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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过后一山拦，一山拦住过一
山。”刚结束为期一个月的体能强化，
连队又马不停蹄投入伞降训练，第 73
集团军某旅特种侦察连指导员赵晓朋
在朋友圈里挥毫抒怀。

今年 5月，带着光环履职的赵晓朋
各项工作干得有声有色，他不仅将自
己的朋友圈开辟成了思想教育的新阵
地，在前不久旅里组织的授课比赛中，
更是一举摘得桂冠。

然而，赵晓朋有件事至今也没干
好：到连队这么久，他还没能总结提炼
出亮眼的连队精神。

开展主题教育中，为了夯实“四
铁”过硬部队的精神沃土，旅深入推进
“红色基因代代传”工程，提出旅营连
有代号徽标、连队有连魂连训连歌、班
排有战斗口号、个人有励志座右铭的
具体要求。本以为就是想几句标语口
号的事儿，可在落实的时候，赵晓朋发
现并没有那么简单。

旅队组建 27年来，历经多次编制
调整，许多连队都曾打散重组。特种

侦察连不仅没啥历史沿革，而且在新
组建的两年里，连队也没有取得特别
突出的成绩，虽然去年通过官兵努力，
他们刚刚被评为基层建设先进连队，
但在发扬传统、继承荣誉这一块，实在
是乏善可陈。
“指导员，凡事都讲究循序渐进，我

看，咱也不是非得总结出什么有亮点的
精神。”集纳官兵意见时，四级军士长汤
为龙深有感触地讲述了自己的一段经
历：前年，他从某师直属通信营调入特
种侦察连，从报务房里到太阳底下，汤
为龙一点点克服身体上的不适和心理
上的变化，这才融入了新连队。
“不少连队都有琅琅上口的连魂

连训，喊起来确实令人羡慕。”谈及此
事，赵晓朋不禁想起，前不久，他安排
因受伤病困扰而消极怠训的上等兵许
红标设计连徽，谁知，这项任务极大激
发了他的斗志，不仅主动申请参加海
上 10000米蛙泳考核，还取得了优异成
绩。许红标告诉赵晓朋，他的想法很
简单：不能给自己设计的连徽丢人！

“连魂连训、连徽连旗，作为传承
红色基因的载体，确实有着无法替代
的作用，但是也不必奔着‘高大上’，去
刻意总结提炼、费心制作。”汤为龙结
合自身经历说道，“这两年，我们虽然
没有喊连训、唱连歌，但点名时，答
‘到’的声音愈发铿锵有力；受领任务
时，一声声‘是’愈发坚决果敢；队伍解
散时，‘杀杀杀’的呐喊更加气冲牛斗、
震人心魄。这不正是我们一点一滴形
成的优良传统和蕴藏的连队精神吗？”
“踏踏实实干就行了，连队精神不

妨留给后人去总结。”和汤为龙一番交
流后，赵晓朋心里豁然开朗起来，两年
前，刚组建的连队还在为凝魂聚力发
愁，如今面貌已焕然一新，与其为总结
提炼亮点的精神发愁，倒不如多脚踏
实地干出点成绩。
“这里的人，自称战狼；这里的人，

血气方刚；这里的人，迎风奔跑，无惧
滚烫的太阳……”抛开不实的总结，赵
晓朋又一次在朋友圈里赋诗一首，收
获了连队官兵无数点赞。

●拥有研究生学历的指导员带着官兵苦思冥想，仍然没有总结提炼出亮眼的连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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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连队精神不必在字眼上纠结
■本报特约记者 徐 鹏 赵 欣 通讯员 蔡信炜

初秋季节，在武警内蒙古总队机动
支队刚刚结束的军事训练阶段考核中，
机动四中队取得了五公里武装越野、器
械等5个课目综合第二名的好成绩。

看着手中奖牌，中队长高亮深有感
触，成绩的取得是他们严格落实训练登
记统计制度，坚决挤掉数据中水分带来
的结果。

回想起去年年初的一段经历，高亮
至今仍记忆犹新。那时，他刚上任不久，
就迎来了第一场硬仗——支队第一季度
按纲建队考核。高亮心想“一定要给支
队领导留个好印象”，可在翻阅中队要事
日记时他却发现，训练参训率虽达到大
纲要求，但普遍偏低，这不禁让他皱起了
眉头。
“这样的数据怎么拿得出手？”高亮

仔细分析未参训人员情况，不由计上心

来。他将 2名住院治疗和 1名因故临时
请假回家的战士悄悄“塞”进了参训人数
中，使训练参训率提高了不少。

本以为这点“小动作”能够瞒天过
海，可让高亮意想不到的是，考核当天，
在查阅完训练软件后，考核组当场提出
要测试五公里武装越野。“怎么少了几个
人？”面对考核组的“火眼金睛”，高亮只
得道出实情。

