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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锐 视 点

享誉全军的“徐国栋班”，

把老班长练兵备战的“真经”

悟透研深，时代有变迁，“练为

战”的精髓不过时——

昔日追求单兵“十项

全能”，今日强调融入“体

系作战”

坐落于燕山脚下的第 81集团军某
旅十连七班，是享誉全军的“徐国栋
班”。

20世纪 60年代初，在学习“郭兴福
教学法”过程中，老班长徐国栋带领全
班战士参加全军步兵比武，荣获“步兵
班十项全能”一等奖，所带七班被授予
“徐国栋班”荣誉称号。

“南有郭兴福，北有徐国栋”，徐国
栋成为大比武运动中与郭兴福齐名的
标志性人物。
“徐国栋班”在扬名之前，徐国栋严

格按照“郭兴福教学法”练兵，多次率领
全班战士在不少单位进行训练课目示
范，有人提出质疑：“徐国栋班”停留在
单项“冒尖”的水平，整体战斗力还有待
提高。
“只会攻、不会防，只会白天打仗、

不会夜间用兵，这在战场上行不通。”直
面考问，大家普遍感到，“长板”是破敌
作战的“利刃”，但“短板”却是“命门”，
单项“冒尖”并不能适应打仗需要。

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打仗需要
什么，就苦练什么。徐国栋不满足于士
兵单项课目拔尖，无论是射击、投弹、爆
破，还是单兵进攻、小组进攻、班防御，
每项课目都坚持精益求精。最终在全
军大比武中取得优异成绩，并受到叶剑
英元帅的称赞肯定。

也就从那时起，“一兵多能”便成了
“徐国栋班”瞄准实战、全面提高单兵战
斗力的代名词。随后半个多世纪里，
“徐国栋班”这面旗帜一直影响了几代
官兵，人人紧贴战场标准、追求全面过
硬，争当步兵中的“特种兵”。

军事训练是直接服务于战争的，
“练为战”是军事训练不变的法则。这
正是“徐国栋班”精神力量所在，在一茬
茬官兵训练实践中得到有效传承。

一次演练中，爆破手郭根祥执行
“消灭敌火力点”任务，老班长陈军先后
临机设置了“导火索失效”“射击引爆失
效”“手榴弹用完”“敌空中布雷”等一连
串情况，把演练逼向实战；老班长黄崇
兴在野外驻训期间，带领所在班在不带
食物、炊具和火种的情况下，先后摸索
出 10多种野外取火和识别可食用植物
的办法……

什么样的战士才能成为“徐国栋
班”的兵？官兵心里有杆秤：“一招鲜”
不能吃遍天，只有全面过硬，里外无短
板，才算合格兵。

然而，头顶荣誉光环的“徐国栋
班”，遇到的尴尬和困惑还有不少。

部队调整改革后，一次作战能力评
估演练中，该班受命深入“敌”后，可由
于没能和侦察分队配合紧密，加上未能
及时引导火力分队实施打击，不仅贻误
了战机，还险些暴露位置。

评估结果显示，单独的传统课目
拿了高分，可整体结果并不尽如人
意。拿起评估成绩单，“徐国栋班”战
士们陷入沉思：调整改革后部队进一
步合成化，过去单打独斗尚能立足，而
现代战争是体系作战，双拳再硬也敌
不过一个“体系”。

有人感慨“徐国栋班”的传统落伍
了，更多的人却认为：不同的时代作战
训练理念虽有不同，但“练为战”的法则
任何时候都不过时。

固步自封没有出路，拓荒开路才有
未来。“徐国栋班”现任班长姚芳银，一
方面制定详细的强化训练计划，开展翻
越高墙、架设绳桥、急送橡皮艇、核生化

条件防护救护等课目训练；另一方面，
带着全班战士研究新大纲，学习新体制
编制下作战编组模式、分队战术组训等
课目。

在练兵备战中，他们不断探索新战
法、新训法。从昔日追求单兵“十项全
能”，到如今强调融入“体系作战”，“徐
国栋班”赋予老传统新理念，焕发出生
机与活力。

新一轮作战能力评估演练即将到
来，“徐国栋班”战士憋足了劲，准备打
一场翻身仗……

一挂73年的“安全双无警

示牌”，在不断刷新纪录中束缚

了谁的手脚——

叫停一味“保安全”

“刷纪录”，赋予安全管理

新理念

第 81集团军某旅一连门口那块“安
全双无警示牌”，一挂就是 73年，黑底红
字格外醒目，显示该连已经连续 73年保
持安全稳定无事故案件。

这一纪录不简单，要知道对“安全”
来说，从上到下都看得很重。

这个连建连之初，在一次实弹射击
时发生枪走火，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
亡，但给党支部“一班人”带来深刻触
动：安全连着你我他，只有发挥官兵主
体作用，让大家在安全工作中当主人、
唱主角，才能形成抓安全的合力。

70多年来，这个连坚持依靠群众做
好经常性安全预防工作，在实践中走出
了一条人人想安全、讲安全、抓安全、保
安全的安全发展之路，总结归纳出“群
众性工作群众做，经常性工作抓经常”
的经验做法，被全军推广学习，连队被
原北京军区授予“全面建设模范连”荣
誉称号。
“安全问题老大难，依靠群众就不

