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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中旬的一天，烈日当空，西宁联
勤保障中心某输油管线团训练场上，供
电线路抢修课目比武即将展开，两名战
士摩拳擦掌、针锋相对。

比武还未开始，场下就议论纷纷。
在大家眼中，这场比赛毫无悬念：机关
保障处上士宋习斌是单位的资深修理
大拿，团里大大小小的水电线路全都是
他在维修，而下士刘磊虽然刚参加过电
工专业培训，但比经验、比能力肯定要
差宋班长一大截。这么一对比，宋习斌
夺魁看来已是板上钉钉。

“预备，开始！”随着裁判一声令下，
两人迅速穿戴战斗装具，携带电线线
圈、被复线穿越低桩网，抵达位置后展
开抢修……就在宋习斌费尽力气理顺
线圈准备放线的时候，刘磊已经率先将
线路抢修完毕。

赛后，刘磊说出了自己的得胜原
因。“以前那种简单的线圈缠绕方式平
时使用没啥问题，但在野外条件下就很
容易造成线圈散乱打结。”刘磊一边演
示一边解释道，“我在参加培训的时候，
学习了电线线圈的多种缠绕方式，能够

确保线圈在背负者不同运动状态下都
不会散乱打结。这一次，我特意把线圈
分成了两层进行缠绕。”
“看似差在细节，实则输在专业，我

心服口服！”一旁的宋习斌说，“我也很
想去参加培训学习，前几次都报了名，
但由于单位工作压得满满的，最后只能
放弃。”赛后，资深大拿比武失利的事情
却似石落水中，激荡起阵阵涟漪。

不走出去参加学习培训，接受新知
识，王牌也会落伍。然而官兵们想获得
学习培训的机会，进一步提升能力素

质，为何屡屡碰壁？
“一个萝卜一个坑，某些岗位上的

官兵即使遇到学习机会也只能眼巴巴
看着”“在部队，个人利益首先要服从集
体利益，保证工作完成要放在第一
位”……官兵们的讨论持续发酵，很快
引起了团领导的关注。
“重视人才使用却忽视人才培养，长

远来看，对个人和单位的发展都是不利
的。靠啃老本总有坐吃山空的一天，现在
输掉比赛的是王牌修理工，同样的事情也
会发生在王牌驾驶员、王牌狙击手甚至是
指挥员身上，我们必须转变这种观念和做
法！”月工作讲评会上，团领导经过讨论研
究，要求人力资源部门区分专业岗位，遴
选人才骨干，结合送学计划，拟制分批学
习培训方案，确保单位建设发展与人才培
养成长同步推进、互促提高。

不久之后，宋习斌就要奔赴院校参
加专业学习培训，他信心满满地告诉记
者：“待学成归来，我一定要拿回属于自
己的荣誉。”

大拿缘何输给了新手
■代 翔 本报特约记者 刘一波

前不久，我以“兵教员”的身份为
全岸勤处官兵授课。如果没有指导员的
信任，我肯定不会登上这么高端的讲台。

5月中旬，指导员姜永生在点名时
传达通知：支队将选择 20 名“兵教
员”为全岸勤处授课，我们连队负责安
全管理方面的内容，想参加的待会儿到
连部报名。
“上台授课？还是士兵？我没听错

吧！”听到这个消息，我很惊讶，竟然
让战士讲这么重要的课。我又有点心
动，我的性格比较内向，平时不咋爱说
话。新兵连的时候，班长让我到队列前
作自我介绍，我紧张地双腿直发抖，都
不知道说了啥。下连后，我一直想有机
会在战友们面前展示自己、证明自己。
“指导员，我想报名。”当天点名结

束，我便跑去连部报名。但看着挤在连
部一起来报名的战友们，我的心凉了大
半截：不仅有班长骨干、大学生士兵，
还有在机关帮助工作的士官参谋，强手
如云，我能行吗？

隔天上午，推荐名单出炉，出乎意
料，我的名字竟然在列！

“你不知道，要不是指导员力挺你，
你可真悬！”我后来才知道，支委会上有
不少人对我的个人素质表示“担心”，而
指导员却认为我之前写的一些文章逻辑
性和思想性都很强，再加上我做事比较
认真，于是力排众议推荐了我。
“没想到准备一次授课，远没有想象

