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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按纲抓建 锻造过硬基层

本报讯 王育龙、樊文斌报道：前
不久，第 76集团军某旅组织“双争”月
评，这次“基层建设流动红旗”没有颁给
“老先进”，而是被进步幅度最大的某仓
库摘得。据该旅领导介绍，他们创新评
比方式、细化“双争”规则，有效激发基
层单位和官兵创先争优的“原动力”。

这个旅由原隶属于不同单位的众

多分队调整组建而成，基层建设水平参
差不齐；各基层单位部署高度分散，最
远的点位距离旅机关上千公里。“基层
自主抓建水平直接影响着单位建设水
平。”该旅党委决定以“双争”评比为抓
手，提升基层自主抓建能力。

该旅依据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
纲要》，科学制订《基层建设“双争”评比

实施办法》及《量化检查评比细则》，以
上一年度旅综合排名情况为参考，将各
基层单位划分为先进层、中间层、赶先
层 3 个层级，采取“分类评比、分层竞

争、比例浮动”的方式，按照“月评、季
考、年汇总”方式广泛开展“双争”活
动。与此同时，他们还利用党委机关调
研指导、机关干部蹲连住班等时机，详
细了解基层建设实际情况，不断改进充
实“双争”评比方案。

科学组织“双争”评比，让先进连队
有被赶超的危机感、中间连队有争先的
劲头、赶先连队看到评先的希望，基层
建设呈现出你追我赶的生动局面。前
不久，距旅机关 800余公里的该旅某骑
兵连因全面建设过硬，受到集团军机关
表彰。

西部战区陆军某旅改进充实“双争”评比方案

创新规则激发争先“原动力”

本报讯 周滴、石雪峰报道：10月中
旬，北京卫戍区某团第三季度“双争”评
比结果揭晓，出人意料的是：排名前五
的连队中，有 3个连队的主官是今年 6
月份刚刚调整到位的新人。上任不久
即获捷报，某连指导员高申感慨道：“是
团党委持续不断的教育帮带，让我快速

掌握了抓建连队的办法和经验。”
“提高基层自主建设水平，关键要

扭住基层干部这个主体。”据该团政委
张树鹰介绍，今年以来，他们着眼基层
干部经历简单、经验匮乏的情况，按照
掌握基本理论、规范工作方法、研讨棘
手问题、团营挂钩帮连的办法，为基层

干部抓建连队夯基固本。
他们对照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

纲要》，明确基层连队每周、每月、每季、
每半年必做的工作；组织优秀基层主官
和机关业务骨干介绍工作经验方法，并
汇编《基层干部骨干履职尽责学习读
本》供连队干部学习参考；组织团营两

级干部蹲点帮带，逐连逐点帮解难题，
逐个支部帮捋思路。

某连因多次出现违规违纪问题，受
到上级党委关注。今年6月，孟德磊走上
指导员岗位后，面对连队分散、基础薄弱
等现状，在教导员王亮帮带下，提出“规范
组织生活建强战斗堡垒、正规四个秩序提
高工作标准、开展双争评比提振军心士
气、公开透明办事重塑支部威信”的抓建
办法，连队全面建设逐渐出现喜人变化。

某连大学生士兵小王平时工作训
练积极性不高，连长陈阳平及时了解情
况，为小王量身制订训练目标，鼓励他
发挥特长、力争上游。在连长的教育引
导下，小王快速成长为一名出色的训练
骨干兼网络管理员。

北京卫戍区某团着力提升连队主官按纲抓建能力

锻造基层自主建设“明白人”

本报讯 雷柱、孙斌报道：10 月中
旬，火箭军某旅一场红蓝对抗演练刚结
束，各作战单元便迅速组织操作号手进
行训练数据统计，操作时间、处置方法等
信息被录入存档。训练档案的建立，为
旅指挥所及时掌握号手状态、基层营连
科学组训提供了重要依据。

据了解，随着部队训练强度增大，过
去的粗放式、经验化组训模式制约着训
练效益提升。对此，该旅党委召开专题
议战议训会，围绕科学组训问题展开集
体攻关，探索出以训练数据为支撑的精
准化组训新模式。

该旅依托训练数据为官兵建立训练
档案，按照“科学分析、精准定位、过关升

级、强化补差”的训练思路，对官兵训练
考核成绩进行数据分析，助力官兵科学
练兵。他们结合能力评估结果合理编配
训练小组，根据岗位特点展开针对性训
练，并定期进行优化调整。与此同时，该
旅还依托训练数据开展复盘总结，及时
发现合成训练中存在的短板弱项，组织
官兵进行精准补差训练。

