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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新闻样本

站上全军主题教育试点“政工大讲
堂”讲台的那一刻，冉鹏程的内心有些复
杂。

作为武警新疆总队某特战支队机动
大队大队长，每天雷打不动的体能训练、
战术演练、战备拉动，让他忙得像陀螺一
样转个不停。

这种忙已成为他工作的常态，也成
了他生活中的一种习惯。

但是，曾经的另一种忙碌让冉鹏程
很是煎熬——

2011 年 7月，在中国农业大学完成
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获得硕士研究生
学历后，他怀着对军营火热生活的憧憬，
携笔从戎来到部队。此后，被重用为政
治指导员的冉鹏程把一个后进的中队带

成连续两年的“基层建设先进单位”。
然而回想那段“先进”的荣光，冉鹏

程的内心是另一番滋味。
刚当指导员时，他在训练场上身先

士卒摸爬滚打；课余时间与战士促膝谈
心，为解开战士的思想困惑查阅大量资
料。一年下来，冉鹏程感觉自己与中队
共同成长了许多。

没想到，他的满腔热血，却被支队组
织的一次半年考核“画了问号”——

机关工作组在中队翻箱倒柜检查后，
一口气指出了各类登记统计不规范、会议
资料不齐全等大大小小几十个问题。

此后的几天里，冉鹏程没有睡过一
个踏实觉。“自己挨了批倒还不算啥，最
纠结的是以后的工作该怎么干，落实上
级指示要求的工作如何‘留痕’在表报资
料上……”冉鹏程怀着满腹质疑，向上级
递交了转业报告。

结果，领导觉得他思想不端正，派机

关人员轮流给他做工作、传经验。
无奈，冉鹏程选择接受“规则”，开始

一点一点“规范”中队的各项工作：为了
使中队的政治工作有“亮点”、有“看点”，
他把谈心谈话和随机教育情况进行专本
登记，便于上级查阅；在埋葡萄藤的土堆
上用弹壳精心堆砌标语文字……

经过一番努力，中队屡受好评，连续
两年被评为先进。面对大家的祝贺，冉
鹏程却觉得索然无味。

“这是我想要的军旅生活吗？”“这是
一名军人应该干的事吗？”冉鹏程再次迷
茫了。就在这时，一纸调令让他来到机
关。从早到晚无休止地开会发文，更是
让他不堪重负。冉鹏程再次递交了转业
报告，一时间，他成了各级帮扶的“重点
对象”……
“走进新时代，我们这支军队在改革

重塑，我们这一代军人也在改革中得以重
塑，获得了奋进的力量，部队工作更加聚焦

主责主业，练兵备战的节奏更紧了……”如
今，看着讲台下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冉鹏
程讲述着自己从以前“忙得像打仗”到现
在“忙着准备打仗”的心路历程。

没有那么多的登记统计，不再为陪
会发愁，也不再为上报材料点灯熬夜，但
自己反而更忙了。冉鹏程细数一天的工
作任务：驾驶员补差强训、四百米障碍测
试、夜间实弹射击……
“工作节奏很快，也很累，但更有意

义、更有价值，现在的状态才是我想要
的。”冉鹏程说。

“现在的状态才是我想要的”
■本报特约记者 王国银 邵大涛

战斗可能就在下一秒

打响，你准备好了吗

去年，开训第一天，武警新疆总队
某特战支队支队长王刚从单杠翻下，稳
稳落地的那一刻，围观的官兵中并没有
立刻响起掌声……

一名年轻战士坦言，当时有些被
“惊呆”：已经 46岁的王刚，能够干净利
落地完成单杠三至五练习，实属不易。

更让官兵们感到震撼的是：支队长
并不需要证明自己——他是闻名武警
部队的“特战王牌”、“八一勋章”获得
者，入伍 25年来荣立一等功 2次、二等
功 1次、三等功 12次……

