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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锐视点

“练到你觉得已经

成了战舰的一部分”

眼睛瞄着右舷副炮的瞄准镜，副炮
兵朱善库右手大拇指一直放在射击按钮
上。

在风起浪涌的大海上，战舰有时就
像一片树叶。朱善库已经习惯了这种晃
动，在战位上动作很稳。他嘴里不时重
复着一个词：击发、击发……每念一次，
大拇指就同步下按一次。

这段时间，朱善库和右舷副炮较上
了劲。船靠码头，战位操演时间，他在右
舷副炮上一“泡”就是两个小时。战舰出
海，一有时间，他就去副炮战位……

如果不是知道朱善库在“海洋之杯”
舰艇比赛中拿过第一，看他训练的劲头，
记者差点以为朱善库是一位正在“恶补
功课”的新兵。

2017 年 8月，朱善库迎来了自己的
“高光时刻”。当时，他随黄石舰一起出
现在国际军事比赛的赛场。关键时刻，
他以副炮消灭浮雷课目第一的成绩助力
黄石舰夺得总冠军。
“冠军选手还用这么狠劲练？”对这

个问题，朱善库笑了笑：“因为我们就是
凭着这股狠劲和不一样的标准夺得了冠
军。”

回想起参加“国际军事比赛-2017·
海洋之杯”舰艇比赛前的训练，朱善库现
在觉得“苦中带甜”。

但那时，他只是觉得苦。每天 3小
时值更下来，人累得只想“亲近床”，舰长
却让他去副炮上加练一小时。棉袄、棉
裤、棉帽，在冬日的凛冽海风中，很快就
感觉薄得像一张纸。对着浮标瞄，对着
渔民的网漂瞄，对着浮在海面上的海鸥
瞄，很多时候瞄得眼前冒金星。
“想过放弃，想过学别的专业。”好在

朱善库坚持了下来。“舰长说的一句话让
我看到了差距，也有了明确目标。”那年，
海军竞赛性比武考核在渤海某海域展
开。朱善库发现浮雷后果断击发，取得
首发命中的成绩，刷新了海军副炮消灭
浮雷最短用时的纪录。那一刻，朱善库
的眼泪流了下来。

这之后，不用舰长安排，他自己就去
副炮上练习了。

不久，黄石舰赴俄罗斯参加“海洋之
杯”舰艇比赛。比赛前一晚，规则变了。
一路靠着左舷副炮“过关斩将”的朱善
库，不得不操起右舷副炮“接敌”。之后
的结果同样喜人，朱善库发挥正常，首发
即命中浮雷，夺得该项目的第一名。

回来后，朱善库练得更狠。几个来
黄石舰看望朱善库的同乡战友不太明
白，以为他“是在向朱作双看齐”。

朱作双是朱善库以前在猎潜艇上的
老班长，立了好几个二等功和三等功。
朱善库很佩服他，给这几个在其他舰上
服役的同乡战友都讲过老班长一次次刷
新纪录的故事，而且每次言必强调：“朱
班长很多时候是在破自己创下的纪录。”

他曾对黄石舰上的战友们说：“忘记
不了参加国际比赛时的情形，当时换操
右舷副炮时心中有点没底，瞄准浮雷后
有 3次击发机会都因为犹豫错过了，我
不喜欢这种感觉。”为了把右舷副炮射击
的短板补齐，朱善库进入了新一轮的“痴
狂”。

采访中，记者发现，在黄石舰，不只
是朱善库一个人进入了这种状态。对战
斗力标准的恪守，体现在这艘战舰建设
的许多方面：优化训练流程，严抠细化训
练动作，对手中装备性能不断挖潜……

1 月 3 日下午，战舰疾驰，浪花飞
溅。副舰长徐磊来到右舷副炮旁边，将
一个靶标投进了舰外急速退后的水中。
副炮兵当日的强化训练再次展开。

练到哪种程度才算到位？面对一些
新战士问的这个问题，朱善库现在总爱
用舰长王峰说过的那句话来回答：练到

你觉得已经成了战舰的一部分。

“靠一个人打不赢

一场战争”

“没有状元师傅，只有状元徒弟。”崔
清春一直觉得自己对这句话理解得很透
彻。直到徒弟李达超在赛场上击败自己
时，这位雷达班长才强烈地感到“这世界
变化快”。

在雷达专业绘算方法比武中，李达
超用的是典型的“清春手法”。不同于
其他人铅笔、分规、平衡尺轮番上阵，李
达超是分规、平衡尺一把抓。这种手法
一度是崔清春的“绝招”，曾帮助崔清春
连续 4 年在该课目专项比武中夺得第
一。