伤病员算入参训人数、休假人员有
成绩记录、干部训练成绩都合格……经
过调查，考核组发现，类似训练登记统
计不真实不规范等问题在其他中队也
存在。
“归根结底还是政绩观树得不正、训

练观有偏差所致！”总结会上，该支队领
导的话一针见血。会后，支队党委一班
人将训练登记统计随意掺水的问题当作
典型案例，深入剖析原因、寻找对策。他
们及时开展政绩观教育，引导官兵认清
训练弄虚作假的危害，树立正确的训练
观；组织群众性大讨论，在揭短亮丑中统

一思想认识、压紧压实责任；完善按纲建
队考核考评机制，降低训练软件在考评
中所占比重，采取登记统计、现地考核相
互印证的方法组织考评。

同时，支队还成立多个训练督导
小组，深入训练场，实地检查训练落
实、按纲施训等情况，对训练中登记统
计弄虚作假情况进行严厉问责；对因
外出学习、探亲休假等未能参训参考
的官兵，集中组织补训补考，确保所有
官兵训练成绩真实有效、训练情况如
实记录在册。

高亮也主动认账领账，坚决摒弃投
机取巧、弄虚作假的做法，把更多精力投
入到研训组训施训中，并结合每次训练
考核成绩，对官兵进行动态编组，采取
“一对一”帮带和“过关升级”等方式，提
升中队训练水平。“训练参训率实事求
是，虽没有之前高，但训练成绩不降反
升！”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前不久的这
次军事训练阶段考核中，机动四中队打
了个漂亮的翻身仗。

挤挤训练登记统计的“水分”
■毛胜涛 张 宇

初秋时节，塞北高原狂风不止。待
风稍缓，第 81 集团军某旅坦克连排长
王波赶忙督促大家检查车辆装备。确
认车辆装备正常后，王波继续组织开展
战术训练。

风骤起，只听“咚”的一声闷响，坐
在副驾驶位置的中士李东吓了一个激
灵，赶忙叫驾驶员张震停车。
“排长，车出故障了，情况还不明。”

李东随即向王波报告。
王波带着技师简单排查后，便向机

关上报了情况，准备把车拖回车场鉴定
故障原因，进一步修理。
“风这么大，你们就不能避一避？

抓紧上报处理意见。”返回车场的路上，
王波就接到机关打来的电话。

问题还未查明，为啥催报处理意见？
王波看着李东和张震在一旁耷拉

着脑袋的委屈样子，安慰道：“先修车，

咱们一直是按规程操作的，如果‘板子’
打下来，这事我负责。”随后，王波抓紧
联系厂家做故障鉴定。

等待鉴定结果期间，王波又两次接
到机关要求上报处理意见的电话。“一
出问题就先想着问责，让基层担心受
罪。”王波心里虽有不满，却也只能婉言
拖延。
“排长，如果这次通报批评里有

我，请求连里给我换个岗位吧！”这两
天，张震想了很多，过去由于装备出问
题导致驾驶员一年白干甚至受到处分
的例子不断在脑海里浮现，感觉自己
没了心气儿。
“产品工艺原因，非人为损坏。”拿

着鉴定结果，王波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
地，官兵们也长舒了一口气。可张震想
转岗的消息已传遍全连，在官兵心中埋
下了一根刺。
“情况说明、处理意见就像一纸判

书，无论事重事轻都给基层打上抹不去
的‘烙印’。这次鉴定结果还未公布，机
关就这么急着问责，怎能不寒了基层官

兵的心！”交班会上，连长薛永平一股脑
儿将官兵的忧虑倾吐出来。
“重问责、急问责，把问责当作推动

工作的‘万能法则’，反映出部分机关人
员日常指导、抓建基层依然存在‘责任
甩锅’‘简单粗暴’等问题，必须深刻检
讨。”事后，该旅领导专门召开会议，围
绕机关指导基层工作过程中虚功内耗、
变相加压等顽症痼疾深挖“病灶”。

会后，“既要问责更要鼓励”“能谈
话提醒就避免大范围通报”“俯下身子
多考虑基层实际困难”等有助于处理基
层事项的办事原则在该旅机关形成共
识，更成为基层评议机关的准则。如
今，出现类似的装备故障和训练事故等
问题，该旅机关严格按照规章办理，基
层风气监督员全程参与调查原因、分析
情况，机关不再随意问责，基层官兵底
气足、心气顺。

经历那次“问责风波”，张震如释重
负，进入当兵第四年的他握着自己心爱
的方向盘，继续驾驶着战车穿梭在起伏
丘陵间。

问题未查明，为啥三次催报处理意见
■隋 鹏 江雨春

初秋，天山腹地，新疆军区某炮兵团
组织实弹战术演练复盘，突击炮连“神炮
手”李向前首先“开炮”：“换了固定搭档，
没法配合，这仗怎么打赢？”

