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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 5月，骄阳似火。第 74 集团
军某旅野外驻训场上，“金牌厨师”考
核比武即将拉开战幕。随着主考官一
声令下，一曲紧张的“战地锅碗瓢盆交
响乐”正式奏响。
“‘前线’需要 80人份饭菜，4菜 1

汤 1主食，限时 60分钟，立即组织热食
保障！”受领任务后，全副武装的各炊
事班班组迅速组合连用给养单元，携
带热食制作所需食材，奔袭至预定地
域“各显神通”。

侦察“敌情”、展开帐篷、隐蔽点
火……比武现场，导弹四营炊事班
班长梁军带领的班组分工明确，动
作麻利。
“左前方 2公里处有小股‘敌人’潜

入，企图渗透袭扰。”米刚下锅，情况通
报突至，梁军随即组织炊事员迅速前
出、隐蔽观察、判断处置。
“‘敌’侦察卫星将于 20分钟后过

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梁军立即
带领班组人员撤收炊事车辆、扑灭零
星火苗，沿预定路线转移至隐蔽处。
“‘好戏’才刚刚开始。”现场组织

考核的军需营房科科长徐超透露，此
次考核比武，涵盖野战给养单元组合
携行与展开撤收、热食制作、前送分发
等多个课目，全程设置武装奔袭、遭敌
袭扰、通过障碍等多种“敌情”，需要全
方位伪装和隐蔽，真实考核炊事员野

战条件下的岗位技能，检验部队战场
后勤保障能力。

紧张的“战斗”，让拼尽全力的梁
军尤为感慨：“‘金牌厨师’不仅要手艺
好，还得会打仗。”去年一次野外演练，
梁军制作饭食比规定时间足足提前了
8 分钟，可由于未按要求进行散烟操
作，导致部队行踪暴露，全营被包了
“饺子”。

“演习场上明目张胆地生火造饭，

原因在于保障单元实战化的意识不
强，觉得打仗的事与自己关系不大，一
门心思烧饭做菜就行。”该旅领导介
绍，此次比武全程构设逼真战场环境、
紧贴作战任务，逼着炊事员们从厨房
走向战场。

走下比武场，梁军一边擦汗，一边
对班里战友们说：“战时伙食保障也是
战斗力的重要一环，咱炊事班可不能
再把自己当配角了！”

竞考“金牌厨师”，做饭就像在打仗
■本报记者 陈典宏 特约通讯员 郑 烨

一线直播间

初夏时节，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
组织实战背景下的补给考核。考核
中，骆马湖号综合补给舰原本稳获“优
秀”的成绩，最终只被评为“良好”。究
其原因，竟是枪炮兵关键时候“掉链
子”拖了后腿。

考核时虽然下起了不小的雨，但
该舰补给长王志强依旧自信满满。作
为综合补给舰舰员，补给专业是他们

的“看家本领”，对于多次参加重大演
训任务的官兵们来说，高分通过考核
不在话下。
“横向补给部署！”警报声响，在王

志强的指挥下，补给兵闻令而动，连接
引缆、架设承载索、对接输油管……一
系列操作行云流水、精准无误。
“今天获评‘优秀’妥妥的，没问

题！”浑身湿透的王志强信心满满地走

下考场，却被考核组迎面泼了盆“冷
水”——考核成绩为“良好”。“我们补
给部门的作业流程已经很规范了，难
道哪个环节出现了疏漏？”王志强边反
思边问道。

面对王志强疑惑的眼光，考核组
解释说：“对照补给部署规范，补给部
门的动作虽然符合优秀标准，但演练
中炮战位连光电瞄具盖都没有打开，
显然不符合实战要求，考核成绩要降
低一个档次。”
“优秀”变“良好”，补给部门的官兵

显然不服气：“补给专业考核，炮位本来
就只是配角，意思意思就行了。再说了，
下那么大的雨，光电瞄具被淋坏了岂不
是得不偿失？考核组真是小题大做。”
“战场上，各专业只有分工不同，

哪有严格的主角、配角之分。任何一
个战位的疏忽，都可能直接影响战争
的胜负。”对此，现场组织考核的该支
队参谋长李学文语重心长地说，“补给
部署过程是全舰防护最脆弱的时候，
各战斗部位更要协同做好准备，为舰
艇安全提供保护。”

考核风波刚散，“头脑风暴”又起。
在接下来的考核复盘时，骆马湖舰以此
为契机引导官兵反躬自省、举一反三，
梳理出日常操演敌情意识淡薄、专业训
练厚此薄彼等问题，并制订整改措施、
明确整改时限，确保训练向实战聚焦。

