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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发射五营的铁路装卸载
成绩比我们快了 1分多钟？”9月下旬，
得知兄弟单位后勤比武成绩一马当
先，火箭军某旅好几个发射营的官兵
一脸困惑，直呼“不敢相信”。

铁路装卸载是衡量部队运输投送
能力的一项重要内容。以前，由于经
历了长年累月的扎实苦练，同样的兵
力投入，相同的战场环境，大家的训练
成绩一般都差不多。即使个别单位在
比武考核中脱颖而出，最多也就比第
二名“快个十几秒”，断然不会出现这
种“一枝独秀”的情况。
“未来战场战机稍纵即逝，1分钟

足以决定成败。发射五营的装卸载速
度提升了这么多，会不会研究出了什
么新训法？”虽然心有不甘，可走下比
武场，大家还是纷纷向发射五营讨教
“制胜秘诀”，看看能否借此提高本单
位的训练水平。

可结果却令他们大失所望。原
来，发射五营并没有创新训法战法，只
是在研究《比武实施细则》时，发现了
一个“隐藏的胜利点”。
“规则明确，铁路装载从第一辆车

驶上平板开始计时，所有车辆在平板
上完成加固计时结束，具体由全体作
战编组人员实施。我想，警戒人员也
算作战编组人员，能不能让他们帮车
队官兵先把平板上的‘车辆定位线’画
好呢？”比武考核前夜，发射五营副教
导员王景明颇有见解的建议，得到官
兵的一致认可。

翌日，发射五营警戒组不仅圆满
完成了战场警戒任务，还在比武开始
的哨音吹响后，抽调兵力完成了画车
辆定位线、准备加固器材等一系列铁
路装载准备工作，为后续到来的车队
官兵争取了时间。
“这种行为，显然是‘钻了规则的空

子’。”复盘讲评会上，得知事情原委，不
少一同参考的官兵有些不服气，“虽然
平常我们参加实弹发射、红蓝对抗等任
务进行铁路装卸载时，为争取时间，也
会像发射五营这样动态用兵。可这次
后勤比武，显然不是比这种能力！”

让官兵困惑的“疑点”不止于此。
他们还发现，比武过程中，发射五营将
上级配发的加固器材进行了改装，比
如加长了撬棍的握把长度，“这种创新
的确让官兵在加固时省了力，但是不
是违背了‘使用制式加固器材’的比武
规定呢？”

剧情快速反转，让旅领导不免左
右为难：从比武层面来看，发射五营确
实“钻了规则的空子”，为自己赢得优
势；可从打仗视角来审视，这些行为既
是基于提升战场效率的创新，又是未
来走上战场的必然选择。
“我们常讲要推进训练与实战一

体化，可为啥在平常实践中还会训战
脱节呢？想必问题还是出在了组训者
与组训模式上。”仔细翻阅此次比武细
则，旅领导找到了答案：他们把比武细
则制订得太细太具体，致使许多原本
官兵可以大展拳脚的地方，反倒成了
制约官兵思考和创新的枷锁，让许多
“开放题”沦为答案唯一的“单选题”。

“无论是训练还是比武，都应该适
当‘留白’，这不仅合乎练兵规律，也能
为部队留出创造性空间，激励官兵开
脑洞、想妙招。”基于这一认识，该旅及
时调整群众性练兵比武方案，尽量避
免统得过死、抓得过细，在作战原则、
技术规则允许的情况下鼓励官兵自由
发挥、大胆创新。

前不久，该旅“发射单元架架排序”
比武拉开战幕，官兵依托作战命令灵活
展开公路机动、导弹发射等10余个连贯
课目演练，极大地激发了练兵潜能。

火箭军某旅纠治群众性练兵比武统得过死、抓得过细现象——

捆住手脚怎能大展拳脚？
■本报记者 邓东睿 通讯员 孙 波

“听说了吗？老黄这次教学法比武
成绩倒数！”前不久，当第 82集团军某旅
九连上等兵小刘把这个消息散播出去，
连队官兵瞬间“炸开了锅”。

老黄是该连一班班长黄志成，全旅
有名的训练尖子，多次在上级比武考核
中摘金夺银。正因为他在大家心中的地
位不一般，所以这次遭遇“滑铁卢”，着实
让人感到意外。

训练尖子咋就成了“倒数”？看到自
己成绩后，黄志成也是怨言不少——

此次旅里组织教学法比武，连队为

了取得好成绩，把黄志成和几名训练成
绩突出的老班长作为重点抽考对象上报
机关。“替连队争光本是一件好事，但让
人无奈的是，这已经是我这个月第 5次
被重点推荐参加比武考核了。”谈及败
因，黄志成并不觉得意外，“毕竟分身乏
术、力不从心啊！”

眼看着黄志成萎靡不振，连长田燮有
些心疼，又有些无奈：当前实战化训练稳
步推进，比武考核成了机关检查、指导基
层训练的重要手段，要想“不丢人”“出成
绩”，大多数连队会选择让训练尖子出战。
“考核一两天，备考一两周”“不是在

