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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风浪急，开训硝烟浓。1月中
旬，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组织所属舰船
奔赴某海域开展新年度首次实弹演
练。素有“神炮手”之称的一级军士长
李名胜信心满满，准备在新年度首战中
打个“开门红”。
“战斗警报！”刺耳的警报声中，雷

达兵连续追踪和报告目标信息，一个个
清晰的方位坐标被迅速转化为射击数
据参数。炮位上，李名胜不断调整火炮
的射击角度并修正偏差，随时准备对拖
靶实施致命一击。

然而这一次，李名胜所在的舰船
不像以往那样“温顺”，而是不断采
取规避动作，应对不断来袭的“敌

情”。一直面对着太阳的方向，波光
粼粼的海面刺得李名胜睁不开眼，由
于没有一击即中的把握，他始终没有
扣动扳机。

1秒、2秒……10秒，时间在一点点
流逝。此时坐在炮位上等待时机的李
名胜心里犯起了嘀咕：以往实弹射击
时，舵手都会配合炮位，操舰驶向背光
区，而且会压着波浪以最大程度保持舰
船稳定，今天这是怎么了？

眼看就要超过规定的射击时间，李
名胜只好对着拖靶的位置连续发射。
只听见“砰、砰、砰”几声炮响，浪花在拖
靶周围四溅，拖靶安然无恙，此次实弹
射击宣告失败。

“神炮手”开训走麦城，这件事引
起了不小的反响。演练复盘时，李名
胜把“火力”对准了舵手：“只要舰船位
置合适、配合得当，就是海况更恶劣我
也能指哪打哪。”对此，舵手也是满肚
子委屈：“演练中‘敌情’不断，我哪能
顾得上你。”
“神炮手”未击中目标，到底怨谁？

一时间，这个话题引发了大家的争论。
此事传开后，支队领导决定组织一

场群众性讨论，借机深化官兵们对“以
战领训”的认识。

讨论中，随舰出海指导工作的作训
科科长漆天元谈道，支队突出“以战领
训”原则设计此次演练。这一次，舵手
之所以没能配合炮手，体现的正是这一
训练思路——

以往的实弹演练把打得准作为首
要任务，全舰官兵都围着炮位转。可
真正面对敌情威胁，舰上指挥员和舵
手首先要考虑的是整个舰的安全，全
舰官兵都得围着舰转。因此，炮手必
须练就在任何复杂条件下都能打得准
的能力。

漆科长一番话，让参训官兵对“以
战领训”有了更深的思考，大家从实弹
射击、损管操演等课目入手，你一言我
一语地深挖身边与实战相悖的问题。
深剖根源，李名胜感慨地说：“今天吃
了败仗，说明还有短板弱项。接下来
我一定要苦练本领，成为战场上的‘神
炮手’。”

上图：火炮射击现场。金 琦摄

开训首战，“神炮手”为啥脱靶
■段 鑫 王佳男

在新年度首次实弹演练中，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一级军士长李
名胜失利的经历，引起大家对“以战领训”的思考——

今年开训动员令把“以战领训”

放在第一条，要求“研透作战任务、

作战对手、作战环境”，再一次明确

了训练指挥棒要聚焦实战这个朴素的

真理，为改进我们的训练提供了有力

指导。

“神炮手”走了麦城，到底是炮手

的问题，还是舵手的问题？大家之所

以会出现争议，就是因为“以战领

训”的思想树得不牢。

打是战场的重要一环，打得准固

然十分重要。然而，有人却因此异化

为一切为了打得准，忘记打得准是为

了战场打得赢。战场上，打、防、跑、

躲、藏样样都很重要，并非只有打得

准才能打得赢。如果不能树牢“战”

的观念，就有可能出现虽然“打得

准”，却“防不住”打击、“甩不掉”对手

的局面。

总之一句话：心中无战，进退失

据；心中有战，进退皆宜。

心中有战 进退皆宜
■张科进

高原的雪真大，漫天飞舞模糊了天
地的界限。

若不是在熟睡中被冻醒，第 77 集
团军某旅排长胡磊不会意识到，在这座
营区的一角，还有几名终日与锅炉作伴
的兵。

在 3米多高的地热源锅炉前，身形
瘦小的上士王小涛显得更加单薄。自
入冬以来，这几座“庞然大物”每天 24
小时运转，为数千名官兵和几百间营房
提供着热水和暖气；而王小涛和另外两
名战友，则要小心翼翼地“照料”它们，
以确保运行无虞。

当胡磊挂断报修电话，重新翻身上
床裹紧被子时，那头，王小涛已经提起
工具箱，顺着管线摸进夜色，开始查找
故障原因。幸好，这次短暂的故障没有
引起连锁反应——去年春节前，一次持
续 4个多小时的停气停暖，让数十名官
兵一夜之间患上感冒。这件事，让王小
涛内疚至今。

王小涛需要不断操作 3个阀门，以
调整锅炉的温度、电流、排气压力等。
“这是件很科幻的工作，一两句话我也
解释不清。”黑暗中，王小涛的脸颊被灯
光映照得忽明忽暗。

而在四级军士长李小龙看来，自己
的工作既重要又烦琐——负责所有进
出营区人员的安全管理。

每当熄灯号响起，营区大门顿时失
去了昼间的熙攘，但这并不代表李小龙
能够睡个好觉——在和值班室一墙之
隔的省道上，平均每晚有上百辆大卡车
经过，除了发动机巨大的轰鸣、货物与
车厢有节律的碰撞、轮胎在减速带前刹
车发出的摩擦声外，还有那些经过改
装、亮如白昼的远光灯，让他没有一个
晚上能睡得安稳。
“春节前后倒是没什么车，可进出