补给专业考核，炮位同样是“C位”
■徐苗波 王佳男

阿尔文·托夫勒在《未来的战争》一

书中写道：“在信息战争中，你可能拥有

100∶1的优势，但是，这种优势可能因为一

根保险丝而全面改变。”现代战争，已没有

明显的前方与后方、主角与配角的区分，

每名官兵都是作战链条上的重要一环，每

个战位都是体系制胜的关键节点。

战场无配角。不管这岗那岗，都

应是能打仗打胜仗的“放心岗”，否则就

会出现战斗力的“死角”，关键时刻“掉

链子”、吃败仗。每一个岗位，每一名官

兵，都应以作战需求牵引，以临战姿态

准备，以实战标尺检验，不断强化敌情

观念、协同意识，主动融入作战链条，实

现体系作战能力最优化、最大化。

战 场 无 配 角
■张科进

日前，新疆军区某团组织坦克战斗射
击考核，一营打出了“满堂彩”的好成绩。
为了激励全团官兵向一营学习，团长周兆
亮在考核结束后亲自为一营的“神射手”
挂上绶带，并颁发证书、合影留念。

在排列合影留念队形时，营里的干
部按照惯例把领导安排在第一排。下

士张维翔是“神射手”中的一员，由于个
子比较高，被安排在了第二排。周兆亮
发现后，当即要求将后排的“神射手”请
到前排，并重新调整合影的站位排序：
标兵站中间，领导站两边。他说：“你们
是‘神射手’、是排头兵，也是这次合影
的主角，你们站中间最合适！”

“C位”留给排头兵，团长的这个举
动感染了在场的所有人，当快门按下的
那一刻，10余名“神射手”脸上洋溢出灿
烂的笑容。“这次合影照片我要打印出
来，一份自己好好保存，一份寄回家中，
与家人共同分享荣誉！”张维翔激动地
说道。

合影，团长让“神射手”站中间
■韩 强 任双佳

“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到终点了！”在
战友们的鼓励下，我喘着粗气艰难地冲过
终点。虽然这次实装 200米障碍考核刚
过及格线，但我心里十分踏实。上个月考
核的场景，此时再次浮现在了眼前。

4月上旬，连队准备组织一次实装
200 米障碍考核。这个课目让我很怵
头，考核经常不及格。考前，我在网上发
现真人CS装备店中有种“网红钢盔”外
观逼真、重量轻，当时便产生了以假乱真
的念头。虽然明知这么做违反规定，可
想想每次不及格被点名的难堪，最终还
是下了单。

戴着“网红钢盔”上考场，确实轻松不

少。最终，我破天荒地取得了及格的成
绩，班长、连长还对我的进步进行了表扬。
“假把式”没几天就被拆穿了。战备

物资检查时，班长一拎我的钢盔就感觉
不对劲。眼看纸包不住火，我便一五一
十地坦白交代。连长得知我的行为后，
生气地批评道：“上了战场，假钢盔能为
你挡子弹吗？”

为了帮助我认识错误，连长责令我
在全连军人大会上作出深刻检讨。作完
检讨，连长还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军
人耍小聪明，战场要丢性命。与其费尽
心思投机取巧，倒不如拿出勇气向自己
开刀，扎扎实实搞训练。”

经历了这件事，我下决心用实际行
动为自己正名。在完成连队训练计划的
基础上，我为自己制订了专项体能补差
方案。为帮助我提高成绩，连长还专门
指定训练尖子对我进行“一对一”结对帮
带。在大家的激励下，我训练起来更有
动力了，成绩也得到了快速提升。
（邓杰文 本报特约记者 程锡南整理）

戴着“网红钢盔”上考场
■第74集团军某旅下士 易 斌

采访空军西安飞行学院某场站警卫
连班长王光勇，是在该连“自营”的理
发店中。当时，他正在为一名机务兵仔
细地修剪着头发，笑眯眯的表情给记者
留下了一个憨憨的印象。

为战友们理发这个工作，是王光
勇主动申请的。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为了帮助官兵们解决理发难的问
题，王光勇从网上自行购买了一套理
发工具，开始自学理发。

一开始，他先在自己班的战士头上
练手，不过水平着实不敢恭维，剪完左
边右边高，理完右边左边高，理一个发
得“缝缝补补”一个多小时。不过王光
勇没有放弃，他在网上找视频学习技
巧，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提高。

