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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 望 镜

春回南粤，战意渐浓。2月下旬，南
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战备演练如火如
荼。随着一等转进警铃骤响，全体战勤
人员闻令而动、各司其职，显示屏上目标
闪烁、光电跳跃。一时间，键盘声、口令
声，声声交织。
“一号班遭遇‘战斗减员’，由各岗

位二号班的同志接替处置不明空情。”
演练开始不久，指挥员、该站站长林征
征临机设置的特情，让二号班的同志措
手不及。

坐上一号班席位，二号班操纵员孙
碧峰的动作显得有些紧张，显示屏上数
百个目标信息流让他手忙脚乱。尽管不
明空情的处置流程平时背得滚瓜烂熟，
但进入“实战”环境却有些难以应付。

一阵紧急排查后，孙碧峰卡着最
后时限上报了处置意见。可惜的是，

尽管空情判断正确，却错过了最佳战
机。不只是孙碧峰，其他岗位二号班
同志的表现同样不尽如人意：标记员
切换备份通信手段不熟练、技师排除
故障超时……

演练结束后的复盘反思会上，林站
长首先自我检讨：“一等战斗值班由一号
班担任，是白纸黑字的规定，平时遇到这
样的任务都是一号班上，导致二号班针
对性训练抓得不实。”

痛定思痛，该站研究确立了“一号
班精练强训，二号班固强补弱”的训练
思路，按照能力素质区分组成捆绑训练
小组，按战备值班任务要求调整二号班
训练内容、训练目标，以重难点课目为
突破口，快速提升二号班人员素质，确
保二号班真正具备一号班的能力，成为
一个合格的战斗班组。

南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战备演练，指挥员临机设

置特情让大家措手不及——

一号班“战损”，二号班为何没顶上
■李成杰

一等战斗值班通常难度大、级别高、

任务重，因此要求由业务精湛、素质过硬

的一号班担负，确保每个岗位节点可信

可靠，以保障任务的圆满完成。

长期以来，一些基层雷达站存在重

一号班训练，轻二号班训练的倾向，结果

是一号班越练越优，二号班却少经历练，

甚至出现“一号班干，二号班看”的现象。

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指

出：抓好基本战斗单元训练，把每一个单

兵、每一型装备、每一类作战要素都训到

位。现代战争的系统性、联动性越来越

高，每个战位、每名官兵都是制胜的关键

节点。唯有坚持实战化标准练兵，把每

一名官兵都训到位，能打仗、打胜仗才不

会是一句空话。

把每一名官兵都训练到位
■南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旅长 冯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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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

没想到，这一次比武我会走麦城。
前段时间，连队火炮通信系统完成

了更新换代，某型电台被新一代数字化
装备所取代。为了给新装备训练加把
火，营里没过多久便组织了一次专业比
武，作为连队通信装备的专业大拿，且经
常是训练龙虎榜的第一名，我被大家寄
予厚望。

比武如期举行，当拿到下发的作
业条件时我顿时傻眼了，因为那都是
我凭着多年的考试经验自认为不会考
而没有刻苦练的冷门内容。仓促应
战，我还在调试装备，列兵冯旭文已经
完成所有操作并第一个报告示意，紧
接着是身边的对手。我一时间有点慌
乱，手也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最后的

成绩让连队官兵大跌眼镜：因为超时
被淘汰出局。

走下赛场，看着我一脸丧气的表情，
指导员拍了拍我的肩膀：“新装备信息
化、数字化程度高，不能再用过去那一套
所谓的经验去训练。你得多向冯旭文学
习，他的信息化知识掌握得很扎实，新装
备训练也很有心得。”指导员一番话点醒
了我，也让我意识到自己的短板，必须尽
快弥补。

当天晚上，我主动找到冯旭文拜师
学习新装备。这事很快就在连队传开
了，没想到大家不仅没有笑话我，还纷纷
对我竖起大拇指。我也相信，下一次比
武一定能夺回冠军宝座。

