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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谋王在峰：我军校毕业刚到部
队时，也面临着诸多不适应，感到各方
面都有压力，一度只能在雷达方舱里
“靠边站”，自信心受到了很大打击。
有时我在想，“随波逐流”很轻松，不需
要付出太多努力，跟着班长技师按部
就班学操作，达到合格水平就行了。
但同时我也很清楚，新干部要想踢好
“头三脚”，一定不能被“差不多”的“小
惰性”束缚。为了改变这一切，我每天
主动加班加点研究装备，放下所谓的
面子，虚心向班长骨干和技师请教，集

中精力突破工作上的瓶颈。没过半
年，我不但能够熟练操纵装备、组织训
练，还能从理论和操作的不同层面分
析解决问题。现在看来，的确是只有
主动面对困难、解决矛盾，才能不被惰
性束缚。善于转危为机，碰到什么问
题就解决什么问题，这是我们青年官
兵应该具有的能力和魄力。

干事汪朝辉：越是感到被束缚住了
手脚，就越应该克服惰性，努力改变现
状。就我而言，机关工作节奏快、事务
多，加班到深夜是常态，有时恨不得一

天当作两天用。刚调到机关时，我很快
感到自己业务能力不足，但如果只是抱
怨环境、消极应付，只会造成更加被动
的局面，对解决问题毫无帮助。所以，
我首先在主观上找原因，列出了自己的
不足：业务知识掌握不全、工作统筹不
合理、缺乏实践经验等，然后针对这些
问题，请有经验的干事帮我制订改进计
划，最后按照计划一一落实。一年时间
过去了，虽谈不上“得心应手”，但彻底
告别了“无从下手”。我们在现实生活
中，难免会遇到不如意，成长过程也总
会遇到困难和挑战。虽然找到各种各
样能让自己降低标准的借口不难，但作
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必须正视自己
的短板，主动克服惰性，不抱怨、不回
避、不懒惰，通过主动提高能力素质来
化解现实矛盾，未来就一定可期。

（梁一戈整理）

关键在敢于迎上去

本期《军媒视窗》聚焦火箭军某旅
一营官兵自建军事沙盘、武警浙江总
队衢州支队在演训场复盘反思的故

事，他们主动思战谋战练战，创新演练
模式，锤炼能打仗、打胜仗的本领，敬
请关注。

火箭军某旅一营营长李吴捋了捋袖
子，拿起训练笔记本，招呼全营骨干围到
阵地沙盘边，一场“防御战”即将打响。

模拟深山、河谷、防御周界、巡逻路
线……随着设在沙盘下方的电磁继电器
开始工作，沙盘上灯光闪烁，“红”“蓝”双
方在“微缩阵地”上你来我往，杀得难解
难分。

推演间隙，李吴介绍：“这是我们利
用业余时间自建的军事沙盘，成为研练
战术战法、完善作战方案的重要推手。”

沙盘不大，但模拟的战斗异常激烈。
随着推演进程，沙盘上的“陷阱”“堡垒”
“火力点”相继“投入战斗”。这时，一排红
色LED灯不停闪烁。笔者认出，那是进山
的必由之路。“蓝军”正沿此路快速突进。

该营某连连长陈忠杰很快判定阵地
营区大门警卫力量伤亡过半。而此时，应

急分队正在山上巡逻，根本来不及支援。
突然，沙盘上一处黄灯亮起，一小队

官兵迅速沿黄灯指示的捷径向敌后穿
插，“蓝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不过，对
照地图，笔者却并未找到这条“捷径”。
“这是我们根据地形图，结合日常巡

逻新开辟的小道。”四级军士长唐桂林
说，“在阵地待了这么多年，知道这一片
山区到底长啥样！”

