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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用衡量参谋的标准，来
评价一名军医的业务能力？”

数月前，在第 77集团军某旅组织
的各类干部“学军事、练指挥”活动中，
该旅卫生连军医史渭因作战标图等几
项考核未合格，被评定为“三级”，即考
评体系中的倒数第二个等级。

面对如此成绩，这名从军近 20载
的老军医终于忍不住道出憋在心头许
久的疑问：“难道让我们各司其职、各
谋其事不好吗？”

史渭不明白，自己悬壶军营以来，
医术虽不敢自诩为精湛，可收治过的官
兵数以万计，大大小小的手术也做了数
百台，“可如今却为啥因为搞不懂参谋
业务的那一摊事，就成了‘后进’呢？”

有着同样感慨的，还有该旅宣传
科干事文嘉琪。
“你说，计算全旅进行铁路输送共

需多少块挡木、多少根绞棒，是宣传干
事的分内之责吗？”面对作战计算课目
中出现的“难题”“偏题”，文嘉琪打了个
话糙理不糙的比方：“公鸡管打鸣、母鸡
管下蛋，让宣传干事练运输投送业务，
岂不是越俎代庖吗？”
“所学的部分内容非本职所需”

“所练的一些课目非岗位所用”……类
似的抱怨声，给该旅“学军事、练指挥”
活动浇了一盆冷水。在随后的党委议
训会上，有人发问：“这个活动究竟还
要不要继续开展下去？”
“要继续，但要改变！”经过调研分

析，该旅党委一班人认清弊端所在：开
展“学军事、练指挥”活动的初衷，是为
了立起一切精力向练兵备战聚焦的导
向。然而，实际过程中却因活动设计
主次不明、重点不清，导致出现“一把
抓、一锅煮”等现象，最终偏离了本意。

以史渭面临的情况为例。新的体
制编制下，合成旅一级组建卫生连，各
营设立卫生排。在实际作战中，卫生
排需要随任务分队一同前出，营属军
医理应熟悉掌握连排战术的基本理
论，以便更好地完成协同行动；而卫生
连在战时则随后方保障群开设野战医
院，史渭作为旅属军医，自然更应将精
力放在提升战伤救治本领上，至于指
挥谋略素养却并非岗位“刚需”。
“精于一艺，才能炉火纯青；四处

挖井，往往深不及泉。”采访中，该旅参
谋长滕益权坦言，若是把宝贵的训练
时间和精力用于和本职无关的训练内
容上，其结果只会是“耕了别人的田，
荒了自己的地”。

经过论证，该旅随即对“学军事、
练指挥”活动进行调整，突出对战斗力
建设的贡献率，按照工作领域、层级、
岗位和性质，为不同类型的干部分别
制订训练方案，以内容的深度替代课
目的广度，确保训练设置紧贴实际，训
练投入聚焦本职。

立足本职深研，提升打赢本领。
近日，一场指挥所演习打响，面对导调
组给出“遭敌电磁压制”的考题，该旅
信息保障科参谋周延杰迅速调整方
案，组织分队重新组网，处置过程忙而
不乱。演习结束，周延杰自信地告诉
记者：“类似的题目，我在平时早已研
练过很多遍。相信即便遇到更复杂的
情况，我也能够从容处置。”

第 77集团军某旅纠治训练设计贪多求全、训练投入偏离本职
现象，帮助官兵立足岗位深研打赢—

一名军医的核心战斗力是什么？
■本报记者 李佳豪 通讯员 皇甫秉博 付俊男

《庄子》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

有一个名叫丁的厨师替梁惠王宰牛，

皮骨发出的相离声，竟然同乐曲伴奏

的舞蹈节奏合拍。梁惠王问：“你的技

术怎么会如此高明？”庖丁回答：“刚开

始宰牛时，看见的是整头牛；随着日复

一日、年复一年的细心钻研，后面再看

到牛时，眼前则是这头牛的内部肌理

筋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多下“精一

之功”，才能把本职工作干到极致。

同理，部队战斗力建设也是一项

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军事训练、政治

工作、后勤保障等方方面面，只有每个

战位、每名官兵都职责分明、各负其

责，把本职练精、把专业吃透，才能让

军队这部机器更加高效地运转。反

之，若是把这个零件摆在那个零件的

位置，让那个零件发挥这个零件的作

用，只会徒增虚耗磨损，导致机器运转

不畅。

“心心在一艺，其艺必工；心心在

一职，其职必举。”我们当然渴望有更

多的官兵在独当一面的基础上练就一

专多能的本领，也绝对赞成在专业岗

位之外打牢军事共同基础，掌握一些

必需的军事技能，但不能不分主次，搞

一线平推。特别是，随着军事领域分

工的不断细化，岗位专业化、业务体系

化的特征愈发明显，更需要每名官兵

拿出庖丁解牛的精神去钻研本职业

务。唯此，才能让更多的“专才”涌现，

以过硬的个人专业素养推动部队整体

战斗力提升。

备战打仗，首先要练精本职专业
■白红旺

当兵的第一步是 75厘米。而要想
迈出坚实的脚步，必须能够自如驾驭脚
上的鞋。
“不就是一双鞋吗？分分钟拿下！”

