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班登车完毕！”在日前这次战备
拉动中，我们班率先完成出发准备。“这
次肯定能打个翻身仗，一雪前耻！”我摸
了摸子弹袋两侧的模拟手雷，感觉自己
可真是个“小机灵鬼儿”。

上次战备拉动，我们班虽然动作快，
但因为我的子弹袋纽扣坏了，匆忙之中，
一枚手雷掉在了宿舍，导致最终战备物
资携带不全，被连长狠批了一顿。

吃一堑长一智，为了避免重蹈覆辙，
我想到一个一劳永逸的“好办法”：把手
雷模块缝死！这不，这次战备拉动，任我
放心大胆“旋转跳跃”，手雷也没掉链
子。我正心中得意，连长王德炜接下来
的话让我傻了眼：“持枪‘恐怖分子’躲进
废旧房屋，顽抗到底。”

这种情况，应向窗内投掷手雷予以消
灭，可我的手雷已经和子弹袋“融为一体”
“难舍难分”了啊！越来越多的目光聚焦
在我身上，看着我“手指打架”地和手雷较
劲，连长眉头紧锁叫停了我无声的尴尬表
演：“行了，你已经被‘击毙’了。”

“连长，我子弹袋纽扣坏了，上次就因
为手雷掉了给班里拖了后腿，后来就想着
横竖都是缝，不如缝结实点……”“怕给集
体拖后腿没问题，但你要清楚，我们训练
的目的不在一次两次考核，而在于备战打
仗、提升战斗力，这种小聪明以后不要再
有了。”训练结束后，我向连长讲明缘由，
连长的话让我进一步认清自己的错误。

晚上，连里开始统计装具损坏情况，
并向上级申请检修补发，从此之后，我们
再也没有出现“有弹投不出”的情况。在
议战议训会上，连队党支部以此为突破
口，举一反三、深挖积弊，像“为了美观，
枪背带调至最紧”“雨衣用胶带打成捆”
等脱离实战的问题被一一列出整改。

（王鹏皓、单 涛整理）

被“缝”存的战斗力
■第81集团军某旅炮兵营战士 李浩敏

前段时间，笔者到基层营连调研时

发现，机关在指导基层时，常以“某某领

导说”作为开场白，言下之意，这任务不

是我让你干的，是领导要求你这么干

的。仔细揣摩，这种现象着实令人深思。

或许有机关干部认为，借助“领导

说”便于推动工作、传导压力，确保末端

落实高标准、高效率。但这同时暴露出

一些机关干部抓建基层工作方法单一、

能力素质欠缺、没有担当主见。长此以

往，势必给机关指导基层带来不利影响。

更进一步透过现象看本质，动辄把

“领导说”挂在嘴边，还反映出部分机关

干部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开展工作的

能力不够。

一本条令管三军，一部《纲要》建基

层。领导讲评某项工作、关注某些领域，

在不同场合的讲话指示，也需要建立在

遵循条令和《纲要》基础上，按照规章制

度办事。因此，机关在指导帮建基层时，

莫要动辄就是“领导说”，而应突出强调

条令法规和制度要求，培塑官兵法治观

念，让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

法、化解矛盾靠法成为军营风尚和行动

自觉。这才是坚持依法治军、建设法治

军队的应有之道。

莫要动辄就是“领导说”
■刘彦春

周六上午，我在检查营区卫生时，
居然在废纸堆里发现一本荣誉证书。按
说荣誉证书应该被珍视收藏，怎么会被
丢弃呢？

带着捡回来的证书，我找到了它的
主人：应急班战士小凯。“指导员，是
我自己丢的。”在我的追问下，他低头
道出原委，“这个证书是中队颁发的，
既没有立功受奖证书那么重要，也不能
在退伍安排工作时加分，我觉得没什么
用……”小凯的话让我诧异，而在进一
步交谈中我了解到，有类似想法的官兵
不在少数。

一位军事专家曾说：“荣誉心是人
的最高尚的感情之一，是战争中使军队

获得灵魂的真正的生命力。”军人为荣
誉而生，为荣誉而战，每一份荣誉都值
得珍惜和尊重。而现在，中队个别官兵
却认为没有“好处”“用处”的荣誉就
可以随手丢弃。荣誉分什么有用没用？
今天丢掉的只是一纸证书，但长此以
往，或许丢掉的就是军人的本色。回想
最近几次中队开展竞赛活动，不少战士
先是兴致勃勃询问比赛有什么实在的奖
励，得到否定回答后却兴趣索然，我决
定采取行动改变现状。
“这些证书不仅是领导战友对我努

