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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连日志

潜望镜

“远火一连本次考核成绩不合格！”
不久前，在一场“逐连过”战术协同考核
中，素有“神炮连”之称的第 73集团军某
旅远火一连，因为射击流程不规范，成
绩被判定为“不合格”。
“报话员口令下达不规范；炮车调

炮过程中未按规定操作……”听到主考
官李园罗列的诸多问题，远火一连连长
许家铭一头雾水，“去年遂行实弹射击
任务时，我们就是这么打的，还得到了
上级首长的肯定，怎么今年就变成‘不
规范’了呢？”

原来，去年遂行实弹射击任务时，由
于时间紧、任务重，为了能够在规定时间
内完成发射任务，远火一连将调炮过程
中的3个装订参数口令合并成 1个，炮车
完成调炮后自主向指挥所报告。简化
后的流程一直沿用至今。但担任本次
考核的考官来自远火三连，他们去年因
担负其他任务，并未简化射击流程，一
直沿用的“老套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所以就以为远火一连官兵漏掉了口令
动作，自然将其成绩判定为“不合格”。
“神炮连”与“不合格”挂上了钩，许

家铭一肚子不服气。面对他的质疑，作
训参谋王健鹏仔细翻看了评分细则，里
面明确规定用时多少、命中率多高为优
秀，但并没有对口令下达、步骤完成等
情况进行规范。

两个连队的射击流程都没错，但存
在哪一个更规范的争议。旅领导得知此
事后，立即召开了复盘总结会，将考官与
考生拉到一起就此展开讨论，大家就是
否应该简化射击操作流程各持己见。

许家铭率先发言：“以前的口令过
于烦琐，官兵经常是等口令做动作，一
套流程下来，因为‘等’就耗费了太多时
间。”一连指控班班长李球水也认为：
“精简口令是必要的，否则在多波次打

击中，会因为信道拥挤而耽误时间，甚
至可能贻误战机。”而三连指控班班长
张涛涛则提出了疑问：“口令和流程简
化了，会不会造成炮手动作盲目导致错
误发生？”
“信息化战场分秒必争，以‘快’制

胜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就在大家讨
论正酣时，该旅副旅长林似海提出一个
观点。

这个“快”字让许家铭颇有感触。
自连队担负发射制导炮弹射击任务以

来，他深深地体会到，随着武器装备的
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射击诸元的正确
装订、击中目标的准确性等更多依靠武
器系统，而能不能让炮弹快速出膛则取
决于人员操作水平。去年执行任务时，
他们连队就因为简化流程后机动快、装
填快、发射快，得到上级首长表扬。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许家铭更加坚
定了自己的想法，并就如何精简口令和
流程提出建议，其他骨干也积极踊跃发
言，分享自己的“金点子”。最终，大家

对修改规范射击流程问题达成了初步
的共识。

不久后，该旅制订下发了《远火实
弹射击流程规范》，取消多个不必要的
射击口令。此外，他们还围绕多个作战
课题进行实战化校验。在第二阶段的
合演合练中，许家铭按照新规范对全连
进行指挥，炮手不再“一个口令一个动
作”，缩短了火力打击完成时间，远火一
连也重新拿回了“军事训练先进连”的
荣誉。

素有“神炮连”之称的第 73集团军某旅远火一连遭遇考核失利，引发了一场关于装备
操作流程的讨论——

那些练兵规范真的符合实战要求吗
■陈坤丰 孙冠勋

第73集团军某旅远火分队组织跨昼夜实弹射击。 秦 鹏摄

西北戈壁，一枚炮弹伴着震耳欲聋
的轰鸣声呼啸而过，巨大的后坐力激起
滚滚沙尘。第 74集团军某旅某加榴炮
营三号炮瞄准手张德龙完成第一次射
击后，紧张地进行人工复瞄，手动修正
偏差，准备进行第二次射击……

这是新火炮列装后，张德龙第一次
操作新装备进行实弹射击检验。射击结
束，回传的结果却让张德龙傻了眼——
命中率 65%，远低于他的训练水平，也
达不到该型火炮的命中率预期值。