起初，我并没有觉得这是一件难事。当
作战靴发到手里的时候，我甚至都脑补
出了自己脚蹬黑色战靴，手握钢枪的飒
爽英姿。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骨感。
下连后第一次穿作战靴，我一点都“飒”
不起来：双脚像是灌了铅一样，每走一
步，都觉得是一种煎熬。艰难地挪动着
脚步，我不禁抱怨道：“这哪是鞋啊，明
明就像脚上绑了沙袋，一点也不方便。”

无情的是，上级规定除了体能训练
外，正课时间必须穿作战靴。不仅如
此，为了让我们更好地适应作战靴，上
脚后的第三天，队里就通知：全体人员
进行武装越野训练，男兵 5公里，女兵 3
公里。
“这种‘铁鞋’居然还要拿来跑

步？”刚听到这个消息，我感觉眼前崭新
的作战靴瞬间就没那么“靓丽”了：走路
都困难，我能跑完全程吗？

容不得我过多思考，3 公里武装
越野开始了。烈日下，一圈、两圈、三
圈……我数不清楚跑了多少圈，只感觉
脸上的汗水与泪水交织在一起，顺着脸
颊划过鼻翼，然后流进嘴里，那种酸涩
的味道至今记忆犹新。

就这样边跑边哭，我居然跟着大部
队一起跑完了全程。瘫坐在终点线，完
成任务后的喜悦瞬间将自己包裹，“穿作
战靴跑步不也就这么回事嘛！”接下来的

日子里，我逐渐适应了穿着作战靴跑步、
拉练、越障，踏破“铁鞋”、征服训练，成功
跨越了入伍后的每个难关。

考入军校后，常服、高跟鞋成了我
的日常“标配”。穿着作战靴都能健步
如飞的我，压根看不起“身材娇小”的
高跟鞋。轻视总会付出代价。第一次
穿高跟鞋，我根本无法掌握它的平衡，
踢正步分解练习时，我失去重心狠狠
摔在了地上。忘了我是如何爬起来回
归队列的，只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每天晚上都穿着这双高跟鞋在储藏
室练习正步。脚上的泡磨了又破，破
了又磨，功夫不负有心人，渐渐地，我
不仅成功驾驭了它，而且还获评队列
标兵。

没有真正尝试过的东西，就没有理
由说做不到，也没有资格说容易。千里
之行，始于足下。走好军旅每一步，都
需要一股认真劲儿。

踏破“铁鞋”得来一番真功夫
■陆军勤务学院三大队八队学员 刘芳芳

“先辈们的血性虎气，就是逢敌敢亮
剑，遇难必攻坚！”立秋时节，抚州市广昌
县城南 30公里处，巍峨耸立的高虎脑红
军烈士纪念碑下讨论正酣。

1934 年，红三军团与 6倍于我的敌
军在高虎脑、万年亭进行了数场大规模
战斗。“这是长征前夕的激战，为红军主
力和中央机关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时
间。”来到万年亭战斗指挥部旧址，武警
抚州支队执勤三大队大队长吴学靖以
《时刻紧绷备战打仗这根弦》为题，给官
兵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主题教育微课。
“敌人密密麻麻、一片一片地扑向红

军阵地，红军指战员勇猛杀敌，一次一次
冲出战壕，用刺刀拼、马刀砍、枪托砸，与
敌人展开生死肉搏，打退了敌人的一次
次进攻……”台上讲得生动，台下听得入
神，先辈们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

形象，在官兵脑海中挥之不去。
“军队是要打仗的，打仗就要有打仗

的样子，就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沿着
红军当年战斗过的足迹前行，吴学靖继
续说道，“时代在变，环境在变，但敢打必
胜、敢于牺牲的军人血性永远不能变！”

一路讨论交流，一路穿插微课。吴
学靖继而引导官兵共同回顾了 22年前
一段惊心动魄的往事。

1998 年 7 月 5 日凌晨，支队战士孙
小强回家探亲途中，在抚州开往浙江温
州的长途客车上，面对持刀抢劫歹徒，置
个人生死于不顾，挺身而出，被刺 7刀，
仍死死按住凶犯不放，直至流血过多昏
迷过去。后来，孙小强被评为第二届“中
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他的英雄事迹也
始终激励着一茬茬官兵奋力前行。
“假如明天上战场，我们真的准备好

