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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样本

吃饭穿衣也要符合打仗要求！
面对沈阳联勤保障中心第 966医院

的创新之举，记者陷入深思：大力推进实
战化训练，锻造部队能打仗、打胜仗能
力，是当前全军各部队面临的一项重大
而紧迫的任务，也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
系统工程。

推进实战化训练，必须改掉不符合
实战要求的习惯做法、沉疴积弊。如今，
还有哪些习惯没有纠治？还有哪些积弊
需要消除？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深入多
个基层部队进行调研采访。

不倒出鞋里的沙粒，

就翻不过实战的“大山”

“忽略了战场实际，平时训练成绩再
好也没用！”第 79集团军某旅王牌炮长、
“翠岗红旗连”四级军士长王权利怎么也
想不到，自己竟然在最拿手的单兵综合
作业上失手了。
“一个月后按照新大纲标准进行专业

考核！”今年初，连长许路宣布的消息让战
士们的心都提了起来。大家都担心的事，
在王权利看来却是小菜一碟。在之前的
考核中，王权利是何等风光——单兵综合
作业用时整整甩了第二名1分钟。
“这不是三指捏田螺——手拿把掐

的事嘛！”可王权利却忽略了一条新规
定：新大纲要求部分课目训练人员作业
时的心率达到110次/分钟以上。

考核中，由于心跳较快，在操作台上
装定分划时，王权利的手不自觉抖了一
下。就是这一抖，导致原本一次就能够
装定好的分划装了两次，时间耽误了十
几秒。

考核结果可想而知，王权利以总成
绩0.33分之差，与第一名失之交臂。
“不倒出鞋里的沙粒，翻不过实战的

‘大山’，未来信息化战争容不得半点沉
疴积弊。”调查中，该旅领导发现，不少官
兵实战化意识不强，源于没有走出自己
的舒适区，还在用旧习惯去适应新战场。

前不久，该旅组织班排台站协同考
核。一连考核接近尾声时，二连正组织
导调火炮准备进入待考区。这时，导调
员突然将对讲机调整至三连工作信道，
并下达考核命令，这一下可让三连官兵
慌了手脚。

由于雨后场地泥泞，加上原本估计
的考核时间是在下午，导致三连装配载
用的背囊和单兵帐篷还整齐地摆放在宿
营帐篷里，仓促应战的三连在物资装配
载这个环节上整体超时1分钟。
“往年考核不都是按照建制序列

吗？”三连官兵自觉输得委屈，可导调员

的一句话却把三连官兵弄了个大红脸：
“敌人难道会按照建制序列攻击？”

有过类似尴尬的，还有下士刘东
雨。以往在拆卸炮闩这个课目上，刘东
雨未尝败绩。原因无他，凭借入伍前在
工厂学习的经验，他习惯性地将炮闩中
间零件结合紧密的部分打磨平滑，效果
不亚于上了一层润滑油。

可在一次考核中，刘东雨却吃了
亏。按照新大纲规定，炮手与瞄准手专
业进行融合，时间变得更加宽松，但要求
参考人员将炮闩装到炮上。

由于平日里重技能轻体能，和刘东
雨一组的两个人使尽全身力气才勉强将
炮闩装上，险些超出了考核时间。原本
以为有惊无险，结果在考核员检查炮闩
时，还是发现了情况。炮闩内部磨损严
重，导致击针突出量不达标，技术检查判
定为难以击发，成绩不及格。

刘东雨不服气，去找考核员理论，得
到的答复让他无言以对：“如果不是在考
核中加了这项检查，你的问题还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暴露出来。若是打起仗来，
那就吃大亏了。”

捅破了习以为常的“窗户纸”，大家
发现了一系列训练场上不符合实战的习
惯性做法带来的诸多弊端。“如果平时训
练用虚劲、耍花枪，未来战场就要吃苦头
甚至打败仗。”回想起自己之前的训练方
式，刘东雨感到非常后悔。

一次成功是侥幸，两

次成功靠运气，三次失败

是必然

“假如战争明天来临，你准备好了
吗？”

