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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冠军，为啥也能入选先进事
迹报告团？

上个月，新疆军区某师遴选金牌
选手成立比武竞赛先进事迹报告团，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没有冠军头衔的
班长冯宝军也在其中。

对此，该师领导有自己的看法：荣
誉和先进不是第一名的“专利”，勇于
突破自我、挑战极限的典型同样值得
大家学习。

前不久，上级组织某项比武竞
赛，其中“快速机动”课目一直是该
师参赛官兵的短板。在准备阶段，
作为小组长的冯宝军迎难而上，主
动帮助队员制订训练计划，提高整
体协作能力。一次训练中，冯宝军
不慎扭伤脚踝，硬是靠着一只脚跳

着冲过了终点。尽管没能夺得冠
军，但他们在该课目的训练中已经
超越了自我。

有类似经历的何止是冯宝军。
数月前，该师某步兵团 9名官兵奔赴
某地备战新疆军区队属特种（侦察）
兵比武。下士张强为了提高武装攀
登成绩，自设障碍加大训练难度，仍
在比赛时因 0.18 秒之差与冠军失之
交臂；中士陈建华经过 50 公里强行
军后体力逼近极限，靠着毅力完成
最后 30 米崖壁攀登，双手鲜血淋漓，
却没能超越对手；排长王武红是全
团的训练尖子和体能教头，为夺第
一每天坚持加练到凌晨一两点，最
终依然稍逊一筹……
“战场无亚军”“争第一、扛红旗”

的精武信念早已深植脑海，比武没能
夺得金牌，参赛队员们感到对不起组
织和战友。为此，他们特地订了凌晨
抵达驻地的车票，想趁着夜色悄然归
队。没想到的是，晚上刚下车，队员们
就被一股热流包裹：官兵们站立在冷
风中整齐列队，欢迎他们归建。
“辛苦了，你们是团队的骄傲！”看

着团领导亲自献花，并送上热情的拥
抱，原本情绪低落的队员们眼里瞬间
噙满热泪。
“在精武强能的路上，奋力成就更

好的自己，不要给迷彩青春留下遗
憾。”走进野外驻训场展开宣讲，冯宝
军结合比武经历侃侃而谈，官兵们频
频点头、深受触动。谁说，他不是团队
的骄傲？

“没拿冠军，你仍是团队的骄傲”
■李梦奇 本报特约记者 黄宗兴

我们为团领导这样的话语感动：

没拿冠军，你们仍是团队的骄傲。

我们给孙营长这样的做法点赞：

载誉归来，先来一场检讨反思。

没拿冠军不是错，照样宣扬先进

事迹；得了冠军不自满，解剖问题见

筋骨。两则新闻背后的关联在于，眼

睛没有只盯着名次。

然而，正如文章中“落榜”参

赛队员的心理一样，过去我们总存

在这样一种惯性思维：第一无上光

荣，第二无人问津。现实中多数时

候也是如此：我们习惯把鲜花、掌

声、聚光灯送给冠军，而同样为此

拼尽全力的其他人似乎只能黯然离

场。

诚然，我们常说“战场无亚军”。

其实，真正制胜的眼光也应该能够穿

透冠军的光芒。“最大的敌人是自

己”，超越昨天的自己，练精胜战的本

领，有时比取得冠军重要得多。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不

必沉湎于昨日赛场的光环；“一万年太

久，只争朝夕”，惟有积极投身今天火

热的军事斗争准备。相信如果那一

天真的来临，我们定能召之即来、来

之能战、战之必胜。

制胜的眼光超越名次
■徐 鹏

啥？庆功会没开倒先来了个复盘
检讨！

前不久，第 81集团军某旅舟桥营
派出的代表队在上级组织的比武中发
挥出色，一举拿下多个单课目第一、舟
桥渡河编组总评第一的好成绩。可参
赛队员们没想到，载誉归来，营长孙磊
竟先拉着他们集体反思。
“这次比武过程中出现的多个失

误，我负有直接责任……”复盘会上，
孙磊第一个检讨发言，他刀口向内，

丝毫不回避问题。在孙磊的示范引
领下，参赛队员依次登台发言，摘金
夺银的喜悦瞬间被一条条见筋见骨
的剖析反思所覆盖。

编组人员协同不顺，战场救护用
时较长；人员心理过于紧张，门桥漕
渡出现失误；夜间按图行进基础薄
弱，定位找点模棱两可……随着检讨
反思逐步深入，共 4类 19 个问题被摆
上桌面。对此，他们采取分门别类、
限时整改的办法，对存在的短板弱项

