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探营·减负进行时

9 月下旬，看着电脑屏幕上显示
的关于某新型远程火箭炮实弹射击的
两项训练成果已经定稿，并即将进行
推广，该旅某新型远火营副营长鲍兴
早已不似去年那般兴奋，反而多了几
分谨慎和忧虑。
“申报训练成果的建议早在去年

就向旅党委提过，可是未能通过。”
鲍兴告诉记者，多亏成果申报没通
过，今年的实弹射击中，去年的成果
被彻底推翻了。

去年 8月，该旅某新型远火迎来
列装之后的首次实弹射击，并取得了
战术背景下全流程连贯作业，首发精
确命中目标的好成绩。看着自己带的
兵一个个走上领奖台，兴奋之余，回
想起和新型远火打交道以来的艰辛历
程和走过的一个个弯路，鲍兴脑中突
然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能将
全营几年来的经验成果整理成册，指
导意义不言而喻。

整理成果的提议在营里很快通

过，然而在全旅的议训会上，一个并
不起眼的数据却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毁伤数据显示，此次实弹射击打出的
18 发炮弹中，最后一发偏离目标 1.6
公里。

1.6 公里的偏差，对远程火箭炮
而言也不算小，大家心里不禁犯起了
嘀咕。

有人认为天气影响、人为操作
甚至是装备本身，都有可能成为造
成偏差的原因；也有人认为偏离目
标的事实，让成果存在缺乏真实性
的可能。一边是指导手册在推进训
练进度上的独特优势，一边是训练
成绩距离成果推广的现实差距，怎
么办？
“数据信息失之毫厘，作战行动

就可能谬以千里，也有可能贻误战
机 。” 几 经 商 讨 ， 旅 党 委 最 终 决
定：训练成果按下不报，一年后再
行论证。

转眼，一年过去了。在今年一次

实弹射击训练中，该旅某连连长陈广
辉发现目标区的风向风速和发射阵地
有很大不同，从实际射击效果来看，
出现偏差绝非偶然。

根据实际射击效果，该旅紧急成
立攻关组，完善了“侦、控、打、
评”作战行动闭环。

最终，实弹射击打出满堂彩，旅
党委这才决定将新型远火的训练成果
进行推广。这段训练成果申报的波折
经历让鲍兴明白了两个道理：一是战
场容不得侥幸心理，复盘总结时每一
组数据都要经得起推敲；二是新成果
随时有可能被淘汰，只有不断在训练
中总结新经验，才能经得起未来战场
检验。
“多跟自己较劲，多跟成绩较

真！”这句话常被该旅官兵挂在嘴
边。这不，演训任务圆满完成的兴奋
劲儿还没过，官兵们就已经开始针对
演训中暴露出的专业协同上的短板展
开讨论了！

一份看似板上钉钉的新型远火训练成果，由于实弹射击
中最后一发偏离目标 1.6公里而推迟一年申报。为何？且听
北部战区陆军某旅党委的心声—

多跟自己较劲 多跟成绩较真
■本报记者 宋子洵 通讯员 刘星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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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7日凌晨，夜色如黛，刺耳的
警报声划破夜幕，静谧的营区瞬间沸
腾，战备拉动不期而至！我和战友们翻
身起床，奔向战位。

驾驶战车第一个到达集合地域，我
不由想起上周自己因为三张审批单而缺
席战备拉动的事。

那天，顺利完成步战车某科目考核
后，我驾驶战车返回营区，在装甲车场
将战车保养完毕后，再次对战车状况进
行检查，发现油表盘显示燃油不足。
“这个月我们担负战备值班任务，

必须马上把油加满！”我赶紧跑到机关
申请油料补充。审批完“油料需求
单”后，我一路猛跑到加油站核对各
项数据。

“装备型号×型，行程×公里，需
油料指标×个……数据无误！”油料管
理员将快速审批完的“油料指标签发
单”交给我，“你抓紧时间去机关审批
‘油料补充单’。”

战备拉动随时可能发生，必须跟时
间赛跑！我三步并作两步向机关跑去。
刚刚审批完“油料补充单”走出机关，
我的耳畔突然响起了警报声。
“糟糕，战备拉动开始了！真是怕