力付出的肯定，也是我继续前进的动
力。”二班班长刘淑磊从军 5年来获得
的所有荣誉证书，都整齐地收藏在个

人物品柜里，他对小凯等战士的观点
并不赞同。政治教育课上，我以他的
故事和观点作为引子，组织官兵围绕
“军人的荣誉到底是什么”进行讨论，
在交流中，不少战士露出若有所思的
神情。

这两天，支队通知开展演讲比赛，
得知消息，小凯和几名战友一早就跑来
找我报名。我笑着对他们说：“这次比
赛我听说好像没有奖金啊。”小凯挠着
头满脸通红：“指导员，您可别打趣我
们了，我再不会用有无‘好处’衡量荣
誉有用没用了。”
（董 伟、郑 成 本报特约通讯

员 宁建朋整理）

我捡到一本被丢弃的荣誉证书
■武警湖北总队十堰支队执勤丹江口中队指导员 严时雨

野外驻训进行时·特别推荐

野外驻训的目的，是利用野外陌生

环境提高部队战斗力，这决定了参与这

项任务，不仅与舒适安逸无缘，而且注定

要吃苦受累。在这一前提下，部分官兵

在野外驻训时提出“饮食不合口味”“生

活单调乏味”等问题，显然不合时宜。

睡帐篷不是图新鲜，而是为适应野

外生存环境；吃单兵自热食品不是“换口

味”，而是要练出“打仗的胃”；训练艰苦

不是“没事找碴”，而是要磨炼钢铁意

志。野外驻训不是简单换个场地训练，

更不是体验野外生活的趣味活动。广大

官兵应端正思想认识，并做好心理准备：

野外驻训，就是逼迫自己走出舒适区。

为基层解难是领导机关的应尽之

责，文中两个单位重视基层意见、满足

官兵需求的做法值得点赞。但应该注

意的是，服务基层固然重要，但党委机

关的领导和指导职责更加不可忽视。

军队各项工作都应该聚焦备战打

仗，如果偏离这个中心、没有坚持战斗

力标准，一切都失去了价值和意义，服

务基层同样如此。

长期处于和平环境中，部分官兵难

免出现战备意识不强、敌情观念淡薄、战

斗精神弱化等问题。平时生活在营区之

中，领导机关确保各类保障齐全、积极服

务官兵无可厚非，但在野外驻训期间，却

应仔细辨别官兵呼声中哪些是真正生活

所需、问题所在，又有哪些是思想“跑偏”、

贪图安逸，不能事事满足、有求必应。对

于前者，理应全力纾难解困，而对于后者，

则要加强教育引导，让官兵充分认清野外

驻训的意义和作用，带领和激励大家在艰

苦环境中接受考验，百炼成钢，成为“一不

怕苦、二不怕死”的优秀军人。

野外驻训，要逼迫自己走出舒适区
■徐 雯

新军事训练大纲规定，担任全训任务的部队每年野外驻训时间不少于 4个月，这对官兵身心
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当前，各单位野外驻训进行得如火如荼，发生在驻训场上的故事越来越多地
进入我们的视野。本期“基层传真”选用的两篇稿件，引发了编者关于野外驻训的一点思考。

——编 者

写 在

前 面

连日来，第 78集团军某旅野外驻
训场上热火朝天。考虑到全营官兵都
在驻训场连轴转，该旅炮兵营特意要
求炊事班精心制作“六菜一汤”，保证
官兵高强度训练营养补充不断线。

然而，就餐时，营教导员陈继伟却
发现，明明有“六菜一汤”，可大多官兵
只打一两种，有三个菜几乎无人问津，
个别官兵甚至还自己带了榨菜。
“这菜味道很好啊，怎么没人吃？”

陈继伟就地调研。“就一个大饭盒，菜
种类多了混在一起，味道有点怪”“天
气热，训练强度又大，有些‘硬菜’太油
腻”……官兵的理由五花八门，却反映
出伙食保障未能精准对接任务实际需
求的深层次问题。

这件事引起该旅党委的重视：“舌
尖连着战斗力，美味不能少，‘野味’
‘战味’更要足！”该旅随后对驻训伙食
保障进行调整，以野外条件下易制作、
好入口、能快速补充能量为标准制订
新食谱，增加压缩饼干、野战食品实吃
次数；对官兵饭盒进行模块化设计，准
备大小食盒自由搭配；要求炊事班根
据环境变化、训练任务特点等进行灵
活保障。