一份调查问卷，让某旅领导的眉头
拧成了疙瘩：33%的官兵觉得战争离自
己还很遥远，存在“打不起来”的思想；
43%的官兵习惯把战场当成竞技场，采
用“弃车保帅”“田忌赛马”等方式参加考
核比武和演习。

前不久，该旅组织阶段性专业考核，
在通过炮火封锁区这一必考课目中，由
于场地泥泞、驾驶难度大，排长刘星楠受
领任务后，虽然计算出每次通过封锁区
的火炮为两门，但为了保险起见，还是习
惯性地一次只让一门火炮通过。

虽然火炮最终全部安全通过，但成
绩却被判定不合格。“我的火炮全部安全
通过，为什么不合格？”裁判员一句话，让
刘星楠恍然大悟：“你的做法虽然保证了
自身的火炮安全，却占用了后续梯队的
通过时间，迟滞了作战行动的时间。”

“过于追求‘保险’，以为考核中扣的
几分可以通过其他课目找回来，这种思
想在官兵中普遍存在。”该旅领导说，“战
场无亚军，敌人怎么可能给你亡羊补牢
的机会？”
“素练之卒，不如久战之兵。”我们必

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官兵缺少的不仅是
“素练”，更多的则是战场意识不够。一位
曾在朱日和演兵场率部夺魁的指挥员一
针见血地指出：朱日和演兵场上，“蓝军”
之所以能够取得32胜1负的战绩，靠的不
是在某个装备的使用上计较一分一厘，而
是对战场的把控与熟悉程度。

这位指挥员还提到，与朱日和类似，
美军也有一个承担着实战化训练任务的
训练基地——欧文堡基地。在那里，训
练中的一切都以实战标准进行。从抵达
训练基地的那一刻，战斗就打响了。那
里的官兵会发现，他们几乎没有睡眠时
间，不仅要频繁地进行装备整修与战术
部署，还要对付如幽灵般的假想敌。一
位参加演习的美军中士说：“到目前为
止，我和我的战友们已经连续两天一夜
没有合眼了，而那些在战车上的弟兄们
的情况比我还糟糕！”

战场上的角逐，往往始于意识形态
的较量。“有些训练看似练得很扎实，实
则脱离实战背景，难不住自己，更吓不退
敌人。”交流中，某旅领导告诉官兵，“一
次成功是侥幸，两次成功靠运气，三次失

败是必然。把训练场当成战场，把每一
次训练当成打仗，才能够在未来战争中
克敌制胜。”

从“素练之卒”到“久

战之兵”，实战化训练还

有更长的路要走

“钢盔下套了一顶毛线帽，这是谁规
定的着装规范？”年初休假归来，某部七
连指导员李小龙刚走上训练场，就被全
连官兵的着装整得一愣。
“今天驻地气温骤降，这个着装可是

机关要求的。”尽管连长及时提醒，但看着
大伙“大帽套小帽”的样子，李小龙还是忍
不住想搞一次军容风纪教育。可随队训
练不过一个小时，李小龙的想法变了——
冷空气不断侵袭，让不保暖的钢盔逐渐变
成了一块“冰疙瘩”，他只好趁着训练间隙
跑回宿舍套上了一顶毛线帽。

如果保暖措施不做好，战斗力就无
从谈起。记者踏访多支部队看到，在新
大纲规范下，聚焦实战的训练做法不断
延伸到野外驻训场演兵场。
“实战化的重点在‘化’！越是深入

推进实战化，就越需要全部心思向打仗
聚焦，摒弃与打仗无关的条条框框。”某
旅领导介绍，不仅是钢盔下套上了毛线
帽，按照实战化要求，全旅还出现了许多
新气象。

7月中旬，烈日当空，暑气扑面。可
正在训练的侦察连官兵却身着冬季荒漠
迷彩作训服。
“这是夏天，部队早已换装夏季丛林

迷彩服，为何还穿冬季迷彩服？”面对记
者疑问，旅领导介绍，这次训练任务需要
穿越荒漠地带，自然要按战场环境穿
衣。今年驻训，他们紧贴战场环境落实
被装保障和着装规定，改变了单纯按季
节着装的习惯做法。

