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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时节，滇中腹地冷雨霏霏。
武警楚雄支队开展“魔鬼周”极限训
练，机动中队特战三班正在进行战伤
救护演练。

导调组给出的情况是：三班队员
刘恒大腿中弹，血流不止，伴有骨折，
请三班立即对伤员受伤部位进行处
理，并将伤员转移到指定安全地域。

完成对“伤员”的止血包扎固定后，
班长许荣凯带着队员抬着担架，在泥泞
不堪的林间小道上进行最后冲刺。
“再咬咬牙，一班快被甩开了。”看

着后面紧追不舍的特战一班，扮演“伤
员”的刘恒恨不得立刻翻身下地和队
友们一起冲向终点。

路面起伏湿滑，战士庞朝威抬久
了担架，手臂有些酸软，速度渐渐慢了
下来。想了想，他把刘恒的大腿抬到
了肩上，这样一来不仅手上更稳当了，
脚下的速度也加快了。

这一幕恰好被跟队监督的导调员
杨川南看到了，他在心里嘀咕：“‘伤
员’的腿已经固定好了，为什么还把它
抬到肩上呢？这样做会造成二次伤害
啊。”
“能这样搬运伤员吗？”杨川南想

上去提醒，但忍住了，因为“魔鬼周”训
练的评估标准对此行为没有禁止，只
规定要在出发地检查止血、包扎和固
定是否做到位，并明确按照完成用时
计算成绩。

战伤救护演练结束，特战三班如
愿夺得第一。

在吃午饭时，杨川南说起这件事，
引起了负责此次“魔鬼周”训练的支队
参谋长徐永建的注意。他发出疑问：
“这样做肯定是不符合实战要求的，队
员们难道意识不到吗？”
“大家未必不知道这样做不符合

实战要求。”特战排排长陆卫杰接过
话头，“标准制订得不够详细，大家
为了追求荣誉，会认为‘法无禁止
皆可为’。类似的问题之前也常有发
生。”

一次战伤救护课目考核，机动中队
下士孙国辉面对的情况是：伤员腹部中
弹，血流不止，立即进行止血包扎。

孙国辉在用止血棉完成按压止血
后，用绷带一圈圈包扎“伤员”腹部。
这时，扮演“伤员”的上等兵杨旭升自
然地抬起双手给予配合。很快，孙国
辉完成了考核，用时比其他人快了好

几秒。
在一旁同样充当“伤员”的中士李

明目睹了全程。他调侃杨旭升说：“你
是腹部中弹，这种情况下早就疼得快
休克了，哪还有力气抬手？”

李明的话让杨旭升尴尬不已，可
他转念又想：“考核标准没规定我不
能配合啊。管他呢，我又不是真的中
弹了。”

这也难怪，战伤救护演练评估标准
是参考日常训练标准制订的，而日常训
练注重考察止血、包扎、固定、搬运等过
程和方法是否掌握，对具体情况如何处
置并没有作出详细规定。
“仗怎么打 ，我们就应该怎么

考。实战演练的成效，要靠清晰明确
的评估标准来检验。”徐永建说，要从
这次暴露的问题中吸取教训，着眼细
化演练评估标准，实现考核与实战的
对接。

据悉，结束此次极限训练后，该支
队组织不同课目专业教员集中研讨，
还邀请卫生队军医等专业人士“客串”
指导，对“魔鬼周”训练中的 20余项演
练课目的评估标准进行修改完善，让
演练更加贴近实战。

武警楚雄支队“魔鬼周”极限训练出现的一幕引人深思—

“能这样搬运伤员吗？”
■张柔刚 范 宁

“在我眼里，没有一个差兵！”营长
晚点名时说的这番话，让我内心充满了
力量。

就在下午，营里组织体能班班对
抗，班长破天荒地派我参加 3000米跑，
我一下子就慌了神。

作为一名刚上高原不久的定向培
养士官，我的 3000 米跑成绩随着空气
含氧量下降，也掉到了及格线以下。
“完了完了，这下不仅自己丢人，

还要拖班里后腿了。”我心里一阵焦
躁，最后决定厚着脸皮去找班长，劝他
改变决定。

可班长非但没有接受我“换人争
荣誉”的提议，还给了一个让我无法

拒绝的理由：“就你了，营长亲点
的！”

军令难违，我只好硬着头皮站在
跑道上。哨声响起，不出我所料，比
赛完全按照我的“剧本”展开：一圈
过后，我开始跟不上节奏，步子渐渐
慢了下来。

眼看差距越拉越大，我内心越来越
自责：“承认吧，你就是个让人看不起的
差兵！”心理暗示越严重，我就越害怕，
两条腿也跟着越来越沉。
“严凯得，加油！相信自己！”突然，