唐桂林巡山时发现了不少地图上未
标注，但完全可以开辟道路的地段。他
将情况逐级上报，“捷径”就此诞生。

推演过程中，还有不少类似的地图上
未标注的“关键点”。有的是一处山坳，有
的则是几个山洞……官兵正是利用这些
“要地”隐蔽设伏，不断给“蓝军”沉重打击。

“红军”逐渐掌握战场主动权，但“蓝
军”实力也不俗。随着“蓝军”预备队加

入战斗，他们终于突破第一道防线，在一
处山坳与“红军”激烈“交火”。此时，笔
者忽然发现，这时营部参谋手中的“红
军”模拟实力陡增。

见笔者一脸疑惑，李吴专门带路前
往实地，“炼钢场”3 个大字映入眼帘。
这里，障碍、深坑、混凝土墙等训练设施
一应俱全。
“我们平时就在这里摸爬滚打，战场

环境烂熟于胸，打起仗来，还会增派人员
依托这些设施构筑坚固防线。”李吴一脸
自豪地说。

沙盘推演结束，他们的训练也进入
到实兵对抗阶段。营警卫力量按照推演
设想部署，营指挥所几分钟内迅速转移
至地下“龙宫”……

一营的训练经常在沙盘与训练场之
间转换，各类作战方案也不断修订完善。

沙盘上演练动真格
■莫珀滔 岳小琳 黄武星

“成一路纵队，跟我上！”浙西一处陌
生山林地中，武警浙江总队衢州支队一
场不打招呼的战斗演练悄然打响。受领
任务后，某中队中队长刘洋信心十足，迅
速带领 3个战斗小组向“暴恐分子”藏匿
地点奔去。

兵不可一日不练。现场督训的该支
队领导介绍说，在陌生地域、恶劣天候条
件下从难从严施训，旨在锤炼官兵应对
突发情况的制胜能力。

演练现场，只见山林间几道人影一
闪而过，全副武装的特战官兵如下山猛
虎，破门突入、识别人质、搜寻目标、果断
射击……很快，“暴恐分子”被一举歼灭，
人质成功获救。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任务完成
后，支队领导没有立即组织撤收，而是与
参战官兵一起对刚刚演练中的处置战法
进行复盘研究。“如果你们是‘暴徒’，会
怎样和对手周旋？选择什么位置藏匿？
用何种方法对抗？‘暴恐分子’不是摆设，
不会乖乖束手就擒。”

突如其来的一番追问，让官兵陷入

沉思。“受领任务后，我们只当是一次常
态化演练，并没有完全当作实战来看
待。”特战队员谢晨中反思道。
“如果我是‘暴徒’，肯定不会站在窗

户边、屋门旁这些容易暴露的地方。我
会选择既有利于发起攻击又不会轻易暴
露的位置藏匿。”班长但得林说道。
“我会在可能突入的地方安装上爆

炸物。”刘洋说，“利用对手急于解救人质
的心理，让对方遭受重创……”

围绕这场战斗，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各抒己见、查摆问题，对一串串问号的回
答，让大家更清晰地认识到演练与实战
的差距。

随后，导调组重新出情况，现场指挥
员带领官兵进行新一轮“战斗”。他们还
组织特战队员轮流扮演“暴恐分子”，逐
环节、逐内容进行研练。

如此一来，官兵不仅摸清了自身短
板，还形成了共识：想要先敌一步胜敌一
筹，必须摸透对手的心理和想法。

平时多跟自己过不去，上了战场才
能更有底气。该支队领导说，想要完成

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绝
不能停留在四平八稳的成功处置上，而
应什么难练什么、什么缺补什么、敌人怕
什么就来什么，真正练就出奇制胜的妙
招、胜敌一筹的高招和一击制敌的绝招。
“这样的演练才像打仗，真过瘾！”训

练结束后，刘洋摘下防弹头盔和护具，满
头汗水顺着脸颊滴落。“贴近实战的对抗
演练，把官兵逼到了极限、训到了极致，
强烈的本领恐慌感油然而生。撤收归营
后，我们还将组织官兵进一步反思梳理
问题清单，制订精准补差训练计划。”

演训场复盘不留情
■沈晓飞 黄 畅 吴先德

革命战争年代，指挥员深入一线指

挥战斗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彭德怀总是

把观察所、指挥所置于炮火硝烟中，并告

诫部下：“光靠地图，是指挥不好战斗

的。只有迈开双脚，走上第一线，真正洞

察敌我情势，才有指挥权。”粟裕因深入

第一线勘察地形敌情曾6次负伤，对战

场的熟悉程度有时令侦察员都自叹弗

如。我军指挥员之所以率先垂范、亲赴

一线，是因为他们懂得：“离枪炮声最近”

