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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连在此次演练中表现突出，给予
通报表扬。本月绩效考评，按规定给予加
分。”7月底，在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阶段
性训练总结会上，旅领导宣读通报后，很快
引发热议。因为就在月初，八连因一名干
部违反管理规定，刚被旅里通报批评过。
“两次通报，就事论事，实事求是。

机关校正抓建导向，帮我们卸下包袱迎
头赶上。”八连指导员贺伟欣慰地说。

一些“捅过娄子”“出过岔子”“挨过
板子”的基层主官纷纷坦言：戴着“后进”
的帽子，往往行事谨小慎微，甚至滋生出
“熬过今年看明年”“宁愿少干事也别再

出事”等消极心态，以致官兵士气长期低
落、干起工作缩手缩脚、基层建设不见起
色。如今，看到八连的两次通报，大家看
到了希望、重拾了信心。
“有错必究，纠错必严。但不能总是

揪着不放，更不能一棍子打死。”深入学
习贯彻《军队基层建设纲要》，旅党委一
班人感到，抓建基层必须尊重官兵主体
地位，只有依靠基层、相信基层、理解基
层、帮带基层，少给压力多给动力、少些
指责多些鼓励、少找问题多解难题，才能
进一步激发基层建设的内生活力。

7月初，八连干部违规问题发生后，机

关一方面通报批评警示教育官兵，一方面
积极主动靠上去，带着营连两级查问题、
析原因、论危害，并提出6个方面的整改意
见，为连队解决了两项自主抓建难题。

既要摒弃“一丑遮百俊”，更要谨防
“一俊遮百丑”。该旅组织群联科科长王
兵拿出今年初施行的《抓建基层量化考
评实施办法》告诉笔者，他们通过量化积
分全面考评督导基层在教育训练、安全
管理、遵规守纪等 7个方面的日常工作，
确保考在平时、评在经常、覆盖全域、贯
穿全年，立起了有过就罚、有功就奖、奖
罚分明的鲜明导向。

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奖惩分明，不搞“一棍子打死”，且看一个连队——

月初被批评 月底获表彰
■鲁 伦 曾浩云

7 月 28日晚上，士官卢晨晨准备参
加营里组织的教学法比武，正在加班修
改教案。看他抓耳挠腮的样子，肯定是
遇到了难题。
“有啥需要我帮忙的吗？”我凑上去

拍拍他的肩膀，本想送场及时雨，没想到
卢晨晨却委婉地拒绝了：“算了，排长，你
这么忙，我还是请教班长吧。”

这段时间，我发现排里战士们都有
点不大对劲：排务会上，一些本该提出的
困难莫名其妙地消失了；经常来找我商
量工作的那几个人，现在都一声不吭了。

事出蹊跷，我决定找几名班长一探
究竟。看着我渴望的眼神，性格直爽的

电话班班长秦耀泽直言不讳：“有时候大
家遇到问题求助你，你满口答应，但后来
却没了下文，反复几次后，大家对你有些
不信任了。”

认真反思一下，秦耀泽的话不无道
理。近段时间，我还真干了几个“半截子
工程”：排里有装备损坏，我上报机关后，
却没有继续跟进掌握维修动态；上等兵
王玮起请教我如何制作视频，我给他一
摞资料后，再也没问过他学得怎么样。
就是这个卢晨晨，上个礼拜与恋爱对象
吵架，本想找我来调解一下，我却因为手
头有急事，让他再等等，后来一直也没去
找他，难怪他不愿再找我帮忙了。
“大家反映的问题大多是自身难以

解决的挠头事，今后，我一定会盯着不放
抓落实。”那天晚上，我在排里点名时，郑
重作出了下不为例的承诺。为防止遗

忘，我在工作中随身带着一个笔记本，把
大家反映的困难记下来，解决一个就在
后面打一个对钩，挂账销号抓落实。

前不久，战术节点班班长李利扬想休
假照顾生病住院的妻子，可旅里又要组织
通信要素演练，作为技术骨干的他不说不
讲，主动承担了任务。了解情况后，我主
动向营里反映了他的实际困难。上级批
准李利扬回家照顾妻子，我们又抓紧安排
了接替工作人员。回到家中，李利扬给我
发来一条微信，满怀感激之情。

放下电话，我拿出笔记本，在李利扬
名字后打了一个对钩。这些天来，随着
笔记本上的对钩越来越多，我发现战士
们对我又开始无话不谈了，无论是工作、
训练还是娱乐，整个排又恢复到原来团
结融洽的氛围。

（崔 恒、周 湛整理）

答应战士的事要有下文
■中部战区某旅通信排排长 赵 帅

营连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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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月似钩，炮火如龙。
近日，第 72集团军某旅一场连排组

实弹演练，在江南山野丛林间展开。该
旅九连担负火力掩护任务的战士赵虎，
与战友密切协同配合，顺利完成进攻战
斗任务。

演练结束，指导员林泓辉拍了拍赵
虎的肩膀，给了他一个肯定的眼神。这
一刻，赵虎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了。