了吗？”微课最后，吴学靖抛出了一个问
题，一场“学强军思想，干强军事业”的主
题讨论随即展开。

故事串讲，让教育课堂“有滋有
味”。该支队领导介绍说，主题教育
中，他们加大党史、新中国史、军史学
习力度，积极探索适合基层特点的方
法和官兵喜闻乐见的形式，把微课教
育课堂延伸到驻地革命旧址和红色场
馆，发动理论骨干围绕《怀揣“初心”再
出发》《军人就应奋斗无悔》《能战方能
止战》等课题，运用台上台下互动、典
型案例剖析、仪式教育启发等方法手
段，帮助官兵消化理解，增强了主题教
育质效。

汲取红色营养，对接岗位实践。连
日来，该支队官兵先后转战多地，参与
抗洪抢险救灾任务。返回营区当天，驻
地发生一起重大刑事案件，征衣未解的
官兵立即对犯罪嫌疑人可能藏匿的区
域进行地毯式搜索，经过 6天 5夜连续
奋战，终于协助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
缉拿归案。

回望革命烽火，厚植强军底蕴。武警抚州支队把微课教育延伸

到驻地红色旧址—

听英雄故事，做英雄传人
■胡旭东 何宗卯

士兵讲堂上线、障碍场重建、战备库
房改造……8月底，当发现自己和战友
提的建议有了“现实回应”后，对比此前
遭遇的“万能回复”，武警上海总队执勤
三支队列兵贾月鑫格外开心。

为了畅通民主渠道，避免官兵“有
话无处讲、有话不敢讲”，该支队常态
开展“官兵建言日”活动，规定每月的
最后一个星期五组织官兵通过无记名
方式对支队工作提意见建议，并由机
关逐一作出答复和回应。活动刚开始
那段时间，基层官兵积极参与，“官兵
建言日”一度成为支队机关抓建基层
的法宝。

然而，好景不长，今年下半年以来
“官兵建言日”频频遇冷、收获寥寥。
机关为此组织调研，不少官兵直言，
“意见说了不采纳，建议提了用不上，
那还参加活动干啥”“提的几个建议，
得到的都是一个答复——会根据政策
规定落实”。
“不能用‘万能回复’对待官兵心声，

民主渠道也需要经常‘清淤’。”了解情况
后，支队长高光在常委会上说道。讨论
中，支队一班人形成共识，只有真诚及时
的回应，才能够有效汇聚官兵智慧和力
量，激发官兵的主人翁意识。

随后，他们成立指导组，梳理以往未

能得到有效回复的官兵意见建议，明确
对口负责科室，拉单列表、明确时限、挂
账销号；针对机关为基层服务和官兵需
求贴合不紧密的问题，研究出台“四个到
一线”工作法，能够解决的第一时间解
决，暂时解决不了的及时跟进、有始有
终。此外，他们还定期展开“回头看”，确
保官兵的每一条合理意见建议都得到妥
善处置。

纳谏有回声，建言添动力。近日，该
支队 8 月份“官兵建言日”现场再度火
爆，支队机关梳理出 50余条官兵意见建
议后，多名机关干部随即深入一线排忧
解难，受到基层官兵欢迎。

武警上海总队执勤三支队“官兵建言日”重现火爆场面—

民主渠道也需要经常“清淤”
■陈乾根 胡佳丰

值 班 员：第80集团军某旅支援

保障3连指导员 魏振浩

讲评时间：8月26日

近期，我对大家使用智能手机情
况进行了检查，发现少数同志将聊天
记录、浏览记录、手机相册清理得一
干二净，一部手机空空如也。这种做

法看似“无懈可击”，实则反映出个
别人心存侥幸，以为只要将手机清空
就无迹可寻，不会查出问题。

手机里一般都存有个人隐私，大
家出于保护隐私的考虑这么做，心
情可以理解。但上级检查并不是为
了窥探或曝光大家的隐私，而是旨
在帮助大家发现和解决手机使用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如果我们每次都
抱着讳疾忌医的态度上交“空白”
手机，貌似消除了隐患，实则可能
离隐患越来越近。

同志们，智能手机在给我们带来
便利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我们
要时刻遵守各项制度，紧绷保密这根
弦，确保手机使用安全落到实处。

清空手机迎检隐患多

8月29日，武警浙江总队杭州支队为考上军校的28名战士举行欢送会，激励

他们再接再厉，早日学成归来。欢送会结束后，部分考上军校的战士开心地晒出

录取通知书，梦想起航的美好一刻就此定格。 周 祥摄
梦想起航

马路通绘

怎么说我也是官兵眼里的

好军医，可如今却因为搞不懂

参谋业务，就成了“后进”。

为什么要用衡量参谋的标

准来评价一名军医的业务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