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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耀演兵场

微议录

带兵人手记

刚走上连长岗位时，我一度认为自
己是从战士提干的，在训练场上摸爬滚
打这么些年，对训练门儿清，只要严格
按照大纲制订好训练周表并抓好落实，
抓好连队军事训练肯定没问题。

但事情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任连长不久，在训练过程中遇到的两件
事，让我对“精准施训”有了更深的理解。

一次，旅里组织通信对抗演练，我
带领连队担负瘫痪“敌”通信系统的任
务。然而，在组织电子对抗行动过程
中，干扰车操作手、上等兵蒲庆竟然在
施放干扰这一简单动作中接连超时，多
次贻误战机。
“训练课目两周前就结束了，怎么

到现在操作还不熟练？”演练刚结束，我
就找到蒲庆“兴师问罪”。
“一个课目还没完全掌握，新课目

又马上展开了，根本做不到熟练掌握。”
面对责问，蒲庆道出了自己的无奈，“我
动手操作能力偏弱，面对频繁转换的训
练课目，尽管每天加班补训，但一些课
目还是囫囵吞枣。”

正当我考虑放慢训练进度，让像蒲
庆这样素质偏弱的战士抓紧追赶时，随
后发生的另一件事，又让我改变了想法。

上士朱思学任干扰站站长 3年多，
各方面素质都很过硬。然而，那段时
间，他一到训练场就光瞅别人练，自己
却很少动手。通过观察，我发现不少骨
干也存在类似现象。
“最近的训练课目，我已经练得很熟

练了，不得不跟着‘陪练’，难免有厌训情
绪。”谈话中，性格直率的朱思学道出实情。

左右为难中，我召集训练骨干，就落
实训练周表和课目转换问题听取意见。
“总是按照同一进度组训，必然造

成有的‘吃不消’，有的‘吃不饱’”“这种
‘齐步走’的训练模式，势必出现训练场
地和器材要么不够用、要么无人用的现

象”……官兵的吐槽，让我明白了一个
道理：只有因人而异、因地制宜，既关注
大多数，又兼顾少数人，才能把每个单
兵、每型装备、每类作战要素训到位。

为此，我及时根据官兵训练实际调
整周表，加强对课目转换过程的控制，
严把重难点课目转换质量关。

在组训中，我根据不同兵龄、不同
专业士兵的个体差异，分层分类展开训
练，训练考核实行过关升级制，对达到
大纲标准的，提前实施课目转换；对没
能过关的人员，则灵活采取随队训练、
个人自训、互教互助等方法展开补训。

前不久，实装操作能力相对较弱的
大学生士兵杨鑫，率先以全优成绩通过
专业理论考核，提前一周转入实装课目
训练。而专业素质过硬的 5名骨干，则
抽出更多时间向“一专多能”发起新的
冲锋。人们都说“观念一变天地宽”，我
为因自己的改变而带来的新气象感到
欣慰。

（郭克鑫、特约记者海 洋整理）

“精准施训”带来新气象
■第79集团军某旅连长 何 滔

在跨区基地化训练渐成常态的今

天，我们在执行异地演习任务中，有的

单位在对标实战标准上，依然存在敌

情观念淡漠的问题，甚至出现与作战

对手共享资源、共演好戏的现象。

刀要多在石上磨,兵要多在战中

练。演习不是按部就班的“折子戏”，

更不是互相打配合的“友情戏”。要让

演习真正紧贴实战，必须硬起手腕根

除和平积弊，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

练、演习就怎么来。只有严格对表实

战标准，一心琢磨怎样令对手“不舒

服”，才能真正练就能打仗、打胜仗的

过硬本领，才能在战场上稳操胜券。

演习不是“友情戏”
■第75集团军某旅旅长 张宏伟

夏日炎炎，滇西高原，夜深人静，
万籁俱寂。第 75集团军某旅合成三营
空旷的野外驻训地，营部帐篷内灯火
通明。
“通过缜密勘察，我建议将前沿障

碍区设置在××地域……”23时许，风
尘仆仆归来的该营火力三连副连长邱
磊，带着“第一手情报”，连夜向营连干
部汇报。大家根据收集到的最新情况
展开热烈讨论，及时修订调整演练方
案。子夜的灯光，照亮了这群思战谋
战的指挥员兴奋的脸庞……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该营教导

员和健伟介绍，“就在半个月后，我营
将与友邻单位展开一场红蓝对抗跨区
演练，我们派人提前赴演练地域熟悉
情况，只为演练多一分胜算！”
“兵马未动，‘战斗’却已提前打