战斗着装重统一轻实战，被装保障
重季节需求轻战场需求……这是过去该
旅存在的问题。如今，他们将保障物资
发放由按时间节点发放改为按各分队训
练需求发放，荒漠迷彩作训服及配套头
盔等冬季保障物资也出现在夏季驻训被
装保障明细表中。
“夏天穿丛林迷彩，冬天穿荒漠迷

彩，这些做法早已成为官兵脑中的思维
定式，可恰恰是这些习惯性做法，很可能
会让我们在战场上吃败仗。”如何打破陈
规？该旅官兵思想很统一，那就是一切
都按照打仗的标准来衡量。

变化正悄然发生。在刚刚结束的疏
散隐蔽这个考核课目中，考核员在检查
四连二班的伪装构工中看到了这样一
幕：过去伪装架设，由于火炮配件多，伪
装网极易发生刮碰，严重影响伪装时
间。这次，二班在四角固定地钉和火炮
之间连接背包绳，改变了伪装网的架设
步骤，有效避免了刮碰。

仅仅是一根背包绳，便使他们比优
秀时间提前一分钟架设完毕。这是创新
还是投机？考核组的态度颇能说明问
题：给二班总成绩加 5分，以鼓励他们的
创新做法。考核员说，是创新还是投机，
区别就在于是否符合实战需求，这种做
法无疑也为那些墨守成规的班级树立了
一个实战导向。

和平时期，从“素练之卒”到“久战之
兵”，我们的实战化训练还有很长一段路
要走。但记者相信，只要把实战化训练
坚持下去，把实战化意识根植于每一名
官兵心中，我们离“能打仗、打胜仗”的目
标就会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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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兵场上，我们还有多少“习以为常”
■本报记者 刘建伟 宋子洵 通讯员 李玲玲

平时训练吃上战时食品！
午饭时间，记者在沈阳联勤保障中

心第 966 医院训练场看到新奇一幕：一
群身着绿迷彩、外套白大褂的官兵正三
五成群围坐在帐篷里，兴致勃勃地吃着
单兵自热食品：肉罐头炒时令蔬菜、梅菜
扣肉饭、肉丝拌面……

以往在演习和驻训时才亮相的战备
食品，怎么官兵平时就吃上了？带着这
一疑问，记者找到该院院务处助理员楚
峰林。

原来，去年夏天，由于驻地降雨频

繁，原定的驻训计划一再推迟，导致部
分战备粮没能及时消耗掉，过期变了
质。
“这不仅浪费了资源，更是和平积弊

的一种表现。”该院领导深刻反思后感
到，长期和平环境让官兵远离战场，养成
了不少惯性思维。如果用打仗的思维和
眼光来审视，这些惯性思维就会变得格
格不入。

无独有偶。前不久，该院组织野战
医疗队临机拉动。出发前，几名女兵嫌
带战备粮麻烦，把下发的单兵自热食品

藏在了床头柜里。理由很简单，单兵自
热食品要等待 15分钟才能入口，可是泡
面火腿肠 5分钟就能搞定，怎么算都比
吃自热食品方便。

让她们没想到的是，部队这一驻训
就是一周。带来的东西吃完了，她们只
能跟战友蹭饭吃……

“别看只是几包单兵干粮，也是不可
忽视的打赢细节！以后，吃战备粮的习
惯必须养成。”驻训总结大会上，医院领
导用这两个事例教育大家，吃饭也要符
合打仗要求。他们要求保障部门合理安
排饮食保障，训练部门查找纠治战备过
程中不符合实战要求的做法，官兵的战

备意识明显提升。
该院领导在座谈和问卷调查中发

现，不少官兵没有食用过单兵自热食品，
存在不会吃、着急吃导致夹生饭等问题，
不利于官兵健康和行军打仗的要求。为
合理消耗战备粮，让官兵更好地养成实
战意识、适应战场环境，医院专门召开党