那么，王刚想要干什么？
在以前，开训第一天，单位主官往

往是提提要求、做做动员。可这次，46
岁的支队长用自己的行动给这群年轻
的官兵传递了一个信号：“从今天起，我
合格的课目，你们必须合格。”
“有敢上刀山的排头，就有敢下火

海的排尾。”率先垂范犹如一道无声的
命令，比有声的命令更让战士信服。开
训的生动一课，让年轻的官兵们对和平
积弊有了更多反思——

多少次，训练时满足于凑齐人数，
熬够时间；

多少次，走过场、跑程序，精力放在
“人不掉皮、车不掉漆”上；

多少次，打实弹也是为了应付考
核、完成弹药消耗，不放心的弹不打，不
放心的人不上……
“其实，兵随将转，作为指挥员、带

兵人，我们最应该反思自己身上的‘和
平积弊’。”主题教育的一次讨论中，王
刚清醒地说，和平积弊是一支军队最大
的腐蚀剂。沉溺在和平积弊中的指挥
员则是一支部队最大的“反拉力”。

指挥员的性格、作风、能力等，往往
是部队的一面旗帜。指挥员钻训研战，
部队就会大兴实战化之风；指挥员身上
没有“和平做派”，部队就不会有“和平
套路”。正所谓：“将不常戒，则三军失
其备；将不强力，则三军失其职。”

一位老兵曾感慨道：“战争年代跟着
能打仗的将军，那是福气。打胜仗、少流
血，还能学到许多本事。”可以肯定，如果
今天上战场，官兵可以选择的话，都会追
随能打胜仗的战将，谁也不愿意跟着那
些身患“和平病”的指挥员。
“战斗可能就在下一秒打响，你准

备好了吗？”王刚说，“这一问，先不要问
官兵，先问领导；先不要问基层，先问机
关。”如今的军事训练，每周第一枪先从
首长机关开打，军事训练考核先从首长
机关开始，战备训练先看首长机关，在
这个支队已经成为习惯。

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著名将领什
捷缅科大将曾说过一句名言：“战争到
来，首先要淘汰一批和平时期的将军。”
而对此，支队党委“一班人”想得更深：
淘汰要在战争来临之前，没有打仗的本
事，就不要占着打仗的位子。

5月初，一场红蓝对抗“战斗”中，率
队出征的某机动大队大队长冉鹏程，让
对手吃了不少苦头，更让对手竖起了大
拇指。

可谁能想到，这个让对手佩服、获
上级肯定的优秀军事主官，曾是一名政
治工作干部“标兵”，甚至曾两次递交转

业报告……
支队领导告诉记者，尽管资历、年

龄不占优势，但英雄不问出处，支队党
委选择冉鹏程就是因为他真心练兵备
战、研训研战。
“赏一人而三军乐，罚一人而三军

震。”支队领导说，去年支队 88.3%的立
功受奖指标，直接用于训练奖励。

有为就有位。如今，抓训练谋打仗
已成为这个支队每一名官兵的自觉行动。

战斗打响的那一刻，

你具备一招制敌的能力吗

0.65 秒，也就是人眨一次眼的时
间。

0.65秒，也是某中队小队长朱伟从
出枪到完成瞄准、射击的用时。

在军人的哲学和眼光里，这 0.65
秒，在战场上意味着先机，甚至意味着
胜与败、生与死。
“0.65秒是如何练出来的？”记者问

朱伟。
“两年来每天 1000 次快速出枪练

习，是我雷打不动的必修课。”
“这么苦练是为了什么？”
“我可不想战场上敌人开枪比我

快。”朱伟摸摸后脑勺说，我们支队长最
常说的话就是：在战斗中，哪怕慢了 0.1
秒也要付出血的代价。
“战争打响，谁会端着玩具枪上战

场？这样的事恐怕不会有。因为战场
是真刀真枪的生死较量，玩假的会立时
丧命。”支队领导坦言，“但如果仗一时
打不起来，会不会有人玩花的、弄虚的，
这就很难说了。剖析一下这种现象，对
清除和平积弊会有启发。”