（杨海涛、顼 洋整理）

我拜新兵为师
■第82集团军某旅中士 张 涛

士兵日记 2月27日 星期四 晴

爬坡下坎、越障漂移，一条“迷彩
长龙”正在崎岖的山路上疾驰。2月
下旬，第 75集团军某旅一场驾驶员专
业考核在桂北腹地某陌生地域拉开
帷幕。

以往，驾驶员专业考核都是使用
营区的训练场，这次为何不走“老
路”？原来，年前该旅组织某营临机战
备拉动，谁知梯队刚出营区几十公里，
就有两台车辆先后“趴窝”。

基本理论扎实过硬，一到生疏地
域就“慌”。针对临机拉动暴露出来的
问题，该旅梳理出训战脱节、自适应力
差、特情处置能力不强等 3方面 15个
具体问题。他们紧盯实战标准、大纲

要求进行训法创新，着力提升驾驶员
适应陌生环境的能力。

与此同时，他们还制订不同路况
的训练计划和方案，把遭遇敌情、快
速抢修、隐蔽伪装等细化到训考内
容中，着力锤炼驾驶员的驾驶、修
理、伪装能力，确保驾驶员队伍拉得
出、过得硬。

小股“敌人”袭扰、遇“敌”卫星过
境、穿越核沾染区，考核中战术情况层
出不穷。翻看考核成绩，有 86%的驾
驶员达到优秀水平。该旅运输投送科
科长卢旭廷在考核结束后说：“战场情
况瞬息万变，只有平时瞄准实战练，战
时才能打得赢。”

训练不再走“老路”
■吴 阔 秦 泉

“感谢解放军多年来对我们的帮
助……”2月下旬，第 73集团军某旅运输
连收到驻地一个三胞胎家庭写来的感谢
信。这个连队连续 6年资助这个三胞胎
家庭的故事，如今在当地传为佳话。

2014 年 3 月，在该旅组织的“学雷
锋精神、做雷锋传人”活动中，运输连
官兵在竹山小学开展活动时得知，当
地有一个三胞胎家庭家境贫困，孩子
随时可能辍学。他们在随后的走访中
了解到，三胞胎的父母体弱多病，家中
还有年迈的奶奶需要照顾，日子过得
很艰难。

在党支部会议上，有支委主动提出
成立专项资金资助三胞胎上学的建议。
经过大家反复讨论，连队决定设立“爱心

1+1”项目，通过扶贫、捐款等多种途径
向他们提供帮助。6年间，虽然连队党
支部成员更换了几茬，但扶贫助学的脚
步却从未停下。

除了钱物上的资助，连队还利用
周末指派人员到三胞胎的家中慰问
看望，给他们带去学习资料、书包、文
具等物品，辅导他们做作业。他们还
通过与孩子们一起玩耍、谈心，帮助
他们从家庭贫困的心理阴影中走出
来。

如今，国家的精准扶贫政策让三胞
胎上学不再有后顾之忧，在孩子们最近
的一封来信中，他们这样写道：“在我们
最困难的时期，感谢解放军叔叔给了我
们无私帮助和悉心陪伴。”

连续六年资助三胞胎上学
■朱 强 欧阳和顺

春寒料峭，细雨霏霏。几名军人走
进江西省泰和县灌溪镇桃源村的几个留
守儿童家中，给他们送来了《十万个为什
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课外读物和
书包、文具等学习用品，并利用周末时间
给留守儿童义务补课。

泰和县位于江西省中南部的革命
老区，这里崇山峻岭、交通不便，经济相
对落后。当地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留
守儿童问题比较突出，一些孩子放学后
没人管教，学业渐渐荒废。

扶贫先扶智！泰和县武装部党委
研究决定，把贫困学校和贫困孩子作
为重点扶贫对象，与泰和革命英烈红
军小学、桃源小学等学校建立扶贫联
系点，多措并举开展助学扶贫活动，把
留守儿童的学习抓起来。

为增强助学扶贫的针对性和科学
性，泰和县武装部政工科首先对学校留
守儿童的情况进行全面筛查和摸底，确
定了具体的帮扶对象，并建立了学生学
习情况档案，进行精准性、常态化、跟踪
式辅导。

针对山区学校师资力量薄弱的现
状，他们充分发挥本单位干部学历相
对较高的优势，建立了周末义务补课
制度。每到周末，除值班的部领导
外，其他干部就深入各家辅导留守儿
童学习。
“虽然山路很难走，家里条件差，但

解放军叔叔每周都过来给我补课，非常
细致尽心。”一名留守儿童感动地说，“我
一定要努力学习，用优异的成绩来回报
解放军叔叔的爱心！”

