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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时节，第74集团军某旅炮兵营
在岭南腹地组织实弹射击。某型自行
火炮突然哑火，指挥保障连下士周俊鹏
随即查阅火炮维修“病历”，并迅速检查
武器系统，发现是炮闩移位，经过一番
操作后很快排除了故障。
“面对险情关键时刻顶得上去，得

益于该旅推行的跟岗见学机制。”周俊
鹏感慨地说，“这事儿搁在以前，没有虞
班长出手，我们可能要在这捣鼓半天。”

周俊鹏口中的虞班长是炮兵营火
炮技师、三级军士长虞信富。他跟火
炮打了十几年交道，练就了一手“听音
排障”的绝活儿，是火炮专业名副其实
的“技术大拿”。以往大项任务，营里
必定点名要他参加，危险系数高的故

障，也是首选他来排除。但去年的一
次演练，他们却因此吃了苦头。

去年 6月，炮兵营兵分多路展开实
战化演练，部分兵力远赴千里之外的
戈壁荒漠组织实弹射击，为了稳妥起
见，虞信富被“点将”前往伴随保障。
然而不巧的是，那次演练多门火炮在
不同点位同时射击，其中一门火炮在
射击时突然卡弹。此时，虞信富正跟
随另外一组火炮机动，赶过来已经来
不及了。急得团团转的战友们不约而
同地感叹：“要是每组都有个‘虞信富’
就好了。”

虽然后来其他保障人员费了好一
番功夫排除了故障，但还是影响了演
练整体进程。复盘检讨时，这种险难

条件下保障靠少数“大拿”独撑危局的
现象，引起了旅党委的反思。
“真上了战场，一个虞信富就算有

三头六臂，也无法满足整个炮兵营的装
备保障需求！”该旅领导分析后认为，表
面上看是装备保障骨干能力欠缺，深层
次原因则是和平积弊思想还有一定市
场，不敢用新人，不能放开手脚。
“大项任务面前，总有‘大拿’扛

着，我们只能袖手旁观。”对此，下士陈
勇倒出一肚子苦水。一次射击中火炮
突发卡弹故障，他自告奋勇排障却被
“劝”了回来。从那以后，小陈积极性
深受打击，更不敢上台了。

少数单位，保安全的排序优先于
搞训练，嘴里喊着实战化，心里惦记
最多的还是不出事。为把官兵从“怕
出事、不敢训”的思想枷锁中解放出
来，该旅深入开展“和平积弊大扫除”
活动，纠正思想偏差。炮兵营营长常
卫武介绍，他们还采取师徒帮带、跟
岗见学、院校培训等方式，推动专业
人才梯次培养；遇有演练演习，有意
识地把新训保障兵推上“前线”锻炼，
在炮火硝烟中“熏”出实战经验。这
两年，一批新的装备保障骨干在演训
一线摔打锤炼中脱颖而出，成为挑大
梁的生力军。

技术“大拿”不再独撑危局
■钟志光 黄 战

大项演训任务面前，用专业技术

精湛的“大拿”保障是大部分单位常

用做法。因为他们素质过硬，应对突

发情况的经验丰富，有了他们的技术

支撑，能有效减轻或规避风险，等于

上了一道无形的保险。

但也要看到，如果因为安全保

险，就仅仅盯着少数几个“大拿”反复

用，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大拿”越来越

忙，疲于应付；而有发展潜力的其他

官兵则“袖手旁观”，缺乏宝贵的锻炼

机会，始终无法历练成长。等到大项

任务出现人才紧缺时，才发现没有培

养出“板凳队员”。

克服人才队伍青黄不接的现象，

不仅要科学设计和优化人才队伍结

构，还要有一套梯次衔接、持续用劲

的长效机制，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

装备技术人才。只有在平时的训练

中敢于结合大项任务、实战化演练、

对抗演习等时机，大胆地将“新手”推

向演训一线，让他们直面复杂战场的

残酷考验，在险局危局中摔打磨砺，

在炮火硝烟下淬炼成长，才能形成人

才辈出的装备保障骨干梯队，最终实

现战斗力的整体跃升。

看似“保险”不保险
■第74集团军某旅保障部部长 王孟杰

一线直播间

这些天，“武警战士成功处置哨兵遭
袭事件”的视频在网上持续爆红。截至
10月 26日晚，浏览量过亿，点赞量过 700
万，评论过 10万。

点击发布的监控视频页面，记者看
到时间显示为 10月 15日 22时 50分。西
安北站某哨位，武警哨兵李余洋担负定
点警戒任务。22时 51分，身穿绿色外衣
的歹徒手持一米多长的木棍，在警戒点
周围徘徊，反复观察哨位。看到李余洋
高度警惕，歹徒绕到岗亭东侧，企图从拐
角处袭击哨位。