那天，部队机动中，作训股股长邵天
帅突然给突击炮连下达敌情：左前方发
现“敌”坦克一辆，迅速摧毁。

当时沙尘弥漫，能见度极低，目标若
隐若现。连长贺海全命令1炮对目标进行
摧毁，1炮射手正是“神炮手”李向前。他
决定先敌发射，在运动中摧毁“敌”目标。

降低车速、快速瞄准……在装填手
完成弹药装填后，李向前果断按下击发
按钮，炮弹直扑目标。

很快，前方传来消息：击中目标，但

没有达到完全毁伤的效果。
李向前再次发射，启动火控、锁定目

标、准备射击……突然，让李向前意想不
到的情况出现了：炮弹卡在了膛内！

李向前迅速检查击发保险、配电盒
击发控制，重新测距、再次击发……炮弹
还是无法打出去！他只能眼睁睁看着目
标消失。

走下战车，李向前气呼呼地质问装
填手张文静是怎么回事。

原来，张文静一时紧张，装填炮弹后
未及时解锁火炮自动闭锁机，导致弹药
无法击发，贻误了战机。

其实在此之前，张文静和李向前并
不在一辆战车。这次演练，营里有意打
破班排建制，随机分配战斗人员，张文静
才成为李向前的新搭档。

复盘检讨，李向前很不服气：“以前
我一个眼神、一个手势，搭档都能明白，

配合默契。现在打破原有班排建制，没
了固定搭档，这仗打不了。”
“换了搭档就该打败仗？谁能保证

上了战场车组人员一成不变？发生战斗
减员怎么办？”营长李言一通“连珠炮”问
得李向前面红耳赤。
“面对瞬息万变的战场环境，指战员

如果不主动适应各种‘变数’，依旧沿袭
固定的模式套路，注定会在实战检验中
失利！”走下演练场，突击炮连汲取演练
失利教训，强化战斗员单兵专业素质，利
用野外训练时机，高频次组织随机编组
训练，并结合老兵退役后、新兵下连前班
排人员减少的实际，调整战斗编组进行
协同训练……

一连串举措带来演训场上的新变
化。前不久，突击炮连组织战术演练，女
子战炮班和男兵一起随机编组，在难点
课目射击中配合默契，取得优异成绩。

换了搭档，就该打败仗？
■李 康 张 立

“嘀嘀嘀……”多次试线后，耳畔传
来另一头电话单机拨号音，又一次通联
顺畅，我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

夜色如黛，回想起军旅生涯的点点
滴滴，我的思绪仿佛又回到了入伍伊
始。怀着满腔热情来到军营的我，本以
为会成为驾驭战机的空天猎手，或是操
控战车的铿锵玫瑰，最终却被分到保障
单位，当了一名有线通信兵。

早就听说，“侦察苦，有线累”“站岗不
站二五岗，当兵不当有线兵”。现实中，爬

杆接线让我数次碰壁，收放线让我喘不过
气来，几捆被覆线、数把铁钳子、一堆脚套
等器材就是我每天的训练“伙伴”……一
段时间下来，衣服磨破几套，手掉了几层
皮，留下一双难看的“老茧手”。

看着自己黝黑的皮肤和手上的茧
子，我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干啥都
没劲，像霜打的茄子闷闷不乐。“梦婷，咱
们有线兵就是靠着这双‘老茧手’为夺取
胜利保驾护航的……”看着我心事重重
的样子，班长李丽雯常常私下里找我聊

天。班长圆圆的指头和宽宽的手掌上长
满了厚厚老茧，充满了鼓舞人心的力量！

这不，部队野营拉练时组织的这次
有线班特情处置，更加坚定了我的选择。
“‘敌’对我电磁干扰，无线通信禁

用，迅速构建有线通信！”战情就是命令，
受领任务的李班长带着 10名有线兵在
黑夜里放线、接线、试线，挖沟刨坑，架设
填埋。夜幕中，战友们那一双双“老茧
手”、一个个黝黑面孔在我眼前格外清
晰，大家以最快速度保证了通联顺畅，让
命令得以及时下达。

这次“战斗”让我明白，战场上任何
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只有具备扎实的
专业基础，经过成百上千次摔打磨练，练
就一双双“老茧手”，才能不负使命、完成
任务。

顶得上、连得通、过得硬！这双“老茧
手”，是对我军旅生涯最好的肯定和见证。

（李晓东、李 洋整理）

女兵有双“老茧手”
■第75集团军某旅信息保障队上等兵 曹梦婷

“从训练场走向阅兵场，见证祖国最美的时刻！”10月9日，第73集团军某旅参加国庆阅兵的官兵来到战友们身边，激励

大家刻苦训练，扛起使命责任。图为三次参加阅兵的战士杨阳（右二）与战友们分享受阅感受。 张显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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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

10月8日，东部战区海军某训练基地组织新兵授枪仪式，新兵们依次接过钢枪，立下从军报国的铮铮誓言。图为新

兵授枪仪式现场。 杨 帆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