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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驻训进行时·西北观训③

崔家堂绘

一场秋雨一场寒，9月的北疆大地
气温骤降。在某靶场，远处是巍巍天山
万年不变的连绵雪峰，近处是武警兵团
总队执勤第五支队官兵此起彼伏的阵
阵枪响。
“‘馕饼’输了？”
这是该支队组织“实弹射击周”期

间发生的一个小插曲。4个就着榨菜啃
馕饼的中队，在考核中输给了另一个精
心准备伙食的中队。
“因为要去山里打靶，中队干部时

刻关注天气变化，早早安排我把大伙保
障好。”正说着，五中队司务长孙占彪掀
开了他们携带的战备物资箱，牛肉干、
熏马肉、茶鸡蛋、卤鸡腿……甚至连“网
红食品”辣条都有，此外，他还准备了
“秘宝”——泡椒。

“让战友们吃饱吃暖才能打出好成
绩。”看着两箱能充分补充能量抵御寒
冷的“硬菜”，这位司务长还觉得不够，
计划着晚饭后去靶场维护员处借开水，

给大伙做一锅热菜汤。
夜幕降临，此时靶场的温度已跌至

10℃左右。孙占彪赶紧端来热菜汤，用
纸杯盛好发给每个人。
“一碗热汤下肚，鼻尖都冒汗，一点

不觉得冷。”下士向阳阳说，他和战友们
摩拳擦掌，誓要在夜间射击课目上大显
身手。

一方吃饱喝好，士气高涨，另一方
则在山区的秋风里冻得瑟瑟发抖，只能
靠意志力御寒。考核的结果自然不言
而喻。3个自动步枪射击课目，2个手枪
射击课目，不论平均成绩还是优良率，

五中队都明显好于另外4个中队。
“别了，‘刘两发’！”此前排长刘放

一打实弹就紧张，总不经意间猛扣扳
机，5发子弹始终只能上靶两发，经常被
同一届的其他排长调侃为“刘两发”。
为一雪前耻，他铆足了劲专攻精练，挂
着砖头练据枪稳定性，迎着五六级风练
瞄准，甚至还学着特战队员用针穿米
粒。在这次手枪快速射击中，吃饱身暖
的他沉下心来，稳住呼吸调整节奏，打
出了总评优秀的好成绩，打破只能上靶
两发的“魔咒”。

22 时左右，夜间射击开打。上阵

前，向阳阳找孙占彪要来泡椒嚼了起
来，虽被辣得满脸通红，但他精神抖擞，
随后打出了 10发 8中和 10发 9中的优
秀成绩。

成绩一经公示，往年射击课目成绩
并不突出的五中队夺得头名。对于这
个结果，其他中队主官实在想不明白。
“保障力也是战斗力。”负责现场指

挥的大队长李孜海介绍说，为紧贴实战，
此次“实弹射击周”每天从早晨开始，至
深夜零时结束，各中队连续作业，全程无
休，期间 3餐均自行保障。“一直以来，馕
饼、榨菜、矿泉水是我们临时伙食保障
‘三件套’。但在低温、大风条件下，又冷
又硬的馕饼满足不了战士们所需要的能
量，这就需要各中队发挥主观能动性，多
动脑筋，保障好官兵们的伙食。”
“啃馕饼的能打得过吃牛肉干的

吗？”面对向他取经的兄弟中队干部，指
导员张记淡然一笑，“我们司务长一周
前就开始晒制牛肉干喽！”

“馕饼”落败记
■黄 超 张 记

近一个月，我觉得二班战士武晶杰
有点“不对劲”。平时爱说爱笑的他，训
练间隙也不和战友交流，总是一个人坐
着若有所思。休息时间，我有意找他打
牌，大家“甩”得热火朝天，到他那却一
直出“默”牌。

经过多方了解，我才知道，这个刚
调到连队的上士，是“背包袱”来的——
1年前，他和妻子领证结婚，因为婚礼
安排等一些家庭琐事谈不拢，两家父
母产生了矛盾，也让他们夫妻俩关系
紧张起来。

休假回家前，我叮嘱他：“一定要
和爱人还有岳父母好好谈谈，姿态放
得低一点，咱平时不在家，凡事多担
待。”还跟他约定，最少要和女方见两
次面，去岳父母家拜访一次。

为了帮助他解决问题，我还先后
打电话给他的父母、岳父母和妻子，从
中说和调解——“阿姨，我是小武的指

导员，他是有点小孩子脾气，但人很实
诚，在单位表现不错……”“叔叔，两个
孩子结婚很不容易，咱们还是得往一
起劝……”

没想到，他归队前夕，我接到他妻
子电话，语气着急，问我到底是劝和还
是劝分——原来因为一些矛盾，他炮
筒子脾气又被点着了，原本缓和一点
的双方关系因为他情绪激动又“僵”
了。看着自己苦口婆心做的工作就这
么“毁于一旦”，我很生气，打了个“兴
师问罪”的电话，态度不太耐烦：“一堆
人陪你瞎耽误工夫，你想怎么样就怎
么样吧……”

