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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第 74 集团军某旅野外驻
训场出现新景观：某营官兵接到转场命
令后，迅即携带个人物资、武器装备开
赴指定地域，并未将野营帐篷、野战厕
所、战备库室等驻训基础设施整理带
走；而一天之内，另一个营的官兵赶到
此地，借助现有场地随即展开宿营和训
练，无需“另起炉灶”。
“今年野外驻训，旅党委决定设立

‘驻训村’，加大了训练场地和野营设施
的重复利用。”该旅一位分管训练的领
导告诉记者，以往，一到野外驻训，官兵
最头疼的事之一，就是如何在驻训地域
安营扎寨——除了训练场地整修、文化
氛围布设外，还得搭建各种配套设施。
有时，训练已开展数日，还不停抽调官
兵完善这些要素。

说起这个话题，炮兵营战士徐金
鑫也有一肚子苦水：有一次野外驻训，
营里光抽派骨干勘察合适的场地就耗
时近一个星期，而组织官兵搭设野营
帐篷、野战厕所等驻训基础设施又耗

费数日……前前后后，他们把近半个
月时间都耗费在了“安家”上。而最让
人郁闷的是：转场后，这一切又得从头
再来。
“不少训练时间都虚耗掉了。”采

访中，旅作训科参谋徐韬博掰着指头
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新大纲要求，担负
全训任务的各兵种专业分队野外驻训
时间每年不得少于 4个月，加之近年来
部队战备拉动越来越频繁，营盘转换
渐成常态，在这样的背景下，驻训、转
场反复“安营扎寨”，无疑占用了一部
分训练时间。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今年以来，
该旅党委依据相关规定，经过深入研
究，决定在多个地域设立相对固定的
“驻训村”，并进行配套建设，明确规
定，无论驻训还是转场，上一个单位搭
建的基础设施予以保留，给下一个单
位重复使用。

没承想，当拟订方案摆上党委议
战议训会时，顿时冒出一些反对的声

音：这样做会不会降低野外驻训的难
度、突出陌生地域和野外生存训练会
不会变成一纸空谈……为打消官兵
心中的疑惑，该旅进一步严格规范
“驻训村”的设置和布局，按照“换场
不撤场”的原则，设立 10 余种不同训
练环境的“驻训村”，以满足实战化练
兵需要。
“转换场地绝不是简单的‘换个

场地训练’。”记者踏访该旅数个“驻
训村”看到，复杂路况的驾驶训练场
硝烟四起、“敌情”不断的战术训练场
困境丛生……正在组织训练的某营
武装侦察连排长梁有忠深有感触地
说：“‘驻训村’训练环境条件构设经
常变，难度不断增加，不必担心有‘故
地重游’之感。”

据该旅统计显示，“驻训村”设立
以来，共承担了 10 多个单位的驻训以
及集训任务，节省了大量训练时间，盘
活了训练资源，全旅的训练质效大幅
提升。

随着野外驻训成为部队常态，第74集团军某旅探索设立“驻训村”——

安营扎寨无需“另起炉灶”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吕雪飞 李珏宏

Mark军营

7月31日，西部战区某旅在海拔4200米的雪域高原组织防空兵实弹射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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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驻训进行时④

盛夏时节，骄阳似火。记者来到位
于戈壁深处的新疆军区某机步团野外
驻训地采访，但见官兵们热情高涨，带
有实战背景的战术训练充满硝烟味。

休息时，记者来到二营炮兵连生活
区，在迷彩伪装网下看到这样一番景象：
左边是用方砖搭建的简易棋桌，右边是一
个乒乓球桌，一群官兵正聚集于此放松娱
乐缓解训练压力。指着这块根据连队官
兵特点量身打造的区域，该连连长王冰雷
兴致勃勃地介绍，今年野外驻训，除一些
基本内务外，上级不再统一要求方方面面
都“一副面孔”，各单位在利于战备、方便生
活的基础上，可以自行定夺驻训布设。

缘何有此改变？该团宣传股股长刘
今平讲起一段经历。两个月前，该团官
兵依照命令转场驻训，一天内便完成了
宿营伪装，不少战士激动地感慨：“这种

感觉像极了打仗！”然而，这股新鲜劲儿
还没过，郁闷的事紧随而来：不少营连在
统一各类野战库室摆放的过程中，为了
在迎检中出彩，想方设法刻意拔高标准。

果不其然，在随后的一次检查中，三
营由于野战俱乐部布设精美，得到机关
检查人员的一致认可。交班会上，团领
导还为此专门表扬了三营，“各单位要到
三营参观学习一下”。
“完了，又要干返工活，精心布置的

