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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舰艇兵各就战位；岸上，测
控兵严阵以待。

仲春时节，某新型舰炮武器试验
如火如荼展开，试验官兵静静等待指
挥室下达发射号令。
“5、4、3、2、1，开火！”响亮的口令

迅速传遍各个战位，炮弹脱膛而出，直
击目标靶船。

下达口令的人，是海军某试验训
练基地研究所工程师闫伟杰。
“担任战位长就很不容易，作为管

理战位长的总体负责人，闫伟杰工作
做得格外出色！”该研究所领导这样评
价她。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闫伟杰来到
该研究所任职。面对新领域，她凭借
极强的学习能力和辛勤的付出，工作
2年就走上了战位长岗位。又经过 4
年的努力，她开始担任管理战位长的
总体负责人。
“不合格的武器休想过关，交付一

线部队的武器必须绝对可靠。”这是闫伟
杰对工作的承诺，也是对自己的要求。

一次测试中，有 3台雷达未能满
足指标要求。工业部门认为雷达本身
没有问题，是外部原因导致故障，可继
续执行其他试验项目或对该项目进行
补试。
“这种故障以前从未出现过，若不

查明故障原因，得出的试验数据将会
无效。盲目进行补试，可能浪费大量
人力物力财力。”闫伟杰据理力争，要
求必须找准原因才能继续试验。

经过一番数据分析，最终，她查出
故障原因：受大气波导干扰。

随后的试验中，闫伟杰加入气象
预测步骤，此类故障再也没有出现
过。为方便复盘学习，各类试验情况
都被她详细记录在案。

翻阅闫伟杰的记录本，如同翻阅她
的成长史：大大小小试验的故障记录、
数据分析，以及有过的疑问和找出的答
案，都记录得工工整整、一目了然。

日积月累的宝贵经验，使闫伟杰
撰写的试验大纲、应急处置预案屡
次经受住了实践考验，也使她在试
验任务中始终能够做到沉着冷静、
应对自如。

去年秋天，某新型舰炮武器试验
中，出现了哑火现象。

千钧一发之际，闫伟杰从容镇定：
“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所有战位听口令
行动。”

危急时刻，只有按规范流程操作，
才能保证试验安全。
“23 号战位断协调、24 号战位断

随动、25号战位听口令上炮检查……”
随着闫伟杰快速下达一连串口令，各
战位排故动作紧张有序。

不久，故障成功排除，试验继续。
上炮检查人员、工程师吴军波说：“和
闫伟杰并肩作战，我们底气十足！”

入伍 15年来，闫伟杰先后担任 5
型重要装备的技术负责人，试验中攻
克了 50多项技术难题，2次荣立三等
功，多次被评为优秀基层干部、被上级
选为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对象。

上图：闫伟杰近影。 奉云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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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赵焕斌、张居俊报道：2月
下旬，第 78集团军某旅组织多个基础训
练课目连贯考核。下士任春亿在通信装
备操作课目考核中取得优秀成绩，但因
识图用图和轻武器操作两个课目仅为合
格，最终被上级考核组综合判定训练等
级降级。这是该旅严格落实新大纲考核

标准，以实战标准综合评定官兵训练等
级的一个缩影。
“单课目技能的优秀无法保证整体

战斗任务的出色完成。”该旅作训科参谋
王柏然说，前期，他们采取过关升级等方
法严格组训，官兵单课目训练成绩普遍
提升。然而，面对多课目连贯、多内容融

合、多能力检验的考核，在场地、武器装
备快速转换等近似实战条件下，部分官
兵的综合训练成绩却并不理想，甚至有
单课目考核优秀的官兵，在连贯考核中
出现综合评定不及格的情况。

为补齐官兵综合训练短板，树立全
面强能鲜明导向，该旅在认真分析训练

数据的基础上，组织各层级各专业官兵
展开讨论辨析，着重剖析片面追求单课
目拔尖、忽视连贯课目综合训练、考核条
件设置脱离实战要求等问题。官兵主动
揭短亮丑，共查找出 5类 19个背离实战
标准的训练问题。

