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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要求核发差旅费，请大家对
照表格把自己和亲属的信息统计一
下。”文书赵德志传达完通知后，连队
不少官兵眉头紧皱，随即就有人开始
吐槽。
“又统计信息？这个月已经第 3次

了，真烦！”“可不是嘛，每次统计的内
容都一样，有啥好反复统计的？”

个人信息为啥反复统计？面对战
友们的吐槽，赵德志也一脸无奈：“个
人信息不经过大家的手，如果出现什
么问题我也说不清呀！”

听到大家和文书的对话，站在一
旁的我陷入了思考。一方面，机关
各业务科室很多工作需要核实官兵
的信息，为了谨慎起见，常常要求基
层上报；另一方面，基层文书为了防
止官兵因为个人信息有变动，影响
了切身利益，每次上报信息时都交
给个人进行统计。就这样，很多基
本信息被一次次反复统计，让官兵
们不胜其烦。

连务会上，我提出要改变信息统
计的工作方式，建议在电脑中建立
连队人员资料数据库，在机关每次
要求上报相关信息时，由文书通过
数据库生成个人信息后下发官兵核
对。这样不但避免了反复统计的麻

烦，而且也减轻了文书和官兵的工
作量。

这一建议被连队采纳。经过一段
时间的实践，个人信息反复统计的问
题迎刃而解。

（蹇 茂整理）

个人信息为啥反复统计
■西藏军区某旅合成二营火力连排长 陈秋任

个人信息反复统计，是一些单位

普遍遇到的问题，基层官兵常有反映。

一方面，许多基本信息都是不变

量，让官兵们一次次反复统计上报，

无端增加了基层负担；另一方面，有

些信息基层官兵记得不太准，尤其是

调职调衔、职称评定、立功受奖等涉

及个人切身利益的事项，谁也不敢轻

易填写。

解决这个问题本不是什么难事，

最难的还在于机关有没有服务基层的

意识。当今社会已进入信息化时代，

像这个连队一样，建个数据库就能解

决的事，就看机关愿不愿意去做。

这个“难题”本不难
■张科进

“早上的小菜有些辣，下不了嘴”
“中午的饭菜油腻、不消化，影响午
休”……6月上旬，第 82集团军某旅三
营战士汤洋通过强军网对连队当天的
伙食进行评价，该营不少官兵跟帖表示
认同。收到官兵的反馈后，司务长李鹏
军立即有针对性地对菜谱进行调整。

该旅保障部部长刘永军介绍，为了
搞好部队日常伙食保障，他们在强军网
上开设“伙食保障”版块，通过网络手段
实时掌握各营伙食保障情况，使保障人
员与官兵们进行有效互动，确保大家吃
饱吃好。

笔者在三营看到，司务长李鹏军将
每日每顿菜肴的名称、图片和饭后评价

制成问卷，供官兵提供反馈意见，并根
据评价结果评选优秀菜品和金牌炊事
员，激发炊事员工作动力，促进炊事班
服务保障技术水平不断攀升。炊事员
曹一威掌勺的“红烧肉”，官兵评分从
4.3 分升至接近满分的 4.9 分，一举从
“家常菜”变为“金牌菜肴”。

“在线点评的方式打通了互动渠
道，既提高了官兵的自主意识，又让管
理者、保障者及时了解和收集官兵意
见，堪称军营版‘大众点评’。”教导员宋
东雨高兴地说，“旅里目前正在组织定
级考核，官兵们体能消耗较大，创新的
伙食评价模式有利于提高伙食保障质
量，帮助官兵保持旺盛体力。”

军营版“大众点评”让官兵吃得更好
■韩 昊 张 宇

炎炎夏日，第 81集团军某旅训练场
上，从防洪渠、观察平台再到单兵综合
演练场，坦克一连战士依据不同场地条
件，正在连贯实施 10余个课目考核，尽
管全程 4个多小时“敌情”不断，但衔接
顺畅自然、保障有条不紊。
“一场连贯考核，能高效组织可真

不容易。”坦克一连连长苑总明告诉记
者，“如今组织连贯考核的难度和频率
比过去大幅提高，多亏旅里拓展‘1+X’
训练模式，对场地、装备、人员等方面的
精准筹划和高效利用。”

去年初，该旅为了解决部队转型后
训练装备、场地不足，专业训练存在“一
人练、多人看”，个别课目训不全等问题，
探索展开了“1+X”训练模式：连队在进
行通信、爆破、驾驶等对装备和场地依赖