东西又要拆掉了。”参观完三营野战俱
乐部，二营中士李志超向刘股长倾倒苦
水：看这样子，器材室、储藏室、给养库
也得重新统一了！
“没想到，机关要求的整齐美观竟给

基层造成这么大负担。”将情况报告给团
领导后，刘股长进一步与官兵聊天了解
到，类似这种上级层层检查后不断改标

准、变要求的情况，让官兵疲惫不堪，每
次驻训进场、转场，官兵都要将大把时间
耗费在器材反复挪动、氛围反复布设上，
严重影响了工作训练的正常开展。

官兵恳谈会上，面对基层官兵的畅
所欲言，该团领导当即拍板，要求立即
停止当下刻意“统一”的行为，同时明
确：今后驻训的布设，由军务部门牵头，
按照相关法规规范一些基本内容，其余
由各营连自行统一；在不违背野外驻训
规定的前提下，各营连要提高主观能动
性，多想办法、多出主意，提升部队战
备、官兵训练水平。
“不搞层层统一，腾出时间专心研

究训练、开展训练。”采访中，二营教导
员付海林说，“团里的这一改变起到了
为基层松绑减负的效果，让部队有更充
足的精力投身练兵场。”

驻训布设不再“一时一变”
■本报特约记者 黄宗兴 特约通讯员 唐 帅

编余小议

有无违规对基层下发临时性通知，
有无擅自占用官兵节假日以及周末休
息时间……7月下旬，第 72集团军某旅
机关楼里，出现了一个“基层督导组”。
但见他们对照前期旅里制订的一条条
减负措施，一一探查机关各科室的相关
落实情况。
“以前，都是机关检查督导基层，

像这样反过来的情况，倒还是头一次
出现。”与战友检查完几个科室的落实
情况后，参与督导的战士王作州深有

感触地告诉笔者。为何要成立“基层
督导组”？该旅领导道出原委：前期，
他们围绕科学统筹、规范检查、精简会
议、保障权益等 11个方面制订了 36条
减压减负措施，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
中，他们发现，集合开会的次数少了，
可视频会议却多了；文电通知少了，可
电话通知又多了……凡此种种，让基
层官兵烦恼不已。
“之所以‘按下葫芦浮起瓢’，很大

一部分原因是缺乏常态监管机制。”问
题分析会上，该旅领导一针见血地指出
原因：显而易见，如果措施制定者在实
施过程中无人监督，那么落实起来便很
有可能走样变味。为解决这个问题，该

旅抽选基层责任心强的骨干成立“基层
督导组”，定期检查机关文电下发、公差
派遣等情况。
“‘基层督导组’动真格了。”让机关

干部没想到的是，在不久后召开的一次
旅交班会上，“基层督导组”对机关落实
减负不力的情况毫不留情地进行了如
实通报。会上，被通报“违规派遣公差”
的黄助理员涨红了脸，他当场承诺：以
后无论干什么工作都要按规定走、按规
矩办。

截至目前，该旅“基层督导组”已对
机关 5类 19项问题进行了督导，并提出
具体的整改意见，有力促进了机关作风
转变。

机关来了“基层督导组”
■江樾铭 庞钧铭

新闻前哨

前不久，第 83 集团军某旅在豫南
某野外驻训场展开一场战术对抗演
练。此役，作为全旅赫赫有名的“战术
专家”，某营装步八连三排代理排长、四
级军士长麻涛涛成竹在胸。
“前方发现‘敌’设障碍！”率队向

预定地域行进途中，面对突发情况，
麻涛涛果断见招拆招，命令早已“恭
候多时”的破障分队立即扑上去实施
破障。很快，一条宽 10 余米的通路被
打通。

而就在这时，麻涛涛又悄悄向官兵
下达了另一条指令：不久后将会遭“敌”
火器袭扰，各车组按照昨天研究的作战
方案做好准备。果不其然，他们还没行
进多远，“敌情”便如期而至，大家纷纷
称赞麻涛涛料事如神。

原来，在作战筹划阶段，麻涛涛仔
细研究演练方案发现：无论是机动路
线、“敌情”设置，还是打击手段、火力配
置，此次演练与以往一场演练相似度极
高。了解到这个情况后，麻涛涛将历年
演练的作业方案整理分析，总结归纳出
30余种“敌情”可能出现的时间、地点以
及相应的处置方法。

这个地方会出现道路阻断，这里
可能会有火力打击，这里会遇到短暂
袭扰……在随后召开的任务部署会
上，麻涛涛把演练每一个点位可能出
现的情况与大家详细分析，并制订了
对应的处置预案。