委会，研究出台规定：严格按照“平战结
合，分级负责，保质保量，推陈储新”的原
则，改变以往战备粮只在部队野外驻训、
远程机动、重大演习等时机吃几天的习
惯，结合日常训练和上级检查验收等时
机，组织官兵食用战备粮，变偶尔吃为定
期吃。

平时也吃战备粮。一个看似细微的
变化，却给医院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波。
该院举一反三，多措并举，使官兵在日常
生活和工作中，时时处处养成随时准备
打仗的实战意识。

战备干粮，平时也该吃一吃
■本报记者 刘建伟 通讯员 李玲玲 张 宁

采写这篇稿件，记者不由得想起了

一个故事：一个剃头学徒在冬瓜上练

手，每次剃完后都将剃头刀插在瓜上。

结果出师后，他给人剃完头习惯性地把

刀插在了人脑袋上。

显而易见，剃头学徒这样做不见得

是他智商低，而是因为他日常不经意间

养成了坏习惯。由此可见，一些不符合

实战要求的习惯，我们越是习以为常，

其危害就越大。

众所周知，所谓习惯，其实就是一

种经过长期培养历练而形成的自然而

然的状态。习以为常，则是对那些不好

的习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全军各级

在推进实战化训练中，如果也对这样的

坏习惯习以为常，在未来战场就难免会

出现剃头学徒的习惯性做法。

和平是军人所盼，却又是军人最大

的敌人。承平日久，一旦“硝烟味”日

淡、“生活味”渐浓，部队难免会滋生出

类似的习惯性做法。比如，部队射击训

练时铺雨衣、铺垫子，抓训练时刻意强

调整齐划一，标图和拟制文书时过分强

调字体大小、线条粗细……

这些习惯虽小，但上了战场，都是

不得了的大事。甚至可以说，一支军队

的衰败，大都是从滋生这些和平积弊开

始的。而军事训练作为未来战争的预

演，来不得半点飘浮和虚假。前几年，

全军开展战斗力标准大讨论，强化了官

兵随时准备打仗的思想，使部队实战化

训练水平不断提高。但我们必须清醒

认识到，一些习以为常的现象，不仅在

有些单位依然存在，而且在军队建设发

展过程中，还会不断滋生新的习以为常

的“变种”。

可以说，推进实战化训练强化打仗

思维的过程，就是与这些习以为常的不

良习惯做斗争的过程。我们必须深刻

认识到，和平积弊不除，备战打仗无

望。如果我们嘴上喊的是“首战用我，

用我必胜”，而心里想的却是“仗打不起

来，打起来也轮不到我”，那练兵备战工

作就紧不起来、实不起来。心思不在战

场，只会导致工作不在状态；以不打仗

的心态作打仗的准备，就不可能真正做

到聚精会神想打仗的事情、抓打仗的准

备。

“凡国之重也，必待兵之胜也。”

一支部队的实战化水平高不高，首先

取决于其战斗队思想打得牢不牢。

今天我们在训练场上暴露出问题不

可怕，可怕的是将这些问题带上未来

战场。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平时的

演习训练，目的不是为了证明“我能

行”，而是以战争意识、敌情意识、忧

患意识查找“哪里不行”，确保未来战

场“真能行”。

那些习以为常的坏习惯，无疑是

“哪里不行”中首当其冲要坚决清除

的。毛主席曾把“盲目地表面上全无

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称之为“怠

工的最妙方法”。在战争来临前的每

一天里，怎么清除习以为常的坏习惯、

绷紧打仗这根弦、锻炼能打胜仗的能

力，需要我们每名军人深思反省，探索

努力。

心理学巨匠威廉·詹姆士说：“播下

一个行动，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

惯，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收获

一种命运。”知弊后勇，除弊兴训。只

有以真打实备的备战思想，拿出坚决清

除和平积弊的行动，才能推动实战化训

练向纵深挺进。

别让“剃头刀插冬瓜”成了习惯
■刘建伟 张 宁

陆军各部队实战化演练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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