归队销假时，好像知道有“疾风
骤雨”等着他，他小心翼翼地站在我
门口：“指导员，这个事我向你承认错
误……”
“走，咱俩去操场走走。”此时的我，

也冷静下来——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站
在他的角度想，两人相处这么多年却要
分道扬镳，心里肯定很苦恼。我一边静
静地听他说，一边不时插上两句，给点
客观的意见，还帮他分析女方家的想

法，又把解决方法捋了捋。
“翻两圈？”心里的包袱慢慢卸了下

来，他听了我的提议，在“精气神”训练
场，比起了翻轮胎，一个来回过后，我们
两人大汗淋漓、有说有笑地回去了。

这样一件生活小事，却让我回到
房间后想了很久——指导员是连队
的“大家长”，理应为家庭成员操心，
小到战士在工作生活中的小错误、思
想上的小波动，大到考学提干、立功
受奖、产生家庭矛盾、突遭家庭变故
等，都要靠上去做工作。有时为集体
做了很多，部分官兵却不认可，有时
费尽心思为官兵排忧解难、架桥铺
路，有的战士却并不领情，这个时候
难免会伤心失望、有挫败感。但是转
过来想，就像奋力挖井而没有出水，
可能是挖得还不够深，也可能是挖错
了地方。

此后，我一直关注着武晶杰，轻装
上阵的他状态提高了不少。在跨区驻
训演练中，他既当驾驶员又当专业指挥
员，把整个班组管理得井井有条，每次
行动都完成得干净利落。

少点“玻璃心”，多点同理心
■火箭军某旅六营一连指导员 杨元超

“如何让有限的军旅生活无悔？对我
来说，就是立足本职站好每班岗，认真对
待每次训练，积累做大事的能力，培育踏
实干事的品格！”榕城 9月，巍峨耸立的屏
山之上，一堂别开生面的教育讨论课正在
进行。若问别开生面在哪里？那就是从
主讲人——武警福州支队执勤一中队指
导员林湘，到其他参与者都穿着便装。
“老兵刚刚退伍，不少官兵还沉浸在

送老兵的离情别意里，我就想着能否利用
好这种情绪，让大家假设自己已退伍，以
退伍老兵的身份来回看自己的军旅生涯，
谈谈有哪些感动，又有哪些遗憾，激励大
家珍惜军旅生活，好好建功立业！”谈起穿
便装上教育课的初衷，已经讲完开场白走
下讲台的林湘如此说道。

伴随着《驼铃》的悠扬旋律，四级警
士长郑镇标第一个登台：“从新兵下连我
就到了咱们中队，干过卫生员、驾驶员、
给养员、炊事员，这一干就是 13 年……”
背景音乐渐渐淡出，郑镇标开始讲述他
最难忘的故事——

2007 年入伍时，为改善营区简陋条
件，中队干部带着我们在训练之余卷起裤
管、挽起袖子，挖坑蓄水、拣石铺路，干得热
火朝天，整整半年没人言苦喊累。中队长
宣布完工时，我们所有人相互拥抱、欢呼雀
跃的一幕，总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虽说我算是咱们中队资历最老的兵

了，但我一点儿也不敢懈怠，生怕将来有
一天要退伍时回头一看，自己没有尽力，
那将是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当郑镇标
讲完最后一句话走下讲台，掌声响起，战
友们都被老班长对中队的真挚感情打动，
不少人陷入了沉思。

紧跟着登台的是荣膺总队“十大优秀
军械器材员”的中士范明芳，他和战友们
分享了自己手指上伤疤丛生的故事。

那年，初任军械员的范明芳参加一次
上级组织的集训，枪支分解结合成绩落在
最后，拖了中队总排名的后腿。就是从那
时起，范明芳主动找到老军械员拜师学
艺，一遍遍学技巧、练拆装，直到练得双手
十指上遍布大小伤疤……终于，范明芳前
年再次参加总队比武考核，一举夺得自动
步枪分解结合单课目第一名。

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事感染身边
人。郑镇标和范明芳的故事引发官兵强
烈共鸣。在快速升温的氛围中，官兵们的
初心越来越坚定，军旅目标越来越明确。
下士靳新圆感慨道：“入伍的那一刻我就
决定要在部队闯出一片天地，但就目前而
言，我还差得很远，现在范班长就是我学
习的榜样，我要追赶他、超越他。”

一次教育就是一次感召，一个仪式就
是一种激励，这堂穿便装的教育课在激昂
的《强军战歌》中画上句号。两分钟后，官
兵们脱下便装，换上了体能训练服。很
快，屏山之上响起了整齐响亮的呼号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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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说现在的青年官兵跟过去不

