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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季节，第 77集团军某旅在海
拔 3000多米的陌生地域组织连战术考
核，曾在建制连比武中夺取第一名的
防空营高炮连意外败北。

消息一出，瞬间成为全旅热议的
话题。

当时，考核刚开始，导调组就频
频设置特情。这对于参加过多次大项
演训活动的该连官兵来说，并没有太
大难度。

通过“敌”炮火封锁区时，连长
黄欢根据导调组给出的数据计算后决
定：利用炮火间隔分两批通过，第一
批由自己带队出发，第二批由排长王

平带队，两队间隔 3分钟，而后在指
定地点集结编队。

王平带领战士完成车辆火炮检查
加固后准时出发，然而，车队刚进入
“敌”炮火封锁区，就被导调组判为车
辆和人员损伤严重。

车速、车距、通过时间都是按照
给定的数据计算出来的，怎么会有错
呢？退出战斗后，王平找到导调组讨
要说法。
“时间上有误差，炮火间隔计算出

错。”导调组的回答让王排长有些摸不
着头脑。他找到连长对表，发现自己
的手表比连长的慢了 15秒，这才明白

自己当时带队通过时刚好处于“敌”
炮火打击之下。
“以往训练，大家都把重点放在敌

情处置上，忽略了对表这个环节。”事
后，王平解释说，当连长下达对表口
令时，大家都觉得时间上不会有太大
误差，只是习惯性地看了一下手表，
并没有认真去对时间。
“导致失利的，不仅仅是15秒的误

差。”考核结束，该连以此为契机，举
一反三查找打仗思想树得不牢的问题，
清理出请领弹药走过场、战备物资不齐
全等多个问题，一一制定整改措施，明
确整改时限，确保训练向实战聚焦。

因行动前没有对表，导致遭“敌”炮火打击，车损人伤。第 77

集团军某旅防空营高炮连考核失利引发思考——

15秒误差输掉一场战斗
■王 晶 申延帅

“砰砰砰……”密集的枪声打破了清
晨的宁静，弥漫的硝烟直往我鼻子里钻。
“检靶！”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战

友们飞奔上前查看“战果”，我也怀着忐
忑不安的心情，向着靶位慢慢跑去。
“又脱靶了！”看着靶纸上那孤零零

的一个弹孔，我的心里仿佛被扎进一支
利箭：步枪射击一直是我的“软肋”，虽
然花了很多功夫去学原理、背口诀、练
据枪，但仍旧达不到预期效果。
“训练都这么久了，怎么还脱靶

呢？”连长走过来笑呵呵地问我，“动作
要领能背吗？”

满脸通红的我嘟囔道：“觇孔挡住
前护圈，准星对正圆心点，调整呼吸找
节奏，预压扳机缓向后……我都是按照
要领操作的，可就是上不了靶。”
“再练一次试试！”连长转身拿过另

一把枪，换上了新弹匣递给我。我迅速
按照动作要领卧倒、出枪、瞄准、缓慢预
压扳机，可等来的不是子弹出膛，而是
“啪”的一声脆响。

连长转身给我换了弹匣，依然没
有子弹。第三次换弹匣时，我严格按
要领做动作，只听“砰”的一声，子弹呼
啸而出。

“1 号靶，9 环！”听到报靶员的声
音，我又惊又喜：“这是我第一次打出 9
环。”连长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随后又
给我换了两次弹匣。最后一轮考核中，
我自己换上弹匣，有意瞄准、无意击发，
打出了 5发 5中 40环的成绩，战友们都
笑着为我鼓掌。
“驱除心魔，才能战胜自己！”

训练结束后，听着连长的讲评，全
副武装的我虽然汗流浃背，却感觉
神清气爽，手中的枪也比原来握得
更加紧实了。

（尹弘泽、李晓东整理）

靶场上，连长帮我除“心魔”
■第75集团军某旅作战支援营列兵 龙俊秀

为深入开展主题教育，新疆军区某团近日组织官兵来到康西瓦烈士陵园，通过祭奠英雄、追

思英烈，唤起家国情怀，感悟初心使命，坚定前行步伐。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中尉晋晓东动情地

为烈士点燃一支香烟，寄托对先辈的哀思。 陈 明摄

Mark军营

潜望镜

古往今来，因为时间上的差错导

致战斗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现代战

争已进入“读秒时代”，一秒误差，便

可能错失良机，甚至会丢掉一场战斗。

第77集团军某旅防空营高炮连在

考核中，因为忽视了最基本的对表而产

生时间差，最终栽了跟头，看似是麻痹

大意使然，却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实战

意识树得不牢、和平积弊尚未根除。

要想打赢未来战争，不仅要苦练

克敌制胜的技能，更要清除脑子里落

后的惯性思维，不仅对准腕上的表，

还要对准实战的表，把“老套路”“差

不多”“大概齐”赶出练兵场，真正按

打仗标准严抓细训，不放过每一个细

节，不漏掉每一个环节，不轻视每一

个小节，用实打实的训练积蓄硬碰硬

的底气。

备战打仗，你关注细节了吗？
■申延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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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我答应明天给女儿过生日
的，这下泡汤了……”近日，南部战区
空军某训练基地几名大龄士官你一言我
一语吐槽。指导员周政新上任，就遇上
大龄士官扎堆请假的问题。

原来，去连部找周政批假的，多
是驻地已婚士官，如果都批准同意回
家，会大量占用其他战士外出名额。
周政笑着说：“这么多人来请假，已
经超出了外出人员限额，并且人员层
次过于集中，不符合规定。大家先回
去，以各分队为单位，按比例先内部
自行协调。”
“在控制外出比例前提下，对驻

