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8基层传真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１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严珊

互联网邮箱：jbjccz@126.com

强军网网盘：jbjccz

潜 望 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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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营

不久前，我调到素有“魔鬼连”之称
的猛虎三连。我的军事素质一向很好，
所以即便三连官兵个个都是训练尖子，
我依然对自己充满信心。

可世事难料，到新连队没多久，因
为语言和生活习惯问题，我感觉和大
家融不到一起，“水土不服”的感觉很
强烈。

一天，连队组织体能训练，连长张
皓一边活动身体，一边朝我走来。“沙拉
木，听说上次团里的全能对抗赛，你冲
在最前面，等会儿咱们全连PK一下，你
可要好好表现。”
“连长在全团是出了名的‘草上

飞’，难道他想给我一个下马威？”我正
在胡思乱想，一声哨响，连长箭一般冲

了出去。我顾不上多想，在他身后紧追
不舍。眼看还有最后一圈，连长的节奏
却突然慢了下来。“连长咋了？”我心里
一分神，竟被身后的一名士官超越。连
长突然大声喊道：“沙拉木，别减速，超
过他！”连长的话就像给我打了一针强
心剂，我拼命摆动双臂，加快步频，终于
第一个冲到了终点。
“来，我给咱们的冠军放松一下身

体。”体能训练结束后，连长主动过来
为我捏腿放松，周围战友也纷纷向我
投来钦佩的目光。晚上点名时,连长着
重对我提出了表扬。“我们的连魂是什
么？”“攻如猛虎，战无不胜。”吼出连魂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和新战友的距离
近了不少。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逐渐适应了连
队的生活。一天深夜，站哨结束后躺在
床上，我无意中听到连长与班长在宿舍
门外的对话——“沙拉木最近状态怎么
样？适应了没有？”“自从上次跑了第
一，积极性提高了很多，看来您这招很
管用。”“沙拉木潜力很大，迟早会超过
我……”我恍然大悟，本以为自己用一
场酣畅淋漓的胜利打开了新局面，没想
到是连长为了让我迅速融入集体，故意
输给了我。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毫无睡意。
想到连长的良苦用心，我心中暖流涌
动，暗下决心：“我要加倍努力训练，靠
实力再赢连长一次。”

（张 革、高 群整理）

体能 PK，连长故意输给我
■新疆军区某红军团猛虎三连下士 阿不都·沙拉木

隆冬夜晚，临近熄灯。北疆某驻训
场外，帐篷在寒风吹打下呼呼作响。
“报告！”北部战区陆军某炮兵旅首

长值班帐篷的门帘再次被掀开，进来的
是三营六连排长胡宇，他的手中攥着一
张派车单。值班首长田忠良下意识地
瞥了一眼桌子上还未签字的厚厚一摞
派车单，皱了皱眉。

3天一共签了 102 张派车单，这背
后是该旅机关针对演习期间安全管理
出台的新规定：提升用车审批权限，凡
是进出车场一律要填写派车单。

审批权限的提升，让各营连带车干
部叫苦不迭。“连队安排我第二天带车

出去拉水。”胡宇介绍说，“从驻训点到
厂区的取水点，来回不到 2公里，中途
也鲜有地方车辆，但是按照新规定，带
车干部仍然要在前一天填写派车单并
报值班领导审批，并由文书将全营次日
所有用车信息拉单列表，所有车辆都要
在营主官签字并报值班室备案后才能
动用。”

接到任务后，胡宇第一时间和连队
文书对接。然而此时营长王树刚正在
旅作战会上汇报掩体构筑课目演示方
案，而教导员何亮在前一天晚上就已经
带车赶赴百公里外的弹药库请领弹药。
“签个派车单可真麻烦！”一切都忙

完后回到连队，胡宇越想越不是滋味。
不久后的交班会上，由于官兵反

映强烈，派车单的问题被摆上了桌
面。不少人认为，作为审批凭证，派车

单对车辆管理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
用，但是过度提高的审批权限却影响
了部队正常工作，而且对安全把控的
作用并不明显。
“防微杜渐也应当有个度，派车单

绝 不 是 提 升 安 全 系 数 的 ‘ 灵 丹 妙
药’！”会后，该旅党委从管理和教育
两方面入手，在恢复原有用车审批权
限的同时，安排运输投送科整理演训
场周边路况信息和行车安全常识，由
专业驾驶员介绍驾驶经验，组织全旅
驾驶员集中培训，提高规避风险和应
急处置能力。

省去派车单审批的繁琐流程，胡宇
将更多精力放在了驾驶员行车管理和
自身训练上，在随后进行的演习中，他
在陌生地域射击课目中发挥出色，带领
全排官兵打出了满堂彩。

3天签了 102张派车单
——北部战区陆军某炮兵旅野外驻训期间加强行车管理的一段经历

■本报记者 宋子洵 通讯员 刘星楠

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第 74 集
团军某旅场站气象台官兵就开始忙活
起来，准备迎接一位久别的战友。