逐一查根源、寻对策、定措施。
“比武考核不能只盯着成绩，即使

拿了冠军，如果不把暴露出来的问题
归零，那么下一次迎接我们的必然是
失败。”总结时，孙磊语重心长的一番
话受到了官兵们的一致认可。

会后，四级军士长焦乾龙有感而
发：当兵这么多年，庆功会变成检讨反
思会还是头一遭。面对这么多问题，
整改提高刻不容缓，必须趁热打铁查
漏补缺，用实力捍卫来之不易的荣誉。

载誉归来，先来一场检讨反思
■本报实习记者 张 旭 通讯员 江雨春

“你们的警戒哪去了？”7月上旬，
西部战区陆军某旅野外驻训场，一场
正在进行的班台战斗行动被前来检查
的作训科参谋刘帅当场叫停。

站长周志军赶紧对正在埋线的警
戒员李超使了个眼色，并下车向刘参
谋解释道：“刚才开设台站时过于匆

忙，地上的
线路还没来
得及用土埋
盖，我看警
戒员闲着也
是闲着，就

让他过来搭把手……”
战 场 上 每 个 战 位 都 需 要 人 坚

守 ， 岂 能 轻 易 安 排 警 戒 员 去 干 别
的事？
“没有警戒，要是遇到小股敌人

袭扰或敌方侦察怎么办？恐怕你们
还没反应过来就全被消灭了。”针对
周站长的错误行为，刘参谋当场进
行了纠正。
“没有敌情观念、战位意识，说到

底还是官兵脑中的和平积弊没有彻底
根除。”以此事为契机，该旅及时组织
官兵深入查找野外驻训演训中存在的

实际问题。紧急集合打提前量、架设
天线时位置一成不变、演练照搬“预
案”等 10多个与实战要求不符的问题
被逐一列出。对此，他们从训练、考
核、监督 3个方面制定务实举措，大
力纠治训练中的虚、慢、松、软、
假、粗等现象，树立实战化练兵的鲜
明导向。

聚焦实战练兵，瞄准打仗备战。
再次来到训练场检查，刘参谋发现，
面对他临机设置的突发情况，官兵们
临危不乱，见招拆招，实战化意识有
了明显提升。

随意差遣警戒，要不得！
■姜雪伟 王子阳

“夜训，哪来的强光束？”前不久，东
部战区陆军某旅作训科参谋卜欣到训
练场检查夜训情况时，发现密林深处发
出道道光束，不由心生疑惑。

他走近一瞧，只见两名战士编为
一组，一人手持彩旗在指挥员的口令
声中变换动作，另一人则打着手电观
察，在本子上记录。见机关来人检查，
连队干部热情地上前介绍，旗语一直
是连队的弱项，他们现在正利用夜训
时间“补课”。

谁知，面对热火朝天的夜训场景，
卜参谋不仅没有半句表扬，反而当场板

起了脸，“夜间光线条件不适合用旗语
传递信息，一旦采用照明手段，倒是极
有可能暴露自己。”“你们这是糊弄自
己，还是糊弄敌人？”

一席话把在场的连队干部问得面
红耳赤。
“要想练成‘夜老虎’，必须端正思

想认识，剔除训练场上的‘假把式’！”随
后，该旅以此事为例在基层开展“如何
提升夜训质量”的讨论，纠正官兵认识
偏差，并完善了夜间训练实施细则，严
格夜训标准，规范夜训秩序。

在 此 基 础 上 ，他 们 还 采 取 逐 单

位“过筛子”的方式，围绕军事训练、
执 勤 等 7 个 方 面 20 多 项 内 容 查 问
题 、找 弱 项 ，查 摆 出 18 个 不 符 合 实
战的“土规定”“土政策”，并将其全
部剔除。

