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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

“报告，撞锚链上了！”电台里传
来战车驾驶员小杨急促颤抖的声音。

盛夏时节，第 72集团军某旅两栖
战车上下登陆舰训练正在某海域展
开，小杨的报告让舰上指挥所瞬间陷
入寂静。

此时，战车已经“横”在船舱渡
板上，左侧履带挂着锚链，车体严重
倾斜。海浪不断拍打着车体，海水不
断涌进车内，车体倾斜角度越来越
大，一旦发生侧翻，后果将不堪设想。
“驾驶员，熄火！松制动！”千钧

一发之际，四级军士长、车长张传琦
下达第一道指令。小杨按照车长要求
迅速做动作，战车依靠重力缓缓滑入

海里，逐渐恢复平稳，漂浮在海面。
此时海水已经漫过大部分车体，海面
上只露出车体一小截炮塔，险情依然
没有解除。
“驾驶员关闭驾驶窗，全体乘员穿

戴海上逃生装置！”电台里传来张传琦
第二道指令。

由于刚才的侧倾，进气筒一端没
入海面，导致大量海水涌入进气道，
在车内形成多股喷流，车内水位正迅
速逼近警戒线。
“驾驶员打开自动排水泵，二炮手

协助手动排水！一炮手电台守听！”张
传琦向车内乘员下达第三道指令。随
即，张传琦跳出战斗室，拴上安全

绳，跑到车体一侧用塑料布将排气孔
包裹严实，防止海水倒灌进发动机。

随着海水一点点排出，车内水位
降到警戒线以下。此时，海上拖救车
赶到，战车被安全拖上了岸。

危急时刻，三道指令成功化险为
夷，张传琦何以如此冷静专业处置险
情？对此，熟悉他的人却并不觉得奇
怪。旅领导介绍，张传琦是该集团军
唯一一名包揽通信、射击、驾驶三大
装甲专业特级的车长。
“爱军精武本领强，传琦不愧是

‘传奇’！”走下战车，岸上官兵送来热
烈掌声，旅参谋长钟水根对张传琦竖
起大拇指。

三道指令化险为夷
■谢权鑫 邱瑞清

一线直播间

新训结束下连后，我一直表现平平，
训练成绩不突出，理论学习也乏善可陈。
本以为这种状态会一直延续下去，却没想
到在和指导员谈心之后迎来转变。

两个多月前，指导员与我们几名列
兵逐个谈心。指导员和我刚聊了两句，
就接到电话，当我听到指导员用熟悉的
乡音打电话时，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
等指导员挂断电话，我情不自禁地说：
“指导员，原来咱是老乡啊！”指导员爽
朗地笑了，用家乡话鼓励我好好干。

自打那次谈心之后，受到鼓励的我
干劲十足。为提高训练成绩，我经常早
起跑步，几次与同在跑步的指导员巧
遇，我俩便组成了“跑团”。受指导员影
响，我对理论学习的兴趣也愈发浓厚，
经常找他请教学习中的疑惑。

一个多月后，我各项成绩突飞猛
进，不仅在五公里考核中取得了全连第
五名的成绩，还因理论考试取得满分而
被指导员推荐参加理论骨干集训。

然而，正当我“不用扬鞭自奋蹄”
时，连里竟传言我找指导员“攀老乡”。
“怎么总看见小张和指导员一起跑

步啊？”“当然是为了‘攀老乡’啊，这不
指导员都要培养小张当理论骨干了。”
战友们议论纷纷。每当我走向指导员
的房间，都会被人调侃：“哟，小张又去
‘跑亲戚’啦？”甚至连班长也劝导我说：
“甲伟啊，想进步是好事，但要凭自己的
实力，可别琢磨一些歪门邪道……”百
口莫辩的我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遭到误解使我心灰意冷，为了避嫌
我只好躲着指导员，不再早起跑步，也
不再找他请教问题，学习训练的劲头又
回到了从前。

或许是察觉到了我的异常，指导员
把我叫过去问道：“小张，你最近状态不
对啊？”看着指导员真诚的目光，我再也
憋不住心里的委屈，一股脑把苦水都倒
了出来。

指导员说：“成绩都是你自己奋斗

得来的，与咱俩是老乡没有任何关系，
立身正，就不怕影子斜！”