比武，就是在准备比武”……在该旅组织
的官兵恳谈会上，基层官兵连番倒出的
苦水，引起旅领导反思：以考促训固然没

错，可缺乏统筹、过频过滥地组织比武考
核，只会打乱基层原有的训练秩序和节
奏，让官兵疲于奔命，对提升战斗力并无
多大益处。再者，连队专门抽选训练尖
子，也使群众性练兵比武失去了“人人参
与、个个提高”的本义。

为此，该旅认真调研基层训练实际，
对照新军事训练大纲，重点纠治机关组
织比武考核随意性大、刻意拔高考核标
准等现象，重点解决考核粗放、指导性规
范性不强等问题。

经过整改，该旅训练氛围持续高
涨。在前不久组织的共同基础课目比武
考核中，出现了很多“新面孔”，该旅双杠
臂屈伸、救护组合练习等 5个课目的训
练纪录被连续刷新。

训练尖子缘何力不从心
■刘梦婷 张艺杰 本报特约通讯员 屈凯明

“孩子新学期进步很大！”今天，接
到刚开完家长会的妻子打来的电话，我
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既为孩子新学期
取得的进步感到欣慰，也对旅党委的务
实作风充满了感激之情。

2018年，饱尝两地分居之苦的妻儿
随我来到驻地，今年，儿子到了上小学
的年纪。“听说今年优质小学一年级入
学名额紧张，咱们既没有人脉，也没有
资源，可怎么办啊？”一天深夜，看着妻
子充满担忧的眼神，我安慰她说：“放心
吧，肯定没问题！”

安慰完妻子，我却辗转反侧、夜不
能寐。作为旅里“长江英雄班”的班长，
我在比武竞赛中摘金夺银，奖杯奖状摆
满了整个衣柜，但在孩子入学这个问题
上，连队干部们都感觉挠头不已，更别

说我一个战士了。虽然按照军人子女
教育优待有关规定，军人子女当由驻地
政府协调安排到教育质量较好的中小
学就读，但面对如此激烈的竞争，说实
话，我心里真没底。

没想到，第二天，我就接到了机关
干部李伟的电话：“飞云，今年你家的孩
子该上小学了吧？赶紧把相关资料传
给我！”
“太感谢了，真是解难解到了心坎

上！”听着我激动的回应，李干事笑着说：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的分内事。官兵
子女入学入托早就列入了旅党委会议
题，领导专门交代我们要作为大事来办！”

不久后，经过单位积极协调，孩子
终于进入驻地一所优质小学上学。转
眼一个多月过去了，儿子在学校很适
应，结交了不少好朋友，学习成绩也越
来越好。每每想到这些，我的内心都会
充满感动。没有别的，只有努力工作，
回报组织的关心。

（孙 晨、靳钰龙整理）

解难解到心坎上
■第76集团军某旅榴炮一营班长 曾飞云

9月27日，武警广西总队来宾支队组织特战队员赴野外陌生地域展开武装奔袭、小组战术、极限

体能等课目训练，全面锤炼官兵复杂恶劣条件下的综合实战能力。图为特战队员在进行极限爬行

训练。 本报特约通讯员 余海洋摄

9月下旬，海军陆战某旅在粤东南某陌生地域排兵布阵，全程嵌入多种战术背景，锤炼和检验战法训法。图为陆战队员

成功突破“敌人”防线。 贾成露摄

一线直播间

当听到旅领导念到自己的名字时，
李浩的泪水一下子从眼眶中涌出。这个
结果，虽在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

9月，第 74集团军某旅新一期“飞行
名师榜”公布，机长李浩在某空战对抗课
目中终于击败飞行教员贾红新，成为该
旅“飞行名师”队伍中的一颗闪耀新星。
李浩知道，取得这个结果太不容易了——
贾红新不仅是带他近 6年的恩师，更是
该课目长期“霸榜”的权威名师。为了击
败他，自己付出了长达3年的不懈努力。

比武考核那天，风疾草劲，云开天
高，李浩驾驶战机快速升空，运用灵活的
战术先后“击落”6架战机。

此时，空中还剩 3 架战机，只要再
“击落”1 架，他就可以跻身“名师榜”。
兴奋之际，他发现自己驾驶的战机突然
被锁定。糟糕，是师傅贾红新的战机！
李浩额头上冒出了冷汗。

危急时刻，李浩先是施放两枚干
扰 弹 ，然 后 一 个 倒 转 俯 冲 ，迅 速 接
“敌”，与贾红新驾驶的战机缠斗在一
起。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拉锯战”，
李浩记不清两人交锋了多少回合，也
记不得自己多少次险中逃生，直杀得
筋疲力竭，才好不容易抓住稍纵即逝
的机会，将师傅击败。

对李浩来说，这是意义非同寻常的
胜利。他至今清晰记得，旅里第一次以
比武考核的方式选拔“飞行名师”那天，
他满怀信心地来到某空战对抗课目考核
现场。没想到，还没等他发现“敌机”，他
驾驶的战机就被对手“击落”。

第二期“飞行名师”选拔比武考核，

李浩汲取上次经验教训，先后躲避雷达
追踪，击落 3架“敌机”。就在他以为看
到了胜利曙光时，战机突然报警，“击落”
他的正是贾红新！这次红蓝对抗，李浩
输在了协同能力和实战经验上。
“两次比武考核，选拔出来的‘名师’