一个月前，为提升部队单兵训练质
效，该旅将官兵个人每一发弹的射击成
绩绘成折线图，汇总成连队训练大数
据，纳入单位集体“双争”常态考评。

正当大家为新措施的出台而摩拳擦
掌之时，九连的赵虎却高兴不起来，因为
他有个毛病，一听到枪炮响就容易紧
张。即便是固定靶标射击，赵虎的成绩
也常常像波浪一样起伏，虽然对自己的
弱点心知肚明，他却碍于面子不好意思
开口和战友交流。

“班组实弹战术演练在即，实战化训
练容不得半点分心走神，咋办？”赵虎心
急如焚，盘算着有没有能让自己尽快“安
静”下来的办法。几经思索，他萌生一个
想法：如果自己像赛场上的射击选手一
样，戴上隔音耳塞降低噪音，问题不就解
决了吗？说干就干，赵虎立马在网上自
购了一副降噪耳塞。

果然，这一招在接下来的几次实弹
射击训练中效果立显，由于没有外界干
扰，赵虎发挥稳定，打出了前所未有的好
成绩。

然而，当赵虎还沉浸在自己的“进
步”和战友的掌声中时，演练开始了。

班组综合演练打响，赵虎作为重机
枪手担负连队的火力掩护任务。进入战
位后，他像往常一样，预先戴上了耳塞。
战车轰鸣，爆炸声响彻山谷，这一切仿佛
被隔离在另外一个世界，赵虎泰然自若
守在阵地。
“重机枪手迅速掩护第一梯队……”

第一波次进攻开始，排长通过电台连续
呼喊 3次，赵虎却丝毫没有察觉。情急
之下，副班长一把抢过重机枪对“敌”展

开射击，才避免一次大错。
“平时训练不认真，战时就要用生命

去填补！”演练结束，连队决定“顺藤摸
瓜”从问题源头抓起，组织官兵现地查摆
问题不足，揪出不符合实战要求的“小动
作”。

这件事也引起机关导调组的注意。
在旅复盘会上，机关组织营连深入开展
自查自纠，一些“隐形”训练陋习浮出水
面。某营少数官兵为了提高夜间射击瞄
准精度，用一根二极管为步枪加装“瞄准
灯”，让觇孔、准星在夜晚清晰可见。虽
然提高了射击成绩，却暴露了自己的战
斗位置。

会后，该旅通过陌生地域转场考
核、多种条件随机抽考、人员换岗重组
考核等方式强化官兵实战抗干扰能
力，结合班组对抗、心战演练、兵种协
同、应急处置等专项培训提高训练质
效。

挤干成绩“水分”，集聚打赢底气。
经过系统科学训练，取下耳塞的赵虎射
击成绩稳步提升，如今已能够从容应对
战场突发情况。

实弹演练，重机枪手咋戴了降噪耳塞
■何 飞 江樾铭 本报记者 韩 成

“坐标×××，发现‘敌船’，歼
灭！”7月下旬，南国某综合训练场，一
架架战鹰挂载实弹腾空而起，直奔目
标空域。

海浪之中，浮动靶标若隐若现。
第 74集团军某旅飞行员王俊荣驾驶战
机翻腾倒转，跃升俯冲，迅速建立攻击
航线，一举命中目标。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次射击并
未命中靶标中心，但成绩却被评判为
“优秀”。

“按照目标属性和弹着点，王俊荣
成功击毁了‘敌船’。”该旅领导介绍，
以前组织实弹射击，为了追求爆炸效
果，飞行员往往将瞄准点设置在靶标
的中心，但在实战中由于作战任务和
目标性质不同，命中“靶心”未必就能
瘫痪敌人。

这一认识的形成，折射出部队实
战化训练的步子越迈越实。近年来，
随着实战化训练不断深入，该旅不断
改进实弹射击流程和评判标准，要求
飞行员紧贴作战任务规划航线，根据
目标属性选择弹药、控制弹着点，以期
达到最好的毁伤效果。
“ 脱 离 实 战 的 命 中 是 要 不 得

的 ……”说起多年前一次实弹射击
考核，飞行员梁首竞记忆犹新：那
天，他驾驶战机低空突防，发现“敌”

火炮阵地后，迅速瞄准发射，一道火
光闪过，战机呼啸而去。

这次攻击看似完美，结果却被判
为“不及格”。走下战机，考官提出多
个问题：“实战条件下，突防进入高度
偏高，容易被地面防空武器发现；虽然
成功命中，却未击中有效位置，目标仍
有战斗力……”
“打得准并不代表打得好”“实战

环境下，应该追求最佳射击效果”……
这次失利，犹如一记重槌敲在该旅飞
行员的心头，他们在反思中抽丝剥茧，
不断探寻实战的“靶心”，努力缩小从
“打得准”到“毁得了”的距离。

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去年野
外驻训，该旅与地方政府积极沟通协
调，将废旧的实体船和车辆作为靶标，
探索研究各类实体靶标的致命部位，
将毁伤程度细分为击中、击伤、击毁三
个等级。
“要在生死对决的实战中求得生