22时 52分，歹徒持棍越过警戒线。
李余洋大声口头警告：“请立即退出警戒
线！”然而，歹徒无视警告，挥舞木棍向李
余洋头部砸下。

李余洋无暇思索，双手持盾牌向前
格挡木棍。歹徒再次持棍打向李余洋。
李余洋用盾牌防御后，迅速冲下哨台扔
开盾牌，左手抓住歹徒颈部，右拳击向歹
徒面部，然后一把扭住歹徒左臂将之按
倒在地，顺势骑压歹徒背部，将其制伏，
整个过程用时7秒。

一招制敌源自平时苦练。一次，中
队组织哨兵反袭击课目会操，李余洋不
慎操作失误，所在小组排名靠后。为尽
快提高训练成绩，李余洋向大纲要标准、
向老兵学方法、向极限要成绩，哨兵反袭

击练习千百遍，防暴反恐训练超过 400
小时。如今，李余洋双手拳面长满老茧，
被中队评为“军事训练尖子”。

每一个哨位都是战位，每一次执勤
都是走向战场。西安北站人员流动性
大、成分复杂，官兵们执勤周期长，容易
疲劳麻痹。中队根据各哨位情况特点，
开展专勤专哨专训，不定期组织哨兵防
袭击演练。

李余洋制伏歹徒后，中队官兵当晚
进行复盘总结。中队指导员黄鑫玉告诉
记者：“日常反恐防暴演练标准更高、难
度更大、情况更复杂，才能确保关键时刻
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敢打必胜需要不断完善反恐应急方
案。支队长郝光荣介绍，他们针对不同
时期、不同地域、不同任务需求，制定完
善三大类反恐应急方案，不定期与目标
单位展开实战化联合演练。

今年以来，该支队先后协助公安机
关成功捣毁制毒窝点 1个，成功处置突
发事件 3起，得到驻地政府和群众一致
好评。

深夜遇袭，哨兵7秒制服歹徒
■本报记者 吴 敏 通讯员 徐生伟

值班员：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勤务船

中队中队长 王鹏飞

讲评时间：10月24日

士官船艇长已经调整到位，经过考核
后开始“放单飞”执掌船艇，担负拖带、换
乘、海上消防、接排污水、巡逻警戒等繁重
的勤务保障任务，在这里我首先代表中队
党委对这些同志表示祝贺。但据我这段
时间观察，一些老同志不太服从管理，而
少数士官船艇长也不敢管老同志。

士官船艇长的肩上虽然没有扛星，

却是船艇的最高指挥员，必须承担起管
理者的职责，把每一名同志都管起来。
虽然有些老同志曾经当过一些士官船艇
长的班长，但也绝不能因此就网开一面、
手下留情。

兵龄越老越应懂规矩、守纪律！
咱们中队的老同志，必须牢记军人以
服从命令为天职，无论兵龄长短都不
能把自己当特殊人，要积极配合士官
船艇长的工作，练兵备战、苦练精武，
争取优异成绩。

（冯天龙、周建龙整理）

船艇长要敢管，老同志要服管

深秋时节，空降兵某旅值班首
长、政治工作部主任邱彦军突然拉响
警报，向留守分队通报了“敌情”。接
到“敌”突袭警报后，留守分队立即
出动进行处置，然而结果却很不理
想：反应速度慢、携带装具不齐、处
置情况不力……

留守分队为啥会出洋相、吃败
仗？邱彦军调查后得知，不少官兵
对留守工作认识存在偏差，有的认
为留守就是负责营门站岗、打扫卫
生，还有的认为“营区无战事、任务
不紧迫”，导致备战打仗的思想有所
松懈。

“现代战场，不再有前后方之分，
营区留守同样可能狼烟四起。”邱彦军
及时召集留守人员，组织开展形势战
备教育，深入查摆问题，大力纠治留
守官兵的“二线思维”。

留守分队应该如何“守”？他们从
正规训练秩序开始，严格制定训练计
划，科学安排训练任务，严格落实训练
标准，坚决防止随意化“灯下黑”。

此外，为有效应对留守期间易发
突发性事件，该旅细化梳理各单位留
守实力，进一步优化人员编组，根据
实际情况调整战备方案，提高处置各
类复杂特情能力；通过不打招呼、直
插末端、无预告拉动的方式检验留守
分队的战备水平。

打出一套“组合拳”，催生留守
新气象。日前，该旅多次组织留守

分队开展应急拉动演练，针对暴露
出的各类问题，不断对战备方案进

行完善，留守分队战备水平得到明
显提高。

留守分队被突袭之后
■张永岳

部队每年要执行野外驻训、跨区

演练、基地化训练等任务，部队营院要

留守部分官兵。一些留守人员认为自

己仅仅担负“站站岗、扫扫地、看好家”

