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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

短 评

野外驻训绝不是简单的训练场地

转换，更不是搬到野外“过日子”。曾

几何时，一些部队热衷于搞“野营建

设”“安居工程”，常常花大力气装扮驻

训场，插彩旗挂横幅、铺石子造景观，

帐篷搭设横平竖直四方格、车辆停放

对标看齐一条线，俨然是营区生活的

另一个“翻版”。如此练兵，不仅很难

达到提升部队战斗力的效果，也对锤

炼官兵虎气血性毫无帮助。

只有像打仗一样驻，才能像打仗一

样训。野外驻训作为未来战争“预实

践”的一种形式，紧贴实战是最基本的

要求。打仗不容有的样子，一丁点儿都

不能带到驻训场中。我们只有从“舒适

区”里走出来，置身艰苦恶劣、贴近实战

的练兵环境中，才能更好地适应未来战

场，锤炼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本领。

野外驻训不是营区生活的翻版
■第77集团军某旅旅长 白红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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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员讲评

野外驻训进行时·高原砺兵①

仲夏时节，记者前往正在高原驻
训的第 77集团军某旅探营。本以为早
已轻车熟路，可一路下来却接连遭遇
许多“没想到”。

飞沙漫天，越野车沿着山谷颠簸
前行。抵达部队驻训地域后，却不见
印象中战车列阵、彩旗招展的壮观场
面，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幅牦牛信步、飞
鸟展翅的“牧歌画卷”。
“莫非走错了地方？”正当记者疑

惑之时，突然从近旁凭空“冒”出几名
身着迷彩伪装的哨兵，受到惊吓的牛
群顿时四散。原来，记者一行的一举
一动，早已被隐蔽在半地下的潜伏哨
看得一清二楚。

顺着哨兵手指的方向，记者瞪大
了眼睛，这才发现在不远处的山脚下
散落着几顶帐篷，经过变形、变色的伪
装网改造后，与周围的山体融为一体。
“也难怪，连飞鸟都不能察觉，更

何况我们呢！”记者心生感叹。
走进隐藏在山势中的机关宿营

地，记者万万没想到竟会中了“空城
计”——接连钻了几顶帐篷，却发现里
面除了行军床外，竟然空空荡荡。
“中军帐设在哪里？机关干部都

去哪儿了？”无奈之下，记者只好通过
对讲机求助。不久后，一台野战方舱
车从远处飞驰而来。
“我们按照实际作战指挥编组，机

关依车建所。部队在哪里演练，指挥
所就开设在哪里。”该旅政治工作部主
任彭云解释道，“那种‘一条大路通机
关、办公帐篷连一片’的野营村模式，
早已成为‘过去式’。”
“能否带我们去各营转转？”“时间

太紧，还是吃过午饭再说吧。”记者抬
腕看表，距开饭还有个把小时，何来时
间紧之说？见记者疑惑，彭云道出原
因：“没了野营村，部队分散在方圆数
十公里的山头谷底，别说绕着驻训场
转一圈，就是连与连之间，也有七八分
钟的车程。”

说是午饭，没想到竟是演练间隙
下发的一套单兵野战食品。不仅如
此，在野外驻训场上，就连吃饭竟也成
了训练课目，食品准备时间、官兵进食
速度等均是训练内容。
“部队上山练打仗，官兵也要练就

能打仗的‘胃’。”该旅保障部部长闫钦
告诉记者，今年驻训以来，他们采取野
战炊事车烹饪、单兵野战食品及官兵

野外生存相结合的炊事保障模式，真
正做到了仗怎样打，“饭就怎样吃”。

吃过午饭，记者乘车来到该旅合
成二营宿营地，本打算拍摄几张“美
图”。没想到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十米
不见人、百米不见车，帐篷也都三三两
两地散落在各处，无论站在什么位置，
也难以找到“好看”的拍摄角度。
“靠好看打不了胜仗！”该营营长祁

建告诉记者，此次野外驻训，他们严格
按防御战斗要求进行宿营部署，各连围
绕营指挥所分散配置，防空、炮兵、作战
支援等阵地犬牙交错，排与排之间也由
野战公路交织相连，防御正面范围很
广，自然难以拍出“理想”的照片。

话音未落，一场综合演练突然打

响，机动转场、攻防转换、协同战斗等
课目接连展开，待到硝烟散尽已是次
日凌晨。虽然连续多年砺兵高原，但
这一仗仍让祁建感慨连连：“没想到今
年野外驻训强度如此之大、训练难度
如此之高、内容衔接如此紧凑……”

一次探营几多感慨，发生在“吃、
住、走、打、藏”等各方面的改变，折射
出部队由“住训”向“驻训”的观念之
变。想到这里，记者不禁期待，能够
在后续的采访中遇到更多“没想到”。

