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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海拔 5000 多米的风雪考场
上，新疆军区某合成团营长刘彦强，有
种巅峰对决的感觉。

隆冬时节，雪域高原气温降至-32℃。
正在这里驻训的新疆军区某合成团
派出精兵强将，参加师优秀“四会”教
练员考核，一场“武教头”争夺战激烈
上演。
“右臂向前平伸直，竖起拇指闭左眼，

右眼视线过指侧，对准目标不要偏……”
在“观察报知与指示目标”课目教学考核
中，刘营长声若洪钟，归纳的动作要领简
洁明了，且易学易记。“真棒！”记者在现场
暗暗为他叫好。
“停！一伙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

向我前沿靠近，命你部迅速前出侦
察……”正当刘营长凝神讲解时，
考核员突然打断了他，临机给出一
个“敌情”。

没想到，此次考核还有“附加题”。
奔袭、卧倒、翻滚、出枪……瑟瑟寒风

中，刘彦强带领示范班快速前出，占领
有利观察位置，判别方位、架设器材、搜
索目标……很快，一则情报信息通过北
斗手持机回传考核组。

走下考场，刘营长感慨：“在高海拔
地区，每做一个动作都十分吃力。考核
难度增加了，实战味越来越浓了！”
“一名合格的陆军指战员，要具备

能在任何地方打仗的本领。”考核组负
责人、新疆军区某师副参谋长王心文介
绍，此次考核着眼提升部队全域作战能
力，充分利用驻训地恶劣的自然环境，
通过以考促训的方式，培养一批真正懂
军事、精教学、会组训的“武教头”，为新
年度训练打下坚实基础。

说话间，某连中士方是栋全副武装
走上考场。
“嘀嗒嗒、嘀嘀嘀嘟——”就在他进

行“自救与互救”课目讲解时，身边的司
号员突然吹响了冲锋号，一时间，枪炮
声、爆炸声和战车轰鸣声，伴着喊杀声
响彻全场。原来，这是他运用情景诱导
法模拟实战环境，进行自我加压的一种
方式。“0001、0002、0003……”只见方是
栋稳住心神，将右手食指和中指轻压

“伤员”颈部，一边判断“伤员”生命体
征，一边进行心肺复苏动作示范。站在
一旁的考核员，目睹他精心设计的这一
幕，不禁频频点头。

翌日，雪域高原上的多个地域，铁
甲驰骋、硝烟弥漫，“装甲抢救”“战斗
队形”和“上下铁路平车驾驶”等教学
法课目考核相继展开。教练员杨增
松、冯斌精神抖擞，指挥有方，出色完
成各个课目演示，略显疲惫。就在昨
夜，他俩与其他教练员连续接受军事
理论、教案编写和多媒体制作等 3 个
课目的考核。

全部课目考核刚刚结束，复盘检
讨活动旋即在全团展开。针对考核中
暴露出的短板弱项，该团党委一班人
和官兵们坚持刀口向内，深入剖析原
因，积极研究对策，精心制订补差训练
计划。

茫茫雪域，优秀“四会”教练员究
竟花落谁家？截至发稿时，考核最终
结果还未出炉，但该团已掀起了新一
轮群众性练兵热潮。记者穿行该团各
个驻训点，处处可见龙腾虎跃的练兵
景象。

新疆军区某合成团参加上级组织的“四会”教练员考核，海拔

5000多米的高原上演—

“武教头”争夺战
■本报记者 李三红

一线直播间

前段时间我发现，战士们在休息时
间总是捧着手机玩个不停，有的甚至在
训练间隙也要聊上几句打手游的心
得。为防止战士们沉迷手机，影响训
练，我便要求只有完成训练任务量，才
能在休息时间使用手机。

起先，大家为了能用上手机，训练
积极性和成绩都有所提升，但就在我为
此得意之时，最近一次考核成绩却出现
了滑坡。

哪里出了问题？我跑到各班查看
情况，发现不少战士虽然在加班训练，
但大部分人显得无精打采，动作也是有
气无力。面对我的疑问，警卫班班长金
银博给出回答：“一开始，将手机使用作

为完成训练的奖励，效果确实立竿见
影，但时间长了，大家心里就产生了不
满……”

原来问题还是出在手机使用上：成
绩好的同志能够轻松完成训练拿到手
机，没有了紧迫感，训练起来便懒懒散
散；成绩差的同志则难以跟上进度，即
使努力仍没有使用手机的“资格”，因此
丧失斗志——作为奖励手段的手机使
用反而成了思想包袱。