在当周的教育课上，指导员以“举
贤不避亲，实力才是硬道理”为题组织
了授课，指导员指出不能因地缘关系
而特殊关照，也不能为了避嫌而埋没
人才，一切都要靠实力说话。指导员
把我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一一摆
出，以清晰的事实驱散了大家心中的
“迷雾”。

自此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跑
团”，连队还成立了理论学习兴趣小组，
战友们在训练学习中奋勇争先，连队积
极向上的氛围愈加浓厚。

（周 伟整理）

指导员找我谈心之后
■第71集团军某旅列兵 张甲伟

某连战士小张因为情感问题向指

导员汇报思想，不料指导员却把此事当

成教育案例“晒”到自己微信朋友圈，并

配上文字“军恋需要更多的理解”。看

到指导员的朋友圈，小张觉得自己的隐

私被暴露，情绪本来就低落的他，变得

更加消极。

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速度非常

快，骨干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出一条

战士训练受伤的消息，或许要不了

几分钟就会被远在千里之外的战士

父母看到；干部在某个战士微信朋

友圈里的点评，就有可能变成人人

皆知的“组织鉴定”……诸如此类，

不仅给当事人带来烦恼，对官兵关

系也产生冲击。

今天，我们“晒”在微信朋友圈里那

些关于战友的喜与乐，或许并非出于恶

意，我们写在网络新闻里那些官兵的故

事，大多也是事实。但这样的方式，战

友是否喜欢？会不会热了网络，寒了兵

心？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带兵人

思考。

罗曼·罗兰曾说：“每个人的记忆

里，都有一座埋葬记忆的小岛，永不向

人打开。”对于正处于成长阶段的年轻

官兵来说，他们有太多的故事，不愿意

被拿出来分享。作为身边战友，我们每

个人都有义务去守卫这座“小岛”，呵护

他们的成长，而不能在他们毫无准备时

闯进这座“小岛”，甚至把“小岛”上的故

事“晒”于公众面前。如此，只会辜负战

友对你的信任，关上向你敞开的心灵之

门。

在日常工作和学习生活中，我们须

谨慎对待身边战友的故事，避免“无意

侵犯”“善意侵犯”，给彼此多留一方空

间，划出文明交往“一米线”。对于每名

官兵而言，这既是对战友的尊重，更是

对自己的负责。

战友故事莫乱“晒”
■洪庆任

记者探营

基层之声

少数基层单位迎检时，利用时间差
“钻空子”，把问题“压缩”，形成表面精致
的假象。等检查一过，又是一番“解压
缩”操作，隐藏的问题又纷纷暴露出来，
甚至会愈演愈烈,助长了不正之风不说，
还给以后的工作埋下隐患。

机关检查基层，本是把脉看病，
现在反而被基层把“脉”给把准了。

寻根究底，还是工作方式方法的问
题。机关检查有“套路”，时间一久，
基层自然而然就有了“反套路”，两边
心照不宣，套来套去，就是套不中问
题，让检查指导失去了本意，流于形
式、走了过场。

检查工作需要看到基层的真实情
况，需要发现存在的真实问题，想要把好

脉、把准脉，就需要检查部门去掉表面那
层“伪精致”的滤镜，不提前通气打招呼，
不听“流光溢彩”的汇报，不走设计好的
线路，深入一线、走进兵中去摸实情。毕
竟，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战友们，
你们觉得呢？

文/杨希圆、唐 懿 图/王成滨、任

增荣

别让“假精致”毁了真战力

透视“脖子以下”改革·基层观澜①

7月初，皓月当空，一架架“战鹰”伴
着夜色相继“归巢”。在过去的 7小时
里，第 74 集团军某旅直升机连连长胡
典松带领连队高标准完成了一场高强
度跨昼夜飞行训练。

走下战机，胡典松征尘未洗，径直
赶回连队伏案总结经验。“忙打仗”已成
为这名飞行连长的工作常态。

作为该旅“脖子以下”改革后上
任的首批飞行连长，胡典松始终感觉
到一股无形的压力。这份压力，倒逼
他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次外出执行任
务，文件袋里总要放上一份“飞行连
长岗位‘能力清单’”；每次训练归来，
都要对照训练情况更新“能力清单”。

上任以来，胡典松驾驶“战鹰”跨
越戈壁大洋，“能力清单”越写越长。
从最初的一页纸到现在的一沓表格，
清晰地记录了他的成长轨迹，也见证
着“脖子以下”改革以来陆航部队力
量建设的不断发展壮大。
“这是两年前我刚当连长那会儿

