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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评

摘钢盔、戴面具……连日来，第 79
集团军某旅官兵在辽东半岛某陌生地
域展开实战化演练。集团军考核组现
地指导，对卫生救护、核生化防护、野战
炊事等课目进行考核。
“开始！”笔者在防护考核现场看

到，指挥员下达命令后，官兵快速穿戴
防毒面具，四营上等兵卢敏锋率先完
成考核。谁知，本以为稳操胜券的他，
却在气密性检查中出了问题。原来，
他为了追求速度，在完成阶段没有进

行自检，将防毒面具套上即报告“完
毕”。用时比他多 2秒钟的谢阳彤，在
自检时发现面具边缘与脸部贴合不紧
密，存在漏气隐患，于是重新调整了松
紧程度。

考核组判定：谢阳彤，第一名！
“不从实战出发，一味抢速度，不仅

对战斗力提升没有贡献，反而还有可能
栽跟头！”谢阳彤对此曾有深刻体会。
一次，同样是组织这一课目考核，该旅
在检查气密性环节一改传统方式，在一

个密闭的班用帐篷内放置发烟罐，再把
手枪、步枪分解后放在容器内，要求官
兵戴好防毒面具进入帐篷，找到容器并
完成武器结合。个别官兵单纯追求速
度，没有仔细检查防毒面具是否贴合紧
密就冲进布满浓烟的帐篷，结果被熏得
眼泪直流。

此次考核后，该旅举一反三查找演
训中与实战要求不符的现象，对战斗装
具穿戴、战备物资携带、武器装备配载
等方面进行有针对性整改。

多2秒，第一！
■王立军 王 琦

“加油，加油！”在战友们的呐喊助
威声中，第 79 集团军某旅卫生救护比
武趋于白热化。

中士李涛与下士凌石是此次比武
的 2名种子选手。在已经完成的课目
中，凌石率先发力，理论考核抢得先
机；李涛奋起直追，在伤员搬运中扳回
一局……进行到最后一个课目“止血
包扎”，两人仍不分高下。

判断伤情，明确方法流程，止血，固
定……突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发生
了：凌石因用力过猛，不仅没撕开急救

包，还导致急救包脱手落地。而此时，
李涛已经扯出三角巾并叠成条带。凌
石情急之下，直接将三角巾拉直，省去
折叠的步骤，快速对“伤员”骨折的小臂
进行包扎。

省略一步后，凌石与李涛再次回到
同一起跑线。眼看双方将要再次打成平
局，凌石完成打结后立即报告“好”，而李
涛则花费了一点时间用于外观整饰。

最终成绩评定，凌石以微弱优势获胜。
李涛有些不服气，因为对方少了 2

步才后发先至。李涛找到考核组申

诉。考核员检查包扎固定的松紧程度
和效果后，驳回申诉。

比武尘埃落定，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
束。该旅以此次比武为切入点，开展“战
斗力标准怎么看、落实怎么办”讨论辨析
活动，发动官兵查找训练中不必要的多余
动作，共同纠治训练场上的形式主义。

一段时间以来，从机关到营连，人人
对照岗位职责反思不足，共同寻求问题的
解决措施。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10余个
训练中重形式轻实效的做法被纠治。

上图：通过“染毒地带”。尚草泉摄

少2步，得胜！
■张佳乐 廉 政

本报讯 童亦蒙、谢权鑫报道：“‘磨
刀石’的硬度，决定了刀的锋利度……”2
月 26 日，东部战区陆军某旅的训练场
上，侦察科长王晓飞围绕“蓝军”分队模
拟像不像、实不实、强不强，与官兵交流
讨论。据了解，今年年初，该旅聚焦实战
化练兵，组建起“蓝军”分队，为对抗演练
增添“磨刀石”。

据该旅领导介绍，开训伊始，为检验
各兵种分队实战能力，他们依托多个合成
营组建“蓝军”连，在各合成营组建“蓝军”