即将归队的战友，是该旅中士陈
燕。这个技术精湛、聪明干练的女兵，
在过去半年多时间里，经历了人生中一
次非常严峻的考验。

去年 7月的一天，陈燕感觉身体不
适，来到医院检查。本以为只是加班导
致的疲劳，没想到却被诊断为“甲状腺
肿瘤”。突如其来的打击，几乎夺走了
她所有关于未来的梦想……

像是一缕曙光，撕裂黑暗的大幕，指
导员朱恒第一时间打来电话询问她的情
况。听到电话那头关切的话语，一向独
立坚强的陈燕再也止不住泪水。“上午11
点18分，指导员打来电话……”陈燕在自
己的患病日记中记录下了这个让她感动
的时刻。

了解陈燕的情况后，该旅迅即着手
为她申请“帮战友基金”，委派朱恒帮助

她协调医院、办理住院手续。10余个求
医问药热线，百余里忙碌奔波，在大家
的共同努力下，不到两天时间，陈燕就
顺利完成了手术。

然而，术后的康复过程十分漫长。
陈燕需要长时间放疗，而且容易出现吞
咽困难、身体乏力等症状，如果没有得
到及时的护理和有效的心理辅导，病情
极有可能复发。

该旅专门安排同班战友进行陪护，
女兵队指导员陈枭当起了半个心理医
生，时常利用周末过来陪陈燕散步聊
天。每逢节假日，台站官兵都会以视频
通话的形式为她加油打气，请假外出的
战友也经常到医院看望她。

春风细雨解兵愁，汩汩暖流入心
田。陈燕在日记中写道：“我曾痛苦过、
沮丧过，心情一次又一次跌入低谷，是
你们让我鼓起生活的勇气，重新找回了
自我。”凌晨 3点的守候、周末的暖心鸡
汤、病痛发作时的晚安故事……陈燕在

日记里写下的 23 个暖心故事，看似琐
碎而细小，却如同一颗颗珍珠，串成她
生命中最温暖的记忆。

爱心创造奇迹。在组织和战友们
的关心帮助下，陈燕终于康复归队了。
汽车刚拐进旅队门前的大路，陈燕就远
远看到朱恒在向她招手。来到台站，不
断的惊喜又让她湿润了眼眶：精心布置
过的单人宿舍、手写的祝福卡片、整理
好的学习资料……美好的一切，让陈燕
又重新燃起了对未来的期望。

23个暖心故事，凝结着浓浓战友深
情。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不止陈燕一
人，该旅很多官兵都拥有这样的幸福回
忆：一位飞行员因病“折翼”后重返蓝
天、某单位指导员经历家庭重大变故后
走出低谷、战友结对帮扶的一名战士多
次立功受奖……“如果没有部队大家庭
的真心关爱，真不知道我的生活会变成
什么样！”陈燕发出的感慨，正是该旅众
多官兵的心声。

女兵归队，怀揣23个暖心故事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周天宇 许浩杰

作为营里推荐的“种子选手”，张鹏
承认，这次比武自己“搞砸了”。

新年伊始，第 71 集团军某旅比武
场上，呐喊声、加油声震耳欲聋，参赛选
手们个个猛似小老虎，啦啦队之间“拼”
得脸红脖子粗。

正在激烈进行的“全能战士”比武，
是一项最具含金量的个人项目，各营派
出的精兵强将你追我赶、奋勇争先。救
护组合练习、手榴弹投掷……接连完成
5个课目后，作战支援营中士张鹏的成
绩稳居上游。他抬腕看表，距离比武设
置的总时限还剩 16 分钟，便稍微调整
呼吸，立即转战至最后一个课目——单
兵掩体构筑。

铁锹翻动，泥土飞扬。时间在一
分一秒流逝，汗珠顺着张鹏额头往下
滴落，长时间剧烈运动导致的乏力感
不断传来。“我和前几名的总分差距
不大，要想拿名次只能求快了。”想到
这里，张鹏将掩体胸墙拍实后赶紧喊
“报告”，举手示意自己完成了所有比
赛课目。
“12分 18秒！”听到报分，张鹏顿时

眉头一展，心里默默计算：自己挖的掩
体只是深度不够，按照日常训练百分制
评分标准，最多扣 15分，加上前面几个
课目取得的不错成绩，比武进前三，十
拿九稳！
“不及格，零分！”得知考核组综合

评定后给出的成绩，张鹏立即找到考官
讨要说法。考官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要
求张鹏进入自己所挖的掩体中“隐
蔽”。这下露馅了，大半个身体露在外
面的张鹏顿时羞红了脸。
“掩坑深度不够，离最低标准还差

10厘米，致使身体暴露过多，不符合实
战要求。”听到考官的解释，张鹏依旧不
死心：“虽然掩坑深度不够，但其他各部
分尺寸都符合标准，按照惯例都是扣
分，为什么判我不及格？”

成绩究竟该怎么算？场下官兵也
是议论纷纷。有人说，既然日常训练考
核明确了评分标准，就不应该判不及
格。但反对声音也不少：通过钻规则的
空子获得高分不可取，违背实战的成绩
没有价值，真正上了战场，这些“取巧”
行为要付出血的代价。

