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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长，你给领导反映反映，再这
样下去，大伙都吃不饱了……”

3月下旬，第 81集团军某旅作战
支援营四级军士长谢进海，在饭桌前
向排长刘博低语道。看着战士们餐
盘中仅装着不到三分之一的饭菜，再
转头望着餐车中还有不少剩菜无人
碰，刘博不禁叹了口气。

餐车里还有多余的菜，为何战士
们却喊吃不饱？事情还要从两周前
说起——

前不久，上级机关在该旅检查工
作时，向旅领导提出“号召官兵加入
‘光盘行动’”的倡议。

勤俭节约本来就是我军的光荣传
统，“光盘行动”一经提出，便受到广泛
认同。各营也都根据各自实际情况制
订落实举措，其中比一比餐盘内的“剩
菜量”成为刘博所在营评比活动之
一。同时，该营还定下一条规矩：坚持
打多少吃多少，全连倒掉的剩饭剩菜
总量不得超过小泔水桶的一半。

顿时，当天吃晚饭的气氛就变了
样。各连连长、指导员轮流站在小桶
前“把守”，亲自督促官兵做到“光盘”。

刘博从小不吃青椒、洋葱，怕倒
掉影响不好，打菜时便直接跳过青椒
炒蛋和洋葱肉片两个热菜。不少战
士见连长站在桶前，闭着眼把餐盘里
剩的生姜、大料也塞进了嘴里。慢慢
地，大家打菜都是只少不多。即使吃
不饱，也不去餐车里打，为的就是餐
盘里不剩。

没过几天，泔水桶里的剩菜剩饭
明显少了，餐车里的饭菜倒是越剩越
多。见此情形，炊事班随之灵活调整
菜量。两周不到，过去大半盆的副
菜，现在只够刚刚盖住盆底。每顿饭
吃完，餐盘干净、小桶空空，“光盘行
动”效果“显著”。

可不承想，一纸通报牵出了“光
盘行动”背后的问题：一周内，该营有
4 人正课时间到小卖铺购买零食被
查纠；由于储物柜内方便面太多，在
旅组织的内务评比中该营成绩垫
底。询问原因时，各连战士的回答都
离不开“吃不饱”三个字。随后，问题
的矛头纷纷指向了“光盘行动”。
“光盘行动”有啥不妥？该营教

导员立刻找来各连官兵代表和炊事

班一同开会研究。
“连队大几十号人，一人扔一块骨

头，也有小半桶了”“餐盘里剩的不一定
就是刻意浪费的，比如米饭夹生、豆角
外壳没去除干净、花蛤内有沙子”“炊事
班厨艺不精，有的菜做得不符合口味，
着实难以下咽”……在你一言我一语
的讨论中，问题症结逐渐清晰——“光
盘行动”本身并没有问题，而是在落实
过程中过于机械化。

为此，他们一方面立即取消“剩菜
剩饭量不能超过小桶一半”这一规定；
另一方面，定期组织炊事班人员业务
培训，提高饭菜质量。与此同时，严格
落实小值日监督和伙食问卷调查制
度，让官兵不再为盘中餐发愁。

如今，该营“光盘行动”的具体评
比活动虽然叫停了，但“光盘”的意识
大家却树得更牢了。看到营连主官
都能自觉将饭菜吃干净，官兵们也开
始自觉做到“吃多少打多少”。

食堂一隅，谢进海笑嘻嘻地在
刘博耳边嘀咕道：“排长，现在的
饭菜做得这么可口，让我倒我都
不舍得……”

“光盘行动”为何让战士感觉“吃不饱”
■刘 盾 江雨春

潜 望 镜

“今天，我要把花了 6年多时间编
修的这本连史，亲手赠送给三连，希
望这段历史能够一直传承下去！”清
明节前夕，第 74 集团军某旅邀请 7 位
参战老兵走进课堂，开展“对话战斗
英雄”活动。64 岁的老兵周长江，将
自己编修的连史交给了三连指导员
谢炎霖。

接过这本倾注周老心血的连史，谢
炎霖和连队官兵当场立下誓言：“我们
一定会传承好英雄血脉，发扬尖刀精
神，在强军征程中再立新功！”

三连因在战场上英勇善战、猛打快
攻，被中央军委授予“尖刀英雄连”荣誉
称号。周长江是该连的一名老兵，退役
后他发现连队现存的史料对当时的战
斗历程记录不详。为了尽可能还原那

段历史，周长江走遍全国各地，搜集了
大量连队史料，整理完善了连史。

和周长江一样，台上其他 6 位老
兵，都是曾驰骋沙场的老英雄。访谈
中，官兵们的思绪被拉回到那个战火纷
飞的年代。时任某团团长的刘新生，指
着一枚枚金灿灿的军功章和发黄的老
照片，向官兵讲述了一段难忘经历——
“一发发炮弹在身边爆炸，开始我也害
怕，但看到一个个战友相继牺牲，我就
红着眼端起枪冲了上去……”现场，官
兵们被老英雄的事迹深深触动。
“当时我眼睁睁看着两名战友为