排，由侦察科指导帮建、教导队承训，常态
化开展营以下分队作战能力综合考核。

该旅教导队队长郑为光告诉笔者，
为使“蓝军”分队达到形神兼备、攻防兼
备要求，充分发挥“磨刀石”作用，他们
对作战原则、兵力编制、武器性能、指挥
方式、战法运用等展开深入研究，开展针
对性的强化训练；挑选战术素养高、指挥
能力强的干部组成指挥机构，采取统一
训练、分散自学、定期交流等多种形式，
提升谋略水平。该旅还成立导调组，开

展系统的导调员集训，提高对抗演练的
导调质量；紧贴战场环境，将两个野外训
练场改造为连排规模的战术演练训练
场，为对抗演练提供条件。
“加强实战化军事训练，必须强化训

练改革创新，建立‘蓝军’分队就是将实
战化军事训练引向深入的实际举措。”该
旅领导告诉笔者，最近他们已开展 5场
连级对抗演练，每次对抗后，红蓝双方都
及时进行作战评估，开展战法训法研讨，
为后续训练把脉导航。

东部战区陆军某旅组建“蓝军”分队

对抗演练有了“磨刀石”

从网格式排查，到封闭式管理；从

“外防输入、内防扩散”，到“应收尽收、

应治尽治”……落实疫情防控工作，关

键在抓实抓细，哪一处出现疏漏或失

误，都有可能使前面的努力付之东流。

细节决定成败。在这场疫情防控

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中，所有的

细节都可能成为剿杀疫魔的阻击点，

也可能是疫魔逃窜的风险点。“尽小者

大，积微者著。”抓细，才能抓具体、抓

深入，才能把工作严之又严、实之又实

地落到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每一个单

位。“魔鬼藏在细节里”，如果大而化

之、笼而统之，或者把落实的功夫用在

填表格、留痕迹、应付各类检查上，就

可能给疫情防控留下漏洞。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只有从每

一件具体的事情做起、把每一项具体

的工作干好，才能积小胜为大胜，化蓝

图为现实。关注细节、关注小处，从某

种意义上说，就是关注全局、关注大

事。从细处抓起，从细处严起，多积尺

寸之功，就能收到积土成山、积水成渊

的效果。

未来的信息化战争，是体系与体

系的对抗、系统与系统的较量，任务

分工越来越精细、能力要求越来越精

准。每名单兵、每个岗位、每台装备，

都是信息网络中的重要节点、战斗力

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从一兵一

卒、一枪一弹，直至千军万马、大型武

器装备，牵一发而动全身。哪一个岗

位出纰漏、哪一个节点出问题，都可

能导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千

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

以突隙之烟焚。”要想带出一支精兵

劲旅，就必须从一人一岗、一分一

秒、一举一动入手，努力培养官兵令

行禁止的意识、严谨细致的作风和

真打实备的能力，让官兵把“手中

活”都练成“绝活”。

“总是细雨好浇田。”不论是练兵

备战，还是落实规划；不论是深化改

革，还是正风肃纪；不论是强化理论武

装，还是深化政治整训，都需要从大处

着眼，从细处入手，在落细、落小、落实

上下功夫。对领导干部而言，应树立

正确的政绩观，不急功近利，不贪大求

快，少一些“概略瞄准”，多一些“精确

打击”；少一些大写意，多一些工笔画；

少一些见好就收，多一些锲而不舍，于

细微处见真章，在坚持上见真功，把每

一件事情都做到极致，把每一项工作

都干到圆满，一步一个台阶地把部队

全面建设推向前进。

（作者单位：92730部队）

于细微处见真章
■刘育雄

强军论坛

本报讯 石峰报道：近日，第 77 集
团军某旅新年度政治教育授课比赛结果
揭晓，多名在教育内容上狠下功夫的政
治教员荣登“龙虎榜”。该旅领导说，他
们深入贯彻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精
神，从教育内容着手提升基层政治教员
授课质量。

