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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渊 潭

长城瞭望

某部在训练中不搞“一锅煮”“齐步

走”，而是采用小班化教学、差异化编

组、精细化补差等办法，有效提升了训

练效益。这种精准施训、分级组训的科

学组训值得提倡。

军事训练是生成和提高战斗力的

基本途径，是高级的军事实践活动，有

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要求。科学组训，

就是按照军事训练的内在和外在规律，

统筹加强军事训练内容、法规、标准、保

障等方面建设，从实战出发从严从难组

织和指导的训练实践。一支平时科学

组训的部队，必然是能打胜仗的部队。

一支能打胜仗的部队，也必然是平时科

学组训的部队。

新一轮国防和军队改革对我军进行

了整体性、革命性重塑，新的领导管理和

作战指挥体制、新的规模结构和力量编

成已基本确立，训练环境和条件也呈现

出许多新的阶段性特征。“世异则事异，

事异则备变。”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

新要求，军事训练只有跳出不合时宜的

思维定势，以科学组训出质量出效益，才

能充分释放改革效能，提高训练与实战

的耦合度，推进军事训练转型升级。

近年来，全军部队在科学组训上下

了很大功夫，取得明显成效。但仍有部

队的组训离“科学”还有不少距离，训练

计划大而化之，训练实施“一刀切”“一

锅烩”，训练考评有战略缺策略，有目标

欠指标。这些都耗费资源耗费时间，急

需以目标为导向、效益为原则，推进组

训方法转型。

军事训练大纲是开展军事训练的

基本依据。按纲施训就是科学组训。

训练大纲把科学练兵、精细管理、集约

高效确立为指导原则，目的就是要提高

训练资源向战斗力转化的效率。“不知

致治之要，则心愈劳而事愈乖”。各级

指挥员在训练组织中，都应认真想一

想：每一颗子弹、每一滴汗水，是不是真

正达到了训练目的？

我军一名军事家指出：“没有因人

而异的训练就不是科学训练。”“雪枫

旅”的训练高招是量体裁衣订计划、逐

人分餐练课目；“时代楷模”郝井文的组

训绝招是定量分析、精准组训。针对不

同任务、不同装备和不同人员技战术水

平，因人施训、分类组训、分级细训，科

学确定训练目标、内容、标准和编组，有

助于实现作战能力“步步高”。

效益是检验组训是否科学的重要标

准。大水漫灌不是科学组训，各自为战

更不是科学组训。多设置技战术融合的

综合课目，多统合保障相似的训练任务，

多安排互为条件的对抗演训，“打一发

弹”就把攻防双方都练到，演习一次就把

涉及到的单元和元素都练到，多些模拟

化、网络化、对抗性训练，多探索“科

技＋”“网络＋”等训练方法，如此才能在

提高训练效费比中提高训练科学性。

训练科学不科学，能不能打胜仗，最

有发言权的是对手。兵法云：“知彼知己，

百战不殆。”知彼的“彼”，不是模糊的想

定，而是真实的“对手”。研究对手，不能

停留在书本上，而应体现在实践中。未来

面对的对手有多强，平时训练模拟的“假

想敌”就要有多强。尤其是指挥训练、战

术训练，既要练好依照条例打仗的基本

功，更要尽可能灵活构设敌情威胁，从而

把兵练活。

科学组训不是降低难度，巧练更不

是投机取巧。相反，科学组训，更应不

断提高对抗的难度、强度、危险度。未

来战场地形地貌、气象条件、电磁环境

等异常复杂，要求部队必须具备极强的

快速适应能力。平时训练中，要突出野

战临战强训，把部队拉到与任务相似地

区，以实案为依据，开展以解决重难点

问题为目的的野战化临战训练，在难

局、残局、危局中锤炼先敌一步、高敌一

筹的打赢本领。

科学组训，关键在各级指挥员。现

代战争发展很快，指挥员如果不学习、

不抓紧学习，抓训练就不可能抓到点子

上，更别说带兵打仗了。懂作战、会指

挥，首先必须善组训、真抓训。在军事

训练形态、内涵、要求都与过去大不一

样的今天，各级特别是高级指挥员只有

拿出只争朝夕、如饥似渴的劲头，集中

精力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坚

持实战实训、联战联训、科技强训、依法

治训，发扬优良传统，强化改革创新，多

谋科学组训之策，才能全面提高训练水

平和打赢能力，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

军目标、把我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提供坚强支撑。

（作者单位：69230部队）

科学组训出质量出效益
■屈 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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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论坛