大的专业训练时，同步穿插其他课目的
训练，提高装备和场地的利用效率。

几个月后，旅机关组织训练效果“回
头看”发现，某连在车场展开夜间专业训
练，计划中写着“X”课目为夜间观察报
知训练，实际却仍然受场地限制，一部分
官兵的“X”课目无法完成，“一人练、多
人看”的问题并未完全解决。
“夜训课目都是实操课目，场地要

求高，仅靠连队自己统筹协调仍无法解
决问题。”该连连长坦言，要把“1+X”训
练模式落到底，必须在旅营层面细化专
业、整体统筹。为此，该旅对“1+X”训
练模式进行升级，由旅营两级组织实施
集约化训练，建立“X”课目数据库，并在
共同训练和分队战术训练阶段采取综
合连贯训练的方式组织，有效解决了

“一人练、多人看”的问题。
与此同时，该旅还将指控手段运

用、战术基础动作、战伤救护训练、防护
技能应用、作战对手研究、训练环境利
用、心理攻防训练等 7个内容以辅助训
练课目形式纳入到专业训练中去，主要
课目训练可依据实际从 1 拓展到 2，并
将过去不敢训、不愿训的重难点课目也
列入其中。

记者在工兵连训练场上看到，依据
“1+X”训练模式制订的训练计划已写
入连队周表，他们针对同一爆破专业，
区分两个训练场，同步展开新列装某
型破障装备训练和某型爆破器材训
练。人员在等待期间穿插交换、循环
训练，整个过程忙而不乱，训练质效大
大提升。

专业训练阶段，部分实操作业受装备、场地的影响较大，如何

提高训练效能？第81集团军某旅有新招—

“1+X”：巧解“一个练、多人看”难题
■王 鹏 江雨春 本报特约记者 张 旭

“‘排长’真神了，在他眼里什么都有
巧方法！”6月上旬，南部战区海军某旅三
连文书边敲键盘边说：“设计几个算法插
入Excel，就能直接根据年龄算出成绩，还
能分析出个人的成绩波动，真佩服！”

文书口中的“排长”，其实是该旅博
士工程师王孟，因为他天天和战士们在
一起摸爬滚打，大家都叫他“排长”。去
年王孟刚来报到时，看着这位肩挂少校
军衔却刚毕业的干部，很多战士还私下
议论：“估计是来镀金的‘白面书生’！”

可王孟的第一次亮相，就让官兵们
刮目相看。报到的第二天，正好赶上营

区环境卫生大整治，王孟二话不说挽起
袖子就干，一人顶两个人。当天吃晚饭
时，看到身上到处都是草屑灰尘的王孟，
大家的眼神都变了。

王孟虽然是博士毕业，但在通信侦
察这块却是个十足的门外汉。为了尽快
地适应岗位需要，他决心脚踏实地从头
学起。原理知识缺课，他找技术骨干讨
教；装备操作不懂，他拜老兵为师。与此
同时，他还每天晚上抱着教材到装备间
里对照研究……就这样一步步地扎实打
基础，王孟很快就从“好学生”变成了“好
师傅”，成为官兵们的“主心骨”。

有一次装备突发故障，闻讯赶来的
王孟三下五除二就捣鼓好了，他每拆下
一个部件还要给大家详细讲解背后的工
作原理。在安装某型新装备时，说明书
全是英文，大家看不懂，王孟加班加点翻
译成中文，大家人手一本，很快就掌握了
新装备维护保养的方法。
“像王博士这样有‘兵味’的高学历

干部，我们最喜欢！”如今说起王孟，官兵
们都会不由自主地竖起大拇指。

一句话颁奖辞：基层没有小岗位，用

心都是大舞台。

王博士，扎进兵堆活力足
■董志华 杨 毅

前段时间，我发现连队性格向来开朗
的上等兵小李情绪有些不对，凭着多年工
作经验，我想他应该遇到了什么烦心事。

为了打探清楚，我找来小李谈心交
流。可无论怎么问，他始终不愿对我敞
开心扉。无奈之下，我将这个情况和连
长做了交流。

随即，连长和小李也进行了一番谈
话，但出乎意料的是小李向连长吐露了
实情。原来小李最近军事地形学学习十
分吃力，每次考试都排名垫底，这让一心
想转士官的他变得焦虑起来。

按理说事情已经查清楚，做好心理
疏导工作就可以了，然而我心里却五味
杂陈，很不是滋味。来连队任指导员好
几个月了，平时和大家训练生活在一起，
对每名战士的基本情况也都较为熟悉。

