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5 军营观察E-mail:jbjygc@163.com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日 星期二责任编辑/高立英

站上领奖台，接过“参谋业务比

武”冠军奖杯的那一刻，张祥的眼角湿

润了。

当兵13年，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助理

员张祥多次在各级军事比武中摘金夺

银。对于上台领奖，他并不陌生。但这

次通往领奖台之路，他却走得刻骨铭心。

2019年9月，张祥从边防连副连长

岗位调整到团机关工作。起初，他对这

次转岗信心满满。毕竟，从炊事员逆袭

为“金牌”狙击手，从士兵成长为“优秀基

层干部”……一次次成功转型让他充满

底气。

然而，接踵而来的是如山般的压

力——

那是转型的“阵痛”。小机关带大部

队，机关“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人需要负

责多方面工作，上岗就要挑大梁。面对应

接不暇的各种业务，张祥呈文办会屡屡出

错，拟制方案计划常常被要求“返工”。

那是本领的“恐慌”。张祥在军校

任职培训时学的是计算机专业，靠着老

底子在连队带兵抓训，还算游刃有余。

可进入机关后，他的能力短板就暴露无

遗。于是，昔日“精武明星”的光环日渐

暗淡。

面对挑战，张祥加班练、拼命赶，但

收效甚微。他时常陷入“老虎吞天、无从

下口”的迷茫。

张祥的迷茫背后，是许多基层部队

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如何更多更快地

为部队转型建设提供优秀人才支撑？

近年来，新疆军区党委坚持把培养

人才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练兵备战

和戍边守防使命任务为牵引，制定完善

了人才群体建设规划等规范举措，各类

型部队立足实际，配套推出一揽子具体

措施，推动人才成长步入“快车道”。

令张祥感触最深的是，团里全面推

开“组织搭台+新老帮带+自我奋斗”育

才模式，并为自己量身定制“二次回炉”

计划。现在，他重拾信心，动力满满。

前不久，该团组织参谋业务技能比武，

张祥一路过关斩将，体能和技能总分名

列榜首。

“我能高飞，能发光发亮，全因有你

们的存在。”面对鲜花和掌声，张祥的获

奖感言简短却饱含着感恩与自信！

助理员夺得参谋比武冠军
■本报特约记者 黄宗兴 特约通讯员 肖承槟 唐超山

当今世界，军事领域是竞争最为

激烈的领域之一。这种竞争说到底是

军事人才的竞争，谁能拥有丰富的人

才战略资源，谁就能掌握军队发展的

领先权、战争的制胜权。

人才强则事业强，人才兴则军

队兴。抢占现代战争的人才“制高

点”，关键是要把培养人才、多出人才、

快出人才作为衡量工作的一个重要标

准。瞄准军队发展的人才需求点、军

队人才建设的薄弱点，拓宽人才建设

思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才能促进部

队战斗力建设的有效提升。

人才不仅需要培养，更需要锻

造。要充分认清部队训练实践在现代

军事人才培养体系中的中间环节作

用，加大官兵在任务一线经风雨、见世

面、练本领、长才干的锻炼力度。引导

官兵把本职岗位作为强军实践的最好

舞台，在解决本职难题中积极成才；积

极创造条件让官兵在急难险重任务中

锤炼，在应对难事、急事、大事中提高

能力。

人才也有保鲜期，如果闲置不用

或使用不当，就可能荒废退化。要坚

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突

出政治标准和打仗能力，深入解决选

人用人突出问题，着力建造施展才华、

人尽其才的工作环境，营造专心敬业、

后顾无忧的生活环境，把强军事业需

要的人用起来，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

岗位上。

俗话讲，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

齐放春满园。要注重发挥尖子人才

的引领示范作用，坚持一手抓尖子人

才培养，一手抓人才规模效应，逐步

形成“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力成才、

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

好局面。

育才如琢器，贵在用匠心。人才

培养没有固定模式，关键在于一切从

实际出发，积极探索适合本单位的办

法，因人施育，精雕细琢，才能不断破

解人才建设中遇到的新难题。只要秉

持工匠精神，用心挖掘“闪光点”，精心

设计成才“剧本”，每名官兵皆可成为

强军征程中的耀眼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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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军区某部官兵在“生命禁区”巡逻。 牛德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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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中国面积最大的塔克拉玛
干大沙漠，有最炎热的“火洲”吐鲁番，还
有“世界屋脊的屋脊”阿里……

这一串串“之最”背后，是一代代驻
疆军人默默无闻的奉献和坚守。稳疆兴
疆，强边固防，这些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扎根天山南北座座军营，拔尖人才群体
加速崛起。

近年来，新疆军区官兵荣获一等功
以上荣誉 35人，培育信息化领域“尖兵
型”士官骨干和通用专业“能手型”士官
骨干数千名……

一颗颗发光发亮的“军中之星”，在
天山南北、雪域昆仑形成了强大的“示范
效应”。

他们的背后有一个

大舞台

多年以后，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
一级军士长刘加平，依然清晰记得那句
改写自己军旅命运的“抱怨”。