中那么简单。”我很快开启了“备战”模
式，但由于缺乏经验，写教案、做课
件、琢磨授课技巧压得我喘不过气。

就在这时，指导员带着几位班长骨
干来帮我搜集讲课资料、梳理讲课内
容，还邀请支队机关“老政工”帮忙把
关、教我授课技巧。不仅如此，他还利
用集合点名时间，让我站在战友面前讲
话，锻炼我的勇气。那段时间我过得真
是紧张而忙碌。

到了正式授课那一天，虽然说有备
而来，但望着台下的观众，我还是心里
一紧。
“肯定没问题，放下包袱，我相信

你能行！”身后传来指导员的鼓励，我
深吸一口气，走上了讲台。

授课结束，我得到了支队领导的表
扬。走下讲台，我立即找到指导员，给
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指导员站在那
里，只说了一句：“我就说你能行！”

多亏了指导员，我才能突破自己。以
后我会更加努力，不辜负指导员的信任。

(周 密、王 洋整理)

“我就说你能行！”
■北部战区海军某岸勤处上等兵 孙成龙

前不久，在与机关宣传干事就思想

教育计划进行沟通时，他忍不住吐槽，

现在基层单位做思想调查很敷衍，让人

忍不住感慨“思想调查失灵了”。有的

“靶子不明乱放箭”，主观臆断当前官兵

思想倾向，想起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

题；有的“一人生病众人吃药”，把个

别思想问题当成普遍思想问题，将局部

情况当作整体现象；更有甚者“年年岁

岁花相似”，将往年报告一抄了之，应

付了事……思想调查工作做得流于形

式、浮于表面，以致机关制订政治教育

计划时失焦、党委领导掌握官兵思想动

态时失准、基层开展针对性教育时失

措，让教育效果大打折扣。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

大家嘴上说着、心里记着，但真正行动

起来却走形变样。原因何在？撇开个别

干部没有掌握好调查方法不谈，一位连

队指导员的话道出了真相：“天天忙得

脚打后脑勺，哪有空搞调查，差不多就

行了！”

没有时间确实是基层政治工作干部

面对的真实困难。翻开一位指导员的工

作安排，跟训、开会、写材料、备课、

搞教育等日常工作占据了大部分时间，

常常还需要挤占晚上、周末的休息时

间。虽然问卷调查尚可利用教育课前或

课后进行，但谈心、问卷统计整理分析

等工作就只能见缝插针、加班加点完

成。一天算下来，工作十几个小时已是

常态。

但没时间并不是“差不多”的理

由。人的思想、心态总会跟随客观环

境、形势任务、利益得失而变化，尤其

是当前思想文化交锋激烈、多元价值观

念交织复杂，官兵思想活跃、多样、善

变，常常又充满隐蔽性，不深入了解就

很难掌握他们真实的想法。

有个例子让人印象深刻。一个连

队常年驻守偏远海岛，进入台风季

后，岛上“失联”“断粮”更是家常便

饭。为了解新战士的适应情况，该连

指导员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有战士

直言“条件太艰苦，有点想回家”“部

队生活很枯燥，兴奋不起来”。随后，

该指导员有的放矢开展了一次军人职

能使命教育，组织了“军营‘后浪’

勇立潮头”的讨论活动，新战士萎靡

的精神状态得到有效改善。可见，走

心的思想调查确实可以推动思想教育

走深走实。

俗话说“牵牛要牵牛鼻子”“打蛇

打七寸”，思想调查搞“差不多”、凭

“想当然”，必然会导致教育设“虚靶

子”、搞“空对空”。抓不住官兵的

“痛点”“痒点”，又怎能期望教育取得

实效？

思想政治教育要真正做到入脑入

心，难度可想而知。做好思想调查工

作，精准了解掌握官兵所思所盼、实际

困惑，找准“穴位”、打中“鼓点”，基

层政治工作干部才能把道理讲到官兵心

坎上，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充满说服力、

感染力，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思想调查不能“差不多”
■曾梓煌 经 纬

如果不是看到他的领章，你可能无法
相信，这个在场上和 20多岁壮小伙们一
较高下的，是一位年过40的二级军士长。

烈日下，火箭军某旅 5公里武装越
野对抗赛迎来紧张的冲刺环节。邱国绪
克服膝盖不适，咬紧牙关坚持，最终第四
个冲过终点。
“18分 05秒。”成绩张榜，众人嗟叹

“老兵不老”。但邱国绪却说：“输了就是
输了，哪有虽败犹荣，赛场如战场，只有
第一，没有第二。”