难。”说起连队抓安全的诀窍，指导员陆
林杰深有感触。群防群治抓安全预防，
如今已内化为连队精神内涵和官兵自
觉行动。

有一次，时任连长伏开伟洗漱时顺
手将兵器室钥匙放在床上。文书柳勇
发现后，立即拿着钥匙找到连长说：“兵
器室钥匙应随身携带，不能随意放置，

请连长以后注意。”晚点名时，连长对柳
勇进行了表扬，并作了自我批评。

坚持“建言会月月开、安全标兵月
月评”，建立连有安全小组、排有安全
骨干、班有安全员的群众性安全预防
网络，新兵入伍时组织学习连队抓安
全的好传统，班子调整时召开“安全责
任交接会”，组织官兵人人讲安全小故
事……通过不断探索实践，一个个安
全工作经验做法，筑起了一道道安全
屏障。
“安全双无警示牌”每天一更新，

“双无”纪录不断被刷新。但这一纪录
对陆林杰而言，却像压在头顶的“五指
山”。

73 年“双无”，是一代代连队官兵
创下的安全纪录，在谁手上被打破了，
都无法向先辈们交代。陆林杰由此背
负了很大压力，尤其担任连队主官后，
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甚至在抓安全上
有些“神经质”，就连战士去服务社时
间长了点，他都会担心会不会出什么
事。

连队官兵也深感“紧箍”越勒越紧，
一些做法甚至难以理解。比如，在外人
员常常要受到过多监管，休假外出询查
电话不断……

安全到家寄“平安信”、每天打电话
报动态、假期临近结束寄“预告信”等加
强在外人员监管的做法，在过去一直被
视为连队的好传统。前些年，有人曾提
议减少对在外人员的监管措施，为官兵
松绑减压。

叫停这些自缚的做法，会让官兵省
去不少事，但安全的底儿还能不能兜
住，传统会不会因此“褪色”，时常让陆
林杰感到担忧。

群防群治和把官兵管得过紧过死
能不能画等号？一味的“保安全”“刷纪
录”是否就意味着继承传统？面对先辈
们创下的功绩，到底该何去何从，陆林
杰一度感到很茫然。

与此同时，随着实战化训练成为部
队鲜明导向，警示官兵亟需摒弃“危不练
兵、险不施训”等消极保安全的思想；为
基层减负，也要求各级适应时代要求，剔
除繁冗复杂、牵扯中心的活动做法。
“为了‘安全’而保安全，这是假安

全，也绝不是连队传统内涵。”走进连队
荣誉室，陆林杰伫立良久。面对一排排
荣誉锦旗，陆林杰的抓建思路逐渐清
晰：群众性安全工作的关键是让安全观
念走心入脑，一味封堵并不符合时代特
点，只有客观辩证认识连队传统，才能

让老传统服务于提升连队战斗力。
很快，八小时外活动“五不出连”、

“安全三字经天天念”等过去被当做经
验的做法，在这个连队渐渐销声匿迹。
日前，该连下士田文超在休假期间，并
未接到连队电话和信件，这让他既感到
意外，又由衷欣慰。

当年的马仁义被八路军

总部树为“爱兵模范”，如今的

“马仁义排”接续谱写老排长

的爱兵故事——

把战士当主人，视战

士为亲人，育战士成能人

“指导员真贴心，休假回来还专门
给我带药……”7月下旬，第 81 集团军
某旅反坦克导弹连，一场战友互赞会在
火热进行。

藏族战士洛桑拿起药瓶第一个开
了腔。洛桑患有骨膜炎，症状迟迟得不
到缓解，指导员刘征就利用休假讨来一
些偏方。收到指导员带回来的药，洛桑
感动之情溢于言表。

以关爱战士闻名的“马仁义排”，就
在这个连队。这样的会他们每隔一段
时间都会组织一次，通过“晒”出大家平
日里点滴感人故事，放大战友身上的优
点，在加深了解中和谐内部氛围。
“马仁义排”有说不完的爱兵故

事。革命年代，老排长马仁义像大哥
哥一样，无微不至地关心战友，长途行
军后，他主动抱起战士的脚挑血泡；开
荒回来发现战士病了，他立即做病号
饭……

1943年 11月，因官兵关系密切、完
成生产和作战任务出色，马仁义出席了
陕甘宁边区英模大会，被评为“甲级工
作者”，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1945 年，八路军总政治部授予马仁义
“爱兵模范”光荣称号，并号召全军学习
“马仁义排”的官兵关系。

此后，尊重战士当主人、爱护战士
胜亲人、培养战士成能人，便成为“马仁
义排”一脉相承的光荣传统。

70多年过去，很多过去的爱兵好传
统，在这个排至今延续着。干部骨干晚上
查铺，习惯换上胶鞋、给手电蒙上红布，避
免动静太大、灯光太强，影响战士睡眠；夏

季夜里给战士掖蚊帐，冬季晚上帮战士盖
被子，早已融入日常生活……

然而，在条件不同、对象不同的新
时代，如何搞好官兵关系？曾在一段时
间里困扰着刘征。

刘征是“马仁义排”第 58任排长，在
他任排长的时候，智能手机在部队放开
使用。变化似乎在突然之间，周末假日
官兵聚在一起打扑克、打篮球的少了，
战士有困难、有心事，主动汇报思想的
少了。相反，玩手机、打游戏占据了官
兵休息时间，官兵关系也不再像过去那
么亲近了。

