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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营

“据枪重在‘四实一合’，姿势调整
要注意‘撑肘抬肚皮，身体左右移’，击
发时要‘快慢稳’……”第 73集团军某
旅实弹射击靶场上，新干部柯植渊正
在为连队射击成绩不稳定的战友讲解
动作要领。

准确的用语、专业的讲解，让在一
旁观看的旅领导感叹：“新干部们虽走
上岗位不久，但他们已经具备科学组
训的意识和一定的实践能力了。”
“其实，我之前不太懂射击原理和

射击方法，成绩不好就只知道加量练，
效果也不明显。现在，我能掌握一定
的科学方法，得益于集团军组织的新
干部集训。”柯植渊和记者分享了他的
“秘诀”。

去年，柯植渊这批新干部分配到
位后，第 73 集团军就组织了集训。
他们针对新干部的岗位任职特点，
采取“精选强将、金牌教学”的模式，
邀请来自全国顶尖特种训练教学中
心、体能研究中心、心理健康管理中
心等专业机构的教练进行授课培
训。此外，他们还在全集团军范围
内遴选优秀教官组成教学示范小
组，针对政治教育、日常管理、特情
处置等工作任务对新干部进行教学
辅导。
“在履新之初培塑新干部们的科

学精神，让他们成为科学组训的‘明白
人’，意义深远。”集团军集训办副主
任、某旅副政委顾鑫告诉记者，在帮助
新干部们打牢军事素养的同时，他们
将集训重点放在传授先进教学理念和
科学训练方法上，旨在培养出懂理论、
会方法、能组训的干部队伍，为基层训
练革新打下基础。
“这次集训不仅帮助我提升了训

练成绩，更重要的是让我树立了科学
组训理念、掌握了科学组训方法，使我
在走上工作岗位后可以更加得心应
手。”据了解，在柯植渊带领下，连队射
击成绩显著提高。

在相隔不远的另一片营区，新干
部许嘉伟正在带领连队官兵进行力量
训练。

刚到连队不久，许嘉伟发现一些
官兵因为 3000米跑成绩不理想，试图
通过增加跑步距离的方式提高成绩，
不仅效果不明显，有的战士还出现了
伤病。

对于这一幕，许嘉伟感同身受。
他身体素质十分过硬，但也曾因为
“高强度换好成绩”的片面训练方式
导致伤病，还因此错过了参加比武的
机会。

新干部集训，集团军专门邀请了
专业体能训练师当教学顾问，在有限

的时间内，许嘉伟刻苦学习。即将成
为一名基层带兵人的他深知，组训者
掌握正确的训练理念和科学的训练方
法有多重要，他不希望将来再有战友
重走自己的老路。

为了帮助连队官兵找到提高训练
成绩的正确方法，许嘉伟每天都到训
练场仔细观察，他发现问题在于大家
的腿部和核心肌肉力量不够。为此，
他根据集训时学到的专业知识，制订
了科学详细的训练计划。

在许嘉伟建议下，连队先是叫停
了战士们盲目增加跑步距离的做法，
并让许嘉伟负责组织肌肉力量训练，
逐步提高跑步训练强度。
“跟着许排长练体能，成绩‘嗖嗖’

地往上蹿！”不到两周时间，官兵们的
3000米跑成绩都有了显著提高。
“磨刀不误砍柴工，训练恢复对

于提高成绩至关重要。”结束体能训
练，许嘉伟正在为战友们讲解运动后
拉伸方法，“运动后出现肌肉酸痛时，
可以通过推拿或理疗方式促进全身
恢复，也可以使用泡沫轴、筋膜枪等
辅助工具结合静态拉伸进行局部放
松……”