的地方离问题最近、离官兵最近、离真理

最近、离胜利最近。

当前，国防和军队改革步入深水区，

军事斗争准备进入攻坚期，面临许多新

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没有调查，就没有

发言权。“离枪炮声最近”的地方是工作

的第一线、斗争的最前沿，距离基层近、

接触官兵多、反馈回路短，有着“春江水

暖鸭先知”“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独特优

势。身在其中，能对制约改革效能的堵

点、加速战斗力提升的重点、牵动全局核

心的节点感知掌握得更精准全面，抓落

实更具针对性、实效性。古人云：“不亲

冒矢石，则将士不用命。”身在一线、深入

基层，就能极大鼓舞感召部队，激发官兵

视死如归、一往无前的战斗血性。因此，

各级领导要经常沉到军事斗争最前沿、

沉到指挥体系最末端、沉到工作层级最

基层，在一线察真情、作决策、抓落实。

到“离枪炮声最近”的地方去，就是

要到军事斗争最前沿去。办公室里闻不

到炮火硝烟、出不了制胜绝招。深入与

强敌较量争锋的最前沿，像革命前辈那

样登山崖、钻密林、蹚泥沼，逐条街道、逐

个坐标地分析研判，真真切切感知战场、

察明情况、形成决策。对所属哪支部队

能攻、哪支部队善守，乃至每名基层指挥

员的特点秉性，都清清楚楚。

到“离枪炮声最近”的地方去，就是

要到练兵备战第一线去。越是风险高、

难度大、挑战多的险难课目、大项活动、

演训任务，越需要领导干部现地指导、靠

前指挥，既当运筹帷幄的组织者、指挥

员，又做身先士卒的实干家、战斗员。从

后方走到前线、从营院走到野外，真实情

况就会摸得更清，问题症结就会找得更

准，对策措施就会定得更具体、更管用。

到“离枪炮声最近”的地方去，就是

要到基层建设吃劲处去。“疾风知劲草，

板荡识诚臣。”越是矛盾困难集中，越能

检验初心使命，越能淬炼素质胆魄。各

级领导要多到环境条件艰苦、建设发展

薄弱的基层单位，一线指导、现场办公。

对于基层自身无力解决的问题，特别是

久治不愈的痼疾、久疏不通的淤点，要帮

着大家干、带着大家做，问题不解决不松

劲，解决不彻底不放手。

到“离枪炮声最近”的地方去
■郭红庄

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开展“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专题教育，引导

官兵自觉践行“光盘行动”，找回“针线包”“百宝箱”，营造“勤俭节约、人人有

责”的氛围。图为8月30日，战士在休息时间学习缝补衣物。 李宏伟摄

日常生活中，年轻人或多或少
都会受到惰性的困扰——“理想丰
满”却不想辛勤付出，目标宏大却不
愿埋头苦干，还自嘲说“特别能吃
苦”只能做到前 4个字。军营中，一
些青年官兵也面临这样的窘境，并
称都是“小惰性”惹的祸。事实上，

惰性不分大小，都需要不断克服，都
需要战胜畏难情绪，学会自律，树立
自信，永不懈怠。本期《读者圆桌》
专栏，我们邀请北部战区空军某旅
几名战友，结合自身经历，和读者分
享他们克服“小惰性”的故事，希望
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思考。

士官小李：最近几个周末，连队
组织外出报名的时候，我总是很心
动。但每次准备报名时，脑海里便突
然浮现出自己银行卡上的余额，只得
作罢。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处于
“手头紧”的状况——玩游戏买点卡，
饮料当水喝，食堂饭菜不合口味就买
点零食，休息时刷刷淘宝看有啥“新
玩意”，手机出了新款得跟上，每两三
个月还要入手一双新鞋……总之，
“买买买”已成为我的生活习惯。当
兵前两年，总感觉津贴不够花，我想
着以后留队选取士官，有了工资情况
会好一些。没想到，现在拿工资了，