的‘能力清单’，写‘能力清单’这个
习惯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养成的。”在
连队，胡典松拿起文件夹最下面一
页泛黄发皱的纸说，“当时，初次担
任飞行连长，一股深深的能力恐慌
感弥漫心头。新组建的飞行连工作
该怎么抓？飞行连长应具备哪些能
力？如何‘跑步进战位’？说实话，
能不能干好这个连长，当时自己心
里确实没底。”
“心里没底，是因为身子进入了

新体制，脑子还停留在旧观念上。”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胡典松对照新
大纲和飞行连长岗位职责，给自己
算了一笔账：从熟悉新大纲到学习
军兵种作战知识、从练飞行技术到
编排连队战术，自己急需补齐的能
力短板涉及技能、战术、指挥等多个
方面。最终，在连队飞行教员的帮
助下，他给自己拟定了第一份“飞行
连长岗位‘能力清单’”。
“这一张是调整改革半年时列出

的‘能力清单’，当时工作刚上轨道，
也是连队最忙的时候。”胡典松对一
张写满备注的“能力清单”印象格外
深刻。他感慨道，部队调整组建前，
身为飞行中队长的他，考虑更多的是
怎么练好飞行技术。然而，当上飞行
连长不足半年，他就开始走进演习
“中军帐”规划航线、组织指挥，一切
都变成了“跑步走”。
“新大纲对连级飞行指挥员筹

划、组织战斗行动的能力提出了更
高要求。”胡典松说，那年中秋佳节，
他特意选择留在连队，那一晚更新
完“能力清单”，他感觉肩头的责任
又重了几分。为了督促自己尽快适
应工作，那段时间他还将“能力清
单”挂在办公室的墙壁上，一进门就
能看到，既是为了鞭策自己，也是为
下一步工作明确方向。

高难度自由空战、高原实弹射击、
奔赴异国他乡参加联演联训……工作
越来越忙，战味越来越浓。“脖子以下”

改革以来，每完成一项考核，胡典松就
在“能力清单”上的条目后面画一个
圈；每经过一次任务检验，他就用红笔
在条目上打个对勾。虽然胡典松“能
力清单”上的“圈”和“对勾”越来越多，
但他心头的那份紧迫感却一刻也没有
放下。
“以前，我们把训练重心放在飞

行技术上；现在，空中突防、机降突击
和搜索营救等战术课目逐渐成为连
队训练的‘重头戏’。”胡典松指着最
长的一张“能力清单”说，对飞行连长
来说，变化的不仅仅是技术难度。如
今，组织一次空地协同训练，飞行连
长不仅要飞好自己的长机，还要选择
突击航线、自主判明情况，时刻考虑
到地面部队的战斗行动。
“责任重了，常感觉现有的本领

不够用。”谈起转型重塑，胡典松坦
言，改革对基层单位带来最深刻的影
响是“一路追赶、不敢停歇”的紧迫
感。自己只有主动加班加点赶着学，
不断更新“能力清单”，才能弥补“能
力差”。

胡典松告诉记者，如今，连队每
名飞行员都有“能力清单”，一张张
个人“能力清单”汇成连队总的“能
力清单”。

长途转场能力有所提高、陌生地
域执行任务的经验得到丰富、指挥协
同本领得到加强……随着一张张飞
行员个人“能力清单”铺开，调整组建
以来的连队“成长航迹”也跃然纸上。

从“飞行中队长”到“飞行连长”，第 74集团军某旅直升机连连长胡典
松经历的不仅是岗位名称的变化，更是一次换羽般的能力重塑—

一名飞行连长的“能力清单”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周天宇 许浩杰

2016年 12月 2日至 3日，中央军委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工作会议召
开，“脖子以下”改革大幕正式开启。两年多过去了，改革给部队带来最深刻的影
响是什么？从某种角度上看，答案就藏在每名官兵的转型成长里。即日起，本版
聚焦几名普通官兵的成长轨迹，透视人民军队改革强军的生动实践。

——编 者

7月上旬，陆军某旅组织特战队员进行高空跳伞训练。临近离机，特战六连下士张

凯伦（右）心里越发紧张，该连副小队长杨鲁厚看到后抓住张凯伦的手，给他点赞加油。

这个小小的举动鼓舞了张凯伦的勇气，他克服心理障碍，顺利完成跳伞。

肖腾达摄加油，兄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