的任务，觉得“敌人过不来、后方很安

全”，与打仗无关紧要。

现代战场没有明确的前后方之分，

平时常驻营区任何微小态势都有可能

引起连锁反应，从而影响一场战争的走

势，留守的同志同样要脑子里有敌情、

眼睛里有敌人、肩膀上扛责任。

留守人员也是战斗员！着眼未来

战争需要，留守分队必须要摒弃“二线

思维”，增强忧患意识与战备观念，严

格按照《战备工作条例》相关规定，精

密筹划留守战备方案，设想各类复杂

情况，坚决做到“百密无一疏”、留守不

失守。

留守不能失守
■空降兵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邱彦军

潜望镜

10 月下旬，海拔 4700 多米的某高
原驻地，武警青海总队某中队的“昆
仑卫士”红蓝对抗演练拉开战幕。演
练前，红蓝双方摩拳擦掌，要给对方
“上一课”。

“现有两名‘暴恐分子’向一号哨投
掷爆炸物，而后向 109 国道逃窜，现命
你部迅速实施抓捕！”演练开始，导调组
向“红军”指挥员和洋洋发出指令。此
时，“蓝军”的两名“暴恐分子”利用时间
差，早已跑得没了踪影。

和洋洋自信一笑：109国道周边地
形自己了如指掌，两个大活人能跑到哪
儿去！他迅速召集人员进行任务部署，
一场山地搜捕就此展开。

搜 捕 持 续 了 40 分 钟 ，仍 无 收
获。和洋洋有些着急了，限定时间
是一个小时，超时就算失败，咋办？
“就这么大的地方，仔细搜，每个涵
洞、每个拐角都不要放过！”和洋洋

冲着对讲机喊道。遗憾的是，最终
还是没有抓到。
“其实他俩早就回营区了！”演练

结束，目睹全程的导调组组长杨堂熙
揭开了谜底。原来，逃窜过程中，“蓝
军”两名“暴恐分子”只是向 109 国道
方向“虚晃一枪”，然后兜了一大圈，
躲在营区旁的蓄水池里。等“红军”
出动抓捕后，又谎称“我们已经输了，
回来准备交枪”骗过警戒哨，大摇大
摆回到营区。这番解释让和洋洋目
瞪口呆，半晌才反应过来，“这是犯
规！”杨堂熙却反驳道：“兵不厌诈！
既然是对抗演练，就要考虑对手不按
套路出牌，及时调整行动方案。”

复盘会上，和洋洋不禁感慨：“这次
失利还是惯性思维在作祟，战场上只有
胜利和失败之分，哪有规则套路可言。”
“红军”官兵纷纷点头，深入反思总结演
练中存在的问题。

对抗演练兵不厌诈
■龚泽玺 温杰锋

互联网邮箱：jbjccz@126.com

强军网网盘：jbjccz

值班员讲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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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起备战打仗的鲜明导向·清除和平积弊

新闻前哨

“小股‘敌人’在我部后方袭扰，
命令你连对其围歼。”10月下旬，正带
领连队官兵在丛林穿梭的南部战区
某旅武装侦察连刘连长，接到命令后
一阵错愕：演练明明已经过了实弹检
验期，部队正在组织回撤，为何还会
遭遇“敌情”？

按下心中的不解，刘连长将心思和
精力放到“敌”袭上，快速作出决断、紧
急部署兵力，利用地形实施包抄，将袭
扰之“敌”一举歼灭。

战罢归营，营里当即展开复盘。
说起这场战斗，不少人夸赞刘连长
反应机敏、连队战斗力强，而他却说
出了自己的隐忧：虽然官兵们在反
突袭中完成了任务，但仍然暴露出

了许多问题，特别是回撤途中警惕
性大大降低。

刘连长的一番话戳到了大家痛
处，营会议室沉默了，显然存在这个
问题的人不在少数。见此情景，参与
复盘的旅领导深有感触：“回撤途中，
各营连分队都遭遇了同样的情况。
以往演练中阶段划分明显，官兵按照
‘套路’走下来已成为习惯。此举正
是为让大家明白：真正打仗的时候，
不会有阶段划分，不战至最后一刻不
能有丝毫放松。”

结合此次演练复盘，该旅就暴露
出的和平积弊进行检讨反思，战前考
察战位、敌情观念不强、处突能力较弱
等问题被一一挖出整改。

回撤途中遭遇“敌情”
■王 涵 吴 阔

夏欣绘

10月下旬，武警贵州总队遵义

支队组织开展第三季度“魔鬼周”极

限训练。他们充分利用恶劣环境培

育官兵顽强的战斗作风、砥砺过硬

的血性胆气，全面锤炼特战队员的

打赢硬功。在水下托举圆木极限体

能训练中，下士崔志江（右一）不断

为战友们鼓劲儿，“兄弟们，坚持

住。坚持就是胜利！”

欧阳春摄影报道

坚持就是胜利

Mark军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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