啥来啥！”来不及多想，我以百米冲刺
的速度往加油站跑去，心急火燎地带
着加油车来到装甲车场，催促油料管
理员争分夺秒把油加满，但最终还是
没能赶上战备拉动。想到连队战备出
动率因为一台战车的缺席而不达标，

我心里五味杂陈。
恰逢团组织机关基层双向讲评

会，我向机关反映了申请油料补充
程序繁琐的问题。不承想，一石激
起千层浪。“财务报销，要跑好几个
部门审签票据”“车辆派遣要经装备
管 理 股 等 多 个 单 位 签 字 ， 繁 琐 费
时”……会上不少战友谈起了各自
遭遇的“烦恼”。

会后，团里依据条令条例和各项规
章制度，在油料请领、财务报销、车辆
派遣、经费审批等方面简化审批程序、
缩短审批时限、下放审批权限。如今，
车辆加油只需填写一张“油料请领
单”，审批效率大大提高。

（徐 蕊、郑岳明整理）

战备拉动“败”给了三张审批单
■中部战区陆军某团上士 张俊鹏

值班员：第 73集团军某旅教导员

李 波

讲评时间：9月25日

今天，个别新任班长找到我，坦言近
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带兵危机”。

原来，老兵退役后，连队重新按编定
岗。新补充进班里的不少老士官与班长

相比，资历老、年龄大、威信高，导致不少
班长在管理上缺底气、工作上难放开、人
情上更是抹不开面子。如果对新老兵
“一碗水端平”，害怕老士官摆老资格不
服管理；如果一味迁就照顾，又担心其他
同志有意见。

新班长和老士官年龄军衔“倒挂”，
一方面考验新班长的能力素质，另一方

面也考验老士官的胸襟情怀。部队讲究
传承接续，新班长要发挥以上率下、模范
带头作用，向老士官虚心求教、主动取
经；老士官也要发挥专业精通、素质全面
优势，给新班长倾囊传授经验技巧。大
家要在工作中相互配合、生活上关心关
爱，一起为单位建设添砖加瓦。

（付孟哲、袁德坤整理）

年龄“倒挂”，管理不能“倒挂”

初秋时节，第 74 集团军某旅将思
想教育、安全保密、部队管理 3 个季度
性例会合并召开，机关相关业务科只派
1名负责人参加，各营也只用派 1名营
主官参加，会上大家均用“一句话”的方
式逐一报告工作，会议差不多一个小时
就开完了。

与此同时，在该旅训练场上，官兵们
训练热情高涨，战车飞奔驰骋。“现在参
会负担少了，训练时间更加充足，一个上
午至少能多组织一次连战术综合演练。”
刚走下演练场的突击车一连连长纪懿洋
感慨地说。

同样的情景，还出现在该旅每周的
大交班会上。与过去要求所有营连主官
都要参加大交班会不同的是，如今会上
只需各营 1名主官参加，其他基层主官
均按照计划展开训练。

这种改变，得益于一个多月前一名连
长在旅强军网上的吐槽。“机关交班，基层
‘发呆’。”这名连长反映，“本来每天的训
练时间就有限，还把大把时间花在交班会
上，哪还有时间督促提高训练质效？”
“减少层层陪会，把时间还给训练

场。”这名连长的吐槽，引起了该旅领导
重视。他们重新审视并修改交班制度，
下发《关于明确交班有关事项的通知》，
提倡开短会、说短话，一般会议用“一句
话”报告工作，控制在一小时内开完。
训练督导、部队管理、政治工作检查等

日常检查内容，也不用再在交班会上报
告，转由部队管理科分类汇总后直接下
发基层。

同时，该旅举一反三，尽可能合并内
容相似、时间相近的会议，严格控制参会
人员范围，将时间留给官兵。装步九连
连长王杰欣喜地说：“如今参会负担明显
减轻，我们再也不用担心训练时间没保
证了！”

