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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余小议

胶东某野外驻训地，气温骤降，第
80集团军某旅营战术考核如火如荼进
行中。
“连指挥所被炸，指导员‘阵亡’！”

清晨，防化营按照计划向预定地域实
施机动。到达后，该营四连指挥所刚
开设好就被“敌”炸掉，指挥所内所有
人员“阵亡”。

仗刚开打就损兵折将，四连的遭
遇并非意外。

此次营战术考核，该旅通过模拟
实战环境、实地临机导调、组织实兵
对抗，全方位检验官兵的遂行任务
能力。考核中，官兵要面对的不仅
有来自地面的威胁，还有来自空中
的威胁。

当防化营机动到达预定地域后，
一个黑影也随之升空，车辆伪装得好
不好、人员隐蔽及时不及时等情况，全
处在“敌”无人机的监控之下。

其实，四连开设指挥所时，已按
照防侦察要求，使用制式伪装网进
行了遮障处理。但因开设位置附近
缺 少 可 利 用 的 自 然 植 被 和 地 形 ，
“敌”无人机在低空侦察中，发现一
处较为突兀的“小山包”，从而确定
了打击目标。

四连指挥所全员“阵亡”，但该营
的人员损失还没结束。三连接到空中
侦察报告后，组织官兵迅速隐蔽。放
眼望去难见一人，却没逃过“敌”无人
机的“眼睛”：有的官兵在发现空中侦
察后，立即就地卧倒，未利用地形地物
进行自然伪装；有的战士虽选择了具
有隐蔽物的地点，但周围环境与作训
服颜色差异较大……

接连因为伪装失败造成人员“伤
亡”，营长梁力力眉头紧皱。他意识
到，虽然平时组织官兵使用制式器
材进行了伪装训练，还专门对伪装
方法作了规范，但从未对实际伪装
效果进行检验。此次考核，这一短
板暴露无遗。

考核结束，防化营党委组织复盘
检讨。在分析完三连、四连失利的原
因后，梁力力提出了两个问题：“我们
进行伪装的目的是什么？防侦察到底
在防什么？”

问题一抛出，在场的营连主官纷
纷发表自己的看法——
“现在的侦察手段一直在更新换

代，如果我们使用的隐蔽伪装方法一
成不变，面对高技术侦察手段，我们

该如何应对是必须要思考解决的问
题。”
“制式伪装器材固然功能性很强，

配发的伪装网也具有防光学、红外和
雷达的效果，但伪装网不是万能网。”
“可见光、微光、红外、雷达等侦察

手段齐上阵，侦察范围已扩大到陆海
空天电网等多维空间，我们要防的是
多维立体的侦察，这是我们之前没有
考虑到的。”

……
营战术考核告一段落，但它带给

防化营官兵的思想冲击还在继续，改
变也由此生发。据悉，该营正在对今
后防侦察训练的开展、隐蔽伪装效果
的检验等进行研究论证，并制订针对
性整改措施。

任务刚开始就接连遭遇人员损失，第 80集团军某旅防化营按照规定进行伪装，仍被“敌”侦察无人机
发现并准确打击—

都是隐蔽伪装惹的祸
■徐梦林 汪本蕾 徐克路

清晨，起床哨伴着霞光划破天际，战
士们起床、集合、整队，哨楼旁的国旗迎
风飘扬，不远处就是我们日夜守护的边
境线。

我所在的詹娘舍哨所矗立在边境的
雪山之巅，海拔 4655米。因为常年云雾
缭绕，官兵们给它起了很美的名字——
“云中哨所”。

今年 2月底，我从前任哨长游凯鹏
的手中接过了“指挥棒”，成为詹娘舍哨
所的新任哨长。在此之前，我听过詹娘
舍哨所官兵守边的故事，但从未来过。

交接时，游凯鹏曾语重心长地对我
说：“哨所虽小，人也很少，但身前是边、
身后是国，大家的行动都靠自觉。”刚刚
上来的我并不是很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但现在我渐渐懂了。

上哨两周时，我发现站岗执勤交接的
时间都不固定，一查甚至连排哨表都没
有。我以为是士官欺负义务兵，于是向一
名上等兵询问原因，他的回答却让我意
外：哨所人少，谁站累了说一声我们就换。

还有一次巡逻，一名战友不小心踩进
石缝崴了脚，脚面划了好几道口子。卫生
员拿出医药包进行简单包扎后，大家便轮
流背着他往哨所走去。在高原，自己走路
都会有点喘，何况背着一个人。可大家一
路都没有抱怨，一个累了就换另一个，就
这样背着受伤战友回到了哨所。

累了才轮换，战备训练计划落实之
外主动“加餐”，巡边巡线更是不到点位
不罢休……从哨所官兵的身上，我越来
越能感受到游哨长所说的“自觉”，但更
令我感动的是，他们对于自己使命责任
的认识与坚守。