问题出在哪里？随行专家调阅了射
击实时录像，指出的原因让张德龙深感诧
异，“问题出在‘人工复瞄，手动修正偏差’
这一步骤上。”视频中，张德龙按照过去的
规范，在射击后进行人工复瞄，通过人工计
算和经验手动修正偏差，削减后坐力的影
响，再进行第二次射击。正是这个“规定动
作”让新型火炮没有发挥出本来的威力。
“本以为按照规范操作，是给射击

精度加上双保险，没想到却拖了后腿。”
张德龙挠了挠头，满脸疑惑。

专家随之解释，该新型火炮在设计
中已经考虑到后坐力导致的偏差因素，
提升了自动修正偏差功能。张德龙的
“规定动作”反而成了“多此一举”，造成
了命中率的降低。

由于以前列装的火炮自动修正偏差
功能不够完善，担任瞄准手以来，张德龙
就被要求养成人工复瞄后手动修正偏差
的习惯，以确保射击精度。多年来，这一
“规定动作”在该营瞄准手大脑中已根深
蒂固，如今用在新火炮身上却不灵验了。
“驾驭新火炮，要匹配新的技战术

和新的思维！”半个月后，张德龙迎来第
二次新型火炮实弹射击，这一次，他全
程通过火炮自动调整后坐力造成的偏
差，不仅大幅提升了精准度，还加快了
射击准备速度，命中率提升至 80%，打
了场漂亮的“翻身仗”。

“规定动作”成多此一举
■罗周清 本报特约通讯员 黄 海

新闻延伸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演训场上，如指挥口令、操作流程、考核规则等各类规范的存在是为了形成统一的标准，最大程度减少人为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但随着武

器装备的升级换代、实战练兵的探索实践，一些规范逐渐暴露出问题，甚至影响作战效果。当规范本身已经不能适应现代战争时，必须作出改变，切勿让不合时宜、有悖实

战的“规范”披着法治的外衣，继续行阻碍战斗力生成提升之事，该打破的要勇敢打破，该修改的要及时修改。此外，有关规范的制订部门应建立一个通达、高效的反馈机

制，倾听来自演训场的真实声音，上下形成合力，推动各类规范更符合备战打仗的需要。

■胡 璞

“基层风气监督员一定不能做老好
人、当和事佬，要敢于与不良风气作斗
争……”前不久的支队廉政管理监督讲
评会上，我代表全体基层风气监督员作
了发言。

今年 7月，我被中队推选为基层风
气监督员。面对这份“棘手”的工作，看
着充满“敏感词汇”的监督职责，和许多
初次上任的风气监督员一样，我陷入了
左右为难，觉得这是个烫手的山芋。果
不其然，很快我便体会到了个中滋味。

一个周二下午，支队以临场随机抽
点建制班的形式组织队列会操。会操
前，我所在的四中队三班被抽到了，但
在上场时，我却发现一班的战士常诗悦
出现在了三班的队列里。
“参加会操比武竟然‘偷梁换柱’，

作为风气监督员，我必须指出来。但出
面指认自己的中队，中队还咋取得名
次？回头战友们又该怎么看我啊？”接
下来的半小时，思想包袱如同一块巨石
压在我胸口。看着场下饶有兴致观看

的战友们，我最终选择了“沉默”。
熄灯后，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

以入眠。思忖再三，我找到指导员说明
情况：“指导员，一边是单位荣誉，一边
是风气监督员职责，我是不是做错了？”
听完我的困扰，指导员缄默片刻，随后
说道：“投机取巧损害的是单位的长远
建设，作为风气监督员，你心里的声音
其实是对的……”