响！”据该营营长许志伟介绍，自确定演
练对手的那一刻起，营里就展开了紧锣
密鼓的“作战”准备，进入“战场时间”。
“如今的演练，‘实战味’更浓

了！”面对记者，许志伟说起一段难忘
经历。

去年 8月，上级在该旅野外驻训地
组织对抗演练。就在演练前两天，作
为“东道主”的他们，却意外收到对方
的求助：“请问用水、用电从哪儿接？”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
费工夫”！正当该旅苦于不了解对方
时，对方却自己送上了门。大喜过望的
该旅决定“将计就计”，在倾心帮对方拉
电线、引水管过程中，也基本摸清了对
方“底细”。结果毫无悬念，演练开始不
久，对方一击即败，被“连锅端”。

“不是对手太阴险，只怪自己太天
真。今天演练场上借水、借电，明天战
场上就会送枪、送命！”演练复盘会上，
吃了败仗的对方指挥员恍然大悟，深
有感触。
“缺乏战场观念，不把对手当敌

人，不把沙场当战场，必将付出血的代
价！”该旅党委深刻汲取去年对手惨败
的教训，举一反三对和平积弊刮起一
场“头脑风暴”。
“官兵头脑里的惯性思维不除，

演习就会变成‘演戏’。”在旅党委示
范引领下，全旅上下结合驻训和演练
任务实际，深挖种种不实训风和做
法，引导官兵紧绷“从这里走向战场”
的思想之弦。

此次演练，该旅除了提前派人赴
陌生演练地域侦察外，还通过各种渠

道提前了解当地气象水文、民风民俗，
积极获取对方动态及兵力部署。针对
对方情况，及时调整行动方案、列出打
击清单……演练虽未正式打响，该旅
参演官兵已在敌情、我情、战场环境等
方面做足了功课。
“按照打仗标准 ，做好打仗准

备！”负责先期侦察任务的该旅作训
参谋彭飞说：“此次演练，有关对方部
署、演练环境等情报，全凭作战手段
获取，这对我们的侦察行动能力、隐
蔽伪装能力、信息保密能力都提出了
极大考验，倒逼我们增强打仗意识、
提高打赢能力！”

为战导向树得牢，能战本领过得
硬。近两个月以来，该旅通过多种渠
道完成现地勘察 8次，为后续演练打下
了坚实基础。

第75集团军某旅对表实战标准深化对抗演练准备—

提前进入“战斗时间”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江平骥 吴 楠

士兵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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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港的夜啊静悄悄，海浪把战舰轻
轻地摇……”今天，站在小岛的岗位上，
我的脑海里响起动人的旋律，思绪又飞
回了从前。

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一年，我在
媒体上看到辽宁舰正式入列的消息，第
一次萌生了当一名人民海军的念头。临
近大学毕业，我抓住最后的机会报名参
军，穿上水兵服，圆了海军梦。

新训结束，我跟着接兵班长往单位
赶，终于登上了魂牵梦绕的战舰。伴着
船笛声起航，我第一次零距离碰触到自
己的梦想，看着舵手轻轻转动已经磨得
发亮的船舵，我的心里满是期待和憧憬，
幻想着有一天站在驾驶位置上的那个人
就是我。

梦想与现实总有距离。当我挥别军
舰，看着岛上来迎接我们的战友快乐的
眼神，我的大脑迟迟不能向我的运动中

枢下达前进的指令。
“班长，我们不是海军吗，怎么到这

儿了？”望着远去的军舰，我急不可待地
向班长发问。
“谁说海岛上没有海军？”班长的回

答并不能让我安心，我接着问：“那我还
能看见军舰吗？”
“当然能。今天天已经黑了，明天你

就看见了。”班长说。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早早起床来到

窗边，整个小岛笼罩着湿乎乎的雾，别说
军舰，连海边都看不清。

没想到，这样的雾一飘就是半个多
月，我慢慢学会了在雾中找路、在雾中出
操，也渐渐知道了这里根本没有军舰，只
能在海岛上听着不知道是什么船拉响的

汽笛声。
终于等到上岛后首个云开雾散的日

子，班长带我去了小岛最高处，指着远处
海面上的点点帆影，对我说：“你看，我们
的海岛在这海上，不就像一艘军舰吗？
我们雷达兵守在这里，就是战机的眼睛
和耳朵，是同样重要的战斗岗位。”那一
刻，我仍似懂非懂。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我从当初的
新兵变成了老兵。每年新兵上岛，我都会
学着当年班长的样子对他们说：“晴天，我
们的海岛像极了大海上一艘不能移动的
军舰，我们就是处于军舰最高处的雷达
兵；雾天，你会看着雾海、听到船笛，我们
又像是一艘巡弋在大海上的‘军舰’。”此
时，我已安之若素，内心波澜不惊。