我的耳边传来营长的声音。不远处，他
正高高举起双手，竖起大拇指，为我鼓
劲儿。

人的心理就是很奇怪，前一秒还很
“丧”，下一秒就能充满斗志。离营长越
来越近，我突然感到有一股劲儿从心底
升腾，脚下竟变得轻快起来。

一圈、两圈……究竟跑了多少圈，
我已经记不清了，唯一能记住的是，每

一次靠近营长，看到他那高举的双手，
听到他洪亮的加油声，我心里就只有
一个想法——坚持，一定不能让营长
失望。

最后，在营长和大家的掌声中，我
顺利冲过终点。虽然是最后一名，但这
是我上高原后第一次达到 3000米跑的
及格线。看着自己的成绩，我心里乐开
了花。

回到宿舍，班长告诉我，其实营
长已经默默关注我很久了，并多次叮
嘱他要好好帮带我。其实，从没有谁
看不起我，只是我自己在否定自己。
营长之所以让我代表班里“出战”，
也是希望我能证明自己，增强自信
心。

熄灯后，我没有再像往常一样直接
休息，而是跑到器械室加练体能。我要
再加把劲，给信任我的营长和战友不断
带来惊喜。

（雷 柱、王栋栋整理）

“一定不能让营长失望”
■火箭军某旅下士 严凯得

★《军队基层建设纲要》规定：
不得弄虚作假、拼凑尖子参加考核

比武竞赛。

10个月前，初见北部战区陆军某旅
一营二连上士张奇时，他是全旅有名的
“比武专业户”，各类奖项拿到手软。

“只要张班长出马，就绝对不会空手
而归。”当时，战友们都这样评价他。

10 个月后，再见张奇，他依然是有
名的训练尖子，但各类比武参加得少了。
“把比武的机会留给其他战友，把时

间留给自己补齐短板，于人于己都更
好。”张奇捧着一本厚厚的专业理论书籍
正在认真研读。
“摘下荣誉的光环，有没有感觉不适

应？”记者开门见山。
“说适应那是骗人的，现在比武的方

式变了，不得不适应啊！”张奇放下书，打
开了话匣子。

以往，各级组织比武大多是一项一项
比，只限定参考率，不会具体到人，留有比
较大的操作空间。有的单位“开动脑筋”，
将训练尖子拼凑起来组成“尖刀排”，比哪
个课目就派出那个课目的尖子，始终保持
“最强战队”出战，荣誉自然收获多多。久

而久之，其他单位开始争相模仿，成了一
种习惯做法。

所以，张奇虽然年年参加比武，但比
的都是自己擅长的课目。平时，他把时
间、精力都花在提高这些课目的成绩上，
经常参加集训，班里的战友很难见到他。
“直到有一次比武改变了组织模式，

我才发现，过去的荣誉其实水分很大！”
张奇不无忧虑地说。

那是一次“不按套路出牌”的比武——
不仅现场随机抽点参赛人员，比武方式
更是由分段分时组织改为连贯作业，不
留准备时间、不额外安排官兵保障，而且
每个人参加全部课目。

在连续完成5个课目的比拼后，张奇
迎来了自己最不擅长的手榴弹投掷。看着
他扔出的手榴弹没有越过及格线，观赛官
兵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不只是张奇，
其他“比武专业户”也遭遇了类似情况，在
看似不起眼的小课目上接连“翻船”。

那次比武不仅试出了“比武专业户”
们的真实实力，也让该旅领导感到了“危
机”：有的单位比武就是固定一群人，一比
到底，取得荣誉的概率是上来了，部队整体
训练水平却下去了；有的单位把比武当成
“亮点工程”，赛前搞突击、搞集训，投入大
量人力物力财力，确保逢考必“优”……

“一次比武，正式参赛人员、替补人
员和保障人员的比例基本上是 1∶1∶1。”
一位常年担负比武保障任务的排长告诉
记者，“拼凑尖子参加比武，不仅让有些
参赛人员练成了‘长短腿’，还会影响保
障人员的正常训练，迟滞部队整体战斗
力建设。”
“比武是为了练兵，练兵是为了打

仗。只有面向战场、人人参与，才能让
比武发挥最大作用。”议训会上，旅作
训科科长常江波说：“《军队基层建设
纲要》明确规定，不得弄虚作假、拼凑
尖子参加考核比武竞赛。接下来，我
们要下功夫让考风、训风实起来，进一
步规范和精简比武，加大群众性岗位
练兵力度，全面提高部队整体战斗
力。”

为此，该旅一方面组织开展专项教
育，引导官兵端正政绩观、训练观，牢固树
立练为战、比为战的思想；另一方面成立
比武监察组，全程跟班执纪，确保比武没
有“局外人”。他们经过征求意见、科学论
证后，开展多课目、多内容、全时段连贯式
比武，全力向战场靠拢、向实战聚焦。

比武方式改变了，张奇和战友们也
及时调整努力方向，下决心成为全面过
硬、能打胜仗的尖兵。

一名训练尖子的“优”与“忧”
—北部战区陆军部队落实“十个不得”规定见闻⑤

■本报记者 宋子洵 通讯员 刘星楠 袁 明

“依法抓建基层·一规一例”

“班级自发组织的‘小练兵’活动有
时只是走走形式，其实收效甚微”“有时
训练骨干组训并不科学，很容易造成训
练伤”……前不久，连队组织“大谈心”活
动，很多战士直言不讳，直击连队当前存
在的问题，听得我脸上火辣辣的。