同时，该旅重新细化基础训练课目
过关升级考核规则：官兵完成 3次单课
目考核和 1次全要素连贯考核，且成绩
均达到良好以上才能获得过关升级资
格，参加下一阶段的训练；未过关者判定
降级，并遴选训练尖子担任小教员结对
帮带，逐课目进行补差训练。近日，该旅
组织阶段性训练考核，识图用图、军事体
能、自救与互救等多个课目连续展开，全
面检验官兵综合训练水平。

第78集团军某旅着眼实战提升综合训练水平

全面强能，基础课目连贯考核

本报讯 张新凯、特约记者冯金源
报道：3月上旬，记者在火箭军某团训练
场看到，该团政治工作处干事杨亚石采
取标准的匍匐动作，快速将“伤员”运送
至指定地域……现场考核员将他的成绩
评定为优秀。该团领导告诉记者，上了
战场人人都是战斗员，机关干部也不例
外，必须从难从严抓好部队全员训练，确
保弱训课目逐项过关。

刀靠磨，兵靠练。今年以来，该团按

照“分类组训、挂账销号、精准帮扶”思
路，狠抓训练落实、严格训练奖惩，着力
提升部队整体作战能力。他们对照新大
纲，逐个专业梳理训练内容，逐个岗位制
订训练计划，强化官兵专业素养；将每周
三定为首长机关训练日，常态开展机关
集中培训、个人专攻精练、部门编组分训
和整体演练合训。

一个课目一张表，一个单位一本
账。该团结合去年年终军事考核成绩，

逐个单位、逐个人员找准弱训课目并建
立动态台账，由作训部门紧盯薄弱环节
定期组织专项考核。他们还分课目成立
集训队，选准用好教练员，结好帮扶对子
同步组训、共同提高；开办战场救护、核
生化防护、识图用图等 10余个强化培训
班，集中全团优势资源开展弱训课目补
差训练，确保人人过关。

该团一营战士张连军，之前在保障
岗位，体型偏胖。调整到作战岗位后，他

的体能训练多个课目成绩不理想。该营
营长刘占江与他结成帮扶对子，为他量
身制订科学训练计划。经过一年的严格
训练，张连军体重大幅减轻，体能训练成
绩达到良好水平。

记者在该团采访时，一场参谋人
员识图用图作业正在紧张进行，来自
机关和基层的 40 余名参谋人员，按照
想定在室外展开标图作业。截至目
前，该团今年先后完成 6 类资格认证
考核、1 次“两长一手”专项考评，并结
合训练实际开展阶段性全员普考，军
事训练弱训课目大幅减少。

火箭军某团严格按纲施训夯实部队打赢根基

专攻精练，弱训课目逐项过关

3月4日，北部战区海军某团开展实战化训练，锤炼各级指挥员决策指挥、主战单元连续火力突击能力。图为官兵快速开设阵地。 张 淦摄

本报讯 祁文文、贾广宇报道：3月 1
日，西北边陲，一组执勤官兵迅速上车，前
往演练地点；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一处
营区内，警报突然响起，3分钟后，任务官兵
整装待发……连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军事部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分级分区
组织巡边执勤、战备训练等工作。

疫情防控不懈怠，练兵备战不松
劲。该部统筹兼顾，在抓细落实各项疫

情防控措施的基础上，引导各单位创新
训练方法。某人武部组织干部骨干研究
新大纲，分析新旧变化，编写教案教材；
某独立连区分课目总结多种训练方法，
组织5个课目示范教学。

疫情防控期间，该部加强训练监督，
确保部队按照“多分散少集中、多户外少
室内”的要求组织训练。笔者在值班室
看到，通过一块电子显示屏，可实时查看

各点位的训练情况。值班员将画面切换
到某独立营训练场，该营正利用室外场
地，分片分区组织自动步枪射击瞄准、手
语通信、防护器材操作使用等课目训练。
“练兵备战是部队的主责主业，一刻

