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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班注意，一组在左，二组在
中，三组在右，交替掩护前进……”5
月下旬，新疆军区某团根据下步驻训
工作需要，组织战术训练课目示范。
然而，战术训练场内，只有担负示范
任务的分队官兵和少数保障人员，现
场十分“空旷”，没有一名观众。

现场没有观众，示范给谁看？面
对笔者的疑问，负责协调课目示范任
务的某团作训股股长闫波指着不远处
的摄像机说：“这次示范采取视频直播
的方式进行，基层官兵不用集合到现
场，在屏幕前就能实现远程观摩，而且
比现场观看更全面、更细致！”

笔者环顾四周，只见多台摄像机
正在从不同角度拍摄示范过程，地形
复杂处，还有航拍机从空中拍摄。一
位保障人员告诉笔者，他们将摄像机
和航拍机的拍摄画面以及训练场监
控都接入直播系统，示范过程中，不
论关键步骤还是细节之处，都一目了
然、清晰可见。
“现在疫情防控不能放松警惕，

视频观摩既不用‘大动干戈’集合官
兵，又能提高观摩学习的质量和效
率。”该团一位领导坦言，以往组织课
目示范，免不了会抽调公差设置场
地、组织官兵现场观摩，虽然看起来
排场很大，但牵扯基层精力，观摩学
习效果有限。正在远程观摩的一名
战士告诉笔者：“哪怕一时看不懂，或
者忽略了一些细节，事后也可以观看
回放，对照视频学习训练。”

这不是该团首次进行没有观众的
课目示范。去年底，该团对战备库室
设置进行统一规范，不见集合列队、
未闻现场解说，机关将库室设置示范

场景的照片下发基层，要求对照整
改。“到战备库室观摩学习比较常见，
其实就是进去转一圈，因为人多时间
紧，往往走马观花，啥也看不明白。”
八连库房管理员殷江远对此颇有感
触：“示范标准图片往那一放，整体布
局啥样、装备物品咋摆、登记本怎么
填写，一看就懂，照着就能做，比现场
观摩方便多了。”
“思路改变了，方法创新了，折

腾 官 兵 就 少 了 ，工 作 效 率 显 著 提
高。”该团领导介绍，去年底以来，他
们结合为基层减负相关措施，另辟

蹊径，提出一批金点子、新理念，让
不少原本需要“兴师动众”的较大规
模活动在“风平浪静”中完成，广受
机关基层点赞。

军营基本秩序井井有条、不受干
扰，官兵训练热情越来越高。走进该
团训练场，入眼满是热火朝天的练兵
场景，险难课目训练场地无一空闲，
官兵针对训练瓶颈展开重点攻关，涌
现出一批军事素质过硬的训练尖子，
一批训法战法得到检验完善。前不
久，在师组织的比武活动中，该团官
兵打破多项纪录。

新疆军区某团探索常态化疫情防控条件下练兵备战方式方法—

示范观摩现场不见一名观众
■李强强 潘文璐 本报特约通讯员 李梦奇

小咖秀

当前，部队建设正向信息化、智

能化迈进，越来越多的高新技术走入

军营，带来了许多高效、便捷的工作

方式方法。然而，长期以来，一些部

队活动开展已形成固定模式，有的领

导干部不善于接受新鲜事物或者缺

乏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新观念，抱着

“老套路”不放，对新技术视若无物，

不敢使用、不愿使用、不擅长使用。

如同文中提到的战备库室设置

示范，从现场观摩到比照图片，看起

来排场变小了，但收效更佳，不免让

人反思：能用几张照片就可以轻松办

到的事，为什么我们却一直避之不

用，而将简单问题复杂化？

时代在变，武器装备在升级、高

新技术在发展、管理手段在更新，但

有些部队管理者、带兵人的思想观

念却没有及时跟上，以致与时代脱

节、与部队发展脱节、与官兵需求脱

节。面向未来，惟改革创新者胜。

只有用发展的眼光、全新的理念去

组织筹划，才能找到部队建设管理

的最佳“效率选项”。因此，我们要

防止“穿新鞋走老路”，勇于突破惯

性思维，大胆革故鼎新，把领导方式

和工作方法转到现代、科学、法治的

轨道上来。尤其在探索常态化疫情

防控条件下练兵备战方式方法的当

下，更应如此。

新技术有了，新观念跟上了吗
■新疆军区某师参谋长 屈 怡

栋仙高在“单杠卷身上”课目比赛中。 王雲峤摄被子有棱有角、床单毫无褶皱、作
战靴擦得锃亮……武警宁夏总队银川
支队机动大队副大队长张远带队检查
卫生，走进二中队一班顿时眼前一
亮。“这次拿流动红旗应该‘稳了’。”一
班班长杜奔驰听着检查组的表扬，心
里洋洋得意。可这得意没维持多久，
张远打开战士小王的衣柜时，扑鼻而
来的怪味让杜奔驰变了脸色——一条
未晾干的裤子正在柜中散发着有点儿
霉又有点儿酸的“芬芳”。
“昨晚洗的裤子，今天没干，只好