机、觅得战机，就必须把‘假想敌’再想
真一些，锤炼过硬的应敌本领。”实弹
射击中，他们要求飞行员不仅要在高
速运动的状态下迅速发现、捕捉、瞄准
目标的致命部位，还要能根据“敌情”
和风速、云层等气象条件，不断调整攻
击航线，确定发射角度，力求达到“击
毁”效果。

从追求“打得准”到力求“打得
好”，一字之变，却是观念之变、战斗力
之变。该旅作训科科长王远嵩介绍，
以往旅里组织实弹射击考核，在规定
时间内命中两发即为优秀；如今，优秀
标准升级，要求在烟幕、电磁等干扰
下，在规定时间内命中两发，且达到
“击毁”效果。为确保考核贴近实战，
他们还借助无人机等多种手段实时侦
察，要想击中目标，首先必须躲避敌人
“眼线”。

“虽然这两年旅队实弹射击成绩
曾有过一个明显的过渡期，但现在
的飞行训练已经产生了新变化。”该
旅某营营长吴嘉烨说，如今，旅队组
织模拟攻击训练，命中目标后，飞行
员不再直接驾机返航，而是第一时
间判定毁伤效果；飞行训练之余，飞
行员会结合各类射击数据，主动研
究探讨不同类型目标的最佳毁伤弹
着点……

瞄准实战的“靶心”，催生训练效
益节节攀升。7月以来，该旅组织多场
夜间射击模拟训练，不仅紧贴实战设
置多种特情，还组织飞行员对夜间射
击的极限可视距离、瞄准效果进行了
充分研究，创新复杂气象环境下打击
目标的方式方法，使飞行员夜间射击
水平大幅提升。

第74集团军某旅着眼实战改进实弹射击流程和评判标准—

既要“打得准”更要“毁得了”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许浩杰

7月27日，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通信站组织新战士参观军史馆，通过聆听革命故事、感悟优良传统，

激发新战士爱岗敬业、精武强能的热情。 张 彬摄

盛夏季节，江西九江的一处防洪堤
坝上，一位胳膊上绑着绷带的军人格外
引人注目，他就是被战友们称为“钢钉
连长”的第 71 集团军某旅“济南英雄
连”连长孙金龙。

今年 6月，孙金龙因训练伤，左肩
植入一枚钢钉，出院仅 5天，他所在连
队便受领了抗洪救灾任务。他当即请
战：“我必须和我的连队在一起。”
“如果不在下一次洪峰到来前，把

280 米长的堤坝从 17.6 米加高至 19 米
以上，就有可能发生大水漫堤倒灌，1.5
万余名群众将受灾。”刚到任务区，连队
官兵就接到紧急求救。
“要与时间和洪水赛跑！”孙金龙顾

不上休息，连夜带领官兵奔向大堤。在
热浪滚滚的堤坝上，他忘记了伤痛，左
手打着绷带，左肩没法用力，就用右肩
扛沙袋，伤口疼得实在忍不住，就偷偷
含上一颗止疼片……大堤上，熟悉孙金

龙的战士告诉记者，从 2007年至今，他
始终像“钉子”一样铆在每个岗位上。

入伍第二年，孙金龙便有望参加原
北京军区组织的“铁人三项”比武。但
没想到的是，在集团军一级选拔比武前
一天，孙金龙发起了高烧。他强忍不
适，坚持站到了 400 米障碍的起跑线
上。冲出起跑线后，他的两条腿就仿佛
失去了支撑，跌倒、爬起、再跌倒、再爬
起……就这样跌跌撞撞 10 余次，孙金
龙才终于爬过终点……
“曾经浪费了机会，这次说什么都要

拼出个成绩来。”正是因为那次赛场折戟
的经历，当已经是下士的孙金龙代表旅
队参加集团军射击集训队时，不禁暗暗
告诉自己。为了练好“眼功”，他坚持每
天比别人早起，偷偷给自己加训，在 10
米外的桌子上放一个指甲盖大小的小石
子，一直盯着不眨眼；或将石子抛起，练
习眼睛追踪能力……就这样，孙金龙做

到了紧盯目标3分钟不眨眼，顶着烈风、
迎着强光不流泪。

2016年，国际轻武器射击技能大赛
在澳大利亚举行。孙金龙和战友代表
中国军队出征，与来自 18个国家的 21
支代表队展开角逐。他顶住压力，夺得
个人冠军积分赛、步枪团体越障射击赛
和步枪移动目标团体积分赛 3个项目
金牌。
“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只要部队需

要，我就将继续奋斗在强军征程上。”对
于以往成绩，孙金龙淡然处之，他更重
视眼前任务，“今年‘八一’，我们在守堤
中度过。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洪水一日
不退，我们一日不退，一定完成好这次
抗洪救灾任务！”

一句话颁奖辞：精武强能矢志打

赢，抗洪抢险守护百姓，这个“钢钉连

长”血性充盈。

抗洪堤坝上的“钢钉连长”
■吕 威 本报记者 李怀坤

入夏以来，广西多地迎来酷暑。7月27日，武警广西总队来宾支队抓住“夏练三伏”黄金期，组

织官兵进行基础课目强化训练，进一步提升官兵实战能力。图为官兵进行攀登训练。果志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