地已婚士官应适当倾斜。”面对一名
连队支委的建议，周政认为，驻地已
婚士官面临家庭现实问题较多，周末
回家情有可原，但如果一味迁就照
顾，对其他战士不公平，也不符合新
条令精神。

为厘清矛盾关系，周政决定组织
“外出请假怎么看”落实条令辨析
会，将矛盾摆在桌面上，让大家畅所
欲言——
“条令提到了驻地已婚士官可以安

排回家住宿，为什么我回不了？”“条令
上的规定是‘可以’，而不是‘应该’，
更不是‘必须’，我们要准确把握条令
各款的内涵。”
“条令规定，在不影响士兵在位率

以及执行任务和管理的前提下，已婚
士官在配偶来队探亲规定的留住期

间，可以到家属临时来队住房住宿；
配偶在驻地长期工作或者生活的，在
休息日和节假日，可以按照统一安排
轮流回家住宿。”支委黄科提议，“我
们驻地已婚大龄士官要转变思维观
念，以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为准绳，
摆正姿态、树好榜样！”

随后连队召开大会，周政重申了
请假销假规定，各分队按照条令规定
的比例请假，外出名单由分队成员共
同商议决定，优先安排有特殊情况的
官兵。

如今，连队对表条令新拟订的外
出规定已运行月余，驻地已婚士官不
再扎堆周六回家，连队战备秩序正
规，未婚官兵的请假外出得到了公平
对待，带兵人依法管理的意识也在不
断增强。

周末回家住宿：“可以”并非“必须”
■耿 新 付孟哲

“赵智伟，阵地已暴露，敌人转移
至目标区西侧约 400 米小山坡处，现
命令你连迅速转移，重新开辟阵地实
施火力打击！”考核场上，政委突如其
来的命令让我心底一慌，“定好的实射
方案咋就说改就改了呢？”

这情景似曾相识，那是去年上级
拉动考核的现场：陌生地域、实战环
境，临机开辟阵地，计算诸元，校正
射向，在规定时间内炮弹出膛。

新的考核方式与迫击炮实射的老
规矩、老经验完全不沾边。我心里没

底、脊背发凉，只好硬着头皮，带着
全连官兵匆忙上阵，结果 11发弹仅命
中 1发。
“小专业登上大舞台，必须根除和

平积弊！”盯着经过两级党委研究、机
关下发的问题清单，我多少恢复了些
元气。

不久，对口股室的“援建”小组
就住进了连队，和我们一起摸爬滚打
数月，有效解决了装备本身和技战术
方面存在的多个问题。

历经近半年的磨砺，我重整旗
鼓，带着众炮班再一次接受考核。可
这一次，担任考官的政委不按常理出
牌，临时改变了实射方案。
“真是糟糕！”我的内心好似受了

万点“暴击”。可转念一想，前段时间
没日没夜研练，应该还是有一些效果
吧？我心一横，发出一连串命令。在
炮长、炮手紧锣密鼓的密切协同下，
一发发炮弹呼啸出膛，我的心也提到
了嗓子眼！
“目标全部被摧毁！”阵阵炮声过

后，我强忍着内心激动，脖子早已爆
起了青筋——这次考核总算通过了！
“考题就应像川剧‘变脸’一样，

猜不到才能有意外‘收获’！”漠北戈
壁，月明星稀，我把大间隔射击、高
射角抵近射击、夜间射击等需要强化
训练的内容写在本子上，开始琢磨和
准备下一场战斗。
（尔惠子、本报记者颜士强整理）

政委不按常理出牌，该咋接？
■新疆军区某装甲团炮兵连连长 赵智伟

追 思

7月上旬，正在大漠深处驻训的第72集团军某旅针对野外驻训期间生活条件艰苦、训练任务繁重等实际，积极组织官

兵开展小比武、小竞赛活动。活动中，入伍前练过武术的列兵王宇豪(图中左伏地者)向上等兵查姜特发起挑战，激烈的单手

俯卧撑比拼瞬间点燃训练场氛围。 刘自华摄

工作中经常有人感叹：常见病、多

发病似乎成了无药可治的“顽疾”。深

挖病灶，不难发现许多问题之所以反反

复复，就是因为没有刮骨疗毒，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如同有人中箭，医生将箭

杆锯了，箭头还在体内，天天发病，经常

疼痛，也就成了常见病、多发病。

现实生活中，“锯箭杆”式解决问题

时有发生。有的发生了问题，不是想办

法解决问题，而是托关系找路子把问题

摆平；有的把没有暴露问题当作没有问

题，思想上没有问题意识，眼睛里没有问

题苗头，行动上没有根治问题的有效举

措；有的对下级反映的问题，信奉“多一

事不如少一事”，不重视调查研究，而是

寄希望于内部消化解决；有的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哪里有漏洞就补哪里，亡羊补

牢不补脑，没有从问题发生的根源严起

抓起治起。这些都是“锯箭杆”式解决问

题的行为，影响问题从根本上解决。

解决问题犹如除稗草，须连根拔

起 ， 问 题 未 发 生 时 要 善 于 发 现 苗

头、未雨绸缪，把问题解决在萌芽

状态；问题一旦发生，要拿出刮骨

疗毒的决心和办法，深挖病灶找根

源，既要“补牢”更要“补脑”，把

隐藏的深层次症结挖出。问题要一

个一个解决，解决一个是一个。遮

遮掩掩、躲躲闪闪，绝不是解决问

题的好办法。

“锯箭杆”式解决问题不可取
■张国辉 吴同超

基层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