先藏柜子里。”小王的解释却让张远更
生疑惑：“晾晒场不能用吗？”迎上张远
的目光，杜奔驰的脸涨得比小王还红。

原来，中队晾晒场由 9个班轮流打
扫，为使晾晒场干净整洁，几个班长骨
干一合计，便约定周一到周五，白天一
律不许在晾晒场晾晒衣服。加之上次
检查卫生时，一班就因有人“违规”在
晾晒场内乱挂衣物被扣了分，为了防
止“重蹈覆辙”，杜奔驰这次反复强调：
一定要把晾晒场“清干净”。所以，尽
管有的衣物半湿不干，却也被收进了
柜子。

意料之中，一班再次与流动红旗
失之交臂。让人有些意外的是，没过
多久，指导员周承鑫又就此事召集战
士代表和干部骨干，围绕“内务卫生到
底怎么搞”展开了讨论。“一天训练下

来肯定得洗衣服，但晚上洗，早上干不
了，柜子里捂一天，干不干不好说，馊
是肯定的了”“天冷的时候衣服干得更
慢，有时候早上就只能湿着穿，风一
吹，那叫一个‘酸爽’，要不是年轻火力
壮，非感冒不可”……战士们打开天窗
说亮话，让不少骨干低下了头。

此后不久，中队再次强调基层建
设要以官兵为主体，要求整治清理“土
政策”“土规定”，侵占官兵利益的“禁
用晾晒场”也自然被废除。周三早操
后，空旷寂寥许久的晾晒场热闹了起
来。一名战士边晒衣服边对战友说：
“每天穿着干净清爽的衣服搞训练，五
公里我还能再快两分钟！”

卫生检查，衣服应该晾在哪
■雷铁飞 周焕成

几声急促的哨音在楼道里响起，紧
接着是队长陈熹浑厚的声音：“反恐预
案，所有人员按要求着装，楼下集
合！”话音还在楼道里回响，大家已经
三下五除二打好背囊、穿上战术背心、
背着水壶挎包往楼下冲去。
“报告，一组带到，人装齐全”

“报告，五组带到，人装齐全”……
不一会，楼下队列齐整。“战备拉动
不是应该所有人都要着装做好战斗前
准备吗？为啥队长穿的是体能训练
服？”“就你话多，人家是队长，用你
管？”我边平复呼吸边和身旁的战友
小声嘀咕，不想却被话题主人公抓了
个正着。

只见队长气势汹汹地朝我走来，

问道：“高维汗，在队伍里嘀咕什么
呢，说给我听听？”身旁的战友向我投
来同情的目光，我只能硬着头皮将刚
才的对话复述了一遍。我本以为背后
议论上级还被现场“抓包”，肯定没有
好果子吃，没想到队长啥也没说，转
身走到了队伍前面，开始总结此次战
备拉动。

这下完了，怕不是要当众批评我
吧。我心里七上八下，一时觉得战友说
得真没错，我一个列兵管这么宽干啥，
一时又后悔自己为什么这么“多嘴多
舌”……正当我忐忑不安、思绪纷乱之
际，果然听见队长提起了刚才的事情，
只是内容和我想的大相径庭：“这次战
备拉动，同志们表现都很不错！唯独有

一点——刚才有一名同志指出，我没有
按照规定着装。这是我战备观念意识淡
薄的表现，我会注意并及时改正，请大
家以后监督！”

解散之后，我本以为“公开处罚”
能免，私下“约谈”难逃，却不想只从
班长那里等来了队长的一张纸条：“高
维汗，你善于发现问题，敢于较真，值
得表扬，下一步要继续保持。”战友们
都围过来想看看这是什么“小秘密”，
我笑着躲开了他们的手，把纸条叠好，
收了起来。
“嘟嘟嘟——”不久之后，战备拉

动的哨音再次划破寂静的夜空。当我下
楼时，队长已全副武装提前到位。

（杨 杨整理）

战备拉动，我挑了队长的错
■武警浙江总队机动支队列兵 高维汗

6月初，第72集团军某旅召开2020年度创破纪录群众性比武活动总结表彰大

会，营造尖子吃香、训练有功的浓厚氛围，激发官兵训练热情，170余名官兵受到表

彰。瞧，这些荣立三等功的官兵笑得多开心。

刘自华摄影报道

荣耀时刻

“爸爸，今天不用分开走吗？”
“对，以后咱都不分开走了！”周末，我
陪妻儿外出购物，一家三口终于可以同
进同出，不用在营门前“依依惜别”。

为啥不能和家人一起进出营门？
记不清从何时起，机关为加强营区管
理，专门规定“部队官兵不得从营区
后门进出，家属职工不得从营区前门
进出”。一人外出时觉得没啥影响，可
军人军属就深感不便——甭管您是要
去干啥，一家人出了家门，就得“分
道扬镳”，各走各路，如果目的地离某
一个门更近，那必有一方不得不围着
营院转上大半圈，才能和久等了的家
人汇合。大家虽然对这项规定多有不
满，但也只能遵守。