近年来，为改进政治教育手段、提升
政治教育水平，该旅不仅为基层营连政治
主官搭建了“指导员之家”，还常态开展培

训，帮助他们熟练掌握多媒体课件制作等
技能。不久前，旅领导在政治教育情况专
题调研中发现，有的基层政治工作干部把
过多精力耗费在制作精美课件等形式
上。基层官兵反映，看似画面精美却空洞
无物，这样的教育难以“走心”。

为此，该旅着力引导基层政治教员
走出误区，在教育内容上下功夫。一方
面，他们每月常态化开展集中备课，对教
案进行会诊，查找不足、取长补短；另一

方面，官兵对基层政治工作干部的授课
不记名打分，倒逼政治教员努力提升授
课质量。

回归政治教育的本真，让课堂面貌
焕然一新。最近，凭借鲜明的观点、生动
的事例和丰富的知识点，一营二连指导
员刘超精心准备的一堂“永葆初心本色”
教育课，深受官兵喜爱。刘超深有感触
地说，只有把劲儿用在教育内容上，才能
打造出让官兵认可的教育课。

第77集团军某旅引导基层政治教员走出偏重课件精美的误区

充实教育内容 提升授课质量

考核分数，是对军事训练水平的

直观反映。谁高谁低，谁强谁弱，分数

一目了然。

问题在于，什么样的考核结果该

打高分？是“快”、是“准”、还是“远”？是

“规范”、是“完整”、还是“完美”？

都是，又都不是。

凡考核，都须有若干评判指标。有

了这些“米秒环”，受考者的战斗力水

平才得以量化呈现。

第79集团军某旅的这场比武却告

诉我们，衡量战斗力的尺子，从根本上

说只有一把——打赢。

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脱离了

战场的“米秒环”，毫无意义，偏离了打

赢的“快准远”，南辕北辙。

战斗力是军队各项工作唯一的根

本的标准，打赢则是战斗力的终极度

量衡。作为和平时期对战斗力最直接

的检验，军事训练考核的评判标准切

不可“乱花渐欲迷人眼”。各级各类考

核，都应把握战斗力评判的“硬核”标

准，将作战效果、制胜能力摆在首位，

多一些“战场思维”。如此，“平时考得

好”和“战时打得赢”之间的约等号，才

能最大程度被拉直。

把握战斗力评判的“硬核”标准
■熊永新

本报讯 贾可宽、陈大帅报道：
“疫情防控形势复杂，部队管理又严
格，我们让战士们别来探望了，没想到
他们把米、面、油和消毒液寄了过
来。”3月 5日，第 72 集团军某旅“南
京路上好八连”寄来的慰问品，一大早
就被上海市某居委会原党支部书记朱蕙
娟，送到了社区孤寡老人的家中。

朱蕙娟自 1999 年 起在居委会工
作，见证了八连官兵对社区老人们几
十年如一日的照顾。往年的学雷锋纪

念日，八连官兵总会登门看望老人。
今年受疫情影响，无法与老人会面，
但他们通过邮寄物资的方式，继续着
这场“爱心约定”。“战胜疫情少不了
军民守望相助。”八连为民服务队队长
谢子康介绍说，为民服务是八连的老
传统，希望老人们能从中感到子弟兵
对他们的牵挂。
“张奶奶，您要保重身体，等疫情

结束我们再去看您！”“好！好！你们
寄来的东西我都收到了，你们在部队

也要注意身体……”中午时分，94 岁
的张雪芬接到八连官兵打来的电话。
八连指导员王鸿绪告诉笔者，虽然这
段时间无法到老人家中慰问，但大家
时不时会通过视频或者电话，关心老
人们的生活情况。

分发慰问品的同时，朱蕙娟挨家挨
户收集需要缝补的衣物。以往，八连官
兵在每月 10日、20日开展便民服务活
动上门缝补，由于目前不便登门，他们
就委托朱蕙娟收集衣物带到部队缝补。

第72集团军某旅“南京路上好八连”

防疫期间续写“爱心约定”

3月4日，新疆军区某团组织崖壁攀登训练。

周凯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