演练中，带着这些“锦囊妙计”，麻
涛涛和他的队员一路按预案前进，经过

一番“鏖战”，虽弹药消耗殆尽，却也即
将抵达预定地域。然而，就在此时，导
调组却下达了一个他们在预案中没有
考虑过的“敌情”：弹药补给组因误判地
形，致使己方暴露在“敌”方火力压制范
围内。
“按照以往的‘套路’，‘敌情’应

该是‘道路坍塌’才对啊！”这一刻，
连喊“没想到”的麻涛涛一下子乱了
阵脚，匆忙下达了“请求空中火力支
援”的指令。可由于提供的“敌情”信
息不完整，对策收效甚微，弹药补给
组很快便遭“敌”重创。没有了弹药
补给，几番缠斗后，麻涛涛很快败下
阵来。
“不按套路出牌啊！”走下战车，

麻涛涛败得有些不甘心。复盘讲评
会上，营长于魁伟一针见血地指出问
题：按照麻涛涛的水平，面对这样的
情况，本应当能作出合理的判断，为
啥处置不当？归根结底是因为他脑
子里有一种“脚本思维”，想当然地认
为一切都会按脚本走，最终吞下了失
利的苦果。

分析句句如锤，直抵官兵心窝。
于营长深入浅出的分析，让官兵深刻
地意识到，带着“假把式”走上演兵
场，最终只会是作茧自缚。从这以
后，麻涛涛和战友相约，一定要将精
力一门心思放在战法研究和提高自
身素质上来，凭真本事打赢接下来的
一场场战斗。

一场本该打赢的战斗，为啥输了
■曹志国 曹 洋 本报特约记者 康 克

在部分指挥员“五个不会”中，“不

会处置突发情况”是其典型表现。现代

战场复杂多变、瞬息万变，一名合格的

指挥员应该审时度势，变中求变，以变

应变。但在练兵备战实践中，类似文中

提到的案例层出不穷、不胜枚举——没

有脚本不会指挥作战，不搞摆练不会排

兵布阵，突发情况不会临机处置等等，

好像得了同一种“怪病”。究其根源，一

个重要原因是某些滞后的训练理念、刻

板的组训方法、陈旧的考核方式把指挥

员练僵了，把官兵练笨了，把原本机动

灵活的战略战术练成了一成不变、一潭

死水。

正如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

叶，世上也没有两场完全相同的战

争。练兵备战打仗贵在“实”，也贵在

“活”，更胜在“活”。千万不要自缚手

脚、自陷窠臼、自带枷锁，丧失了应有

的灵性和锐气。

是什么捆住了“临机处置”的手脚
■第83集团军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王道峰

画外音

潜望镜

8月上旬，昆仑

之巅，第77集团军某

旅首次在高海拔地区

展开多伞型、多高度

伞降训练，锤炼部队

高寒山地空降突击能

力。“第1架次第4名

跳伞员胡小东着陆安

全！”这不，成功完成

人生第一次 1200米

翼伞实跳，中士胡小

东兴奋地向地面指挥

员报告。

刘兵、丁涛摄影

报道

首跳成功

闪耀演兵场

两则新闻的异曲同工之处在于，都

在围绕野外驻训做减法。在当代管理

大师迈克尔·波特《管理就这么简单》一

书中，曾阐述过这样一个道理：企业家

总是想着“应该多做些什么”，而很少考

虑“能否少做些什么”。

其实，工作中的加减不过是有形的

表象，背后实则是精力投放的比重。有

人曾说，把精力投向练兵备战，再累也

不苦，可要是放在一些“瓶瓶罐罐”、无

谓事务上，多一点都烦。然而，令人担

忧的是，在对于练兵备战明明是空转虚

耗的事情上，有些人知其有害无益，却

仍乐此不疲。

曾几何时，笔者在某部队野外驻

训场，见到过令人诧异的一幕：一张张

迷彩伪装网外全无点缀，充满浓浓战

味，可走进去一瞧却别有洞天，处处可

见用颜料、砂石、彩旗布设的好看装

潢。有官兵私下戏谑：这真是假装在

打仗！

槽声如雷，值得深省。何止是野

外驻训，在其它工作中，我们也要反

思：还有多少明知故犯的想法，还有多

少知错就错的行为……凡此种种，无

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也好，和平积弊

也罢，都要形成人人喊打、露头就打的

氛围，拿出壮士断腕、刀口向内的勇

气，有种立行立改、见底归零的狠劲，

来一个彻底的扭转和改观。

给“明知故犯”狠狠一击
■邓东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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