但之前连务会上，骨干们的汇报却
是一片“岁月静好”——“本周组织饭前
‘小练兵’，训练氛围浓厚，大家竞争意识
很强”“班排长能够严格按计划组训，同
时能根据天气变化，灵活调整训练内容，
严防训练伤”……

我本来还暗自窃喜，连长不在位，我
这个新任指导员也能把连队带得有声有
色。“大谈心”活动中大家的发言让我意
识到，连队的建设形势并非那么“喜人”。

我私下与部分骨干沟通发现，原来

他们只报喜不报忧。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每次报喜都被浓墨重彩表扬，
可汇报问题，有时不仅得不到解决还
会被批评，久而久之，大家就形成了这
种默契。

仔细想想，好像确实是这样。一个
周四下午，我去团里参加交班会，连队体
能训练交由班排自行组织。见我没在连
队，有几个“刺头兵”不听骨干招呼，以上
厕所为名逃避训练。我返回连队后，骨
干如实报告这一情况，我反而批评组训
骨干不作为，上交矛盾。面对我的指责，
他们只好默不作声。

因为连长在休假，为了让工作顺利
开展，我狠抓班长骨干的作用发挥，培养
他们独当一面的能力，对表现突出的大
加表扬，但对遇到问题无法自己解决的

就不分青红皂白批评其办事不力，树立
了错误导向，导致很多骨干成了报喜不
报忧的“喜鹊先生”。

事后，我深刻反思自己，就前期工作
给连队骨干造成的影响向他们道歉，并
请他们监督我改正；同时，鼓励他们畅所
欲言，积极指出连队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大家一起想办法、找对策。

敢于直面问题，才能发现连队建设
中的短板弱项；及时调整改进，连队各项
工作才会进行得越来越好。在最近的一
次连务会上，“喜鹊先生”不见了，骨干们
大胆直言、揭短亮丑、实话实说，其中一
些问题是针对连队干部的，但我打心底
高兴，因为这才是以连为家、对工作负责
的样子。

（台 浩、李佳鹏整理）

别把骨干逼成“喜鹊先生”
■新疆军区某团指导员 李万庄

带兵人手记

春节临近，千家万户开始忙着过

年，而部队官兵仍与往常一样，全神

贯注地奋战在军事斗争准备一线，保

持着枕戈待旦的状态。他们凝视的

目光里有忧患、有敌情，他们专注的

眼神里有责任、有担当。

图①：看，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
某部机械师叶麒正聚精会神地检查

战机发动机进气道，不放过任何一个

细节。图②：瞧，北部战区海军某护
卫舰支队轮机班班长王晓东正在用

螺丝刀顶住齿轮箱滑油泵，专心辨音

识障，不漏过任何一个疑点。

申屠霖辉、王光杰摄影报道

你专注的样子，真好看！

考核是训练的指挥棒。指挥棒往

哪个方向挥，训练就会往哪个方向

去。因此，考核要有正确的导向。

就文中提到的事例而言，日常在

营区练的是止血、包扎、固定等方法，

掌握很重要；而演练中考的是战伤救

护，检验的是特定情况下的处置能

力，细节很关键。一个主要考流程，

一个主要考能力，制订考核规则时确

实应该有所区分，但瞄准实战的导向

是不能偏移的。

但现实中，有些单位在组织比武

考核时，为了操作方便，过分强调公平

公正，简单以“米秒环”衡量一切，以至

于造成有些规则并不符合战斗力标准

和实战要求。比如，一个班组平时练

的是战斗射击，带有很浓的战术背景，

涉及指挥协同、目标搜索、弹药分配、

交叉掩护等各个要素，而参加比武考

核，却要求进行“三姿射击”，打固定距

离的“死靶子”。

考场连着战场，以什么样的导向

练兵、用什么样的标准考核，直接攸关

未来战场上的胜负。因此，坚持训考

一致，既要立起“训为战”的鲜明导向，

也要细化“考为战”的标准，且两者必

须保持一致。

考核瞄准实战的导向不能偏
■第82集团军某旅榴炮二连排长 周 强

特战三班利用评估标准的“漏洞”

拿到演练第一，虽不符实战要求，但并

未违反规则。看得出来，这次演练的

初衷主要是考察官兵对战伤救护方法

的掌握情况，但以用时多少作为评判

依据，确实值得商榷。

大家知道，考核和比武是检验战斗

力的有效方法。有的单位常用考核，有

的单位惯使比武，有的单位将两种方法

捆在一起组织，都无可厚非，问题是考

核和比武的目的和侧重有所不同。以

3000米跑为例，考核考的是“能否达

标”，重在检验官兵基本能力，当然也会

排出名次，而比武比的是“追求卓越”，

重在激励官兵挑战极限，自然是跑得越

快越好。因此，在组织这些活动前，有

必要先弄清楚目的和重点是什么，然后

再针对性地制订具体规则。

至于是否贴近实战，当然是越贴

近实战越好。但也要清晰地认识到，

无论是比武、考核，还是拉动、演习，在

设置情况时都无法穷尽未来战争的一

切，我们能做到的就是符合实战的要

求和战场的法则。

要搞清楚检验的目的和重点
■南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指导员 曾梓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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