眼下，这个“绝招”还是绝招，不过冠
军已经易主——李达超这个徒弟达到了
崔清春的高度并超过了师傅。

让李达超战胜师傅的，不只是这种
手法，更是师傅那 7本毫无保留分享给
徒弟的笔记。

对李达超来说，这些笔记就是雷达
专业的“武功秘籍”。

在黄石舰，李达超不是 7本笔记的
唯一受益人。相关专业的战友都知道，
只要有需要，任何时候都可以从崔清春
那里拿到这7本笔记。
“靠一个人打不赢一场战争。”崔清

春说，“在信息化战争的大背景下，分享
的程度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制胜的力

度。没有战友的共同提高和在更高层次
上的默契配合，赢得一场比赛都不可能，
更谈不上赢得一场战争。”
“靠一个人打不赢一场战争。”在黄

石舰，这句话不只是崔清春在说，几乎所
有的官兵都这样讲。

这句话的原创也不是崔清春，它来
自于官兵对传统的传承，又在传承的基
础上进行了升华。舰长王峰说，共享与
合作如今已成为黄石舰开展训练的核心
理念之一。该舰政委张键告诉记者：“舰
员之间共享彼此所有训练收获，是我们
舰不断取得进步的秘诀。”

事实也的确如此。记者发现，在该
舰，各班成员之间、班与班之间、班与部
门长之间……各个层面的交流已是常
态。

尽管已经调往别的战舰，费秋祥谈
起师傅仲昭广，言语间仍然满是感恩。
首次见面，仲昭广就向费秋祥摊开了自
己的“音感笔记”。同时毫无保留地摊开
笔记的还有另外两位班长。那一次，费
秋祥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训练收获绝
对共享”。

随着采访的深入，记者发现，这种共
享还在向更大的层面延伸。仲昭广已经
多次担任基地声呐专业集训教练员，每
次他都会向所有学员倾囊相授梳理出来
的最新成果与经验。

每次参加重大演练任务的间隙，黄
石舰都会组织本舰骨干与兄弟单位官兵
探讨联合作战心得。

如今，共享正在使各方受益。一
次，机器发生故障，崔清春主张用现成
解决方案。他的徒弟张泳鑫却拿出了
基于现有方案的“改进版”。两相对比，
崔清春发现，张泳鑫的方法比他的方法
快得多。崔清春立即把张泳鑫的做法
收纳进笔记之中。崔清春说：“正是因
为有这种共享，我自己才能始终‘跑在

队伍的前面’。”
敞开胸怀，兼收并蓄。不知不觉间，

黄石舰成长为一艘“种子舰”。据统计，
自入列以来，该舰先后向兄弟舰艇输送
干部16名、战士骨干 23名。

“在对待荣誉上要

知重、知轻”

记者见到王雪振时，这位舰炮班长
正在舰炮设备室给新号手强调主炮的保
养细节。

无论是战船靠泊码头还是在海上疾
驰，王雪振都觉得时间不够用。除了吃
饭睡觉，一天中大部分时间他都会在舰
炮设备室里度过。
“想得最多的就是赶快把这批新号

手带出来，让他们尽快发挥作用。”王雪
振说。
“这才是备战打仗的状态。”王雪振

告诉记者，这种状态也有助于黄石舰取
得更多和更高的荣誉。

受命参加“海洋之杯”舰艇比赛，在
感受到使命光荣的同时，王雪振和战友
们当时也顿感“压力山大”。

实射、救援、损管、巡检，训练量倍
增。训练量最大的时候，王雪振一天只
能睡三四个小时。两个月下来，王雪振
瘦了20斤。
“就没你们这样用装备的。”王雪振

至今记得生产厂家师傅生气的表情。为
摸透舰上装备性能，该舰官兵对包括主

炮在内的武器进行极限条件下使用。看
着成倍增加的实射次数，生产厂家的师
傅走开了，官兵们训练更加放开了手。

得知取得主炮射击项目第一名消息
的当晚，王雪振对战友说：这个时刻，我
真切地感受到了荣誉的崇高与神圣。

如今，王雪振说起这段历史的次数
越来越少。问及原因，王雪振说：“荣誉
永远是我们要争取的，而不是用来炫耀
的。”