了救我而牺牲，战友之情、救命之恩，
终生难忘啊！我还活着，可他们已经
没了……”老英雄胡华春几次落泪。
当年，他从战场归来，就去寻找牺牲战
友的母亲，把她们当作自己的母亲。

台上老兵深情讲述，台下官兵潸
然泪下。“老英雄们朴实而崇高的人生
追求，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刚刚接到

转业通知的机关干部程平，听完老英
雄的故事，更加坚定信心：“我要像老
英雄们那样，无论是否穿军装，都要弘
扬部队好传统，时时处处走在前列、干
在前列！”

英雄故事是最好的教材。旅政委
周辉介绍，在今年主题教育活动中，
他们挖掘红色资源，组织“学战斗英
雄、破和平积弊、当打赢先锋”访谈活
动，收集整理英雄连队历史，汇编成
《旅史简要读本》下发班排，引导官兵
在追溯历史中感悟对党的忠诚、对使
命的担当。
“十五的月亮依旧圆，望不见战友

望青山。三杯酒，三根烟，声声呼唤几
十年……”如今，一首当年的老歌在军
营里再次响起，冲锋向前的官兵们换了
一茬又一茬，但英雄精神却一脉相承。
前不久，陆军组织定级考评，该旅官兵
对照新标准要求苦练本领技能，全员完
成定级，三级以上评定率高达90%。

第74集团军某旅邀请7位参战老兵走进课堂，讲英雄故事、

话光荣传统—

归来犹忆“兵车行”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朱乾坤

记者探营

来带新兵之前，就听说另外一个排
的班长高朝阳有本带兵“秘籍”，是位带
兵高手，连续三年带出优秀班级。新兵
入队一个多月，他们班次次会操得第
一。这不，就连有口吃毛病的新兵陈旭
阳，竟然都拿了读书演讲比赛第一名。
“我还就不信了！他高朝阳真有什

么‘秘籍’不成？”身为一排排长的我召
来麾下三员“爱将”：“咱排的训练一课
不少，谈心一人也没落，凭啥他们班就
能次次拿第一？”三个班长被我数落得
没一个敢吱声。
“排长，我们打探了，听说高朝阳

兜里有一本带兵‘秘籍’！”二班长神秘
地说道。

说到那个小本，自打来新兵中队第
一天我就发现了。不管在哪儿，高班长
总会时不时地拿出来写写画画，我也估
摸着“秘籍”可能就是它。刚好下午有
场4×400米对抗赛，我决定一探究竟。

经过我精心排兵布阵，比赛前三
棒，我排一班已经甩开了高朝阳他们班
50米。一看他们班最后一棒竟然是走
队列经常顺拐的莫磊，我暗自窃喜，今
天这“风水”终于要转到我家了。

但高班长看上去一点也不担心，只

见莫磊接过交接棒，“嗖”的弹射了出
去，两条腿像装了马达一样不停切换，
丝毫看不出顺拐的样子。快到终点前，
只听莫磊一声怒吼，再次猛地冲刺，最
终凭一个身位的优势赢得了比赛。

这下我傻眼了，可输人不能输阵，
整理了一下情绪，我快步走过去，向高
班长虚心请教：“老高你真厉害，都说你
有带兵‘秘籍’，今天传授一下呗？”
“排长，我哪有什么‘秘籍’，都是

大家谣传的。”高班长边说边拿出他的
小本子递给我。巴掌大的本子翻开第
一页，就是上下两个斗大的汉字——
“心情”。

从第二页开始，本子上记满了班里
每名新兵的家庭情况、性格特点、兴趣
爱好、身体素质、训练成绩等等，并制订
不同训练计划，标明进步幅度……

翻着手中记得密密麻麻的小本子，
我顿时明白了“秘籍”到底是什么：心
情、心情，拆开就是心和情，只要用心用
情，就一定能带出好兵！随后，我把高
班长的“秘籍”在我的“爱将”中推广，虽
然训练成绩还没能超过高班长带的班，
但比之前提高了一大截。

（严恒忠、吴 桐整理）

高班长的带兵“秘籍”
■武警某大队排长 濮 立

带兵人手记

值班员：火箭军某旅某营教导员

李 磊

讲评时间：4月12日

今天全营点名，我主要说一说晚
点 名 超 时 的 问 题 。 这 段 时 间 我 发
现，个别连队在组织点名时，经常
是主官讲完值班员讲，值班员讲完
排长接着讲，有时排长讲完各班班
长 还 把 各 班 拉 出 来 再 单 独 强 调 一
番。同类问题反复强调，时间远远
超过了条令规定的十五分钟。

点名超时，一方面，挤占了官兵
们的洗漱时间，造成不少官兵在熄
灯后还没有洗漱完毕，导致就寝秩
序混乱；另一方面，实践表明，点
名时同一个问题反复讲不但起不到
强化的作用，反而引起官兵反感和
抵触心理。

今天，我当着全营官兵的面，给
各级干部骨干提个醒：希望大家以后
组织点名时，要言简意赅、务实高
效，决不能“婆婆嘴”。另外，全营官
兵也要当好监督员。

（冯丹阳整理）

点名不要“婆婆嘴”

