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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营

新的专业等级评定结果揭晓，我
和排长并列榜首。欣喜之余，回想起
前些日子我俩的“博弈”，充满着浓浓
的火药味。

前不久，作为代理排长的我接到了
“卸任”命令，因为分下来一位新排长。
一进门，眼镜、白净、小偏分，我心想：活
脱脱一书生，到咱这先进连队能跟上不？

这天连队组织 400米障碍训练，我
和新排长分到了一组。哨音未落，我俩
如箭射出。很快，新排长就被我落下半
截，眼瞅着他赶在最后一秒冲过终点，
我忍不住调侃了一句：“排长，你还得加
把劲啊！”

两天后的午夜，我和排里大刘一
起站哨。忽然，光线一闪，有个人影向
这边走来，“站住，口令！”大刘问道。
原来是排长来查哨了，他左看右查一
番，最后目光聚焦在了大刘身上，“你
的臂章呢？领章也贴反了。”次日晚点
名，排长不仅点了大刘的名，还对我这
个主哨进行了批评提醒。“公报私仇？

有意针对我？”在全排面前出丑，我的
内心起了波澜。

时隔不久，新的装甲兵专业技术等
级评定方法在连里推开，不但主修专业
要精通，其他专业也必须过关。赶巧，
我跟排长主修的专业都是坦克驾驶，对
于通信专业，我俩是“门外汉”。机会来
了！“咱俩比一比看谁先拿到通信等级，
敢吗？”他也不示弱，“输了可别不认
账！”我们之间的“战斗”正式打响。

连队规定，只有理论过关才能进行
装备实操。理论是我最头疼的事儿，尤
其面对复杂的电台电路图，更是眼花缭
乱。第一次理论考核，我以失利告终。

就在我一筹莫展时，排长带领排里的几
个理论“困难户”却顺利“通关”。

那天，我在学习室里背记理论，前
背后忘，有些恼火。“咋了？老王，有困
难？”背后传来排长的声音。面对排长
的“嘲讽”，我没好气地说：“没困难！”这
时他却把自己的笔记本递了过来，里面
详细的电台原理和电路图标注深深吸
引了我，从此每晚我都捧着他的笔记本
加班加点背记。

很快，在排长的帮助下，我顺利通
过理论考核，获得实操资格。没想到，
排长见我这个连队“老牌教练员”手上
动作娴熟麻利，竟然主动要“拜师”。
说不清是“盛情难却”还是“自知理
亏”，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他，而且毫
无保留地把经验全部“倒”了出来，手
把手教给了排长。

一来二去，不仅我的理论功底扎实
了，排长的实操技能也过硬了。看着我
俩“一帮一、一对红”的亲密劲儿，越来
越多的战友也加入进来，大家一起进
步，共同成长。
（唐诗钰、本报记者 颜士强整理）

我调侃了新排长之后
■新疆军区某团一营二连上士 王咸乐

提起第 81 集团军某旅列兵王航
航，还未下连就小有名气：新兵连比
武考核名列前茅，各项工作积极主
动、事事争先。由于表现抢眼，他很
快就成了各级关注的焦点。

可就是这么一个比武夺金的好苗
子却在下连后不久接连出情况：先是
下连考核意外折戟，接着又在野营班
战术考核中出现低级错误导致全班成
绩垫底……
“这小子到底怎么了，关键时候老

掉链子？”6月中旬，眼看着上级创破
纪录比武选拔在即，连长刘帅斌急得团
团转，与干部骨干一同查找原因。
“是怕苦怕累吗？”他经常自我加

码，长跑训练别人跑 5 圈，他经常跑
10 圈；“是经受不住挫折吗？”每次失
利后他都更加努力，还拖着伤腿跟队
训练；“是激励关怀不够吗？”上次刚考
核完，刘帅斌就找他聊天谈心……
“我怕大家期望的眼神！”一番促

膝长谈，王航航向指导员孟祥凯说出
了心里话：“我每天就像暴露在聚光
灯下，特别害怕出错让大家失望”
“越想证明自己，就越觉得无力，感
觉怎么努力也达不到大家的期许”
“感到很挫败，一想到考核就紧张，
现在就想当个普通一兵”……
“这是压力‘爆棚’惹的祸。”听闻