利用周末为留守儿童补课
■王武平 谢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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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条令条例 树立军人好样子

从 2月 26日开始，

东部战区陆军某旅组织

展开军事地形学强化训

练，提高指挥员实战指

挥能力。图为“陆军优

秀指挥军官标兵”陈家

金正在专注地进行图上

作业。

丁 磊摄

专 注

新闻前哨

小小连值日员，承担了大量岗位

之外的杂务，致使其无法正常履行本

职工作，到底是谁之过？一些带兵人

反映，基层经常性工作千头万绪、任务

活动不断，“出此下策”实属无奈之举。

听起来好像有几分道理，殊不知

颁布实施包括条令条例在内的法规制

度，本意就是让领导依法决策、机关依

法指导、部队依法运行、官兵依法履

职，使各项工作建设都沿着法治化轨

道推进。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如

果用不好法规制度这个“篦子”，理顺

基层繁重的工作任务，就会一团糟、打

乱仗。

事实确也如此。我们看到，严格

按规章制度抓建的基层部队，方向上

错不了、偏不了，建设上有作为、出成

绩；而不按规章制度办事的基层部队，

看似人人有事干，实则都是瞎忙、乱

忙，效率低下、虚耗严重，官兵疲于应

对，单位建设停滞不前。

依法依规出战斗力。基层是部队

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事情多、任

务重是常态。只有全面落实依法治军

从严治军方针，贯彻条令条例，坚持按

纲抓建，搞好“大合唱”、弹好“协奏

曲”，用“一根针”穿起“千条线”，才能

确保基层全面建设健康稳步发展。

越是事情多越要依法办
■张科进

几天前，第 74 集团军某旅宣传科
干事周密负责给一些连队发放摄像器
材，原本只需 30分钟就能完成的工作，
却用了近 2个小时，原因是打电话通知

各连值日员，经常找不到人。
连队电话由连值日员全时值守，

为何接听迟缓，甚至无人接听？带着
疑问，周密决定利用下基层检查督导

的机会一探究竟。
检查结果出乎意料。给篮球比

赛记分、替战友晾晒衣服、跑腿取快
递……一名连值日员负责的工作可谓
种类繁多，细数下来有 10多项，俨然是
个“万能公差”。在某个连队，连值日
员的桌子抽屉里放了一块牌子，一面
写着“打饭”，另一面写着“查寝”。当
天的连值日员告诉周密，每当他去打
饭或查寝，就会把这块牌子摆在明面
上，以免不知实情的干部骨干误认为
他擅自离岗。
《内务条令》对值日员的职责有明

确规定：看管营房、营具和设备；维护室
内外卫生；纠察军容风纪；接待来队人
员，并负责登记。让周密觉得有些纳闷
儿的是，这些新兵入伍就该熟知的内
容，为何落实起来走了样？一名连值日
员无奈地告诉他：“我当然知道要忠于
职守，干好分内事，可干部骨干和老兵
们一旦开了口，我也不好拒绝啊。”

随后，周密又向连队干部骨干核
实情况，大部分人则表示：条令规定都
清楚，但连队事情多、任务杂，需要根
据实际情况安排工作，不必死板地落

实和执行。况且，让连值日员多干点
活儿却也无妨，其他连队也一直这么
干，没见出啥大事。

让连值日员当“杂工”，明明违反
了条令，大家却习以为常。周密越想
越觉得这绝非小事，于是对着条令规
定的“主管人员职责”，对营连主官和
班排长履职尽责情况进行摸底，结果
发现大家都和连值日员一样，都或多
或少地“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
田”。在旅交班会上，周密将自己的所
见所闻和盘托出，旅领导高度重视，当
场要求各单位各部门举一反三，深入
查找落实条令条例打折扣、搞变通的
问题倾向。

很快，该旅对各个岗位的职责进
行了规范和细化，并分类制成职责清
单卡片下发，明确凡是职责清单之外
的工作，一律不得擅自安排，发现一起
查纠一起。

这两天，周密到各营连“回头看”，
专门检查了连值日员的履职情况，发
现他们个个都“钉”在岗位上，以前那
种跑跑颠颠、脱岗打杂的现象不见了。

梁 晨绘图

连值日员去哪儿了
■罗周清 吴 婷 本报特约通讯员 黄 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