值班员讲评

Mark军营

“当年，我连官兵就是在这盏马灯下加班学习毛著……”4月上旬，新疆军区

某团八连到驻地学校开展了一场“祖国强大，有你有我”国防教育活动。听完官

兵讲述当年革命先辈在艰苦环境下仍坚持学习的故事后，同学们纷纷表示一定

好好学习，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吴建平、陈 明摄影报道

当红领巾

遇上迷彩服

当下，谈到练兵备战，“平战一体”
无疑是个高频词，早在新兵连集训的
日子，火箭军某旅列兵孟俊伟就常听
新训班长念叨一个理：平时就是战时，
要时刻以打仗的标尺丈量今天备战打
仗的步子。

然而，让孟俊伟没想到的是，3月
下旬，当他刚跨进曾被中央军委授予
“导弹发射先锋连”的发射三连宿舍
时，班长张如东交给他的第一项任务，
竟然是尽快准备一套“平战分离”的个
人内务。
“小孟，这是上次老兵退伍时一名

老班长留下的新军被，你打进背囊里，
其他的物资你都有，抓紧弄好。”接过班
长张如东递来的物资清单，孟俊伟一边
装填物资，一边听班长介绍连队按“平

战分离”进行内务设置的由来——
近年来，随着实战化训练不断深

入，无预告战备紧急拉动成为常态。
在实施过程中，三连官兵发现，每次战
备拉动结束回班，都会面临床铺、柜子
乱糟糟的局面，要花费不少时间重整
内务。于是，时任连长梅旭带领连队
官兵在《内务条令》框架内创立了一套
“平战分离”的内务设置，即官兵在日
常生活所需的个人物资之外，另行准
备一套战备拉动所需的个人物资，包
括被褥、枕头、作训鞋、洗漱用品等，装
在野战背囊里，放置在内务柜上。这
套内务设置被三连官兵形象地称为“B
计划”（意思是“第二方案”）。

没过多久，孟俊伟就和其他连队
新兵一样，感受到了“B计划”的优势。

那天，伴随着几声尖锐的哨音，又一场
不打招呼的战备拉动骤然打响，三连
官兵迅即回班拎装而出，成为第一个
抵达集合地域的建制连队。让孟俊伟
感触更深的是，拉动完回到班里，他把
背囊归位后，马上投入到接下来的训
练中，不需要重新规整内务。
“这样的内务设置，虽然提升了拉动

速度，可是省去了打背囊的环节，以后到
野外演练，官兵会不会出现打背囊、打背
包能力生疏的情况？”那几天，望着床铺
上那条曾在新训中无数次打成背包的军
被，孟俊伟总在思索着这样一个问题。
班长张如东告诉他，为了防止连队官兵
能力生疏，连里会不定期、不定时吹哨拉
动，专门训练官兵打背囊、打背包能力，
“你可得当心了啊”……

“先锋连”的“B计划”
■本报实习记者 邓东睿

新闻点评B面

新闻点评A面

新闻事实

带领连队官兵创立这套“平战分

离”的内务设置时，我给大家讲了这样

一则寓言故事——一只狐狸看见野狼

静卧草地用力磨牙，不解地问道：“猎

人不在、猛虎打盹，你为何这么卖力？”

野狼回答道：“平时磨牙，关键时刻可

以保护自己，如果等到被猎人或老虎

追逐时才想起磨牙，为时过晚！”

备战打仗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必

须清醒地认识到，未来战争以速度制

胜、“发现即摧毁”，战备工作每一个环

节节省的时间、每一个方面提高的效

率，都可能带来打仗时的“先敌出剑”，

三连的“B计划”正是着眼于此。内务

设置的“平战分离”，其实是为了实现更

快的“平战转换”，在这个意义上，三连

平时的“B计划”，正是战时最优的“A

方案”。这样的探索，值得肯定和推广。

平时的“B计划”，战时的“A方案”
■火箭军某导弹旅作训科参谋 梅 旭

新闻AB面

一说备战打仗，最常听到的一句

话是“时刻准备着”。这五个字，既描

述了一种“状态”，也诉诸一种“能

力”。何为“状态”？以射击为例，就是

手中武器已经子弹上膛，随时可以扣

动扳机；何为“能力”？就是拥有装弹、

瞄准、击中等一系列本领。

然而，有的单位在练兵备战中，时

常陷入这样的误区：要么严格把“状

态”和“能力”对立起来，要么简单把

“状态”和“能力”混为一谈。就像刚听

说三连这套“平战分离”的内务设置

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和新兵孟俊伟

一样：长此以往，官兵会不会在需要打

背囊、打背包时出现生疏？

“箭在弦上、引而待发”，当然是最

理想的战备状态，但在现实中会因部

队类型、担负任务、所处方向、战备等

级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关键在于如何

练就达成这种状态的能力、怎样确保

随时进入这种状态，这才是“时刻准备

着”的应有内涵。千万不能嘴上喊着

“时刻”、心里想着“准备”，而行动上还

在原地里打转转、在低效上慢循环。

“时刻准备着”该怎么准备？
■火箭军某导弹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李正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