上图：演练间隙，该旅官兵在阵

地上席地而坐，以单兵自热食品作为

午餐。

薛子康摄

一次探营，遭遇几多“没想到”
—解读第77集团军某旅野外驻训关键词之“紧盯实战”

■宋 鹏 本报记者 李佳豪 特约通讯员 薛子康

值 班 员：第78集团军某旅指挥控

制一连指导员 尤元春

讲评时间：7月27日

最近驻训地天气变化无常，时常是
前一分钟晴空万里，后一分钟便乌云密
布。我在训练场上不止一次发现，有时
天气稍一变化，个别班排就以快要下雨
为由提前结束训练。

天气不好就不打仗了吗？归根结
底，还是少数官兵“和平思想”在作怪。
在古今中外军事史上，利用恶劣天气发
动进攻的战例比比皆是。练兵备战就

是要克服各种不利因素影响，提高自身
适应恶劣环境的能力，防止敌人攻其不
备。

同志们，虽然我们这一代军人现在
没有经历战争，但不代表战争不会来
临。备战打仗是我们的主责主业，一天
也不能耽误，一刻都不能放松。接下
来，我们要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
有意识地在恶劣的气候下训练，提高适
应能力，干部骨干要做好表率，敢于挑
战极限，迎难而上，带领大家练就过硬
的打仗本领。

（秦张杰、赵子豪整理）

训练不能挑天气

有这么一个报务班，3 年时间 10
余次参加集团军以上演训任务，5 人
在全军职业资格鉴定考核中获得中级
以上职业资格证书，3 人参加全军自
学考试考取大专以上文凭……去年，
这个班出色完成大项任务并荣立集体
三等功。

它就是第 78集团军某旅指挥通信
连无线电报务九班，被称为连队最“牛”
的班。战士们说，报务班之所以这么
“牛”，班长刘虎要居首功。入伍 19 年
的刘虎，荣誉满身，虽然是连队最老的
兵，但从来不摆“老资格”，在日常工作

中事事冲在前，战士们都打心眼里服
他。
“战士爱上班长，就爱上了部队。”

这是刘虎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打开班里每名战士的笔记本，扉页

上都有一份个人成长路径图和发展规
划表。一年、两年、三年……要读多少
书，要考哪些证，要完成的目标，要达到
的能力水平，要为单位作出多大的贡献
都一目了然。这是班长刘虎与每名战
士一起商量制订的“成长套餐”，并日复
一日、年复一年地督促大家完成。

为了提高全班的通信业务素质，刘

虎在班里成立了一对一互帮对子，在训
练中采取老兵带新兵、先进带后进的办
法，营造比学赶帮超的浓厚氛围。这些
年，九班年度训练考核合格率一直是
100%，优秀率始终在 90%以上，许多战
士因训练成绩突出立功受奖。

九班的战士说：“班长像家长，生活
中爱、工作中严，为我们在军营成长成
才操碎了心。有这样一位好班长，谁能
不爱部队这个大家庭呢？”

一句话颁奖辞：部队的班长被称为

“军中之母”，刘虎无愧于这个美名。

班长刘虎带出连队最“牛”的班，他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

“战士爱上班长，就爱上了部队”
■张 超 冯 程

小 咖 秀
盛夏时节，火箭军研究院某研究所

开展了“弘扬砺剑精神，我为党旗添光
彩”主题演讲比赛。参加比赛的 10名代
表中既有研究室领导，也有一线科研骨
干；既有现役军官，也有文职人员，大家
紧紧围绕“砺剑精神”谈奋进历程、讲感
人故事、话使命责任。

该研究所政委闫继勋介绍，一代代
导弹科研人怀揣强国强军梦想，砥砺前
行、勇攀高峰，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
题，铸造了一型又一型“大国重器”，积淀
和传承了伟大的“砺剑精神”。在今年的
主题教育中，他们继续深挖红色资源，引
导科研人员矢志岗位建功。

从清华大学入伍的博士、助理研究
员李韶光，深情讲述中国工程院院士、研
究院研究员唐西生的感人事迹时说：“我
从老一辈科学家那里学到的最深刻道

理，就是中国的科学家只有忠于党，才能
真正报效祖国，服务人民。”

唐西生在知天命之年响应党和国家
的号召，毅然穿上军装，为我国导弹武器
事业建设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而李韶
光也有着与唐院士相近的人生选择，7年
前他放弃一家央企的优厚待遇，毅然选
择穿上军装，成为军队科研战线的一员。

曾参加过唐西生负责科研项目的李
韶光，把院士的故事讲得绘声绘色，引起
广大科研工作者强烈共鸣：“科研老前辈
对党绝对忠诚，对军队事业绝对热爱，值
得我们学习继承。”大家表示，一定要在
新时代的潮头，听党指挥、再立新功。

在一穷二白、艰苦卓绝的年代，我国
第一代导弹科研人隐姓埋名，默默奉献，
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半个世纪
的发展历程，既是一首慷慨的壮歌，也是