新模式带来新变化。参加防护训
练的二级军士长匡世军告诉笔者，随着
个人成绩稳步提升，营队整体实力水涨
船高。前不久，该旅组织群众性练兵比
武“擂台赛”，匡世军所在营针对防护短
板展开重点攻关，最终取得第一名的好
成绩。

火箭军某旅集智攻关探索组训新模式

训练数据助力官兵科学练兵

本报讯 柏峻峰、贺韦豪报道：“请
问你对当前部队开展常态化疫情防控有
什么好的建议”“如何做好战时官兵心理
疏导工作”……仲秋时节，在武警湖南总
队专业技术干部任期考评答辩现场，67
名专业技术干部轮流登台，围绕岗位相
关专业知识、技能、学科前沿发展等方
面，接受专家评审组考核检验。

“专业技术干部考评是深入推进部
队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一环。”据该总队
领导介绍，他们打破以往“自考自评”模
式，首次组织总队中职以上专业技术干
部在统一条件与标准下，接受多维度、全
方位集中考评。

这次考评，该总队把打仗标准融入
考评各环节。考评过程中单设军事通用

五项考核，不合格者“一票否决”。此外，
他们还加大参加演训任务、执行非战争
军事行动等方面评估分值权重，树立练
兵备战鲜明导向。

为确保考评科学精准、公平公正，该
总队从国防科技大学、解放军 921医院、
湘雅医院等军地单位邀请 21名高职专
家担任评委；根据参评对象专业类别成

立 3个专家评审组，紧贴岗位实际制订
量化考评标准；从基本素质、奖惩情况、
技术成果、遂行任务等 4个方面集中评
审业绩材料，并组织面试答辩。他们建
立考评结果数据库，将考评结果放入个
人档案，作为晋职调级、选拔培养、纳编
定位的重要依据。专家组还根据考评对
象的述职、答辩情况，现场指出参评专业
技术干部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及努力方
向，对技术难题和业务困惑集中“会诊”
和“开良方”，达到“考一次、进一步”的良
好效果。

据悉，此次参与考评的 67名专业技
术干部中，有 23 人脱颖而出被评为优
秀。参评人员纷纷表示，考评越来越严
格，不断提升自身能力素质才是硬道理。

武警湖南总队科学组织专业技术干部任期考评

比出危机感 考出战斗力

“七七事变”后，雁门关被土肥原贤二

率日军轻易突破。阎锡山的军队惊叹：中

国人对山西的地形竟然不如日本人熟

悉。古往今来，军事地理环境对战争的胜

负，一直都有着重要且直接的影响。这也

警示我们，要想打胜仗，带兵人的脑中要

时刻装一张地图。

“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地图

是战场地理信息的载体，历来得到各级

带兵人的高度重视。只有利用地图明

晰战场环境及敌我态势，才能科学制订

作战方案，组织战斗行动。我军在抗日

战争中屡建奇功，精于“量兵相地”是一

个重要因素。1939年，时任八路军第

129师师长的刘伯承，要求测绘部门尽

快绘制《太行地区路线图》。他们用1年

时间修测了该地区2.7万余平方公里的

1∶50000地形图60余幅。正如刘伯承元

帅所说：“有了准确的地图，指挥员就有

了眼睛；没有地图，作战行动就没有了方

向。”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要想先敌一

招、争得战机，就必须擦亮指挥员的“第

三只眼睛”，也就是用好地图。

识图用图，是每名官兵特别是指挥员

的必备技能和基本素养。普鲁士的腓特

烈在《给将军们的训词》中指出：“地理知

识，对于一个将军来说，犹如步枪之对于

步兵，数学公式之对于几何学家一样重

要。”我军历史上那些运筹帷幄、能征善战

的指挥员，大多是读图记图用图的高手。

“善于从图上许多地形符号中看到真实的

大自然，而不是看到死的图纸”，指挥员在

战场上自然稳操胜券。倘若没有过硬的

读图记图用图这一基本战术素养，只认一

张纸、不识万重山，就很容易指挥失误、错

失战机，难逃被动挨打的局面。

拿今天练兵的“尺子”量明天战争的

“步子”是行不通的。随着信息化、智能

化战争突破传统地理环境的局限，作战

空间正在向更高、更远、更深领域拓展。

指挥信息系统和信息化武器平台作用的发挥，依赖于网络的互联互通、信息的

共享分发和卫星的定位导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已成为远去的历史，面对高

精度、全天候作战，指挥员必须把战场的地形情况和敌我双方的兵力部署都装

进脑海里，这也对指挥员的读图记图用图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孙子曰：“知天知地，胜乃不穷。”将自己练成“知天知地”的活地图，不仅考