我们哨所还有一个别称，叫“霹雳哨
所”。打雷不分秋冬春夏，下雨打，不下
雨也打，而且由于海拔高，惊雷常常像在
耳边炸开，在这里你能真正体会到什么
叫“雷霆万钧”。

有一次，看到要下雨，我便去收拾晾
晒的衣物。刚走到门口，一个炸雷在身
后响起。我吓了一跳，下意识地望向哨
楼，两名哨兵依然挺拔站立，未动分毫。
曾有来采访的记者问：“这样的雷声，你
们怕吗？”战友们憨憨一笑，随即郑重说

道：“怕，但怕也要坚守岗位，因为我们身
后是祖国。”

有人说哨所的生活单调枯燥，也有
人说哨所的生活就是执勤巡逻，我曾经
也这样以为。但数月的亲身体验让我有
了不一样的认识：哨所的日子简单但不
平凡；哨所的生活枯燥但很幸福；哨所的
官兵人少但很团结。

海拔高，高不过使命；雷声大，大不
过忠诚。在不足 20平方米的哨所里，在
绵延的边境线上，一代代詹娘舍哨所人
用青春、热血甚至生命，坚守战位、守护
国家、保卫人民，书写着忠诚与使命。
“身前是边、身后是国，大家的行动

都靠自觉。”如今，我终于听懂了游哨长
的这句话。 （邬 军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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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按照计划开展教育，非但没有
被批评，反而获得了表扬。前不久，新疆
军区某团指挥通信连指导员李浩经历了
一次“过山车”。

机关下发下个月教育计划，要求连队
统一组织观看某红色影片。李浩却犯了
难：原来，上周在周末文化活动时间，他已
经组织官兵观看了这部电影，当天还有7
名战士主动撰写了观后感。
“若按计划落实，同样的影片在短时

间内看第二遍，战士们会厌倦；若不按计
划落实，则可能会被团督导通报。”一时
间，李浩陷入了纠结。思索再三，他决定
利用观影时间组织一场关于爱国主义精
神的随机演讲，既不偏离教育主题，又能
让官兵广泛参与。

果然，机关督导人员前来检查教育
落实情况，指挥通信连因没有组织观看
电影被记录在案。

几天后的团交班会上，李浩忐忑不
安，做好了被批评的准备。令人意外的
是，团领导对李浩提出了表扬！
“计划是死的，人是活的。”面对大家的

疑惑，该团政委席涛道出了缘由：“不局限
于内容、不拘泥于形式，聚焦主题另辟蹊径
提升教育质效，这样的做法值得点赞。”
“如何在‘落实计划’与‘发扬自主’之

间找到平衡，实现教育效果最优化？”席涛
趁热打铁抛出问题。有的官兵认为，教育
计划是机关综合筹划安排的，应当严格抓
好落实；有的则认为基层落实教育时不应
囿于一纸“计划”，而应结合单位实际、紧
贴官兵思想适时做出调整……

教育方法千万条，务求实效第一
条。经过一番讨论，大家达成一致意见：
基层主官既是练兵备战一线指挥员，也

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者，与战士整天
摸爬滚打在一起，战士的思想底数他们
最掌握，什么样的教育最吸引人、怎么搞
教育最有效，他们最有发言权。教育计
划虽是“规定动作”，但目的在于达到教
育效果，把教育自主权在一定程度上还
给基层，让他们结合自身实际选好“自选
动作”、实现教育目的未尝不可。

此外，他们还起底了一些隐藏在教
育计划中的“病灶”：安排过满致使基层
被动应付；内容制订过于详细，导致基
层开展教育缺乏活力与张力……面对
问题，团党委一班人不等不靠，会后立
马研究改进措施：基层可根据任务调整
教育内容；设立每月“自主教育日”，机
关不下发方案，由营连“当家做主”“自
由发挥”等。

机关放权为教，让基层有更多自主
的施教空间；基层放手抓教，激活了该团
政治教育的一池春水。

给基层搞好自主教育留些空间
■李强强 何权达 窦 垚

一场全要素演练，即将进入白热化
阶段。第 78集团军某旅指挥控制三连
下士范阳阳，负责构建的指挥平台却迟
迟无法入网。最终，因指挥链中断，作战
指令无法在规定时间内下达，此次任务
以失败告终。

对于这个结果，范阳阳自己没想到，
战友们也很意外。要知道，范阳阳所在
班是连队的“尖刀班”，他更是班里的“一
号手”，构建指挥所网系是“看家本领”。
此前，他参加几十场演习演练从未出过
差池，次次都圆满完成任务。
“尖刀班”的“一号手”在专业领域

栽了跟头？战友们心存疑惑，范阳阳
满肚子委屈。演练结束，他找到导演
组讨要说法：“以往演练中，指挥平台
搭建都会有配属力量布置线路、转接
视频，这次配属单位的传输链路出了
问题，让我们几个人两头兼顾，仗还怎
么打？”