营区的人多。”风雪中，一个人影从黑夜
中闪现，李小龙连忙裹紧大衣上前核实
身份，原来是一名因航班延误导致晚归
的休假干部。

每年入冬后，抵达高原的火车和航
班经常因天气原因晚点延误。去年春
节前夕，李小龙索性搬了把椅子，在玻
璃窗前坐了几个整晚，迎接一个个“风
雪夜归人”。
“我利索一点儿，他们就少挨一会

儿冻。”谈及原因，他笑道，“毕竟他们是
舟车劳顿。”

在该旅卫生连，平均每天都有官
兵前来就诊。春节前后，这个数字还
会上涨。
“逢年过节，战士们免不了集体聚

餐，这也增加了患肠胃炎的几率。”说
话的是该旅卫生连军医田小军。几分
钟前，一名突发腹泻的战士被送到卫
生连，接到急诊通知的他迅速起床，在
黑暗中摸起眼镜就走进急诊室。

作为该旅资历最老的军医，今年
已经是田小军在军营度过的第 28 个
年头。记者翻看了他过去 3年的夜班
记录，共收治 1026 名急诊患者，其中
包括 4例急性高原肺水肿、3例因过敏
导致的喉头水肿，以及 1 名早产的军
人家属。

在田小军身后的墙壁上，悬挂着大
大小小的十几面锦旗，那是他从医近 30
年来的见证。“虽然我的不少大学同学，
如今已是各大医院的知名专家，可在这
个小小的诊室里，我时刻感觉到自己
‘被需要着’。”说话时，他黑紫色的嘴唇
不经意向上扬了一下。

走出卫生连，被风雪笼罩的营区，
模模糊糊能看到盏盏昏黄的灯光——
凌晨4时，是炊事班一天工作的开始。

黎明的炊事操作间内，气温低至零

下 12摄氏度，即便是刚烧开的水，也会
很快就凉了。由于长期用冷水洗菜，炊
事员刘辉的手上布满了冻疮，指关节红
肿得异于常人。

在刘辉的身旁，下士陈永九正在
准备主食。只见他的肩膀带动着身体
忽高忽低，就像伴随着无声的音律舞
动——在过去的一年里，陈永九就像这
样，将 1.6 万斤白面揉成了近 8万个馒
头。听到记者算出这组数字后，陈永九
自己也瞪大了眼睛，“这么多？那我还
是蛮厉害的！”

的确，整日与柴米油盐打交道，陈
永九很难将自己的工作同“厉害”二字
联系起来，可正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和积
累，造就了一个个平凡中的非凡。

上图：清晨 5时，一名炊事员将揉

好的第一屉馒头放入蒸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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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家属来队不是自己做饭就是
点外卖，现在可以凭就餐卡到部队食堂
就餐，省钱省事更省心！”春节前夕，新
疆军区某团四级军士长林学栋高兴地
谈道，自从家属可以到部队食堂就餐，
生活方便了不少。

前不久，有随军家属向来基层蹲点
的团领导提意见，希望部队食堂能对家
属开放，这个建议很快引起了大家的共
鸣。团领导在调研中了解到：一些官兵
家属利用双休日来军营，时间不长不想
开伙，常常吃泡面将就；不少随军家属的
工作并不轻松，常常忙得顾不上做饭。

“事情虽然很小，但有一定的普
遍性，也影响了广大官兵家庭的幸福
感。”团党委一班人将家属就餐问题
列入议事日程，决定在部队食堂开设
来队军属就餐区，官兵家属通过个人
申请，缴纳一定费用后即可领取就餐
卡到食堂就餐。这个举措实施后，方
便了许多来队探亲的家属，受到官兵
好评。
“现在好了，来队家属不用为做饭

发愁了！”说起这一变化，该团官兵表示
一定要更加努力训练，用实际行动回报
团党委的关心。

临时来队，家属可到食堂就餐
■高 群 李佳鹏

新闻前哨

春节前夕，新疆军区某团体能训练
时间，刺耳的警报声在营区突然响起。
担负应急战备任务的 4个连队迅速行
动，组织官兵参加应急处突演练。

按照以往惯例，应急处突须着迷彩
服。鉴于情况紧急，三连连长李帅当机
立断，做出不换衣服先行处置的决定。
当其他 3个连队官兵换好迷彩服赶到
现场时，三连官兵早已就位并有效控制
了“突发情况”。
“三连没有按照规定着装，不符合

要求。”演练复盘时，有人认为三连的做
法违规，应该取消成绩。对此，三连官

兵陈述了自己的理由：当时事发突然，
需要第一时间、最快速度处理，不应该
纠结是否换装。

据了解，该连多次担负战备值班任
务，对如何高效快捷处置各种突发情况
有丰富的经验，包括体能训练时出现特
情该不该换装，什么样的特情需要换装
等细节，他们都进行过深入研究。
“突发情况瞬息万变，应对处置更要

争分夺秒，三连这次做得很好！”结合演练
的实际效果，导演组对三连的做法提出了
表扬，认为他们一切从实战出发，灵活
机动、便宜行事的做法，值得大家学习。

应急处突，没按规定着装行不行？
■梁 宁 张尚志

营连日志

春节就要到了，但有的基层官兵

更加辛苦。因为，他们早早地进入繁

忙的“备节”状态：迎接检查、整治营

区、筹划活动、准备节目……好像越

到过节，事情越多，搞得大家比平时

累多了。

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是每个

人的愿望。虽然军营不同于地方，

备战打仗没有节假，但在这个喜庆

的日子里，除了保持正常的战备训

练，不妨还权、还时于基层，不要干

扰基层，安排活动要科学适度，多给

官兵一些自主空间，让大家轻松愉

快过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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