基本是同一批人。”该旅党委敏锐地发现
了问题：一定要转变培养方式，让更多的
人才脱颖而出！

一个星期后，李浩走进飞行教室，
只见数位“生面孔”呈半圆形坐在讲台
上，大屏幕上“飞行经验座谈会”几个大
字赫然在目。原来，该旅专门邀请兄弟
部队的专家来队指导，经过交流讨论，
刷新了飞行员们对实战化训练和未来
战争的认识。

自此，旅里官兵到兄弟部队参观见
学、与其他军兵种进行协同训练成为常
态。在此基础上，旅队带教模式也发生了
变化：理论教学从“问答式”变成“辩论

式”，实飞教学从“学步式”变成“对抗式”。
前不久，今年第三期“飞行名师”选

拔考核如期而至。经过近两天的激烈鏖
战，最新一期“飞行名师榜”新鲜出炉，包
括李浩在内的8名机长榜上有名。

坐在飞行教室里，面对年轻飞行员
的提问，李浩心里并没有“3年长跑，一
朝如愿”的喜悦和满足，反而感到一种无
形的压力。

这天，李浩第一次以“名师”的身份
带教新飞行员开展实飞训练。“师傅，今
天我们做哪个练习？”隆隆的轰鸣声中，
李浩听到新飞行员的问话，先是一怔，然
后沉默良久。
“你猜！”战鹰疾速升空，李浩微微一

笑，心里已经想好了今天要怎么变着法
地历练这名年轻飞行员。因为，就在刚
才那两三秒，看着此刻坐在身边的这个
人，李浩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并期待
有一天，他也能够亲手打败自己。

第74集团军某旅改进带教制度激发军事训练创新活力——

“徒弟”登上“名师榜”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许浩杰

军事领域是最活跃、也是最需要创

新力的领域，急需年轻官兵拥有“初生牛

犊不怕虎”的胆识，提振敢闯敢创的“精

气神”。

军人天职是打仗，能打胜仗的“绝

活”多多益善。一个“师傅”的能力是有

限的，集体的力量却是无穷的，“师傅”要

不吝倾囊相授，多收徒、多帮带，使自己

手中的“绝活”得到最大程度的传承；而

“徒弟”也不能满足于习一家之功、练一

家之长，要勇担当、思进取、善作为，处处

以能者为师，多请教、多钻研。

“长江后浪推前浪”是社会发展的必

然规律，“一代更比一代强”是人才成长

的必然趋势。各级要想方设法给年轻官

兵提供更多机会、更大空间和更好舞台，

以高度的责任心把他们扶上马送一程，

培养成为担当强军重任的尖兵骨干，为

战斗力建设注入“求新求变”的强劲动

力，让强军事业不断有“后浪”涌起。

创新，需要有更多“后浪”涌起
■陈典宏

潜 望 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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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营

连日来，大家认真学习贯彻落实
习主席重要指示，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
为，切实培养节约习惯，打饭时吃多少打
多少，剩饭剩菜基本没有了，践行“光盘
行动”成效十分明显。但我发现，大家在
节能、降耗、减排等方面还做得不够，或
多或少存在浪费现象。

厉行节约，应当是全方位、各领域的
节约。对我们而言，就是从节约每一度
电、每一滴水、每一张纸做起，养成随手
关灯、重复用水、双面打印等好习惯，把
“低碳”当成一种行动自觉和生活方式，
以实际行动带动和影响身边战友、朋友、
家人，共同崇尚节俭、反对浪费。

俗话说：“兴家犹如针挑土，败家好似
浪淘沙。”在此我要提醒大家，不论时代如
何发展、条件怎么改善，我们都要把勤俭节
约作为习惯来养成、作为责任来担当，深入
推进部队节能降耗、资源节约工作，人人争
当勤俭节约的倡导者、实践者和推动者。

（栾一帆、林艺伟整理）

坚持“光盘”，也要保持低碳

留白，中国艺术作品创作中常用

的一种手法，指故意为整个作品留下

相应的空白，保有想象的空间。

正如人吃饭不能过饱、船载物不

能吃水太深……很多时候，满满当当

并不是好事，所谓过犹不及。组织比

武考核何尝不是如此呢？把细节抠得

太细，把规则订得太死，把过程管得太

严，往往会使官兵陷入一板一眼的模

式化、一步一动的套路化，就像提线木

偶，只能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以至于

不惜违背打仗的规律。

未来战争充满无数的“有可能但又

不必然”。从这个层面看，加强应对不确

定性因素的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的本

领，以及掌握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练

兵备战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比武考核

场不应该只是一个体现公平、争个名次的

校场，更是让指战员从中发现什么、获得

什么、领悟什么的“战场”。因此，制订比

武考核规则适当“留白”，就是给官兵留有

创造空间，进而在发现平常不易察觉的问

题中，用“灵机一动”和“神来之笔”去补齐

能力短板，解决打仗必需。

比武考核要给官兵“留白”
■火箭军某旅政委 周吕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