消息的教导员吴欢正在为一项思想调查

“聚光灯下的我有点懵”
■张钧泓 江雨春 本报实习记者 张 旭

刚下连就敢跟老兵叫板的新兵王航航，面对即将到来的比武考核却
一度想当“逃兵”。下连后的这段时间，他到底经历了什么？请看——

新兵训练由3个月延长为6个月，

不仅仅是时间上延长了，还有基层干

部骨干对新兵期望值的提升，不少带

兵人在潜意识中感觉这批新兵一下连

就能当老兵用。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新兵经过半

年的训练，虽然体能和技能都有一定

的基础，但与连队老兵相比，在实战背

景下的班组协同训练、基地化演训、大

项比武历练等方面仍有较大差距，尤

其是心理素质上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一线带兵人在培养帮带新兵的过

程中，不妨合理调整期望值，多设置一

些“跳一跳，够得着”的小目标，通过适

当引导达到外动力与内动力相统一，让

新兵们以健康心态轻装上阵，安心工

作。当然，如果新同志经过一番刻苦努

力，仍没有达到所期望的目标，也不要

迷茫，更不能一蹶不振、偃旗息鼓，应正

确处理个人得失与岗位需要之间的关

系，以从容心态面对挫折，走好“兵之

初”的每一步。

给下连新兵定目标要能“够得着”
■张 旭

值班员讲评

6月中旬，新疆军区某团教

导队针对部分官兵在训练中容

易产生畏难、焦虑等心理问题，

严密组织开展“信任背摔”“同心

同行”“生死关卡”等心理行为训

练，着力增强他们的心理素质。

瞧！官兵们在挑战自我训练中

笑得多开心。

李仁锡摄影报道

挑战自我东方吐白，随着一声“入海”命令下
达，数十台两栖坦克直奔大海、破浪前行。
“驾驶员变换战斗队形，炮手注意

观察敌情……”车长不时传达指令。没
多久，“轰！”1500 米外的山坡上就炸
开了花。
“首发命中！”回放录像，现场组训

的首席参谋王勇有些激动，“原来是吉
星，不愧为咱旅的神炮手！”

吉星是第 73 集团军某旅合成一营
火炮技师，人称“火炮神医”。新兵下
连后，他如愿分到炮手岗位，不到 3个
月，就能够做到我军、外军百余类火炮
及弹种的性能参数一口清。

6年时间，吉星相继考取了二级、
一级、特级炮手证书，多次在各级比武
竞赛中摘金夺银，成为单位响当当的
“神炮手”。

打得准更要修得好。在日常训练
中，吉星发现随着实战化训练强度的增
加，火炮的故障率明显提高，完全依靠
修理工保障难以满足现实需要，于是决
定甩掉“保姆”自己干。
“修火炮，哪有那么容易，不经长

期 专 业 培 训 ， 你 永 远 只 能 懂 个 皮
毛”……从炮手升级技师，吉星没少受
到质疑和非议，但越是如此，他越是憋
足劲儿往前走。
“神炮手”从零起步，吉星像着了

魔，疯狂地加班加点学习火炮技术原
理、故障排除方法，甚至还利用休假时
间到厂家、院校找专家拜师学艺。两年
内，他不仅考过了中级火炮技师证，还
在装备故障检测与维修中解决了 20多
项技术难题。

今年年初，集团军对照新大纲标准
组织高级技师等级考核，吉星在众多高
手中脱颖而出，以满分成绩考取了高级
火炮技师证，“火炮神医”由此名扬。

当兵 13 年，吉星与火炮相伴 13
年，虽然经历多个军旅岔路口，但从未
迟疑过当初的选择，始终一心扑在火炮
上。战友们都说：火炮有“吉星”高
照，定能弹无虚发！

一句话颁奖辞：你对火炮的痴迷和

专注，成就了平凡岗位的不平凡。吉

星，你是守护火炮最闪亮的一颗星！

“吉星”高照，火炮无恙！
■李 宝 徐明章

值班员：空降兵某旅炮兵营教导

员 李建合

讲评时间：6月24日

近期，我发现部分单位战士在工
作训练中犯了错误，干部骨干在讲评
时经常用“个别同志”代指具体姓
名。
“个别同志”是一种模糊的称谓，在

特定的情况下使用可以起到保护当事
人隐私和自尊心的作用。然而，如果干
部骨干在讲评问题过程中不敢“点名”，

总以“个别同志”代替，时间久了，不仅
无法达到解决问题和治病救人的效果，
反而会成为个别战士不能正视问题的
“遮羞布”。

一线带兵人在重要问题和关键时
刻，要摒弃“批评战友怕伤和气”的
顾虑，敢于指名道姓进行批评教育，
帮助战士改正缺点；犯错的战士也应
端正态度、虚心接受批评并加以改
正，这样我们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才会
越来越强。

（苏 峰整理）

不能总给“个别同志”留面子

结果困惑：部分新战士入伍前自我期
望很高，但驻训没多久便没有了那份
“雄心壮志”，原因何在？在王航航身
上，他找到了部分答案：这批新兵多
是大学生，经过 6个月新训集中淬火
强化后，体能和专业技能达到了较高
水准，这让部分干部骨干对他们有了
过高的期望。同时，一些新战士下连
后急于表现自己，内心的压力不言而
喻，随之而来的可能是焦虑、自我怀
疑，甚至是逃避放弃。