一部奉献的史书。主题演讲中，这一段
筚路蓝缕的历史被参赛选手从不同侧
面、多个角度，不断地进行回顾、展现。
“‘砺剑精神’与‘两弹一星’精神，共

同构筑了导弹科研人的精神谱系。大力
弘扬‘砺剑精神’，是确保新时代导弹科
研人思想上政治上特别过硬的固本之
举，是赓续红色基因血脉的内在要求，是
锻造导弹科研人特有精气神的有力抓
手，是有效提升‘王牌’‘底牌’含金量的
重要保证。”主题演讲比赛结束时，该所
政委闫继勋总结道。

官兵深受本次活动鼓舞，纷纷表示
用实际行动践行“砺剑作风”，用科研成
果展示“砺剑精神”，继续以新时代奋斗
者的姿态投身到中国梦、强军梦的伟大
实践中去，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火箭军研究院某研究所深挖红色资源，引导科研人员矢志岗位建功—

“砺剑精神”新传承
■李德璞

“剁鱼剁肉、切菜蒸饭等工作都还给
了炊事员，我这个‘全能厨房值班员’也
终于恢复‘原职’了！”提起这事，我心里
就松了一口气。

入伍前，我在地方餐厅当过厨师，下
连后很受炊事班器重。每次轮到我们班
去厨房值班，炊事班班长都点名让我去。
由于拉丝切块、煎炒烹炸我样样在行，因
此战友们管我叫“全能厨房值班员”。

所谓“厨房值班员”，其主要职责是
验收购买的食材、督促炊事人员按时做
饭，检查并协助搞好食堂卫生等，与炊事
员和帮厨并不一样。

前不久，又轮到我们班担任厨房值
班。“快起床，今天团里组织教育，连队提
前开饭。”天还没亮，炊事员小张便把我从
睡梦中叫醒。揉了揉眼睛，简单洗了把脸
整理内务后，我便匆匆跑到了炊事班。
“朱波，不知道今天忙吗，还来这么

晚？快去帮班长揉馒头。”我抬手看了下
表，提前了 10分钟，这还算晚？压下心
中的不快，我马上跑去帮忙。忙碌了一
个半小时后，准时开饭，我轻擦了下额头
上的汗水，长长舒了口气。

下午的厨房值班员还是我，刚换好
衣服，还没喘口气就听到炊事员小张扯
着嗓子嚷嚷：“朱波，去把土豆丝切了”
“朱波，锅里煮着鸡肉，大火煮开后记得
放调料”……
“唉，怎么厨房的活我全有份啊？”

我心里抱怨着，还是拿起菜刀切了起
来。“嘿，果然是大厨，这么快就切好
了。”几分钟后，看到满满一盆形状均
匀的土豆丝，一名炊事员向我竖起了
大拇指。可我心里却犯嘀咕：“还不是
你们逼的。”

气还没喘匀，耳边又有人催促：

“小朱，去把菜洗了”“朱波，桌子擦了
没”……我再也搂不住肚子里的火，把
刚刚端起的一盆水重重地放到地上，
说：“我是厨房值班员不是炊事员，好
多活按理都不应该是我干。”
“什么叫按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

职，让你干你就干，哪那么多废话……”
看我不乐意，炊事班班长顿时火冒三
丈。听他的批评，我更加不服气，针锋相
对地怼了回去。就这样，我们俩你一言
我一语地叫上了板。

这事很快就在连队传开了，有战友
私下替我担心：“你一个新同志与老班长
叫板，等着挨批评吧！”说实在话，听了大
家的话，我心里也有些七上八下。果不
其然，连队当晚还紧急开会，听说专门讨

论我顶撞炊事班班长的事。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炊事班班长在

随后的晚点名时竟然公开向我道歉，承
认自己工作安排考虑不周全。他这一举
动，反倒让我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我也
有做得不对的地方，没控制住自己的情
绪。”

事后，连队重申了厨房值班员的具
体职责，叫停把厨房值班员当成炊事员
的做法，还将“厨房值班员职责”“炊事员
职责”“司务长职责”一一贴到厨房醒目
位置，要求以后厨房值班严格照此执行。

从那以后，我还是经常到厨房值班，
但所做的工作较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厨
房值班员”开始名副其实了。

（梁 晨、庄田田整理）

这下，“厨房值班员”名副其实了
■新疆军区某团上等兵 朱 波

梁 晨绘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3周年，西部战区空军驻藏某部举

办军营开放日活动，600余名驻地

群众与官兵家属近距离观摩飞行训

练和军事课目演练，参观静态装备

展示，见证新时代人民空军奋飞航

迹。瞧，当地一名小学生坐在飞机

驾驶舱里，兴奋地挥动着国旗，脸上

多自豪。

温志军摄

好多活按理都

不应该是我干！
让你干你就干，哪

那么多废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