也不能放松。”该部领导说，防疫期间，他
们立足现有训练条件，突出大纲规定、岗
位必备、作战急需的训练内容，确保练兵
备战不出现空档期。

防疫不懈怠 备战不松劲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事部督导官兵分级分区强化训练

3月5日，第76集团军某合成旅组织坦克高射机枪实弹射击训练，进一步锤炼部队实战化本领。 卓 强摄

本报讯 易昶、朱金伟报道：“回
南天，石头也出汗。”初春时节，随着一
台台烘干设备安装完毕，困扰武警广
东总队佛山支队官兵的衣物潮湿问题
得以解决。结束了一天的训练，该支
队官兵换洗衣物时，个个笑逐颜开。

受地理环境和气候影响，每逢春
夏时节，洗衣后晒不干成为困扰该支
队官兵的一大生活难题。“唉，明年不
会又要‘湿漉一夏’吧。”去年底，摸着
洗漱间墙壁上的水汽，某中队上等兵
崔鹏触景生情发出一声叹息。这引
起了蹲连住班的机关干部注意，他与
官兵深入交谈后得知，大家不怕冬天

训练的寒冷，就怕春夏回潮时“黏糊
糊”的感觉。下士丁浩宇对此印象深
刻：“周一洗晒的衣服，有时到周末也
干不了。”
“能不能给基层统一配发烘衣

机？”在随后的支队工作意见征询会
上，这名机关干部的提议引起支队领
导的重视。机关论证方案，很快将烘
干设备采购计划纳入新年度预算，确
保来年“回南天”到来之际，官兵不再
“因湿烦恼”。

前不久，当最后一批烘干设备在
某中队安装完毕，这个为兵服务项目
圆满落地。令官兵没有想到的是，一

系列跟进措施接踵而至：为进一步解
决“人工烘干”无法给衣服除菌的问
题，该支队继而为官兵采购配发紫外线
消毒灯；考虑到烘干设备安装后，用电
量加大的实际，他们特意安排保障部门
上调基层单位日常用电基数，并对线路
进行全面检测维护……机关服务基层
“多想一步”的暖心做法，赢得广大官
兵的称赞。

党委用心，官兵尽心。连日来，该
支队官兵个个斗志昂扬，他们围绕战
斗力建设中的问题短板攻坚克难，苦
练打赢本领，训练场上一派生龙活虎
的景象。

武警广东总队佛山支队将烘干设备安装到班排

机关服务基层“多想一步”

本报讯 实习记者丁涛、通讯员
杜强报道：天刚蒙蒙亮，第 77集团军某
旅三营炊事班战士就早早起床，为战友
精心准备早饭。和面、捏形、下锅……
眼见热腾腾的包子、馒头新鲜出炉，刚
刚出完早操的官兵个个食欲大振。据
该营教导员赵保林介绍，包子、馒头现
做不隔夜，是旅里着力提升基层伙食质
量的具体要求，旨在让官兵吃得满意、
吃出战斗力。

餐桌连着战场，保障关乎胜负。
为丰富官兵伙食种类，该旅要求各单
位开灶时，“一类灶”主食不得少于 2个

品种、“二类灶”主食不得少于 3个品
种。然而，在一次伙食满意度问卷调
查中，却有官兵反映：由于包子、馒头
等主食制作耗时较长，炊事班常常头
天晚上将其蒸好，次日早上再加热一
遍。这样虽然省事，但面食也因此回
缩发硬，影响口感。
“事无巨细，只要涉及官兵切身利

益，旅党委就要上心办好。”该旅领导
说，他们在广泛听取官兵意见建议的
基础上，大力推开“伙食质量提升工
程”，明确各单位准备主食时，必须清
晨制作，杜绝“隔夜饭”现象。该旅还

举一反三，针对官兵提出的主食品种
单调问题，将玉米、红薯、土豆等粗粮
纳入主食之列，并在每周六调剂保障
火锅、烧烤、汤锅等；针对个别单位食
材利用率低的情况，机关专门派出人
员，指导他们腌制调味菜，将肉皮、骨
头等熬成高汤，切实做到“物尽其用”。

看到建议被一一答复，该旅官兵建
言献策的热情高涨。3月初，官兵先后
提出了 30余条加强基层建设的建议，
机关逐一分析采纳。义务兵王浩感叹
道：“一定要结合本职岗位多多思考，多
为单位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第77集团军某旅着力提升基层伙食质量

党委关爱官兵“事无巨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