不打招呼组织战备拉动、不设预
案实施战斗推演……翻阅近期的训练
计划表，笔者
欣喜地发现，
战 斗 力 标 准
已 贯 穿 到 该
旅 训 练 的 方
方面面。

夜间训练“旗语”，糊弄谁？
■靖 周

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明确部队所需
主副食品、药品等物资的标准数量，火
速送往保障点……上周五，在第 71 集
团军某旅的一次后勤保障单元动态联
演中，记者看到，该旅后勤部门在动散
条件下与地方仓储公司成功完成了对
接需求、运送物资、隐蔽交接等课目的
演练。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通过建立

军队后勤物资地方代储代运机制，我
们有效解决了军队后勤物资存储难、
管理难等问题。”演练现场，该旅保障
部部长王宏伟告诉记者，部队保障物
资的存储和输送向来是个难题，由于
物资种类多、数量大、储存时间长，屯
粮积菜、随队运输等老方法易造成物

资中途变质、过期浪费等情况，影响保
障效益。
“部队专心谋战练战，后勤保障我

们尽力分担。”去年年初，该旅党委依据
有关规划和政策与驻地政府携手，由政
府部门牵头遴选出 7家仓储技术先进、
市场信誉良好的企业，并与之签订《部
队部分物资应急采购代储保管协议》，
将肉制品、蔬菜、水果等易腐品交由地
方公司代储代运。

军队后勤保障用在平时，重在战
时。为了打通地方保障力量直达战场
的“绿色通道”，该旅一方面与驻地政
府、保障公司联合制订战时社会化保障
预案，协调地方公安机关对参与保障人
员进行政治考核，将保障单位能否完成

预案作为中标、签订合同的重要考量；
另一方面，常态开展保障单元军地协同
联演，使地方保障力量进一步对接战时
需求，确保军需物资采购、运输、交接等
重要环节高效运转。

把军民通用资源“引进来”，让社会
存量资源“活起来”。一次演习进入疏
散隐蔽阶段，部队分散配置在陌生地
域，负责蔬菜供给配送的公司全程伴随
保障，未出现一次补给延误，有效保障
了部队行军宿营。该旅军需营房科科
长徐亮告诉记者，引入后勤物资地方代
储代运机制以来，该旅每年节省储存、
运输成本 5万余元，部队战备出动时间
平均缩短 30 分钟，摆上官兵餐桌的主
副食品更加新鲜可口。

第71集团军某旅建立军队后勤物资地方代储代运机制

“后勤保障我们尽力分担”
■本报记者 陈 利 特约记者 刘吉强 通讯员 薛维高

今年5月，某单位组织特战比武，3

名特战队员分别取得了多个课目第一

名的好成绩。打那以后，每逢各类检

查、座谈时，他们就成了“座上宾”，忙于

辗转各种场合，疲于完成应接不暇的

“任务”。私下里，这些身边先进也表示

不堪重负，慨叹“何时才能‘轻装’前行，

带领战友再攀高峰”。

树立一个先进典型，就是传递一种

导向，旨在激发官兵们争先创优的积极

性、自觉性。但是，倘若总把先进人物

置于“镁光灯”下，既增加了压力又分散

了精力，久而久之，极可能导致他们黯

然失色、难以为继。

现实中，我们身边的先进典型，通常

在某一个领域有着出众表现。例如，理

论典型、训练典型、学习典型等等，然而，

他们也有实现全面发展的内在需要，也

希望有更多的时间通过持续努力，不仅

在擅长的专业领域继续领跑，还能在其

他方面获得综合跃升。

因此，我们应正确对待先进典

型，既要压担子，也要减负重、搭平

台，让他们轻装前行，有更大的成长

空间。同时，各级机关应该从长远考

量、从全局考虑，综合设计先进典型

的成长路径，充分发挥“酵母”和“种

子”作用，培养带动更多的基层人才，

催生凝聚强大的强军正能量，促进部

队建设水平持续向上向好。

行动是最好的示范。我们由衷希

望，在基层部队，先进典型能始终保持

“先进的生命力”。

请让先进保持“先进的生命力”
■谢 思 禄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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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下旬，在武警某部举行的夏季运动会上，机动中队下士刘磊凭借过硬

的军事素质，一路过关斩将，将单杠卷身上、实装通过200米障碍和搏击3个项

目的冠军收入囊中，实现了“三冠王”的梦想。载誉归来，战友们一拥而上，欢

呼着将他抛向空中。

龚泽玺、周瑞博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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