第二天，队里专门召开队务会，
值班排长和三班班长分别作了情况

说明与检讨。会后，队长带着三班班
长去机关主动要求取消会操成绩，并
承认错误。这件事也像一颗定心丸，
让我明白了身为风气监督员以后应
该怎么做。

水壶里的水没有灌满，自己的枪械
不能让别人背……不久后，在支队组织
的体能摸底考核中，我再次作为风气监
督员“上阵”，面对一个个问题，我不再
选择“沉默”。

（李一龙、宋梦霜整理）

风气监督，我不再选择“沉默”
■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十四支队四中队上等兵 何梦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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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南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三连组织海防巡逻。图为该连官兵在徒步

巡岛查滩。 吴增研摄

“防台防汛分队紧急集合！”前不
久，一场全要素防台防汛演练在营区紧
急展开。

接到命令后，我们全连官兵紧急出
动，清点物资、人员分组后，大家携带装
具奔赴任务地域，迅速按照分工展开操
作，整个演练过程很顺利。

就在大家以为演练已经结束、即
将讲评撤收的时候，连长收拢人员列
队，清了清嗓子说道：“孙世龙，你来
为大家示范讲解一下救生衣的使用
方法。”
“若遇紧急情况落水先按下呼气口

盖，向救生衣内吹气，并视情况取出高
音哨呼救……”看着列兵孙世龙的讲解
示范，连长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卞元龙，你们二分队的任务分工

是什么？”没想到连长话锋一转，盯上了
“躲”在后排的我。

这一问直接让我慌了神，以往这样
的提问都是针对兵龄较短的新同志，这
次怎么还把“矛头”指向了老同志呢？
一阵尴尬的沉默后，我低着头红着脸小
声回答道：“报告，不清楚……”周围一
下变得异常安静，静得一根针掉落都能
听得一清二楚。
“经常提问新兵，那是为了帮助他

们尽快掌握新知识、学会新技能，虽然
不提问老兵是对大家的信任，但并不意
味着老兵就可以放松自我要求。”连长
的话简明扼要却字字有力，我的脸一下
子红到了耳后根。

事情过后是反思。返回营区后，
我们全连立刻召开军事训练专题分
析会，针对骨干带头作用不突出、部
分官兵对拉动演练存在“跑龙套”思
想等现象进行深刻剖析。各班长也
带头制订整改措施，并围绕连队防台
防汛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切实提高
大家思想认识。

会后，连长拍了拍我的肩膀语重心
长地说：“拉动演练不是走过场，随机提
问也不是依据兵龄长短，咱们老兵平时
更应该把所有情况都练到位、练全面，
这样才能有底气有信心带头完成上级
交给我们的任务。”
“是！我以后一定端正训练态度，

时刻准备接受挑战！”看着连长鼓励的
眼神，我坚定地说道。

（张 淦、李国庆整理）

提问风波
■北部战区海军某岸导团上士 卞元龙

“周鑫，这已经是你第三次违规使
用手机，支部正在研究对你进行处理！”

第 82集团军某旅侦察一营侦察一
连指导员朱永涛看着下士周鑫，气不打
一处来。

然而当事人只是淡淡地回应道：
“指导员，要是没什么其他的事，我先回
去了。”

望着周鑫离开的背影，朱永涛一时
回不过神来。他万万没想到，选取士官
后，周鑫来了个 180度大变身——曾经
的精武标兵、三等功臣，如今竟成了连队
的“刺头兵”、被上级通报的专业户。

当义务兵时，周鑫是个“拼命三
郎”，特别不服输，他坚信侦察兵就是赛
场上的第一名：旅队组织比武，即使双
手血肉模糊也要拼尽全力，最终收获冠
军；代表旅里出征“精武－2018”比武竞
赛，勇夺第三名……连队门口的灯箱上
还挂着宣传他精武事迹的展板。

但出乎所有人意料，顺利选取士官
后，周鑫开始在训练场上偷懒了，体能
考核也总是落在队伍后面，做什么都没
有激情。真正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旅队
组织侦察兵尖子选拔，他竟然一个课目
都没报名，美其名曰自己无欲无求了。
这还不算完，他还多次被旅队检查组发
现违规使用手机。