2个月过去，王光勇理发手艺一天
比一天好，刚健型、奔放型、青年
型、稳健型，随便哪一种发型都能任
战友们选择，受益官兵的范围也从班
扩大到场站，其他连队官兵都称王班
长真有一手。听了大家的称赞，警卫
连的官兵立刻纠正：“王班长可不止
‘这一手’！”

“会做思想工作，王班长带兵也是
一把好手。”聊起王光勇，一排排长何
翊话里满是欣赏。去年新兵岗前集训，
新战士小刘一有时间就到超市采购，大
手大脚、入不敷出，时不时还要向父母
伸手。

战士花自己家的钱本不是问题，可
长期这样超前消费并不利于健康成长，
如何引导战士树立正确的消费观，让何
排长有些犯难。王光勇得知情况后主动
请缨：“交给我，半个月见成效。”

何排长将信将疑，仔细观察着王光

勇的一举一动。何排长发现，王光勇并
没有对小刘进行批评教育，而是交给他
一项任务：统计集训队战士一周往垃圾
桶里扔多少食品包装袋、饮料瓶。

一周后，在集训队军人大会上，王
光勇让小刘公布统计结果，并把购买食
品的花费张贴出来。新战士们见此惊诧
不已：“没想到吃零食能花掉这么多
钱！”此事过后，王光勇既让小刘明白
了自己的良苦用心，也给集训队的新战
士们上了一课。

连队官兵告诉记者，王光勇干一
行、爱一行、精一行，在训练、带兵、
管理等方方面面，都表现得很突出。7
年来，王光勇几乎年年被评为“训练标
兵”，所带班多次受到集体嘉奖。2019
年，他还因工作成绩突出荣立三等功。

一句话颁奖辞：干一行、爱一行、

精一行，要想工作出彩就得有这股子劲。

王班长可不止“这一手”
■张庭栋 本报特约记者 李生寿

小咖秀

几个月前，我结束在外培训返回连
队。由于新兵下连，支队、中队人员都进行
了调整，我带的战士也有了较大变动，除了
几名熟悉的士官，其余的都是新面孔。
“把他们交到你们排，你要好好地带

啊！”指导员的话在我耳边回响。因为不
熟悉，所以我让每名新同志都加上我的
微信，既方便彼此联系，也便于我通过朋
友圈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

在这之后，我经常刷他们的朋友圈，
时不时地把感觉有思想波动的战士约过
来谈心、做思想工作。看到大家虚心接
受我的意见，我的招数奏效时，我不禁自
鸣得意起来。

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感觉有些蹊跷：
许多新同志的朋友圈动态刷不到了。难
道因为最近工作紧、任务重，大家都没时
间用手机了？不对啊，上周末我还看到战
士们在领取手机。当我浏览战士小杜的
朋友圈时发现，所有动态都已看不到了。
好家伙，他竟然把我屏蔽了，我那天中午
还找他谈心呢。我又看了其他新同志的
朋友圈，发现大部分人都把我屏蔽了。
“我明明是为了他们好，为什么却得到

这样的结果呢？我平时也挺平易近人的啊。”
当天没事的时候，我和指导员吐起了苦水。
“你找他们谈心，真的谈到他们心坎

里了吗？你说今天放弃了午休时间和小
杜谈心，你知道小杜昨天站了凌晨 2点
到 4点的岗，就想着中午补觉吗？”
“你考虑过战士们的真实想法吗？

你再好好想想，你和战士们除了谈心，还

有其他交流吗？”
……
指导员一席话，让我开始意识到自己

存在的问题。“自己最近确实很少和战士
们交流，每次谈心都是说一些空洞的大道
理。更重要的是，自己还没有在工作生活
中真正走进他们的心里，就对他们指手画
脚，所以他们才会对我感到厌烦……”

想到这里，我回到排里，首先找到小
杜，向他道歉。在这以后，我不再只是流
于形式地从朋友圈中找谈心素材，而是
真正和战士们一起训练、一起吃苦、一起
娱乐，在他们有疑惑时开导他们，遇到困
难时积极帮助他们……
“很感谢排长，因为他的鼓励和帮

助，我才能在这次演讲比赛中夺得第一
名。”看到小杜朋友圈里发的这条动态，
我开心地笑了。

我看不到新战士的“朋友圈”了
■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七支队排长 陈政全

带兵人手记

图为海上补给作业现场。 殷振洲摄

图为热食制作现场。 李 彬摄

5月中旬，武警青海总队执勤支队组织特战分队开展实战化训练，全面锤炼特战队员反恐作战能力。

杨 浩摄

Mark军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