“同样是陌生工作，你们刚做一遍

咋就很老练的样子；大家反复抓都难见

成效的事，你们见效咋那么快？”近日，

在某试验训练区部队建设经验交流会

上，某部领导分享了他们抓建效果又好

又快的体会——常“省”才能“省”。

这话怎么理解？该部领导解释，

省，这个字很有趣，读xǐng的时候它

是反思的意思，读 shěng的时候它是

节约的意思，这启示我们，事后多反思，

下次工作就能节省力量。这名领导举

例说，他们在摸索“金娃娃”般昂贵的某

新型装备试验方法时，每训练一次就组

织个人反思、视频回放，很快总结出规

范操作流程，既减少了装备耗损，还节

省了试验小时，更节约了人力物力。

其实，以反思促节省，我们的老祖

宗早就讲过。“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

己”“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濯清泉以自洁”等等，这些古语都是

在强调反省对修身和成才的重要性。

现实生活中，那些看似轻松就实现目

标的人，也多是因常反思让自己少走

了弯路，找到了捷径。从相当意义上

说，反思精神是人生的一大财富，是让

自己减少失误错误，驶向成功高速路

的有力武器。

战争年代，我军之所以能打一仗

进一步，原因之一就是善于反思。毛

泽东同志多次告诫部队，训练作战应

“详举战例”，特别要“引证不良战例以

为鉴戒”。彭德怀同志也说：“不论怎

样忙，每月总要抽半天时间，把自己做

过的事情认真检查一遍，看哪些做对

了，哪些做错了，以便少犯错误或不犯

错误。”战争不是“愉快的冒险”，而是

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国之大事”。尽

管胜败乃兵家常事，但打仗没有“如

果”，更不会“重来”，靠“吃一堑”来“长

一智”，代价实在是太大了，还是应尽

最大努力避免。当年，正是因为我军

众多指挥员坚持以这种“不贰过”的态

度反思得失，才使“部队的打仗水平有

了让我们极其高兴的提升”。

数学家华罗庚曾说：“智慧的人，总

是会避免掉进同一个坑里。”在部队，个

别官兵干工作时为何耕耘多收获少，有

的干部为何总在同一个地方摔跤、习惯

于犯同样的错误？有的官兵为何忙忙

碌碌却碌碌无为？原因之一就在于“亡

羊”后未“补牢”，“痛定”后没“思痛”，跌

了跟头没能捡个明白。对这类反复犯

错而不反思原因的人，有人这样戏谑，

“你不是忙了365天，而是把1天重复了

365次。”

当前，练兵备战、政治教育、战备执

勤，部队工作可谓千头万绪。常言道，

磨刀不误砍柴工。越是工作繁多，越要

讲究科学；越是时间紧迫，越要反思总

结。比如在忙完一阵工作后，琢磨一下

收获有哪些、不足有哪些、还有哪些能

改进，像竹子一样边生长边总结，这样

才能不长歪、节节高。

1990年6月，陈云同志在谈到如何

高效工作时说：“你们现在的工作，比

我们那个时候要难做。而且，有许多

紧急事情要处理。但是，要拿出一定

的时间‘踱方步’。”“踱方步”，不是指

简单的身体运动，而是指经常性的大

脑运动。“心苦”多了，辛苦就少。工作

结束后，夜深人静时，经常“踱方步”，

对干过的、在干的工作多比较、常反

思，就能不走“乱步”，走好“快步”，有

序有效推动工作进展。

（作者单位：63850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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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观澜

近日某部出台规定，要求机关在检

查基层时要多看后院，少看展板，“不得

把本本多少、笔记页数作为评定成绩的

主要标准，要多些嵌入式检查，促进基

层强内功。”

这样的规定，确有针对性。个别基

层单位，在迎检迎考上很用心：展板“漂亮

花哨”、笔记“工整深刻”、观摩课目“很有

看头”。而一些机关干部在考评基层时，

看展板多、听汇报多、找座谈“专业户”聊

的多，基层建设究竟怎样，却搞不清楚。

客观讲，利用展板展示建设情况，

形象直观，一目了然，不是不可。但过

了头，把形式搞成形式主义，就把劲使

偏了。检查考评时，机关干部也不是不

能看展板，但这只是“望闻问切”的

“望”，全面考评基层，还须在“闻”“问”

