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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兵人手记

Mark军营新闻前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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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网网盘：jbjccz

“多亏了炮长张恩景，这次情况
太突然了。”初冬时节，冀中腹地，一
场战术演练刚刚结束，中部战区陆军
某团机步二营四连连长张文豹在复盘
会上点名表扬了炮长张恩景，并在笔
记本上写下：能打胜仗的传统技能没
有“过气”。

在全连官兵眼里，连长张文豹口
中的炮长张恩景在连队并不突出，他
只是一名不温不火的 14年老兵，大家
都习惯称呼他为老张。但在这一次演
练中，老张确实是功臣，也给全连官
兵上了一课。

演练当天，高度信息化的步战车
和坦克似乎给连队插上了胜利的翅
膀，战场态势对突击连的进攻越来越
有利。“左翼分队对 1号目标，右翼分
队对 2号目标，射击……”随着张文
豹一声令下，两支分队迅速展开，为
夺取制高点“撕”开突破口。“这个要
点我吃定了！”张文豹信心满怀。

出人意料的是，战斗并没有朝着
张文豹所设想的方向发展，“敌”设置
的陷阱让突击连措手不及——在突破
的关键阶段，左翼进展严重受挫，
多辆步战车“阵亡”，仅有一辆幸
存，而“敌”山头上的火力点依旧
在猛烈射击。张文豹心里很清楚，
前沿阵地难以突破，将直接影响整
个战斗进程，情况十分危急！
“目标坐标×××，请求射击！”

得到车长的射击命令后，炮长张恩景
迅速寻找目标，准备歼“敌”。“糟
了！炮塔不能动了！”就在这辆仅存的

步战车要向“敌”火力点发起攻击
时 ， 战 车 却 突 然 出 现 问 题 。 眼 看
“敌”方即将采取行动，左翼极有可能
“全军覆没”，生死存亡之际，整车的
人都紧张到了极点。

张恩景心里明白应该是火控系统
传感器电路出了问题，这个问题一时半
会儿根本解决不了，再拖下去只会延误
“战机”……

“手动，只能手动！”张恩景双手
离开操作台，右手迅速抓住方位摇柄
高速旋转，转移射向，指向目标区，
紧接着左手顺势握住高低摇柄，微作
调整，瞄准击发，动作一气呵成。一
发炮弹正中目标，成功解除“险情”！
左翼得以继续前进，最终拿下制高点。

“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身为炮
长，就应该具备这样的能力。”谈及连
长的表扬，老张显得很平淡，他坦
言，信息化装备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
非常低，他也没有想到好些年不用的
传统方法竟然派上大用场。

这次意外引起了团机关的高度重
视。演练结束后，作训部门对各单
位缺训、漏训的课目进行了一次严
密的清查，结合新大纲训练要求，
重新调整了部分军事训练计划，将
一些传统课目列入必训内容。老张
也顺理成章成为了该连坦克手摇瞄
准课目的教练员，他告诉笔者，他
的目标只有一个——让更多的战友
也能够随时顶得上。

中部战区陆军某团推进数字化建设多年，各型装备信息化优势明显，频频在对抗演练

中取得佳绩，而这一次所属机步二营四连却差点“败走麦城”,幸好老张有一手——

“自动”失灵，“手动”救场
■张桂生 本报特约通讯员 肖士金

前不久，新兵连组织体能考核，
连队有名的“胖墩”田俊生参考课目
终于全部合格。他和我深情相拥，带
着哭腔说：“班长，你的每一次认可都
是我前进的动力！”

田俊生是我今年接回来的新兵，
刚入伍时身高 1 米 65，体重 75 公斤，
战友都叫他“胖墩”。因为胖，他不
仅跑不快，单杠也拉不动，连走路都
一摇三晃……因此，有的新兵总拿他
开玩笑，着急上火的我也恨铁不成
钢，时不时“怼”他几句。

没多久，原本活泼开朗的田俊生
变得沉默寡言。一天，我路过小仓库
时听到他带着哭腔在里面打电话：
“妈，我真不是当兵这块料，还是让
我回家吧……”

坏了！我赶紧把情况报告给指导
员。指导员告诉我：“人无完人，每

个人身上都有优点和缺点。作为带兵
人，我们要善于发现战士身上的优
点，少批评、多表扬，让他们得到认
可，找到存在感。”

一语“点”醒梦中人。我仔细回
想，确实如指导员所说，田俊生虽然体
形胖、体能差，但口才好，文笔也不
错，还在新兵连组织的小演讲活动中拿
过三等奖。我灵机一动，有办法了！