导演组的回复很简单：上了战场，没

有配属单位，仗就不打了吗？
复盘总结会上，有人替范阳阳打

抱不平，认为链路故障是配属力量不
到位造成的，责任不全在三连；有的人
则支持导演组的观点，认为战场情况
瞬息万变，即使配属力量没到位，仗也
得继续打……
“有些仗没有配属力量没法儿打，

但有些仗没有配属力量照样打，少了配
属不是打败仗的理由。”旅领导一针见
血地指出：范阳阳的经历恰恰暴露出大
家思想中存在的“帮手依赖”问题。战
场是复杂残酷的，打仗不都是万事俱
备，要多想可能出现的情况，多留几个
后手，多做一些预案，把主动权掌握在
自己手中。

此事也给全旅官兵敲响了警钟，
只有练好自身本领才能应对战场上的
突发情况。在最近一次演练中，范阳
阳和战友面对意料之外的情况，见招
拆招，最终完成了任务。

“帮手”不给力—

“一号手”演练栽跟头
■本报记者 宋子洵 通讯员 秦张杰 李少杰

第 72 集团军某旅勤务保障营卫
生连官兵刚刚机动至某野外综合训练
场，不加休整马上展开战地护理技术
考核。

听闻考核项目是护理技术，士官
学校护理专业毕业的护理员刘逸伦信
心满满，主动要求第一个进行考核。

整理着装、核对医嘱，三查七对、
消毒进针……考核开始后，刘逸伦按
照规定熟练地进行操作，一整套动作
连贯流畅。
“一号考生护理技术成绩总评不合

格。”就在刘逸伦快速完成所有规定操
作，自认胜券在握时，主考官却当场宣布
他考核未过。听到这个结果，刘逸伦简
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主考官接下来的话解答了他的困
惑，“卫生护理操作容不得半点马虎，
输液袋口必须严格落实两次消毒。”

原来，考核中，刘逸伦对输液袋口
和手背进针部位只进行了一次消毒。

评分细则规定，因为消毒不到位造成
污染，每次只扣两分。但在野战条件
下，落实无菌原则要更严格，任何违规
操作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因此，医
务人员的护理操作必须更细致，任何
一个环节都不能省略。
“战场上，‘实战要求’远比‘评分细

则’更重要。”卫生连指导员杨帆的一席
话直击问题要害，“许多官兵在平时训
练中会将规范的操作步骤人为简化甚
至忽略，殊不知，这些易被轻视的细节，
正是保障官兵生命安全的关键。”

考核结束，杨帆现地组织全连官
兵围绕“日常工作中常见的习惯性违
规操作”进行自查自纠，并结合“如何
紧贴实战要求做好野战护理”话题展
开讨论。
“考核成绩虽然不合格，但收获很

大。”这次考核让刘逸伦深刻认识到，
要从实战要求出发，练强专业本领，才
能更好地应对战场上的各种情况。

消毒少一次—

护理员考核不合格
■朱 峰 李伟钦

谢 岩绘

近日，武

警第一机动

总队某支队

组织特战队

员开展实战

化训练。图

为无人机操

作训练。

安志伟摄

日前，第73集团军某新兵大队新战士赖勇飚，第一次实弹射击考核取得50

环的好成绩。战友为他戴上大红花，把他抛向空中，向他表示祝贺。

谢文剑摄

营连日志

考核组通报，

你指挥所已暴露

并遭受打击，人员

判定“阵亡”…… 细细想来，从程序上讲，四连的

做法在考核中并未出错，因为他们按

照现有规范，使用制式器材进行了隐

蔽伪装。但问题也出在这里，他们不

仅没有顾及周围环境，也没有考虑

“敌”的侦察手段，导致隐蔽伪装反而

成了“明显提示”。类似的事情在别

的单位也时有发生。例如，某部在密

林执行任务，原本利用伪装网即可达

到较好的伪装效果，而官兵却施放了

大量烟雾罐，反致目标暴露。

训练场上练得驾轻就熟，为何

一动真格就露馅？说到底还是没

有用打仗的思维准备打仗，没有用

实战的标准衡量训练，总是止步于

“我觉得行”，满足于“按流程办”，

很少以战场的思维思考问题、从敌

人的角度观察问题。殊不知，练兵

备战是有一定时空的，实战标准是

在动态更新的，昨天好用的招数也

许明天就会失效，新鲜出炉的战法

可能下一次演练就被推翻。

“实战化”不能停留在嘴边，也

不能只存在于平时的训练场。它应

该根植在每一名官兵的意识里、观

念中、行动上，多一些思战研战、多一

些真打实备，多一些险局难局、多一

些“最坏打算”，用战争和敌人的复杂

残酷反推反证我们的练兵实践，这

样才能经得起未来战场的检验。

多用战场思维
想问题

■胡 璞

延伸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