同了，不太容易接受教育，我一直不是太

认同这个观点。我坚持认为，不是青年

官兵不愿意受教育，他们只是不喜欢千

篇一律、毫无新意的教育，而教育一创新

就有效，哪怕稍微注入一点儿巧思进去，

就能马上得到他们的热烈回应。林湘组

织的这堂教育课便是例证。

所以，有人问教育创新难不难，我的

答案就两个字——不难。很多时候只需

要在形式上、内容上做些改变，官兵们便

能感觉到扑面而来的新意。上文提到的

这堂课，主题也算老生常谈了，但施教者

让官兵们换上了便装，那种独特的氛围便

营造了出来。因此，我最想说的是，我们

不能因为各级总是强调“创新”，就被这两

个字“吓”住了，变得畏葸不前。其实，创

新并不难，难在不用心，或者不想创新。

一创新就有效
■武警福建总队福州支队政委 郑善福

指导员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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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你，祖国！”
国庆前夕，第83集团军某旅举行“我和我的祖国”快闪活

动，官兵们用激昂的歌声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向伟大祖国深

情告白，庆祝新中国成立71周年。 贾方文摄

初秋的戈壁滩依旧热浪袭人，演训
场上，第 74集团军某旅女子远火分队
驾驶战车呼啸而过。装填弹药、机动进
场、解算数据……年轻女兵们有条不紊
地完成一道道指令，整个作战流程一气
呵成。

这群平均年龄只有 20岁的纤纤女
兵，如何驾驭数十吨重的新型火炮并准
确无误地完成实弹射击？
“这多亏了旅机关为我们精心制作

的操作流程卡。”炮班长杨琼介绍，操作
流程卡科学规范了各岗位各专业操作
流程，明确了故障排除方法，有效避免
了安全事故发生。

提起制作操作流程卡的起因，该营
营长付文轩讲起了野外驻训准备阶段
发生的一次意外。那天，战士吴鹏和赵
俊配合进行模拟弹药装填。当赵俊安
装摇把完成人工微调后，吴鹏按下电机
按钮，将模拟弹推入炮膛。就在电机启
动的一刹那，摇把突然跟着转动起来，
直接打在赵俊的手臂上。这一幕，让现
场所有人惊出一身冷汗。
“怎么这么没有安全意识？训练前

刚搞过安全教育，结果还是出了事。”排

长孟清的质问，让赵俊心里忍不住嘀
咕：不是我没安全意识，而是课目教学
时没有讲明白……

原来，该营日常训练习惯采用
“师傅带徒弟”的教学方法，导致各炮
班的装备操作流程步骤不尽相同。
赵俊的班长就并未对何时必须取下
摇把作出详细说明，只是提醒大家要
“注意安全”。

此外，该营官兵在装填弹药时也多
用手势指挥，而各炮班自行约定的手势
动作多种多样，遇到混编合练就可能出
问题。有一次演练，三班一名负责弹药
吊装的战士被编入七班，结果因为误会
了班长的指挥手势，险些伤到战友。

旅党委对此现象也早有察觉，一次
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大部分官兵能够说
出各自专业的大致操作流程，但对具体
细节则模棱两可、众说纷纭。
“确保训练安全光靠思想上重视还

远远不够，还必须从制度上对实操课目
进行统一规范，杜绝安全隐患。”很快，
该旅专门成立研训小组，对 30多个流
程存在争议、操作弹性大的课目组织研
究，录制操作视频，编印操作手册，统一

下发集中学习。与此同时，该旅组建教
练员团队，深入各个营连开展示范教
学，让官兵成为安全训练的明白人。

日前，该旅在陌生复杂地域组织
特种车辆夜间长途驾驶训练，虽然驾

驶员都是刚刚上岗的新手，但负责组
训的付文轩坦言，安全压力比以前小
多了。“只要课目按流程走、操作按规
范来，即使提高难度，也不用担心发生
安全事故了。”

训练前刚搞过安全教育，结果还是出了事，这是为啥？请看第 74集团军某旅引导官兵
树立正确的安全训练观系列报道——

向 制 度 规 范 要 安 全
■田 磊 罗周清 本报特约通讯员 黄 海

如果把抓安全训练比作一场接力

跑，大部分单位前面几棒都跑得不错：

每次开展风险课目训练前，都会专门召

开安全形势分析会，开展安全教育，给

官兵敲响安全警钟。然而，行百里者半

九十，安全训练的“最后一棒”却常常跑

得不尽如人意，谈及原因，问题大都出

在流程不规范和违规操作上。

通过上文案例可见，一些部队对安

全训练展开很多探索，但距离形成全方

位、体系化的安全规范仍有一段距离，

甚至有的单位还停留在“应付式”训练

阶段，暴露一处安全隐患就规范一项训

练流程或操作。如此练兵只能亡羊补

牢，却难未雨绸缪。

我们经常痛批“以牺牲战斗力为代

价消极保安全”，那就不妨“积极”一些，主

动从全课目、最基础开始，从每一名官兵、

每一个装备抓起，紧贴实战要求，通过科

学制订和严格落实规范流程和操作，为安

全训练系上“保险绳”、罩上“防护网”，让

事故隐患无处藏身。这样一来，基层官兵

就可以卸下思想包袱，放开拳脚，轻装上

阵，全身心投入到战斗力建设中去。

跑好安全训练“最后一棒”
■第74集团军某旅政委 曲明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