那是一次例行巡修。刘加平费了九
牛二虎之力排除了某型接收机的“老毛
病”。这时，一名战友抱怨说：“人工操作
繁杂，费时费力，影响训练效率，要是能
有更快的方法就好了。”

能不能通过技术革新，把人工操作
改为智能化操作？

冒出这个念头时，刘加平也吓了一
跳：毕竟自己只有中学文化，理论功底薄
弱，万一把装备搞坏了可咋办？

一夜辗转反侧，刘加平怀着忐忑的
心情找到领导：只要单位敢让他干，他就
敢干。

听清缘由，时任营长郭磊与教导员
王生周果断拍板，“你放手干，出了问题
我俩负责！”

这句话让刘加平吃下“定心丸”，开
始施展拳脚。

出乎所有人意料，一段时间后，这个
名不见经传的士官竟然捧回了军队科技
进步奖三等奖：某型接收机原来需用人
工操作的 12个步骤，被刘加平简化为只
要按键一次即可完成，用时大为缩短。

你有多大才，我搭多大台。这些年，
刘加平先后有 7项科研成果获得军队科
技进步奖，带出了一批“士官创客”，先后
3次荣立二等功。

一滴水折射太阳的光芒，一颗“星”
照亮育才视野。在新疆军区一名领导看
来，育肥土壤、浇水施肥才能结出甜美的
硕果。

结合专业、岗位精细化的特点，他们
持续跟踪了解定岗后人才的现实表现。
每逢部队野外驻训、实战演练、军事比
武、出国维和等时机，各级都放手让官兵
在实践中摔打锤炼，为人才脱颖而出创
造良好条件。

2020年春，新疆军区派出医务人员
参加支援湖北医疗队。来自基层某医院
护理部的段培娟，奔赴武汉泰康同济医
院。她精准高效对比肺部 CT，查看化
验结果，和同事一道根据病人临床表现
和影像学检查结果，迅速制定分级治疗
标准，所在科室无一例病亡患者。

成功跑赢死神的实力背后是什么？
“这一切源于身后的大舞台。”自

新疆军区 2018 年全面推开“军地联姻
共育强军人才”活动后，段培娟多次被
派送到军地有关医疗单位进修深造，
还曾出国担负维和医疗保障。在急难
险重任务中，段培娟逐步成长为“能手
型”骨干。

无独有偶。2020年，某师哈萨克族
坦克连女指导员马和帕丽被中宣部和中
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表彰为“最美新
时代革命军人”。

从高校“学霸”到全师首位提干女
兵，从人大代表到全师首位女坦克驾驶
员……在马和帕丽的军旅足迹里，既有
当代军人的青春汗水，更有部队“为战育

才、为任务选人”的时代推力。
2018 年 6月，某坦克连指导员岗位

出现空缺，马和帕丽向团里毛遂自荐。
有的官兵提出质疑：女同志去男兵连合
不合适？没有先例到底行不行？

师团党委牢固树立“平等用人、以才
识人”的用人导向，敢于交任务、压担子，
舍得拿出重要岗位培养锻炼人才。最
终，他们果断将表现出众的马和帕丽放
到了坦克连指导员岗位。

在官兵眼中，马和帕丽是“想干事业
有机会、能干事业有岗位、干好事业有地
位”这一良性用人机制的受益者之一。
仅 2019年，新疆军区就大范围择优遴选
多名作战师旅团重要岗位人选，横向调
剂数百名紧缺专业人才，最大限度做到
人尽其才，促进合理流动，真正把优秀人
才选出来、用起来。

每个人都有专属成

才“剧本”

“想留的留不住，想提升的却被‘卡
脖子’。”在某团政治工作处主任肖鹏涛
的记忆中，前几年人才队伍结构矛盾带
来的“痛点”历历在目——

因学历受限，通信连“维修大拿”邱
开化遗憾离开军营；因超龄，优秀提干
生杨春阳在连长岗位上无奈“转身”；由
于专业不对口，取得计算机应用技术硕
士学位的一名军官，却被某民营企业挖
走……

究竟是什么造成这般遗憾和无奈？
“正值‘当打之年’的骨干人才走

了，能不可惜吗？”在肖鹏涛看来，随着
士兵考学提干、士官保留、干部任免政
策制度日臻完善，工作机制稳步健全，
给骨干成长提供了广阔平台。但不可
否认，缺乏精准定位的人才培养“施工
表”“路线图”，官兵成长更多的是“随遇
而安”。这也导致骨干人才发展出现
“长短腿”现象，成为人才接续培养使用
的“硬伤”。

有了大舞台，没有好剧本，依然难出
彩。随着新疆军区人才群体建设规划逐
步落地，天山南北绘就一张“顶层设计人

才精准培养、跟踪培养、融合培养”的蓝
图，各部队相继制订出台官兵成才“剧
本”，实现了人才精准培养，各类人才加
速成长并产生集聚效应。

某合成团“猛虎三连”连长刘威，是
一名从优秀士兵快速成长起来的“标兵
连”主官。

2016年，刘威结束任职培训返回团
队。第二年他便代表陆军参加国际军事
比赛，所带车组夺得“安全环境”核生化
侦察课目所有项目第一名。刘威被赛事
主办方评为“最佳侦察员”“优秀组长”，
并荣立一等功。