还是不够我花。其实我也想节省一
些，但就是管不住自己。战友们都说
我是“零食不离口，饮料拿在手，网购
经常有，宅着不爱走”。口腹之欲是
满足了，但小肚腩也不知不觉鼓了起
来，随之而来的是体能成绩直线下
滑，好几个课目都亮起了“红灯”。看
着镜中圆滚滚的自己，好几次我都下
定决心要减肥。但每当收到战友的
“美食邀请”，脑海里总回响着这样一
个声音：“还是吃了这顿再减吧！”

上等兵小赵：相比小李管不住
嘴，我的“小惰性”体现在一个“懒”
字上——懒得训练，懒得学习，懒得

干活。我感觉训练并不难，一般性
的操作要领，班长讲一遍，我就基本
能理解了。但作为指挥排报务员，
光理解并不够，还需要反复练习，熟
能生巧，形成肌肉记忆。可我偏偏
就是一个懒得“动”的人，训练没多
久，就开始“开小差”“磨洋工”，以致
训练成绩总是在及格线上徘徊。因为
旅里要组织全员考核，前几天的一次
班务会上，班长特意“点”了我一下，希
望我在专业训练上加把劲，即便不能
拿名次，也不要拖大家的后腿。“小李、
小王是你的同年兵吧？现在他们都成
了营里的训练尖子，你也要多多努力
啊！”班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因为担
心成绩不好，脸上“挂不住”，我决定再
努力“冲一冲”，可是一投入到枯燥的
训练中，心里又打起了退堂鼓。不
出意料，在之后的考核中，我又拖了
连队的后腿。随之而来的是战友对
我的议论，大家都觉得我不够努力。

被惰性捆住的手脚

教导员杨涵：惰性是一种常见的
心理现象，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或多
或少存在，只不过程度有别而已。我
们在生活中都会遇到想要“懒”一下的
时候，有时想在某个方面降低一点标
准、放松一下自己，比如小李放纵自己
的消费欲、口腹欲，缺乏改变现状的决
心和行动。不少官兵家庭比较宽裕，
从小就养成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离
开父母，来到部队开始独立生活，由于
对日常消费缺乏合理规划，控制不好

消费欲，又对饮食缺乏控制，对外卖零
食缺乏“抵抗力”，难免工资不够花。
还有的官兵不主动加强锻炼，体能成
绩满足于“低空飞过”，任由脂肪堆
积。这些都是被身体的惰性牵着走，
对自己缺乏严格要求的表现。此外，
许多官兵在其他方面也不愿付出时间
精力，遇到矛盾问题时采取消极回避
态度，不从自身找原因寻求改变，而是
一味地得过且过，埋起头来当“鸵鸟”。

指导员卢中一：任由“小惰性”发

展，很可能造成一种习得性无助的心理
状态。以小赵为例，他虽然知道自己训
练成绩不理想，是因为功夫没下到造成
的，但就是不愿意真正付出，一训练就
犯困，一工作就打不起精神。外人看来
可能是能力素质不足，实则是他自己在
心里筑起了一堵墙。惰性是普遍存在
的“人性的弱点”，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
矛盾问题时，如果只是怨天尤人，归因
于时运不济、环境不佳，或是消极地认
为自己能力不足，缺乏改变现状的决心
和实际行动，面对的情况就会更加糟
糕，从而阻碍我们的成长与进步。能否
克服“小惰性”，其实就是一念之差，既
要正确认识，又要积极面对，真正行动
起来。战胜自己的惰性，关键在于主动
迈步、主动改变、主动克制、主动作为，
就一定能找到改变现状的“金钥匙”。

只当鸵鸟于事无补

走出惰性垒起的围墙
—北部战区空军某旅官兵谈如何克服惰性习惯

8月29日

8月25日

8月28日

读者圆桌

“针线包”又回来了

9月3日，新疆军区某边防团雀干

托盖边防连组织即将退役的老兵进行

最后一次巡逻。老兵用边防军人特有

的方式告别边关，告别军旅。图为老

兵在巡逻路上。

王 越摄

告别边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