会场上“冷冷清清”，训练场上热热
闹闹。据悉，近一个月来，该旅合并了
10多场会议，将 3个与基层关系不大的
会议控制在党委机关范围内组织。在第
三季度阶段性考核中，该旅官兵刷新了
3项考核纪录，7个连队训练成绩从过去
的总评良好跃升为总评优秀，官兵练兵
备战热情持续高涨。

一句话报告工作 一小时开完会议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谭 峻

士兵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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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前夕，火箭军某旅为25对新人举办集体婚礼，增强军人军属的

光荣感和自豪感。图为新人携手走过象征爱情永久的99米红毯，在战友

们的见证下步入婚姻殿堂。

刘王虎、焦梦梦摄影报道

爱的见证

“无愧于先辈的荣光，无愧于使命的重托！”10月7日，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4名参加国庆阅兵的官兵来到新兵营，激励

新兵积极进行自我淬炼，担负起强军兴军、报效祖国的重任。图为新兵代表向受阅官兵献花。 张正举摄

9月18日 星期三 晴

“张琦，七连三排九班……”9月 15
日上午 8时许，接兵干部宣布班级分配
情况后，中士班长谢世涛便成了新兵张
琦的首位军旅“领路人”。

张琦很惊喜，因为班长谢世涛竟然
向他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还热情地帮
他拿好行李。
“战友初次见面，敬个礼是应该的，

你见了干部骨干也要敬礼，条令有规
定。”一路上，谢世涛像兄长一样跟张琦
拉呱聊天。

俩人边走边聊，正好碰见前来慰
问新兵的新兵营营长蔡少荣。看着
身着作训服、脚蹬作战靴的蔡营长，
张琦羡慕地说道：“蔡营长的军靴真
‘帅气’！”

“那是作战靴，它的穿着方法和时
机可是有讲究的。新的共同条令规定，
着作训服，通常穿作战靴，裤口扣紧塞
入靴内，系带扎紧塞入靴内……”听着

谢世涛的介绍，张琦连连点头。
安顿好行囊，副班长曾贵城教新兵

们尝试叠“豆腐块”。闲谈时，张琦得知
来自贫困地区的曾贵城是今年新选取
的下士。由于今年大家的选改热情较
高，曾贵城曾一度担心自己转不了士
官。家里人托人打招呼、求照顾，没想
到，得到的答复是：“干得好不用找我也
能留，干得不好找谁都没用，决不允许
插手干预基层敏感事务。”
“后来，亲历营连严格按规定程序

展开选拔工作后，我悬着的心也落了
地。”曾贵城告诉张琦，经过公开公平公
正选拔，他因军政素质突出，如愿被选
取为初级士官。

中午时分，一阵嘹亮高亢的号音响
彻军营。曾贵城向张琦介绍说，今年 8
月 1日，新的司号制度正式施行，为的
是强化闻令而动、听令而行的行动自
觉，培养严守纪律、步调一致的良好作
风，激励勇猛顽强、敢打必胜的血性胆
魄。“要记住，号音就是命令，这是军营
最基本的规矩之一。”
“听吧，新征程号角吹响，强军目

标召唤在前方……”聆听着广播里传
来鼓舞人心的《强军战歌》，张琦和新
兵们一起走进饭堂。吃完丰盛的饭菜
后，他衷心赞叹道：“新兵连伙食真
好！”谢世涛告诉张琦，军队伙食有严
格的管理规定，新兵连有新兵连的标
准，演习期间有演习期间的标准，都要
严格执行。

食有标准，睡有规定。一天下来，
除叠“豆腐块”之外，新兵们的起床、洗
漱、操课、午睡、熄灯等作息时间也被安
排得妥妥当当。
“入伍前就知道部队规定多，没

想到这么细。”听见张琦这么说，谢世
涛赶紧正色道：“没有规矩，不成方
圆。既然来当兵，就要严格遵守部队
的规矩，没有那么多‘为什么’，照做
就是了。”

礼节、休假、内务、风气……一天下
来，张琦实打实感受到了军营里的清风
正气。“严守法规制度，严格依法办事，
养成一切行动听指挥的行动自觉，当个
严守规矩的好兵……”睡前，张琦在他
的日记里写道。

新兵张琦的“军规”初体验
■本报记者 赖文湧 通讯员 方 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