这个支队的官兵在一次战法研究中

发现：外军在近几场战争中总结得出，战
术技能对于战场生存的贡献率不到
30%，更重要的是具备敏锐的作战意识。
“战斗打响的那一刻，你具备一招

制敌的能力吗？真正的战斗是体能、技
能、心理素质的综合较量，训练场上的
好成绩不代表战场上能打胜仗。”支队
长王刚道出自己的思考。

如何划好训练场和战场之间的那
个等号？体能强化日、魔鬼训练周、野
战生存月，越野训练设在沙漠、侦察训
练设在闹市、攀登训练设在悬崖……一
次次打破训练常规，一次次突破训练极
限，让一茬茬特战队员锻出了钢铁意
志、打造了钢筋铁骨。

不可否认，时至今日，和平积弊的
魅影，仍然在练兵场上若隐若现，必须
引起足够的警惕！军委首长反复强调，
要从实战出发从难从严训练部队，千万
不能让战备训练成为花架子，不能让演
习演练流于形式，不能让“能打仗、打胜
仗”成为一句空话。正如抗倭名将戚继
光所痛斥的：“所习所学通是一个虚套，
就操一千年便有何用？”

盘点近几年的实战化训练，从支队
机关到基层官兵，感触最深、做得最多
的就是拿“和平积弊”开刀：以前强调手
榴弹投掷要投得远、投得准，却往往忽
视手榴弹的作战运用；训练时片面追求
米数、环数和弹药消耗量，训练实效却
不太深究……

训战一体化，要靠考核来“桥接”。
一名老兵意味深长地说：如果战争是大
考，平时考核就是模拟考试。备考脱离
实战，那是“车跑偏了”，必须调整方向；
组织考核倘若脱离实战，好比“路修偏
了”，祸害更甚。

采访中，该支队的群众性练兵比武
考核让记者印象深刻：

比武开始前 1分钟，所有人都不知
道：今天要考哪些人，考什么，怎么考？

那么，谁知道？电脑——随着鼠标
轻点，系统随机抽点支队全体官兵，随
机确定考核课目。
“考核是根‘指挥棒’，机关考得

真，基层训得实。”支队作训科科长张
贵新说。以前，考核时常出现标准不
高、考得不严、打人情分、暗箱操作搞
平衡……结果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只
有战斗力不好”。

现在，该支队构建起一整套精细化
的考核评价体系，长短优劣一“考”了
然，“少数尖子过招的擂台赛”变为“人
人参与的团体赛”。

无独有偶，一位在这个支队刚刚参
加完民主生活会的总队首长，走进训练
场。现场随机抽考 48 名官兵体能，全
部优秀。抽考 4个小队射击，全部良好
以上。

临走前，首长意味深长地对王刚
说：“看到这些，我心里才踏实了，知道
你们的心思放在哪里了。”

面对训练的高风险，

你做好流血牺牲的准备

了吗

眼瞅着特战九中队下士陈昊东，在
高墙钢丝滑行中失手摔下，中队长周振
心里一揪。

痛！自己的战友小臂骨折三截。
苦！正是练兵好时节，出了这样的变故
如何向支队首长解释？中队的训练要
不要暂缓？

拿着送医转诊单，走进支队长办公室
找王刚签字，周振恨不能头顶一个钢盔。
“只要你们按大纲要求训，照规范要

领练，有时发生训练伤是正常的。不要
怕，只要任务需要，该怎么训就怎么训。”