朱永涛心里始终不能接受周鑫这
样的转变。在与教导员迟林谈心时，他
倾诉了心中的困惑。迟林说：“我认为
周鑫本质上还是个优秀的同志。像他
一样选取士官后就开始懈怠的战士并
不少见。年轻人在成长的路上难免会
满足于一时的成功。我们要做的是帮
他们找到新目标、找回干劲儿，让他们
一直走在正确的轨道上。”

不久后的一个周末清晨，朱永涛找
到周鑫，说：“我们很久没有一起跑步
了，要不你陪我跑秋天第一个 20公里
吧。”周鑫欣然答应了邀约。

1公里、5公里、10公里、15公里……
看着一旁汗如雨下的指导员，周鑫想起
刚入伍时，就是指导员替他扛枪，陪着
他熬完军旅第一个5公里武装越野的。

率先到达终点后，指导员看着气喘
吁吁的周鑫说道：“曾经那个拿冠军的
周鑫，现在怎么不是我对手了？”

周鑫敞开心扉，终于吐露了心声：
“其实是父母要求我留队转士官的，我
觉得自己在部队该取得的成绩都取得
了，更想回家乡闯一番事业。”

听完周鑫的话，朱永涛一时没有说
话。思考良久后，他说：“其实，看到不

再努力拼搏的你，我有一点伤心。既然
选择了留队，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你都
应该为自己的决定负责。成功选取士
官并不代表以后就高枕无忧了，新的身
份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你看三
级军士长李敏，一身荣誉，依旧 17年如
一日地坚守岗位、拼劲十足。我希望你
能早点找回曾经的满腔热血，重新成为
那个让大家崇拜的周鑫。”

当天晚上，朱永涛发现周鑫悄悄修
改了微信签名：“如果你的训练量与别
人一样，冠军凭什么属于你。”

深夜查寝路过活动室，朱永涛看见
一个在黑暗中挥汗如雨加练的身影，那
个久违的“拼命三郎”又回来了！

回到办公室，朱永涛打开电脑，开
始撰写教育计划，他准备和新选取的士
官们好好谈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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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车凸出来了，降低车速”“05车注
意与左侧标齐”……深秋时节，第82集团
军某旅装步七连正在进行战术考核，连
长张骏一边观察车队情况，一边通过电
台指挥各车调整。全连战车形成间距相
等、速度平稳、形状规整的倒三角队形。
“这下稳了。”张骏心想，这个队形

肯定能拿高分。然而就在此时，形势突
变，前进路线上升起不明烟雾，驾驶员
视野受阻，战车队形开始变乱。张骏赶
紧下令让驾驶员“升舱驾驶”，保持好战
斗队形。
“全连一半人员被判战损，进攻任务

未能完成，连队总评‘不合格’。”看着考
核结果，张骏深感意外，找到导调组讨说
法，被告知不明烟雾是“化学毒剂”，“升
舱驾驶”造成人员“中毒”。

遭遇不明烟雾后，驾驶员本应调整
为“闭舱驾驶”、开启“三防装置”、拉大
车距快速通过，张骏却为了保持队形，

下达了错误的指令。
张骏的做法其实缘于考核标准中

的一条规定：“有序展开战斗队形”。由
于所占分值较高，做得好还能提升“印
象分”，所以各连在保持队形上、在“有
序展开”上各出奇招：“升舱驾驶”、在装
备上贴标记、用无人机观察引导……
“良好的战斗队形有利于指挥协同、

减少损失、发挥火力，但应该结合战场态
势灵活调整，过于强调整齐划一，既不符
合实战要求，也容易产生形式主义。”该
旅随即对各项考核标准重新评定，将“人
员着装整齐”“转场组织有序”“作业完毕
大声报‘好’”等一系列容易导致训练操
场化、队列化的标准删减调整。

再上训练场，装步七连战斗队形变
换略显凌乱，张骏介绍说：“这是根据地
形、敌情、任务等实际不断改变战斗队
形，看似有点乱，实则乱得有章法，多项
新战法因此得到检验。”

“高分队形”致战损过半
■周 强 牛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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