为改变这一现状，我组织了一场恳
谈会。“训练成绩上不去，少用一会儿手
机是应该的”“休息时间使用手机是大
家的权利，和军事素质高低没有关
系”……会上，大家各有看法，最终，旁

听的教导员肖安给出意见：条令规定，
基层官兵在由个人支配的课外活动时
间、休息日、节假日可以使用手机，不应
将此当作额外奖励。

会后，我立即取消使用手机的“附
加条件”，并以此事为契机，收集整理规
范日常管理的 10 余份意见建议，用于
改进工作。

战士们卸下思想包袱，训练起来斗
志昂扬。“中队日常管理更为人性化，大
家心气顺了，训练成绩自然就上去了！”
战士江文龙感慨地说。前不久，他打破
中队5公里武装越野课目纪录，登上“龙
虎榜”成为“训练之星”。

（邓东海、寻树文整理）

别 把 权 利 当 奖 励
■武警岳阳支队勤务保障大队警勤中队中队长 饶 驹

评功评奖告一段落，本是热门候选
人的伪装班班长王文树与三等功失之
交臂。虽然事后他工作训练劲头丝毫
不减，但我担心他这是用工作自我麻
醉，于是经常找时机对他重点表扬，希
望他心里能够好受一些。

这两天，连队组织装备保养，王文
树脏活累活抢着干，一个人就整理晾晒
了 10 张伪装网。晚点名时，我立即对
他进行表扬：“虽然没立成三等功，但王
文树并未因此消极颓丧，这次装备保
养，他的干劲最足，大家要向他好好学
习！”然而，王文树听完我这番话后却显

得有些失落。
回想最近几次表扬王文树的场景，

他似乎都情绪不高，这让我不禁皱起了
眉头。

熄灯前，我拉着王文树坐在篮球架
旁，一包花生两瓶水，拉起家常，不动声
色地将话题引向表扬一事。“对这次评
比结果，我其实没那么在意，继续努力
工作就是了。我是连队骨干，干好工作
的觉悟是有的，您不用处处表扬安慰。”
在我的询问下，王文树缓缓袒露心声，
“这次装备保养，连里人少任务重，大家
都干得很辛苦。但您只点名表扬了我，

让大家觉得这是用表扬作补偿，反而让
我难堪……”

回到宿舍，我想了许多。原来战士
们的心没有想象中那么敏感，是我思虑
过多，反而让普普通通一件事变得敏感；
原来表扬用不好会变成打击，不仅不能
起到激励作用，还会让人心生反感……

第二天，一切工作如常，王文树仍是
干劲满满。晚点名时，我依旧表扬了他，
但不只有他，几名表现突出的骨干也在
表扬之列。余光扫过王文树时，我看见
他嘴角上翘，脸上是高兴和轻松的笑容。

（庄小好、黄泓伟整理）

莫 用 表 扬 作 补 偿
■南部战区陆军某旅伪装连指导员 杨文涛

营连日志

“依法抓建基层·一规一例”