“切”上下功夫。

“当把问题的根源找准了的时候，

问题其实已经解决了一半。”找到问题

根源，靠能力也靠作风。像罗荣桓元帅

要求的那样，“更多深入班排，能一起参

与部队的军事活动更好”，既能找准问

题，又能密切官兵关系，何不再多些这

样的考评？

（作者单位：武警警官学院）

看展板更看后院
■冯 杰

最近看到这样一则新闻：即将大降

温，一名士官给机关打电话，希望降温

前给士官公寓的各住户装上棉门帘。

机关干部回话，已列入送温暖之列，等

雪花飘起来的时候，就会尽快去装。

急需时给以的帮助，叫雪中送炭。

但笔者觉得，雪中送炭虽好，但救急难

免慌乱，难免不周。提前了解基层所

需，未雨绸缪，“不等基层开口，实事办

到心头”，这样的雪前送炭，岂不更好？

雪前送炭的好处显而易见，为什么

个别领导和机关干部非要等到下雪

呢？无非是这些人认为，以漫天雪花为

背景的送温暖，更“好看”，更能显示自

己心系基层的形象。这种办好事还等

“雪”的做法，显摆自己在首位，温暖官

兵是其次，本末倒置。

一首歌这样唱道：“因有你的牵挂，

我这里每天是春天。”古人云：“夫病已

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

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服务基

层是领导机关的本职、分内之事。解难

尽快，服务尽早，人员全时在线，态度四

季恒温，这才是真正的心系基层，情暖

官兵。

（作者单位：66389部队）

把炭送在下雪前
■焦婧宇

年终岁尾，各单位都会对新年度工

作谋划一番，做些决策。如何让决策更

准确、更具前瞻性？国外一名管理学家

给出的答案是：“关键在于你能否珍视

异议，认清异议的意义。”

对于异议，这名管理学家格外珍

视。他说：“没有任何不同意见时的决

策，往往风险最大。”“我最高兴看到决

策前的激辩，一个公司强起来，往往得

益于求同前先存异。”心理学家查兰·奈

米斯很认可这名管理学家的理念，并在

其著作中发问：“为什么群体智慧有时

会招致风险，而异议却常常是创新和正

确决策的驱动力？”

其实，我国古代先贤早就认识到异

议对决策的重要性。早在商代，贤臣伊

尹劝谏开国之君商汤“言能听，道乃

进”，意思是说，能听得进各方面的意

见，才能使治国之道不断完善。“兼听则

明”“从善如流”“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

之谔谔”等成语、金句，都是在告诉我

们，“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别而听之则

愚，合而听之则圣”。

历史上，善治局面的形成、科学决

策的诞生，无不是集纳众人之言的结

果。齐威王听取邹忌谏言，下令奖赏进

谏者，以至“虽欲言，无可进者。燕、赵、

韩、魏闻之，皆朝于齐”。唐太宗虚心纳

谏，正视错误和不足，营造出良好政治

风气。

而不听、屏蔽，甚至打击异议，结果

往往都很悲惨。比如商纣王，视异议为

“恶言”，最后落得国破家亡。再比如官

渡之战前，袁绍“拒谏饰非，不纳良言”，

而“嗟余有两耳，未省听丝篁”的曹操，

对待异议是“握发吐哺、兼听广纳”。对

此，历史学家张大可指出：“单是从‘耳

朵的对比上’，曹与袁便高下立见，胜负

既定。”

一般来说，上级比下级水平要高一

些，认识问题要深刻一些，考虑问题要

周到一些，但这并不等于说上级时时、

事事都高明。更何况，术业有专攻，真

理有时确实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江河

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镒之裘，非一狐

之白也。”决策时，广开言路、从谏如流，

就会多些参考系数和认知视角，“阻止

我们对多数派的盲从”“能激发发散性

思维，让决策更接近规律和真理”。

近代著名篆刻家吴昌硕，受《墨

子》名句“一耳之听也，不若二耳之听

也”启发，制作出“二耳之听”印章，留

在身边惕励自我，以此表达善听异议

的胸襟。当年三峡工程大江截流成功

后，有人问水利工程学家潘家铮：“谁

对三峡工程的贡献最大？”潘教授回

答：“那些反对三峡工程的人对三峡工

程的贡献最大。”

