抓手”。

在火箭军某基地采访，他们用好两

个抓手让人印象深刻：一手内部使劲，以

作战值班、训练计划对接打仗和准备打

仗；一手外部借力，较真动硬掀起问责风

暴，推动练兵备战持续深化。

对于练兵备战的重要性和要求，

习主席连续两年在全军开训训令里讲

得明明白白；具体怎么训、练什么，去年

颁发的新大纲写得清清楚楚，部队要做

的，就是如实找差距、认真抓落实。问责

中曝光的问题表明，有的是存量，有的是

增量。因此，用问责这个抓手解决练兵

备战问题，这本身也是一场硬仗。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对备战

打仗中未尽其责、失职渎职行为进行问

责，是全面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应有之

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军不断推动问

责工作向各领域纵深发展，充分释放备

战打仗中“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

责必追究”的强烈信号，也初步形成了

“问责一个，警醒一片”的效应。

然而，记者在调研中也发现，现

实中确实存在干得越多、出错概率越

大的现象。这意味着被问责的可能性

就越大，容易影响练兵备战的积极

性。因此，依法问责、科学问责，显

得尤为重要。

问责要问得精准。问责既要对事、

也要对人，要问到具体人头上。当“失

责必问”逐渐成为常态，一定要警惕“替

罪羊”“大家吃药”等现象，分清问责主

体，抓住“关键少数”，盯住重点环节，合

理区分责任追究的界限，瞄准“靶子”精

准发力，真正做到有的放矢，确保问责产

生强劲的震慑效应。

问责要问到“痛处”。要防止问责流

于形式、产生“耐药性”，克服“不忍心”

“怕影响”“顾形象”等心态，杜绝“只打雷

不下雨”“雷声大雨点小”的现象。问责

要“一把尺子量到底”，做到“动真格”“零

容忍”，不折不扣问到“痛处”，让问责“利

剑”生威，让官兵始终心有敬畏。

问责要问得公平。制度执行的生命

力，在于公平。问责时不能有问不责、不

问不责，也不能搞下不为例、网开一面，

要做到问责无死角、无禁区、全覆盖、常

态化，责任面前人人平等。同时，也要完

善容错纠错机制，合理区分容错界限，为

敢想敢为者解除后顾之忧，营造干事创

业良好氛围，让官兵放下思想包袱，在练

兵备战中真正勇于担当尽责。

练兵备战需用好“问责”这个抓手
■本报记者 王卫东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现实中
确实存在干得越多、出错概率越
大的现象。这意味着被问责的可
能性就越大，容易影响练兵备战
的积极性。因此，依法问责、科学
问责，显得尤为重要。

火箭军某旅组织开展指挥所通信枢纽快速开设演练。 李发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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