王刚一席话卸下了周振“头顶的包袱”。
毋庸讳言，安全问题至今仍像一道

“紧箍咒”，让一些单位在训练上缩手缩
脚、畏首畏尾。周振坦言：搁以前，这事
就“大”了，安全工作出问题，影响的是
中队整体考评排名。

诸如此类的做法，无非是为了防事
故、保安全。然而，越消极保安全，往往
越不安全。正如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
指出的：“不苦练不仅不能提高本领，还
会出事故。”被动地“保”，换来的充其量
是表面的、暂时的“不出事”。一遇陌生
环境、意外情况，事故概率只会上升不
会下降；真等上了战场，训练的“欠账”
更是要用鲜血和生命来偿还。
“面对训练的高风险，你做好流血

牺牲的准备了吗？这个‘准备’要靠党
委的担当来支撑。”王刚袒露心声，党委
领导解决好训练与安全、政绩与事故的
关系，不以事故定乾坤、不搞一丑遮百
俊，基层官兵才能真正撸起袖子抓主
责、甩开膀子谋主业。

如今，这个支队党委对待训练安全
问题态度明确：一分为二地看待，不违
背规律盲目蛮干，也不以安全为由终止
或取消险难课目训练。

说来也巧，今天的周振“成了”昨天
的陈昊东——

为了进一步提高“抓绳攀登”的成
绩，周振在全中队官兵面前率先示范，
为了让大家看得更细致，他一个大幅屈
腿收腹，双臂用力引体向上，不料却因
发力过猛导致右大臂脱臼。

不能带着队员一起练，周振只能打
着石膏奔走在训练场上。战士们默默看
在心里，训练中却用上了十分的劲儿。

在第一季度按纲建队考核中，特战
九中队军事训练成绩突出，综合评定排
名前三，中队门侧的流动红旗格外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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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燃 思 想 深 处 的“ 烽 火 ”
—武警新疆总队某特战支队开展主题教育清除和平积弊新闻调查

■本报记者 柳 刚 李 蕾 特约记者 王国银 邵大涛

和平是军人最闪耀的勋章。“和平

病”却是军队的最大敌人，更是最大的腐

蚀剂。一支军队的衰败大都从滋生“和

平病”开始，“硝烟味”日淡、“生活味”渐

浓，忧患缺失、忘战怠战，这样的军队注

定打不了胜仗。

有人说，和平积弊就像某些慢性病，

患病初期没啥症状，也不会感觉身体哪

里不舒服，而实际上，它却一直在悄悄损

害身体的器官。到了晚期，就会引发各

种并发症，甚至要人命。

看不见的敌人最可怕。它的可怕之

处就在于，“藏于杳然冥然之间”，如果不

找出并彻底纠治，就会“发于猝然忽然之

际”。那时候再想纠治，为时已晚。

和平积弊，能让一柄曾寒光四射的

利剑锈迹斑驳，能使一支曾战无不胜的

军队“武功全废”。甲午海战前，北洋水

师号称军械装备和训练水平在亚洲首屈

一指，却一触即溃。究其原因，其日常操

练“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

俗话说，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更

难。曾经的和平积弊，给一些人带来了

利益。有人通过“五多”，刷出了存在

感，找到了成就感；有人依靠“文山会

海”，显出了“政绩”，得到了好处。

当前，我军经过改革重塑，谋战、研

战、练战已成工作常态。但也不可否认，

低层次徘徊的备战状态、不严不实的训

练作风、久治不愈的“五多”问题、过度拔

高的安全标准等问题还一定程度存在。

如不挖根除弊、清仓起底，就容易涣散斗

志、松弛备战。

习主席深刻指出，思想的锈蚀比枪

炮的锈蚀更可怕。能战方能止战，准备

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

打。彻底纠治和平积弊，必须强化忧患

意识、敌情观念，注重标本兼治，使教育

引导、制度规范同步推进。

我军的核心职能是打仗，不存在一

支没有“任务”的部队。铲掉头脑中的锈

蚀，剔除思想上的懈怠，才能在回归军队

本真中重塑血性本色，厚植部队召之即

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底气和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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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新疆总队某特战支队特战队员在滚滚沙尘中进行极限体能训练。 肖昆南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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