我经常和大家谈心交流，本想着应该建
立了深厚的感情，可为什么战士们更愿
意和连长交流，而不和我交心呢？

带着疑问，我在骨干会上开诚布公
向大家征求意见。见我态度诚恳，四级
军士长顾泉点出了我的问题所在：“指导
员，你每次讲到我们单位的问题时，总喜
欢带一个‘我之前在一连任职时，是怎样
做的’。我们也知道，一连是先进连队，
在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你
总以一个外单位人员的口吻讲话，让大
家觉得你不是我们连队的一员。”

一语惊醒梦中人。原来我不经意的
一句话，竟在战士们和我之间产生了如此
大的心理隔膜。我之前在一连任职，学到
了很多好的工作方法，因此在讲话时不自
觉当作“口头语”说了出来。说者无心，但

听者有意，难怪会让战士们感到生分。
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以后，我在连军

人大会上诚恳地进行了自我批评，并承
诺将会和大家一起为建设连队而努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兵们在心理上慢慢
地接受我、认同我，也有更多的战士主动
和我谈心交心，有了矛盾问题也愿意找
我帮助解决。

前几天，连队准备参加建制连技能比
武考核，我带着大家一起出谋划策，最终连
队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战士们私下说：
“指导员和我们越来越像‘一家人’了。”

这件事让我明白，要想真正融入一
个新集体，就不能将自己摆到外面，成为
一个局外人，而要从一言一行做起，投入
和拥抱新集体，这样才能获得战士们的
认同。 （庞双双、张 涛整理）

一句“口头语”让我成了外人
■新疆军区某团二连指导员 徐远智

烈日当空，第 77 集团军某旅运输
车队正穿梭在崎岖蜿蜒的盘山公路
上。闯过染毒地带、穿越灌木密林、演
练排障预案……一路上，充满硝烟味的
训练课目接连展开。

经过 6个多小时的高强度行车，时
间已是中午 1时左右，正是吃饭午休的
时间。“咕咕咕……”同坐一辆车的驾驶
员余建与笔者的肚子，相继发出“警告”，
而长期午休形成的困意也渐渐强烈。
“停车，组织休息！”随着指挥员

一声令下，车队驶入一片空旷地域。
“终于休息了，赶紧吃东西垫垫肚子，
一会儿再睡一觉……”笔者又饿又
困，一边啃着压缩干粮，一边暗自嘀
咕着。可还没缓过劲儿，指挥员又下
达了出发的命令，驾驶员们陆续登车
发动车辆。
“为啥不让驾驶员多休息会儿？”实

话实说，笔者早已感到疲惫，更别说一
路上还要处理各类突发情况的驾驶
员。以往执行运输任务，为了确保安
全，驾驶员都是重点保障对象，无论如
何都要想方设法让他们吃饱睡好，现在
为何一反常态？
“让驾驶员得到充分休息的确能更

好地保障安全，但打起仗来，敌人可不
会遵循你的‘生物钟’。”一路跟训的运
输投送科科长刘本立介绍说，为了让官

兵更好地找到“打仗状态”，旅里定期组
织驾驶员抗疲劳训练，突出时间上的长
跨度、训练上的大强度。
“抗疲劳训练以成熟的安全预案

和保障措施为支撑，并非盲目蛮干。”
该旅参谋长何川告诉笔者，他们在组
织训练时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让官兵
逐渐适应训练强度，详细制订完善驾
驶员接替、车辆故障排除等安全预案，
确保有效处置突发情况。不仅如此，
他们还为每名驾驶员配备了清凉油、
风油精、小米辣等提神醒脑的物资，帮
助参训官兵战胜疲劳、挖掘潜能、挑战

极限。
中午过后，四级军士长、驾驶员苟

健康精神状态逐渐下降，他抹上清凉
油、嚼起小米辣，一直坚持完成连续 12
个小时的驾驶训练任务，受到了机关的
通报表扬。走下运输车，他由衷感叹
道：“疲劳无疑是驾驶员的‘天敌’，只有
在平时训练时勇于挑战，把自己逼到极
限，上了战场才不会吃亏！”

该旅领导告诉笔者，近期他们还将
结合高原远程机动任务特点，进行抗缺
氧、抗高原反应等适应性训练，让官兵
的身体机能更好地适应未来战场。

让“生物钟”对表“战场时间”
■田鸿儒 潘吉业 周 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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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兵人手记

密林之中，狙击手纹丝不动，随

时准备发动“致命”一击。近日，武警

合肥支队特战中队组织狙击训练，狙

击手刘子豪锁定目标伺机“狙杀”。

本报特约记者 徐 伟摄影报道

狙 击

图为该旅组织驾驶员抗疲劳训练。 苏森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