得知邱国绪报名参加对抗赛，熟悉
他的人都不意外，“他就是一个永远往前
冲，永远争第一的兵”。

邱国绪刚入伍的时候，就立下了“当
兵就要当尖兵”的誓言。别人跑 3公里，
他负重跑 5公里；别人专业理论背 3天，
他偏要一晚上拿下；为了在同年兵中率
先拿到实装操作“入场券”，邱国绪就用
硬纸板默画了一张操作面板，一有时间
就拿出来练，把每个按钮位置、每步操作
要领都烂熟于心才罢休……在定岗考核
中，邱国绪凭借娴熟的操作获得了第一
名，如愿分到发射一营一连。

邱国绪这种向前冲的劲头在训练中

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有一次实装操
作，导弹发射车车控系统突发故障，但因
缺少相关手动操作规程，故障无法解除，
官兵们只得停止训练遗憾回营。
“装备就算维护保养得再精细，走上

战场也难免出现故障，没有相关的操作规
程，如何才能真正放心托底？”这件事让邱
国绪深受触动。人等得起但训练等不起，
他与几名技术骨干一合计，决定自己来。
于是他们找到旅领导申请去厂家研究手
动操作流程，并立下“军令状”：“如果解决
不了问题，我们就不回来。”在和厂家的通
力合作下，他们编写了某型导弹发射车手
动操作规程，详细总结了手动操作要求、
可能出现的故障及解决办法等。

让战友印象最深的是一次“营营对
抗”训练，邱国绪遭遇了不小的挑战。
他面对的是一道“特情题”，出题人是他
之前的“徒弟”杨军军。邱国绪根据过
往经验给出了答案。岂料，杨军军在肯
定他的同时给出了另一个更优解，这个
答案打破了常规思路，对解决问题更行
之有效。那一夜，凌晨才仗剑归营的邱
国绪彻夜难眠，第二天一早他便跑到隔
壁发射营，拉着杨军军讨论研究。两个

人在这个“特情”的基础上，又推敲出 10
余种战场可能发生的情况及破解之法。
“瞄着星星永远都比瞄着树梢打得

高。”邱国绪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教
导员姚佳锋说，那是他夜晚参加火力突
击抬头望天的触动，更是他瞄准战场的
感悟。

这些年，邱国绪先后经历了武器装
备的 2次换型、6次改制，每一次都是“归
零起航”，但他总能凭借那股向前的劲
头，在最短时间摸清楚新装备“脾气”。

如今，邱国绪又迎来了新挑战：单位
武器装备信息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后，发
射单元号手数量变少，如何把导弹操作
得更稳准可靠？这一次，邱国绪带头从
“新号位”的基本操作开始练起，他说：
“等把基础打好，就剩下加速前进了。”

一句话颁奖辞：体能不输壮小伙，

精神更似猛少年。“永远往前冲、永远

争第一”，入伍这么久，你从来没变过。

火箭军某旅二级军士长邱国绪年过四十，始终保持奋斗激情—

兵心不改仍少年
■本报记者 邓东睿 通讯员 麻骁威

小 咖 秀

“进点后，各单位自行勘址组织宿
营。”部队开拔前，第 73集团军某旅火
力四连连长雷重辉接到通知，要求自
行选择驻训宿营地，这个任务对他来
说不是什么难事。

雷重辉是一名“老基层”，野外驻
训经验丰富。到达驻训场后，他本着
“水电好接、规划好看、集中好管、构
工好建”的原则，率先占据了一块毗
邻村庄、挨着马路的大空地。划场
地、挖水沟、除杂草、搭帐篷……看着
宿营地建设如火如荼，雷重辉信心满
满地等待检查。
“如果在战场上，你这里就是‘活靶

子’。”没想到，帐篷村雏形刚现，就被旅
训管督导组否定了。原来，无人机从一
百多米的高空往下侦察，尽管有伪装
网，四连的宿营地仍然一目了然。
“又不是真打仗，何必这么较真？”