第二天，我给田俊生安排了一项
任务：给新兵旅广播站投几篇广播
稿。干着自己的“专长”，田俊生热情
高涨，没两天就投了 5篇广播稿，其
中 3篇被播发。这天晚点名，我把他
好好表扬了一番，几个被他写进广播
稿的新兵也对他表示感谢。

俗话说，“捧出的娃娃夸出的
媳。”还别说，这个方法挺管用，受
到表扬的田俊生高兴了好几天，干

劲儿也很足。“走，咱们去跑跑步、
拉拉杠。”借这个机会，我带着他加
练体能，他也很乐意。

后来，我干脆把他推荐到广播站
当主持人。每当听到广播里他的声
音，我就表扬他。逐渐地，田俊生
“刷”出了存在感，重拾信心，再也没
提过“回家”的事。而且，他训练更
主动了，根本不用我提醒，自己就会
找时间加练。现在，看到田俊生生龙
活虎的身影，我甭提多高兴。
“取其所长则长愈长，弃其所短则

短愈短”，带兵也是一样的道理。作为
新兵班长，我们要学会发现新兵身上
的闪光点，多一点表扬，多一些认
可，帮助他们在挫折面前树立信心，
在困难面前找回动力，走好兵之初的
每一步。

（屈凯明、刘梦婷整理）

每一次认可都是动力
■第82集团军某旅警卫勤务连下士 王文涛

“在骑马埠，每过一个沟壑，就能
看到被折断的骨头……”前段时间，在
第 80 集团军某旅的“周末讲堂”上，
勤务保障营营长孙殿民作为第一期教
员，以《胜利背后的那些事儿》为题，
讲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曲折历史，为官
兵周末生活提供了新选项。
“可以选择‘指间狂欢’，也可以选

择‘头脑风暴’。”宣传科科长余晓剑介
绍，据调查发现，不少官兵对一到周末
就玩手机感到厌烦，希望可以学习知识
技能，提高自身软实力。为此，该旅借
鉴院校和电视品牌栏目做法，采取自助
式选课、实践式教学、互动式交流等方
式，利用每周六上午一个半小时开设
“周末讲堂”，官兵自愿报名参加。

李生辉是个“电影迷”，看着连队
战友纷纷登台，展示自我，他也技痒难
耐，为全旅官兵上了一堂电影赏析课。
在“集群效应”带动下，营里成立了兴
趣小组，越来越多的“特长生”崭露头
角，“打造知识军营、争做多才官兵”
成为新风尚。
“满足了官兵求知欲和成就感，更

要提升对战斗力的贡献率。”近期一场
红蓝对抗中，六营指挥保障连利用“周
末讲堂”上学到的“示弱定律”，把轻
敌的兄弟连队“包了饺子”。该连“心
理专家”、驾驶员耿嘉豪兴奋地说：“除
了战斗技能，我们要学的还有很多，需
要不断打破‘信息茧房’，活学活用，
才能在打仗时胜人一筹。”

“周末讲堂”成了新时尚
■徐 瑞 本报特约通讯员 陈 陟

“颁奖嘉宾
是我爸”

新疆军区某炮兵团新兵营日前

组织“超级战士”颁奖典礼，邀请家

长来队共享荣光。图为新兵马兴旺

从父亲手里接过获奖证书。

赵碧峰、刘郑伊摄影报道

“生日礼物”

10月底，正在野外

驻训的火箭军某旅技

术营测试连战士刘艳

琼迎来22岁生日，即将

满服役期的四级军士

长余森敬（右一）把多

年积累的自学专业笔

记当做生日礼物送给

了她，勉励她成为更加

优秀的导弹测试专业

号手。

程凯飞摄影报道

离开指导员岗位已经半年，心中
却总是难忘那段一心只求单位成绩和
官兵成长的美好时光。闲暇之余，根
据自己当时工作的一些小细节拍了两
个短视频，投给“军报记者”微信公
众号的编辑老师，一经发布，竟然引
发了许多共鸣。始料未及之余，又再
次回想起当时的许多情景和画面。原
来，我们曾经无悔坚守和经营过的初
心与梦想，真的能化作铭刻灵魂的印
记，半点也不会淡去。

初到中队，是 2016年春，正值国
防和军队改革大幕开启，整个中队充
满着对部队新面貌、新气象的渴求和
盼望。我知道，这得益于前两任指导
员打下的良好基础。我告诉自己，无
论付出多少心力、面对多少困难，都
要全身心投入到中队建设中，把兵带
好。于是，一场在改革洪流中加快转
型发展、争创一流中队的基层建设攻
坚战在中队党支部的一致决定下悄然
打响。