我的海岛，我的“军舰”
■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旅下士 周乘风

前段时间，由于岗位调整，我成为了
连队里兵龄最短的班长。我铆足了劲
儿，准备在连里好好“露露脸”，没承想却
因为一根背包绳遭遇“滑铁卢”。

上周，我们团组织战备拉动演练，在
出发前准备物资时，我发现背包绳找不
到了，眼看马上就要出发，我急得额头直
冒汗。
“应该没事，现在被子都装进背囊

了，背包绳本来就没啥用。”多方寻找未
果，我在心里安慰了自己两句，背起背囊
急忙向操场跑去。

部队在夜幕的掩护下悄然出发，我
们在车厢里枕着背囊沉沉睡去。没多
久，刹车的惯性把我从梦中摇醒。按照
指挥员命令，我们迎着高原清冷的北风
开始搭帐篷、拉电线，干得热火朝天，忙
碌到深夜才休息。

第二天一大早，各项训练就开始陆
续展开。要素开设、战术训练、战场救

护……对于多次参加过比武的我来说，
这些都不在话下，正好趁此机会给大家
好好露了一手。

正当我暗自得意、期待着继续出彩
的时候，情况的变化却让我措手不及。
午饭后，大家都进入帐篷午休。突然，耳
边响起一阵尖锐急促的哨声，等所有人
背着背囊站在集合点后，连长开始检查
携带的装具。我的心里“咯噔”一下：坏
了，背囊里没有背包绳。

更尴尬的是，全连就我一个人“冒
泡”。连长意味深长地看着我说：“当了
班长可不能对自己放松要求啊！”我的脸
一下子涨得通红。

回到帐篷，我后悔自己粗心大意，也
感觉有些不服气：这么多次外出训练，背
包绳一直躺在背囊最底下，从来就没拿
出来过，带着它有什么用？思前想后，我
找到连长提出了自己的困惑。

连长听完后笑着说：“背包绳细的长

6.2米，宽的长 2.7米，在夜间没有照明的
条件下，比卷尺好用；在野外生活，把背
包绳往两棵树中间一绑，就是一个简易
晾衣绳；要是没有地方睡觉，拿块布往背
包绳拉成的‘大梁’上一盖，就是一个小
帐篷；除此之外，背包绳还有急救、固定、
捕俘等多种功能……”

没想到，小小的背包绳，竟然有这
么多用处！听完连长的一番话，我恍然
大悟地点了点头。回到班里后，我郑重
地告诫大家：“战备规定中携带的每件
物资装具都有大用处，宁可备而不用，
不能用而不备……”
（袁 康、本报特约记者岳小琳整理）

请别小看背包绳
■火箭军某团下士 罗 京

郝小兵到基层部队调研采访，经常
能听到一些单位领导教育官兵，要严格
遵守制度规定，自觉做到令行禁止。然
而，现实工作中，个别同志往往心存侥
幸，耍小聪明、打擦边球，不仅不利于自
己的成长进步，还会对其他战友造成不
良影响，甚至会引发各类事故。

有的参加 3000 米跑考核，遇到弯
道插斜线、抄近道，为没有被监考人员
发现而感到庆幸；有的行军拉练背囊看
似沉甸甸，实则轻飘飘，还自我感觉拉
练并不累；有的通过微信传递敏感消
息，认为只要及时撤回就没多大问题；

有的驾驶车辆没发生事故，就对行车前
安全检查应付了事……如此自欺欺人
的现象做法，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否则
后患无穷。

反思此类情况的发生，既有个别
同志自身要求不严的原因，也有单位
组织不严密、教育不深入的责任。当
前，全军实战化练兵正火热展开，每一
名官兵都是战斗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大家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主动担
当作为，真正把思想和精力用在提高
自身本领上、用在备战打仗上，自觉同
麻痹大意、得过且过、投机取巧、自欺

欺人等思想作斗争。在此，郝小兵呼
吁，各基层单位要进一步规范各类训
练和活动，通过制度约束、检查监督、
榜样示范、教育引导等具体措施，在基
层形成不想做假、不能做假、不敢做假
的环境，为战斗力提升提供坚强有力
的保障。战友们，看完这组漫画，我们
都来自我检视一下，是否也做过这种
自欺欺人的事呢？

主持人/郝小兵

文/许生军、徐志远

图/徐金鑫、李 冰

工作中耍小聪明后患无穷

7月15日至18日，武警警官学院训练基地组织即将毕业的兵种专业学员开展全要素应急救援综合演练。图为官兵

在“狭小空间救援”课目中清除障碍物。 侯崇慧摄

野外驻训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