牢骚归牢骚，训管督导组走后，雷重辉
和指导员胡嘉靖一合计，重新选了山
里一处林高叶密的地方，遮天蔽日、十
分便于隐蔽伪装。就在连队准备搭帐

篷时，前来检查的作训科科长刘江华
赶忙制止：“这地方连一条像样的路都
没有，一旦打起仗来，连队车辆怎么出
动、人员怎么疏散？”

选址接连被否，雷重辉决心一定
要选择一块符合要求的场地，于是带
着几名骨干在周边认认真真、仔仔细
细地勘察，最终选择了一处山腰低洼
地。这里后面就是山林，不仅有较好
的隐蔽条件，还有一条可直插要道的
土路，便于部队机动、人员疏散。不料
这个“绝佳选址”又被否了：土质过于
疏松，不利于炮手设置阵地，而且容易
遭受山洪和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
“以往出来驻训，住哪都行，怎么

这次哪哪都不行？”3次选址 3次被否，
“老基层”雷重辉很是郁闷。

“四连三迁”的事在旅里也一石激
起千层浪，对于宿营地到底该怎么选，
大家各执己见：有人说驻训而已又不
是打仗，没必要太“玄乎”；有人说野外
选不好驻地将来打仗就选不好阵地；
有人抱怨机关事先不明确选址的要

求，导致大家“瞎折腾”；也有人在反思
怎样的宿营地才符合实战要求……
“看似是不懂宿营选址的方法和

技巧，实则是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和平
积弊在作祟！连宿营地都选不好，还
谈什么上战场、打胜仗！”在宿营部署
讲评会上，旅领导直插问题要害，还点
出了另外一项“隐藏任务”，“让各单位
自行宿营选址，是对各级指挥员打仗
思维、实战意识和战场眼光的一次考
核，看看大家到底有没有绷着打仗这
根弦，想着战场那些事。目前看来很
多人是不及格的。”
“考核”结束，刘江华随之公布“参

考答案”：野外宿营选址要按照战场的
要求、打仗的标准来选择，不单要方便
生活，更要利于伪装隐蔽、备战训练、
疏散出动，同时还要考虑防范自然灾
害、用水用电安全等因素。

宿营选址的“考核”告一段落，火
力四连也在机关指导下从实战出发、
按战术要求重新选址，但该旅关于实
战化的讨论和反思仍在继续……

一位野外驻训经验丰富的“老基层”，在宿营地选址问题上的经历耐
人寻味—

宿营选址接连被否说明了啥
■傅明磊 王路加 钱学坤

火力四连3次选址宿营地点却接

连被否，细看其轨迹，从最初的开阔空

地到密林之中再到山腰洼地，尽管不

够科学，但不难看出，每一次变换地点

似乎都向战场靠近了一步。

军人平时训练就是要离战场更近

些！但贴近战场并不是简单离开营

区、转换场地，而是观念上有没有用

“战场思维”去思考仗怎么打、兵就怎

么练，行动上有没有按照实战标准去

严格落实。

在野外驻训中，搭帐篷村住、在老地

方训、按旧剧本练等现象并不鲜见，以致

驻训变“住训”、演习变“演戏”。走出了

营区、住到了野外，看似离战场更近了，

但行动上、观念上却仍然遥远。

由此可见，第73集团军某旅死磕

宿营选址的做法显得更加可贵。表面

看是宿营地选在哪儿的问题，实际上

是逼迫官兵跳出舒适区，选择复杂环

境训、挺进陌生地域练，让训练最大限

度接近实战，在艰苦中锤炼作风、磨砺

本领。

对于火力四连来说，“选什么”的

答题暂告一段落，但对于仍在准备未

来战争的每一名军人来说答题仍在继

续——是选择平庸还是选择卓越？是

选择安逸还是选择磨砺？是选择胜利

还是选择失败？相信读罢这篇新闻，

大家都能有所启示。

多用“战场思维”考虑问题
■胡 璞

仲夏时节，第74集团军某

旅在戈壁大漠组织实弹演练，

某加榴炮营一连一班战士闻令

而动，在硝烟中迅速奔向战位，

对“敌”实施新一轮打击。

黄 海摄

奔向战位

野外驻训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