验脑力，也检验脚力。指挥员要真正迈入“战场”，对作战环境的地物地貌、天候

水文等兵要地志要了然于胸，对隧道的高度、桥梁的承重限度、河流的流速宽度

等参数要做到如数家珍。顺天之时、取地之利，精确、及时、全面地认知战场地

域和军事地理环境，才可能跑在敌人的前面、赢得战前之战。

（作者单位：63936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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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10月中旬，南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在某海域开展实弹射击训练。

图为实射鱼雷。 本报特约记者 薛成清摄

圆满完成信息数据加载和态势图
标绘等任务，战略支援部队某大队上士
温绍德和侯世军感到分外自豪。近日，
在某战区联指开展的研究性演练中，他
俩承担了原本由科技干部负责完成的
伴随保障任务，优异表现赢得战区机关
好评。

据了解，该大队从数年前开始担负
某战区联指的伴随保障任务，主要提供
专业技术保障、搜集与修订各类信息资
料等。由于保障标准高，他们起初多是
选派科技干部轮流执行任务。然而随着
部队编制体制调整，该大队科技干部队
伍也发生诸多变化，“选派士官轮流担负
伴随保障任务”的方案被提上日程。

“士官的指挥技能是否能同专业技
能一样过硬？派士官去执行如此重要的
保障任务能不能行得通？”面对质疑，该
大队党委一班人深入研讨后达成共识：
士官队伍是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随着士官人数增加，进一步加强士官人
才培养、选派士官执行重大军事演训任
务是大势所趋。

2018年 1月，能吃苦、善钻研的上士
耿伟就被选中，成为第一个参与某战区
联指伴随保障任务的士官。在该大队助
理工程师赵双的“护航”下，耿伟刻苦钻
研，很快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指技合
一型士官人才。
“士官也能走进战区联指！”耿伟的

成长经历极大地激发了该大队士官队伍
精武强能、练兵备战的动力。上士薄涛
在接替耿伟执行保障任务前，主动放弃
春节休假，铆在训练室苦练指挥技能和
保障硬功。

专业技能型士官向指技合一型人才

转型，不仅需要个人努力，还需要培养体
系支撑。为此，该大队为士官规划成长
路线图、建立成才档案、量身制订能力升
级“套餐”，并且遴选数十名士官骨干与
参谋军官同步参加指挥技能培训。他们
开设“士官学习夜校”“士官讲坛”，采取
交叉培训、轮岗锻炼、结对帮教等形式，
锻造指技合一型士官队伍。他们还协调
军地相关院校、装备生产厂家、上级主管
部门和战区相关业务单位，共同构建士
官培养体系，加速推进士官群体的专业
岗位和战场对接。

该大队大幅提升比武竞赛中士官的
参赛比例，让更多士官有机会在比武场上
摔打锤炼，加速士官人才拔节成长。此
外，他们还择优选拔部分中级以上士官任
代理中队长和士官参谋，全方位推动士官
由专业技能型向指技合一型转变。

2019 年 5月，随着士官队伍素质全
面提高，该大队党委果断决定：不再安排
科技干部贴身保障，放手由士官独立执

行战区联指伴随保障任务。
那一次，当该大队中士曾广和下士

周子延接到独立执行相关保障任务时，
不少人心存疑虑。然而随着任务推进，
曾广和周子延在高标准完成保障任务的
同时，还主动编写了某任务流程规范，质
疑声渐渐变成赞许声。某战区联指中心
领导评价道：“这个大队派来保障的士
官，个个能力素质全面！”

为使伴随保障更加精准高效，该大
队指派作训参谋张昌伟定期与某战区联
指沟通，遇有重大演习演训任务时，增派
经验更为丰富的士官进行保障。今年 6
月，四级军士长许宁执行完某战区联指
的保障任务刚返回大队，就应邀再次出
发，参与该战区联指另一项重大演习任
务的准备工作。

加钢淬火，拔节成长，战区联指走来
“士官方阵”。据统计，近 3年来，该大队
先后有 16名士官入选上级人才库，士官
执行战区联指保障任务共计47人（次）。

战略支援部队某大队加速培养指技合一型士官队伍。近 3年来，先后有 16名
士官入选上级人才库，士官执行战区联指保障任务共计47人（次）——

战区联指走来“士官方阵”
■高文军 杨 凯 本报特约记者 李沛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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