紧接着，刘威多次在重大演训任务
中打头阵。2018年，他光荣当选为团中
央候补委员；去年，他被中央军委表彰为
“全军军事训练先进个人”。

翻看团队为刘威制订的成才“剧
本”，你会发现，下一步，他还将到机关任
职，随后前往军队院校继续深造。

同样，说起自己的成才“剧本”，某团
维吾尔族中士阿卜杜热合曼·谢热普动
力十足。

2016 年刚入伍时，阿卜杜热合曼·
谢热普认识的汉字不多，语言表达能力
也不强。这导致他接受能力差，专业训
练成绩的提升受到制约，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他成长成才。

为此，连队精心为阿卜杜热合曼·谢
热普制订一份成才“剧本”：指派专人教
他学汉语，一对一帮带训练，推荐他参加
上级组织的演讲比赛……

一年后，阿卜杜热合曼·谢热普不
仅能流利地读报，训练成绩也名列前
茅。2019年，他代表陆军参加国际军事
比赛“军械能手”项目的比拼，获得“轻
武器修理”接力赛班组第一名、单项赛
第一名、“修理排”接力赛第一名，被赛
事组委会表彰为轻武器“最佳射手”，荣
立一等功。

一份份成才“剧本”，助力越来越多
的官兵在火热军营发光发亮——

新疆军区人才储备向新调整组建部
队、新型作战力量单位、新列装专业岗位
聚焦。去年以来，近 2000 名骨干人才，
赴 20多个生产厂家和科研院所跟训培
养，在完成急难险重任务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

发光发亮为了啥

每个人都有权利去选择自己要走的
路。

参军入伍，有人为了考学入党，有人
为了提干，也有人为了那枚金灿灿的勋
章……

新疆军区一名领导告诉记者，带兵
人的责任，就是要帮助官兵把自身愿望
与实现强军目标统一起来，为完成好练
兵备战和戍边守防任务添砖加瓦，助力
人才方阵不断壮大，人才活力竞相迸发。

某团合成三营九连班长马帅告诉记
者：“给任务就是给荣誉，发光发亮就是
为了提升打赢能力。”

2016年，新疆军区组队代表中国陆
军赴俄罗斯参加军事比赛，马帅所在小
组作为替补随队出征。

教练员方政刚记得，那段时间，每天
早晨 5点，马帅就和战友驾驶坦克到训
练场，一遍一遍练习瞄准。马帅并没有
因为自己是替补而有所懈怠。

单车赛期间，一名炮长临场发挥失
常，带队领导临时决定：马帅出战。最
终，他不负重托，取得 6个目标全部命中
的好成绩。

2017 年，“苏沃洛夫突击”国际军
事比武竞赛如约而至。面对新型装备，
马帅决定报名参赛。就在赛前半个月的
一次模拟考核中，他却因一个小失误，丢
掉了竞争资格。

第二年，马帅再次报名参加“苏沃洛
夫突击”。这一次，他认真研究新装备性
能，刻苦学习射击本领。小到上车路线、
动作、步数，大到风速、温度、弹道的最佳
射击时机，他努力摸索提高成绩的方法，
练就“人车合一、精准操作”的硬功夫。

那一战，在车组乘员的共同努力下，
马帅和战友摘得单车赛、接力赛的桂冠，
并打破了该项比赛的纪录。
“荣誉，是献给组织培养最好的礼

物。”看到赛场上空五星红旗高高飘扬，马
帅深深感受到作为一名中国军人的自豪。

新疆军区部队驻守着祖国五分之一

的领土，练兵备战和戍边守防任务繁
重。为圆满完成使命任务，军区党委把
助力官兵“发光发亮”作为重要战略工
程，持续推进，越来越多人才汇入强军兴
军的洪流。

某陆航旅一级飞行员、营长高岩认
为，多一名发光发亮的官兵，未来战场上
就会多一份胜算。

直升机夜间野外无依托着陆，曾是年
轻飞行员心存畏惧的一项训练课目。为解
决这一制约战斗力生成的“心病”，高岩认
真梳理训练的难点细节，分析直升机着陆
期间的空中姿态和注意事项，探索总结出
直升机夜间野外无依托着陆“六步法”。这
一方法大幅提升了训练质效，不到一年时
间，全营该课目通过率大幅提升。
“升空就是战斗，战场上我们都是主

角。”从助战到主战，从配合保障到空地
一体、体系破击，再到联合作战、全域出
击，这些年，高岩带领全营官兵不断拔高
临界训练条件，加大年度高原课目训练
比例。

一次抗震救灾行动，高岩受命带领
2架直升机紧急飞赴灾区。复杂气流使
直升机剧烈颠簸、难以驾驭。凭借着多
年潜心摸索出的经验，高岩与机组成员
密切配合，最终成功降落，架起通往灾区
的“空中生命线”。

那一刻，在灾区群众眼中，高岩和他
的机组成员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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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里 有 群 发 光 发 亮 的 官 兵
■本报特约记者 黄宗兴 特约通讯员 肖承槟 唐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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