有人说，革命年代官兵之间是流血
流汗的过命之交，是值得托付后背的战
友情。如今，时代变了、生活方式变了，
找不到“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的感
觉了。

但在刘征看来，如今战士文化素质
普遍提高，眼界宽、知识面广，他们渴望
在部队干一番事业，更希望得到组织认
可，在政治上追求进步。然而一些基层
带兵人，依然抱着“刻舟求剑”的传统观
念处理官兵关系，到头来只能发出“兵
一年不如一年”“越来越难带”的感叹。

每一代军人身上都打着时代的烙
印，若不能紧跟时代步伐处理官兵关
系，好传统将难以传承下去。

排里战士邹康为人老实踏实，但
就是不够“灵光”，常因脑子转得慢、办
事拖沓受到批评，导致情绪低落。时
任排长的刘征主动靠上去，了解到他
入伍前曾在修车行工作过 2 年，便主
动推荐他作为技师助手参加换季保
养，邹康很快便重拾自信，如今已成为
连队的修理技师。
“爱兵不是‘困了送枕头，饿了给馒

头’，更重要的是要把战士培育成才。”
如今已是连队指导员的刘征告诉记者，
除了生活上的关爱外，战士们更迫切需
要成长成才的环境。为此，他们通过开
展帮思想、帮学习的“六帮活动”，营造
良好的学习成长环境，助力每名战士在
军营成长成才。

无论身处什么样的时代，肝胆相照
的战友情，永远是面对人生风雨的有力
依傍。记者日前欣喜地听到，该旅正在
开展“人人进连史、个个当主人”活动，
“马仁义排”真心爱兵的故事和好的传
统做法，被赋予新时代的定义并发扬光
大。
“战友战友，亲如兄弟……”一首脍

炙人口的官兵友爱歌，在营区上空不断
回荡。

从三个“传统品牌”感悟守正创新
■本报特约记者 赵丹锋 通讯员 江雨春 周鹏搏 王大力

聚焦基层建设热点⑨

习主席深刻指出，光荣传统不能丢，丢了就丢了魂；红色基因不能变，变了就变了质。人民军队波澜壮
阔的发展历程，闪耀着优良传统的光芒。这是我军根脉所在和不断发展壮大的制胜法宝。

优良传统之中不仅蕴藏着我们“从哪里来”的密码，更标定了我们“走向何方”的路标。

正如一位哲人所说：“历史中有属于未来的东西，找到了，思想就永恒；传承下来了，发展就永恒”。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正确认识并有效传承优良传统有着非凡的意义。曾经的好传统如今发生了哪些新变
化？我们又应当如何赋予优良传统新的时代内涵？请跟随记者一起到第81集团军基层连队走访调查。

汉语大词典对“传统”一词的解释是，

世代相传的精神、制度、风俗等，对人们的

社会行为有无形的影响和控制作用。

传统是历史发展继承性的表现，积极

的传统对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保守和落

后的传统对社会的进步和变革起阻碍作

用。

邓小平曾经说过：“我们这个军队有

好传统。从井冈山起，毛泽东同志就为我

军建立了非常好的制度，树立了非常好的

作风。”

我军9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积淀形

成了很多好传统、好经验。这些数不胜数

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都是经过血与火的锻

造凝聚而成，成为我军有别于其他军队并

不断发展壮大的力量源泉。

应当看到，很多优良传统并非一成

不变，而是经过时光的锤炼，不断完善和

升华。就像我军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

注意”，最初叫“三条纪律六项注意”，后

来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部队实践经验，多

次修订完善后形成沿袭至今的“三大纪

律八项注意”，成为红军部队区别于一切

旧式军队的显著标志。

传统的演化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

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从来都是把继承和

革新统一在一起的，在要求坚持和继承优

良传统的同时，更强调对优良传统的创新

和发展，赋予优良传统新的时代内涵。

敬畏传统，传承的是内涵而不只是形

式。“时有古今，地有南北，传统有更革，亦

势所必也。”不掌握传统的内涵与实质，不

能与时代共进，丢掉的不仅是传统本身，

甚至会变味走调。

优良传统是时代精神的基础，时代

精神是优良传统的延续。当前，我军正

处于改革强军的加速推进期、转型发展

的攻坚克难期、履行使命的严峻考验期，

前进路上还有很多“雪山”“草地”需要跨

越。挑战考验面前，更加需要传统的力

量、精神的支撑、血脉的赓续。我们应当

让传统从军史馆、荣誉室走出来，延伸到

每个战位，渗透到日常生活，切实为能打

仗、打胜仗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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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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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集团军某旅“人人上讲台”的自我教育传承至今，常讲常新。 薛 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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