强军先育人，在支队首长和政治
工作部主任的悉心指导下，我们一班
人确立了“建新时代育人强队”的建
设目标和“精武强能、多维育人、增
色夯基、全面过硬”的建设思路，在
坚持“集体利益高于一切”和“将组
织目标与自身目标相结合”的原则前
提下，规范日、周、月、季经常性基
础性工作。

除此之外，我们做的很多工作，
在一些人看来是可有可无的，期间承
受的压力、争议和付出的艰辛可想而
知。但我们坚信，建队育人是一盘大
棋，并非一朝一夕、一事一物、一子
一格之功，只要所做的工作对建设目
标有利，那就是应该做的。而且，先
不论创新与否，每项工作都可以在条
令条例和《纲要》中找到依据。只是
我们很多时候在运用法规制度时，只
看到了其传递的价值观，却忽视了我
们可以灵活运用的方法论。这些工作，
说起来枯燥，做起来却能带动和引发每
个人的热情和参与感，大家深感自己是
中队的主人翁和一分子，在为集体尽心
工作和争得荣誉的同时，自身也感到充
实快乐，对未来充满希望。

作为指导员，尤其是党支部书

记，在开展所有工作时，我有3条原则
贯穿始终：一是集体利益和官兵需求
必须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单位的荣誉
就是主官的荣誉，每个人的收获也都
是主官的收获，绝不能因个人得失损耗
集体能量；二是所有的工作内容必须服
务于建设目标，哪怕表面来看并无关
联，也要逆向思考，用建设效果来考量
工作内容，于目标有益就做，于目标无
益尽量不做；三是要持续不断聚气凝
心，把所有人的力量聚合到中队建设
上，并以中队的荣誉和成绩回馈官兵，
把组织和个人的利益紧密相连。

而在指导员的主战场——政治教
育上，也要效果至上，只要价值导向
正确、能把道理讲清、官兵乐于接
受，效果也就达到了。简单来说就是
正面、清晰、有趣。在多元文化充斥
网络、官兵诉求不断增多的今天，灌
输说教式的教育几乎已无用武之地，
甚至会引发反感和抵触，在开展教育
时采取更人性化、年轻化、多元化的
方式，才能更好地行日积月累之功、
达潜移默化之效，这也是我制作 2个
短视频想传递的观点。

另外，有些小事依然让我记忆深
刻。有一次我出差前，一名战士在中
队犯了个小错，被大队领导要求写了
一份检查；我归队后，他又拿了一份
检查过来，我问他：“你不是已经给大
队写过一份了吗？”他愧疚地说：“那
份我写得不好，感觉应该给您再写一
份，这份写得很认真。”

还有一次，一名战士感冒了，训
练完跑到警官宿舍说：“指导员，我感
冒了，医生说吃药之前要先吃点东
西。”其实他是饿了，想来拿点东西
吃，实在让人忍俊不禁。类似的事情
有很多，谈起来只是个趣事，但是细
品之下，这些小事无不透露着官兵之
间的真诚、信赖和感情，每每想到，
回味无穷。

三年弹指一瞬，卸任时心中确有
万般不舍和牵挂，但也饱含感恩和期
许。强国强军好景无限，中队和官兵
们带给我的不灭印记将永远赐予我勇
敢前行的力量，也祝愿他们每个人都
能在改革强军的宏伟浪潮中创造自己
的新价值、书写人生的新篇章。

我
为
啥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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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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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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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望镜

火控系统的“快、准、狠”是信息化

装备不断更新优化的结果，武器的信息

化程度提高要求官兵提升自身科技素

养，但不意味着可以对管用的传统把式

弃之不练。

从“自动”到“手动”，看似是一种

“降级”的处理，而在实战中，手动操作

却是自动系统失灵后的最佳替代方

式。战场无定数，再厉害的信息化装备

也有弱点，要从一切可能增加战场的胜

算。“唯信息论”要不得，传统课目的训

练不能丢。

“唯信息论”要不得
■中部战区陆军某团团长 梁 军

指导员之家

不久前，“军报记者”微信公众号播发了两个短视频，视频
里，一位帅气的指导员采用“喊麦”的形式生动地讲出了指导
员的苦口与婆心，视频一经播发立即引起热议——原来指导
员还可以这样搞教育！我们当即联系这位火遍全网的指导
员，想请他谈谈如此创意的初衷，结果等找到时却发现他已不
在指导员岗位，刚刚提升到了机关担任副营职参谋。但我们
还是约请他为“指导员之家”撰文一篇，和现任的指导员们好
好聊一聊。

扫一扫观看肖昌炳

火遍全网的短视频

走进新兵连 走好兵之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