有一次，还在上幼儿园的儿子生
病，我和妻子准备带孩子去医院。走到
后门却被哨兵拦下：“班长，不好意
思，您得走前门！”妻子着急道：“孩子

病了，赶着去医院，通融一下吧。”我
也是这个哨位的哨兵，曾因让有急事的
干部从后门外出，挨了机关的批评，看
着眼前面露难色的哨兵，我只好把孩子
交给妻子，快速跑向前门。

新疆的天气像娃娃的脸，说变就
变，我前脚踏出前门，后脚大雨就倾
盆而下，冷风袭来，气温骤降。“没
带伞！”我急得直跺脚，可雨下得突
然，半天愣是拦不到一辆车。狂奔到
与妻子约定好的地方，妻子正站在雨
中，一手拦车，一手抱着用衣服护住
的孩子。

于是，本来只是普通感冒的儿
子，因淋雨受凉发起高烧不说，还转
成了肺炎，前前后后住院折腾了 10多
天。雪上加霜的是，孩子还没好，妻
子也病倒了！

我积攒的怒火再也憋不住了，在
军分区强军网上发帖：“一个规定，两

人病倒，全家受累。什么时候，进出
营门才能‘夫唱妻随’，一家人不用走
两条道？”

看来此事可谓“怨声载道”，帖子
一出，底下的跟帖迅速建起了“高
楼”：“塔山之石”写道，他爱人的工作
单位就在前门斜对面，走路只需 5 分
钟，可碍于“规定”，愣是要绕 1 条
街；另一名家住营区外的战友留言，自
家距后门只有 800多米，但每天回家都
得从前门围着营院绕一大圈……

这个帖子很快被军分区领导看到
了。没过多久，这项规定就被取消，官
兵纷纷拍手称快。不仅如此，诸如“参
加上级会议不提前集合”“非训练和执
勤时间可以不着作战靴”“非战备时间
外出，只需连队主官批假”等一系列有
温度、有感情的规定也随之出台。

（郭永生、本报特约通讯员肖承槟

整理）

进出营区，一家人咋走两条道
■新疆昌吉军分区勤务保障营四级军士长 赵志刚

“班长加油！”“又要破纪录了！”
“98！ 99！ 100……”春末夏初，第 76
集团军某旅举办第三届“铁拳杯”岗位
练兵比武竞赛，热闹的赛场上，有一块
场地内的叫喊声格外大。
“时间到！”随着裁判员的叫停，一

名三级士官松开单杠，轻盈落地，以10
分钟 102个“单杠卷身上”的成绩再次
打破纪录，获得该旅2020年度岗位练兵
“单杠卷身上”课目比武竞赛第一名。
这名皮肤黝黑的侗族士官名叫栋仙高，
是该旅合成营装步三连尖刀班班长。
“认定了啥事就要‘杠’到底。”说

起栋仙高的特点，同年入伍的战友第一
印象就是此人很爱“杠”，“不是跟别人
抬杠，是自己跟自己硬‘杠’”。

2018 年，参加比武集训的栋仙高
因为视力原因，从射击组调整到了体能
组。起初，大家对这名“调剂生”并不
看好，调侃他是射击组的“淘汰品”。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淘汰品’？让你
们看看，我不仅是‘优质品’，还是最
优的那个！”接下来的日子里，栋仙高
算是和自己“杠”上了——练握力，从
五指俯卧撑到单指俯卧撑，吃饭时筷子
都捏不住；练腰力，扛着战友做深蹲，
直到精疲力竭直不起身；练臂力，杠铃
从 20 公斤到 30 公斤，每天举重 100 次
是基本操作……

半个多月后，栋仙高带伤上阵，以
96 个“单杠卷身上”的成绩荣获第

一，因打破集团军纪录而“一战成名”。
集训队友诧异于栋仙高为了句玩笑

话这样拼命，但相熟的战友都知道，只
要涉及训练，栋仙高向来如此。

初入军营，栋仙高各方面素质较
弱，在其他新兵为了每晚的“3 个
100”辅助训练叫苦不迭的时候，他闷
不吭声加倍训练，3个月过去，硬是从
垫底“菜鸟”逆袭成了训练尖子；担任
新训骨干期间半月板旧伤复发，他坚持
“轻伤不下火线”，带领新兵完成拉练；
训练遇到“疑难杂症”，他全都一一记
录，并且必须找到对应的“针石良

药”，否则寝食难安……
从义务兵到尖刀班班长，栋仙高凭

着一股“杠劲”立起了好兵的样子。去
年底，他以综合评定第三的成绩晋升为
上士，成为尖刀班班长。
“训练比赛就是要‘杠’，不自我较

劲、不拼到最后，怎么知道结果是
啥？”得知战友对自己的评价，栋仙高
说道，“只有不服输，才有赢的希望。”

一句话颁奖辞：训练比武自我较

劲，练兵备战一“杠”到底。强军兴

军，就需要这种劲头。

这个班长有点儿“杠”
■■刘二杰 李卫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