“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我们党

对异议历来重视。党的十六届四中全

会《决定》指出，“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

等讨论的环境，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

话、讲心里话。”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强

调，“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对各种

不同意见都必须听取，领导干部特别是

高级干部必须带头从谏如流、敢于直

言。”

为什么领导对不同意见要认真听

取？从根本上说，这是实施正确领导和

决策的需要。任何领导者要实现领导

目的，都必须保证决策正确。正确的决

策来自对各方面信息的综合分析、对形

势的正确判断，而这些一般不是领导者

个人所能做到的。正如古人所说，“一

人之耳目有限、思虑难周，非集思广益，

难以求治。”

彭真同志常说，党委决策前一定不

能随意，而要“八面树敌”。对待不同声

音的态度，考验着决策者是否真心实意

发扬民主，是否真心实意尊重官兵的参

与权和表达权。能否善待不同意见，检

验一名领导的胸襟与气度，检验一个单

位的开明与自信。

现在，“深水区”的改革越来越难，

“摸着石头过河”的风险很大，“悔棋”的

代价更大。各级党委只有在决策时珍

视异议，以争鸣求共鸣，才能以民意的

广度提高决策的准度，推动强国强军事

业破浪前行。当然，珍视异议并不是否

定集体智慧。对提异议的人来说，如果

异议没有被采纳，还是要坚决服从集体

决策，真正做到“关起门来各抒己见，打

开窗户一个声音”。

（作者单位：陆军边海防学院）

珍 视 异 议
■任纪象

画里有话

近日，曾3次带新兵的一名干部，跟

新训干部骨干分享自己的带兵体会时

说：“人每只手有5个指头，你对新兵常

使用哪个指头，影响你的带兵质量。多

竖拇指，是带好新兵的小窍门。”

在“手指语言”中，拇指与食指的位

置相邻，但隐含的意思相反——竖拇指

意为肯定、赞许、欣赏，伸食指意为否定、

指责、怪罪。一竖一伸，看似普通，但影

响新兵心理温度，也反映新训干部骨干

对待新兵的不同态度。

希望得到认可、鼓励和赞赏，是人的

天性。莎士比亚说：“赞美是照在人心灵

上的阳光。没有阳光，我们就不能生

长。”对新兵而言，初到军营难免会“慢半

拍”“跟不上”，甚至“掉链子”。这时候，

新训干部骨干多用欣赏和发展的眼光看

待他们，对新兵的点滴进步常竖大拇指，

就能唤起新兵的自信，鼓舞新兵的斗志。

相反，如果对新兵训练成绩进步慢

指点少而指责多，对出现的挫折缺点总

是看不顺眼，动不动就点名批评，则可能

会让新兵产生自卑心理。一项调查显

示，在影响官兵扎根军营的因素中，“不

被认可”是一个重要原因。

陶行知先生曾呼吁：“我们要有欣赏

性的改造。”所谓“欣赏性的改造”，就是

善于发现每名官兵身上的闪光点和特

长，相信每个人都是可塑之才。一名全

军优秀基层干部的带兵秘笈是：多露笑

脸，少皱眉头；多说咱们，少说你们；多走

过去，少叫过来；多指点，少指责。优秀

带兵干部骨干用他们的实践告诉我们，

新训干部骨干眼里有光，新兵心里就会

有劲。

“当你把食指伸向别人的时候，其余

四个指头正指向你自己。”没有带不好的

兵，只有不会带兵的人。多想想自己当

年初到军营的渴望，多想想自己作为新

兵军旅第一领路人的职责，把新兵每次

哪怕1%的进步当作最美丽的风景，如此

方能在竖拇指中激励新兵成长成才。

当然，强调竖拇指并不是杜绝批

评。树木成长既需要浇水施肥，也需要

修枝剪叶。会批评也是大学问。善于运

用规劝、批评、惩戒等方式对长歪的“枝

蔓”及时修剪，让新兵在“兵之初”就明是

非、守规矩，对新兵的成长进步也是必要

的、必需的。

（作者单位：武警恩施支队）

新兵的每一点进步都是好风景
■曾春利

磨刀不误砍柴工。越是

工作繁多，越要讲究科学；越

是时间紧迫，越要反思总结。

“心苦”多了，辛苦就少。

工作结束后，夜深人静时，经

常“踱方步”，对干过的、在干

的工作多比较、常反思，就能

不走“乱步”，走好“快步”，有

序有效推动工作进展

漫画作者：陈镇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