★《军队基层建设纲要》规定：
不得向基层索要文字材料，硬性

规定撰写笔记日记篇数、心得体

会字数。

“讲得这么明白，战士们怎么还是不

懂？”近日，笔者在工作中发现，不少基层

教育骨干总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教案

框架清晰、条理分明、事例鲜活，课堂气

氛也很活跃，但下课后，官兵对教授内容

常常仍是一知半解。

由此，想到国外科学家做的一个

实验：一人敲击桌子打出乐曲节奏，另

一人根据节奏猜出曲名。然而，不论

是多么耳熟能详或者简单的乐曲，听

者都很少成功猜出曲名。敲击者大多

感到困惑：自己已经把节奏敲得准确

又清楚，为什么对方就是猜不出？这

是因为，敲击者在敲击时已经知道乐

曲的名字，脑子里播放乐曲的旋律，属

于先知先觉、先入为主，而听者那里却

没有这些预设信息，所以很难听懂猜

中。

实验者将这种现象称为“知识的

诅咒”,即当拥有某种知识后，很容易在

“对方与我们认知对等”的误解下思考

交流，但由于认知维度不同，对方实际

上很难理解接收到的信息。

在部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

中，上级与下级、教育者与受教者，由于

年龄、阅历以及成长环境的差别，普遍存

在知识储备、认知水平、工作经验的客观

差距。加之授课人在备课过程中，会不

断搜集素材资料，反复深入研究思考，这

使他们大脑中的“知识模型”远比听课人

成熟完善。当这样的授课人带着“人无

我有”的认知背景去授课，就极易自以为

传递出“形象清晰”“简单明了”的信息，

殊不知听课人如堕五里雾中。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由“灌输”到

“唤醒”的过程，要想实现高质效的教

育，教育者要与受教者的思维同频共

振，切忌一味拓宽知识广度、提高思想

深度，而忽视官兵的接受程度。

授课中，要紧扣官兵这个教育服务

主体，善于换位思考，充分调查研究，精

准把握官兵认知水平、接受程度，在此基

础上再去调整授课内容方式。这样才能

把准官兵的思想脉搏、跟上官兵的思想

鼓点，推动教育入脑入心、触及灵魂。

教育授课要考虑官兵的理解能力
■张 鹤 刘艺爽

1月4日，武警新疆总队某机动支队官兵展开为期5天的冬季野营拉练，拉开新年开训序幕。图为拉练途中，官兵就地

休息，准备单兵自热食品。 董 虎摄

闪耀演兵场

近日，武警

云南总队红河支

队组织特战队员

进行综合演练，

围绕长途武装奔

袭、捕歼战斗、山

地反恐、夜间解

救人质等课目，

锤炼检验特战分

队打赢能力。图

为特战队员穿越

“染毒”区。

李 义摄

在“提高政治能力”专题教育学习
后，一篇不少于 1500字的心得体会，难
住了北部战区陆军某旅警卫勤务连上
等兵张金瑞。

这个训练场上的“小老虎”，在学习
室里待了半天只憋出两行字。但想到
上次因写读后感“引用”过多而挨的批
评，他只能继续冥思苦想。

类似的痛苦，中士史冬金也经历
过。2020年底，机关评选年度“保障尖
兵”，经过层层筛选，负责机关食堂工作
的“等级厨师”史冬金本已顺利入围，却
在最后关头被一道门槛拦住——上交
800字个人事迹材料。

煎炒烹炸是行家，舞文弄墨门
外汉。史冬金绞尽脑汁、熬夜通宵
写出的事迹材料很快被机关打回，
理由是：事迹不够突出，思想不够
深刻。
“参加评优评先，提供事迹材料无

可厚非，但对我这样一名战士提这么高
的要求，是不是有点过了？”心里虽这么
想，但史冬金还是找班长指导、向排长
请教、请指导员把关……即使这样，他
的个人事迹材料仍反复修改了 5次，才
勉强过关。

2020 年年终总结期间，旅政委章
海军在该连蹲点。座谈会上，官兵们
说到这类现象颇有共鸣：上课忙记
录，大标题套着小标题；课后写体会，
不管理解与否都要“深化升华”；写文
章 报 材 料 ，字 数 、质 量 都 是“ 硬 杠
杠”。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
施行后，这种现象有所改变，但新情

况又出现了。
比如，读书活动结束后，机关不再

规定每名官兵撰写读书笔记，但要求每
个连队展出优秀读书笔记。一位老班
长说，“绕来绕去，基层官兵不光要写，
标准还更高了。”

指导员吕远对此深有体会：“现在
有些材料不是以材料的面目出现的，
也说不上是‘索要’，但基层还是不
胜其烦。”有一次，机关要求营里上报
晚会组织详细方案。为此，教导员带
着几个指导员连续干了几个通宵。吕
远反映：“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机关既
不索要材料，也不要求上报材料，而是
让基层派人协助他们撰写材料。这样
做，基层负担更重、压力更大。”

来自基层的呼声让章海军眉头紧
锁，意识到问题所在：虽然新《纲要》已
有明确规定，可各种文字材料仍改头换
面压向基层。
“不能让官兵总围着材料转。”旅交

班会上，章海军的发言让不少机关干部
面红耳赤，“新《纲要》中的有关规定就
是为了减轻基层负担，让官兵聚焦备战
打仗，可实际工作中，总有人沿袭惯性
思维……”

随后，他们围绕“依法抓建基层”展
开讨论，认真分析基层建设形势，对落
实“十个不得”规定搞变通的思想行为
进行了反思。此外，他们通过开展机关
基层双向讲评会，测评机关服务满意
度，开通网上意见直通车等方式，充分
征求官兵意见，对反映强烈的问题逐一
整改。
“记笔记关键是便于学习记忆；心

得体会就要写真情实感，三五行不嫌
少、三五页也不嫌多。”听着指导员宣
布的新要求，张金瑞终于卸下了心理
包袱。训练场上，又重现他生龙活虎
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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