王雪振清楚记得，参加“海洋之杯”
舰艇比赛载誉归来，黄石舰官兵在母港
的码头上休整。期间，舰上没有组织庆
祝活动，只是抓紧时间安排官兵休息，此
后便迅速投入到新的战备训练任务中。
“战场才是荣誉的试金石。”对此，该舰
政委张键这样说。

去年 12月 25日，在刘公岛，该舰再
次组织官兵举行“铭耻铸魂”教育。甲午
战争博物馆陈列馆的“海魂”雕塑前，官
兵们重温历史，立下铮铮誓言。

就在前一天，该舰官兵刚刚参加过
三等功庆功授奖仪式。
“解决好了如何对待荣誉的问题，胜

战就会更加明晰地成为官兵的根本追
求。”该舰所在支队的政治工作部主任沈
宇钦这样对记者解释。
（稿件采写得到孙刚政、王峰、李文

禄的协助，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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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艘战舰快速成长的底气
■本报记者 王社兴 陈国全 通讯员 张腾飞 王晓煊

舰艏高昂，浪花四溅。战舰在海鸥的绕
飞下，轻捷地划过一望无际的蔚蓝海面。银
灰色的舰体后，白色的航迹很长，还在不断
延伸。

黄石舰的官兵告诉记者，他们很喜欢看
这些不断延伸的航迹。

这道道航迹，不仅是黄石舰快速前行的
印记，还是新时代海军官兵备战打仗、胜战
能力不断提升的轨迹。

入列后的第二年，黄石舰代表中国海军
远赴俄罗斯参加“国际军事比赛-2017·海洋
之杯”舰艇比赛，勇夺总冠军。入列 4年多

来，这艘战舰迅速形成战斗力，圆满完成多
次重大演习、训练任务，先后荣立二等功一
次、三等功一次，还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全
军军事训练先进单位”。

百川归海，千帆竞渡。黄石舰快速成长
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奥秘？

战斗力提升也分速度快慢与效益

高低。如何使部队战斗力最大限度地

得到提升，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找到

速度与效益的平衡点。

怎样才算找到了这个平衡点？从

近年的强军实践看，战斗力建设要实

现效费比最大化，就要把发展的速度、

规模和质量有机统一起来，紧紧抓住

科学组训、不断创新、紧贴实战等环

节，在这些关键点上下功夫。

科学组训是前提。首先，要熟悉

手中装备。俗话讲，一把钥匙开一把

锁。装备不同，原理和性能也就有差

异。对官兵来说，必须摸透自己手中

装备的性能，熟练地操作使用，这样才

能形成作战能力。其次，要把握特点

规律。坚持年有规划、月有计划、周有

清单，严把训练节奏，量化训练指标，

确保训练强度、密度、难度适中，安全

而可持续。再次，要既强个人又强整

体。团队强才是真的强。要以个人训

练为基础，以整体训练为重点，打破部

门和专业的界限，在实现人人过硬、岗

岗过硬的同时，提高整体训练效益。

不断创新是捷径。谋求战斗力速

度和效益的平衡，创新是倍增器。官

兵必须紧跟时代发展进程，自觉用创

新思维、创新视角看待问题、解决问

题，向创新要战斗力。要创新训法战

法。大纲、教材是抓训练的基本依据

和遵循，但想要进一步提升实战能力，

必须敢于探索、善于总结、勇于创新，

在训练中发现规律，在创新中寻求最

佳方案，不断优化指挥流程，提高指挥

效能。要推动全员创新。尊重官兵主

体地位、发挥官兵首创精神，营造人人

想创新、人人抓革新的浓厚氛围，让

“训练智囊团”“装备发烧友”活跃在一

线战位。

紧贴实战是根本。要把每次训

练当成实战，坚持做到基础课目全

面训、不漏人漏项，战术课目扎实

训、不脱离敌情，风险项目从严训、

不降低难度。突出极限条件下的装

备使用和战法运用，最大限度地挖

掘装备性能，在各种复杂环境和极

端天气里练兵，锤炼部队艰苦条件

下实战能力。突出真、难、严、实，立

足最复杂情况，设危局、出险情，让

官兵在近似实战的背景下练指挥、

练技术、练协同、练意志，不断完善

各类方案措施，让平常的演训活动

投入产生最大的战斗力效益。

速
度
与
效
益
的

平
衡
点
在
哪
里

■
丁
万
国

图①：随时出发去海上训练，已经成为黄石舰官兵的常态。图②：从上战位的那一刻起，官兵就力求“成为战舰的一部分”。图③：大强度训练让官兵快速摸清
舰上装备的性能。 王光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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