好苗子不能让压力给压垮了。
吴欢召集全营干部骨干，围绕“有
的新战士自甘平庸为哪般？”“如何
适 当 施 压 、 促 进 新 战 士 健 康 成
长？”等问题展开讨论，及时纠正
存在的比武考核定指标、借关心之

名过度施压、训练盲目加码等揠苗
助长行为。

很快，王航航的事也引起了旅
领导的重视，党委议训会上，明确
要求各级干部骨干坚持科学组训，
逐步增加训练难度强度，严禁盲目
提高目标、过度关注新同志。同
时，还派出训练检查督导组对新兵
组训中存在的急功近利现象进行集
中整治。

身边的干部骨干不再给王航航提
比武夺金的事，而是与他一起探讨如
何科学合理训练，做最好的自己，逐
渐让他找回了训练感觉。前不久，王
航航参加全营体能考核，在新老兵同
台竞技中取得综合成绩排名第三、
3000米跑单项第一的好成绩。

6 月中旬，武警雪豹突击队开展
“魔鬼周”海上极限训练，记者一路追随
采访。
“射手注意，占领阵位！”海上风高

浪急，船艇像过山车一样在波峰浪谷中
颠簸。下士陈华伟迅速占领射击阵位，
巨大的晃动让他一时找不到目标。

如此恶劣的海上射击条件，能打上
靶吗？正当记者为陈华伟捏一把汗时，
枪声接连响起。
“命中！”评判员报出了射击结果。
成绩来之不易！作为陆上射击的

佼佼者，陈华伟射击成绩一直非常稳
定。但海上极限训练展开后，自信满满
的他初次射击无一命中、全部脱靶。

无独有偶，重火力手姜永峰初次海
上射击也“剃了光头”。出生在北方的
他，参加海训前，连大海都没见过。某
新型火力发射器，他在陆上玩得溜转，
到了艇上却“蒙了圈”。

相对于陆上的平稳，海上潮汐、风
浪等因素对射击准确率有很大影响。
从陆上到海上，鸿沟能否跨越？雪豹突
击队官兵开始了一系列探索。
“每当我锁定目标时，船体的晃动

就会使目标消失，不得不移动身体重新
调整射击姿势。”复盘研讨中，陈华伟的
讲述引起了训练指导组的思考。
“水动、风动、船动、枪动、人也动，

数个无序运动的因素一起作用，很难完
成有效射击。”训练指导组带领陈华伟
重新回到射击位置，开始有针对性地研
究海上射击方法。

只有减少变量，才能提高海上射击
命中率。“射手不要慌，枪口对准目标！”
“随着海浪起伏找规律！”“瞄准目标大
胆击发！”海边，特战三大队大队长周山
利用对讲机大声指挥队员们反复揣摩
海上射击要领。

训练摸索中，陈华伟稳稳据枪，将
身体与船艇融为一体，努力减少晃动影
响。在观察手的配合下，他迅速找到并
锁定目标，随着海浪起伏，目标在瞄准
镜中慢慢呈现上下起伏规律。
“砰！砰……”枪声再次响起，3块

钢板起倒靶应声倒下。慢慢地，陈华伟
找到了海上狙击的感觉。

由近距离到远距离，由脱靶到全部
命中，适应海上环境后，陈华伟和战友
们的射击水平迅速提升。
“我们按照统筹陆海、突出联训、全

程实战综合部署，拓展‘魔鬼周’海上极
限训练内容，在完全陌生环境和极端复
杂条件下，锻炼提高特战队员海上反恐
作战能力。”负责此次海上极限训练的
雪豹突击队指挥员告诉记者。

海风呼啸，马达轰鸣，快艇在海上
劈波斩浪。蛙人赵一阳背负潜水装备
正在做着入水前的最后检查，他将执行

水下抵近侦察任务。
陌生海域，目标随机。赵一阳手里

的罗盘指针随着船体的晃动不停地摇
摆，快艇开始减速，导调员发出准备信
号。赵一阳瞥了一眼海浪与罗盘，简单
判定方位和角度后，跟配手嵇草打了一
个 OK的手势，随即头一仰后倒入水，
开始下潜……

雪豹下海，向海而生。据了解，此
次海上极限训练，雪豹突击队共开展了
海上射击、水下爆破、武装泅渡、定向潜
泳等多个新课目的训练，为遂行海上反
恐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落日余晖中，训练一天的队员们，
迈着整齐的步伐返回临时宿营地，“首
战用我，雪豹必胜”的口号声在海天回
荡。翌日朝阳升起时，又会有新的挑战
在等待他们，而他们也将在一次次摔打
磨砺中快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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