经过一番调整，该旅驻训餐桌上
没有了“六菜一汤”，但每一道菜的质
量和受欢迎程度却直线上升，剩菜剩
饭更是寥寥无几。结束一天训练的上
等兵王大龙边打饭边感慨：“现在吃得
饱又吃得好，训练起来更有劲了。”

餐桌不见“六菜一汤”
■赵焕斌 王语梁 张居俊

第 82集团军某旅野外驻训地选址
偏远，原本前不着村后不靠店，可随着
一座座绿色帐篷立起，一辆辆个体售货
车“闻风而来”，日用物品、数码产品、烧
烤小吃……营区外道路宛如小型商业
步行街。

官兵野外驻训，帐外叫卖不停，这
给部队人员管控、失泄密防范、饮食安
全等方面带来不小隐患，如何避免问题
发生，成为摆在旅党委面前的一道难
题。“部队走到哪，商贩就跟到哪，哪怕
是荒山野坡，他们都能想办法跟过去。”
四营副教导员刘晓告诉笔者，受到场地
限制，部队每年野外驻训地点相对固
定，周围村镇商贩对当地道路非常熟
悉，所以一直如影随形。

既然“供货源头”无法掐断，那只能
切断“购买需求”。经过调研，该旅领导
发现，这些商贩提供的商品大多并非驻
训生活必需品，官兵来逛也很少是目的
明确地购物，而是出于一种“小摊情
结”。“与其说去吃吃买买，不如说是给枯
燥的驻训生活添几分乐趣。”战士张勇坦
言，艰苦训练之余，青年官兵也需放松心
情、缓解心理压力、宣泄不良情绪。

该旅将这一情况作为整改抓手，开
设“野训休闲广场”和各类“野味”十足
的文化娱乐和生活服务项目，满足官兵
需求。很快，随着官兵的目光从小摊转
回了营区，“野训休闲广场”人头攒动，
好不热闹，而营门外的摊位也渐渐没了
生意。

驻训开设“休闲广场”
■陶 磊

故事1： 故事2：

西北腹地，火箭军某部开展

保障系统综合演练，200余名后

装尖兵齐聚一堂，锤炼实战本领，

部队协同保障能力得到有效提

升。图为参加拆装转向机课目演

练的官兵正在抢修车辆。

赵吉垒摄

天山脚下，新疆军区某师组织

侦察分队进行跨昼夜连贯考核，围

绕“快速反应、决策指挥、战场侦察、

打击评估、围剿搜捕”五个方面，全

面检验侦察分队“察打一体”的综合

能力。

尹阿龙摄

时至今日，回想起 10 多天前遭遇
的一幕，我仍心有余悸。

那天，我担负运输任务，驾车前往
巴塘兵站。正当车队行进到义墩沟路
段时，电台传来通报：“部分路段可能出
现飞石，各车驾驶员谨慎驾驶！”

飞石！我顿时有些慌张，不停在心
里祈祷：千万不要遇到飞石。然而真是
怕什么来什么，不久，电台再次传来消
息：已有战友的车被飞石砸中。

马上就要进入飞石区了，我会不会
也遇到飞石？如果被砸中应该怎么应
对……一时间，我脑中乱成一团，脚下
油门也松了一些，与前车拉开距离。

但该来的始终会来。车辆缓缓进入
飞石区，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紧
张得全身紧绷。“有飞石！倒车，快倒车！”

突然，坐在副驾驶位置的战友一阵惊叫，
我全凭本能反应狠狠踩下刹车，一手稳住
方向盘，一手迅速挂倒挡，眼睛却仿佛被
定住一般无法离开飞速袭来的石块。

5米、4米、3米……飞石越来越近，
我的脑海中只剩一个念头：“完了！”

千钧一发之际，我下意识地踩了一
脚油门，车猛地往后一蹿，紧接着就是
一声轰响。只见车辆前方一米左右，几
块石头四分五裂，每块都有西瓜大小。
如果不是刚才那一脚，我也许就要永远
留在川藏线上了。

虽然任务圆满完成，但事后坐在宿
舍里回想与飞石擦肩而过的情形，我心
绪难平，有后怕，有庆幸，但更多的是穿
越生死线、完成任务的满足。我想，我
距离一名合格的汽车兵又近了一步。

遭遇“飞石惊魂”
■西藏军区某旅女子运输分队上等兵 杨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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