面对争论，旅领导进一步抛出几种
比武中常见的现象供官兵思考：搬运模
拟弹药箱，为了抢时间，到终点后一摔
了之，假如是实弹，这样做行吗？轻武
器分解结合，片面追求速度，忽略了枪
械工作原理、零部件换修方法和条件，
如果战场上遇到枪械故障，再娴熟的分
解结合有啥用？……

讨论中，官兵们逐步达成共识：从
训练场走向战场，首先要在心里立起战
的标准。设置评分细则，有一个重要前
提是实战环境和实战背景，忽略这个前
提条件，盯着分数来练兵竞技不是“剑
走偏锋”，而是“走了偏路”。

失去了“全能战士”比武奖牌，
收获了实战意识水涨船高。如今，
再进行单兵掩体构筑课目训练，张
鹏每次都主动卧入掩体，确认隐蔽
性、射击视角等要素达到实战标准
后，方才请求验收，“训练就是为了
打赢，紧盯实战严训实练，切实完
成从‘应试’训练向‘应战’磨炼
转变，才能把平时考核成绩转化为
战时制胜功绩！”

“全能战士”比武中，一名中士为了追求速度，偷偷降低掩体
构筑标准，被判定为不及格，引发官兵讨论——

掩体“缩水”10厘米，扣分还是零分？
■本报记者 陈 利 通讯员 杨琪潇 宋方武

回忆起前不久迎接上级调研的前前
后后，第 83集团军某旅修理连连长吴磊
感慨不已。

那天，正在组织训练的吴磊突然接
到机关张干事打来的电话，被告知旅里
赵政委要来连队调研，调研内容和流程
如往常一样：先检查连队秩序，再参观荣
誉室，最后组织官兵座谈。

吴连长根据张干事提前透露的信息
精心准备，不仅完善了各类汇报材料，还
对连队内务秩序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整
治，并在调研路线的各个关键点位安排
了“解说员”。对于迎接这样的检查调
研，吴连长早已轻车熟路，他所在的连队
不仅是全旅响当当的先进连队，在迎检
方面也是公认的标杆。

然而，这一次赵政委的调研没有按照
张干事说的那样进行。进了院门，赵政委

直奔训练场，随机找来几名官兵围坐一
圈，就地开起了恳谈会。在和大家的交谈
中，赵政委听到了一些“不一样的问题”：
有人建议机关调研时不能光听汇报，应该
多和大家聊聊天，找准官兵所需所盼，指
导基层才能更有针对性；有人建议安排休
假时，不能只向训练尖子倾斜，官兵休假
的权利应当是平等的；也有人建议涉及福
利政策的文件要多为官兵作一些解读，不
能机关一发了之，连队一念了之……

说是建议，背后更多的是意见，充满
“辣味”的恳谈会让赵政委深受启发，官
兵们的每一个“槽点”他都认真记录。被
抛在一旁的张干事和吴连长，看着这热
火朝天的交谈，内心既忐忑又不解：为啥
这次调研没按“路线”来？

其实，不按照事先准备的路线调研，
赵政委有他自己的想法：以往每次到基层
调研，走的是同一条路线、听的是提前准
备好的汇报内容，发现的都是主动暴露出
来的不痛不痒的问题。“脚上都没沾泥，怎
能发现真问题？”交班会上，赵政委介绍了

这次调研的收获，他告诫机关干部和基层
主官：“调研要走自己的路，不能走过场，
不敢暴露真问题，又怎能解决问题？”

推心置腹的一番话，引发大家的反
思。吴连长坦承，自己光想着把连队好
的一面展现在调研组面前，粉饰问题，动
了歪脑筋；张干事也自我反省，代表机关
到基层调研时，习惯于“被安排”，走马观
花之后拿着材料写调研报告。其他机关
干部也举一反三查找出“调研秀”“重迎
检轻实干”等问题积弊。

这次调研过后，旅党委一班人达成共
识：到基层调研不再按固有套路进行，多
找官兵随机访谈，少开提前准备的座谈
会，注重帮带指导，不再片面强调问题通
报；基层也改变工作方式，把工作重心聚
焦到中心工作上。

如今，没有了迎检压力的吴连长，投
入全部心思查找连队训练短板，带领大
家琢磨出了不少切实管用的招法。他欣
喜地告诉记者：“不用再为迎检操心，可
以集中精力干工作。”

检查调研要“走自己的路”
■曹兆雷 本报特约记者 康 克

隆冬季节，新疆克孜勒苏军分区库鲁木都克边防连官兵冒着严寒，翻险峰、闯石滩、过达坂，前往海拔3840多米的山口

展开武装巡逻，确保边境安全稳定。图为官兵为界碑描红。 刘南松摄

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际，2月9日，武警青海总队执勤支队派出医疗分队，深入玉树曲麻莱藏族移民村送医送

药，周到贴心的健康服务让藏族群众倍感温暖。图为一名军医向一名藏族老人叮嘱服药注意事项。 杨 浩摄
新闻前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