据了解，经过专业集训，新干部们
已经陆续进入角色，将学到的科学组
训理念和方法应用到日常训练中。

在履新之初培塑科学精神
—第73集团军提升新干部岗位任职能力见闻③

■付孟哲 袁德坤 本报特约记者 赵 欣

我们连的排长李靖源，严格出了
名。他常说“慈不掌兵、情不立事”，虽
然当排长不久，但平时不仅对自己高标
准严要求，在工作中更是“黑脸多、红脸
少”，干啥都“严”字当头、立说立行。
“别的班排都在‘养精蓄锐’，排长

却带着我们加班加点猛练”“是啊，休
息时间都不让人消停”……去年底的
一次训练间隙，李靖源无意中听到排
里几个战士的窃窃私语，很是生气：
“训练预备期不是空档期，现在不打好
基础，来年训练怎么开展？”随后，在排
务会上，他对这几名战士提出了严肃
批评。

自此，在李靖源的“高压”之下，排
里战士的意见确实少了，但与本来就
“敬而远之”的排长更加疏远了，排里气
氛变得很压抑，工作开展得也不顺畅。

“我就是一心一意抓训练，想让排
里战士们打好基础、做好准备迎接新年
度的训练，怎么都不理解我呢？再说
了，我都是和他们一起训练的啊……”
满腹委屈的李靖源找到了我“诉苦”。

了解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我首先
叫停了李靖源加班加点搞训练的做
法，随后组织了一次关于预备期训练如
何组织的“诸葛亮会”。

会上，大家直抒胸臆，纷纷表示并
不是排斥训练，只是希望能够合理安排
训练和休息时间。经过讨论，他们重新
调整了训练计划，并制订了新老搭配、
重点补差等方法，既循序渐进补齐训练
中的短板弱项，同时保证大家能够充分
休息调整。
“你的出发点没有错，不过执行过

程中的方式方法出了问题。在日常工

作训练中，对待战士，我们要严格要求，
也要注意多交流。我相信，你和排里战
士的目标是一致的。在互相理解的基
础上，大家才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会后，我和李靖源又进行了一
番沟通。

很快，我观察到李靖源有了明显
的改变：不仅深入了解排里每名同志
的素质能力、兴趣爱好及性格特点等，
还主动拉近与战士的距离，积极融入
大家……在他的带领下，排里的训练
成绩更是突飞猛进。

您问战士们还会不会“发牢骚”？还
会，但不再是背后偷偷议论，而是发现问
题后开诚布公交流，一起想办法解决。
那天，几名战士告诉我：“我们的排长变
了，变成了大家无话不谈的知心人。”

（陶 磊整理）

从“敬而远之”到“无话不谈”，战士们说——

“ 我 们 的 排 长 变 了 ”
■第82集团军某旅指导员 赵建华

3月上旬，东海之滨，碧空万里。某
机场，两架银白色的战鹰呼啸而起，在空
中划过一道亮丽航迹。任务空域，一场
对抗空战演练随即上演。
“发现目标！”红方飞行员率先通过

雷达发现对手。很快，战斗进入白热
化，双方你来我往，斗智斗勇，一时难解
难分……就在这时，红方飞行员在摆脱
“敌”锁定后，识破对方“低攻”战法，随
后大角度进入，稳稳占据咬尾优势，一
举“击落”目标。
“这是老朱军旅飞行生涯的最后一

个架次了。”塔台内，目不转睛地盯着一
体化平台上激战胶着的双方，东部战区
海军航空兵某旅飞行大队教导员王正杨
感慨地说。

王正杨口中的“老朱”，是对抗空战
演练中的红方飞行员、该旅特级飞行员
朱洪波。因为已到停飞年龄，这次是他
作为战斗机飞行员执行的最后一次飞行
任务。

从青涩到成熟，驾驶战鹰翱翔海天、
勇当先锋，朱洪波 27载、3000 多小时的
飞行生涯背后，是一次次任务的出色完
成——外机侵扰侦察，他毫不畏惧，沉着
应对；遭遇空中特情，他沉着果断，正确
处置……

那年春节假期，战备值班室突然警
铃大作，上级通报：一架不明国籍的侦察
机闯入我东海防空识别区……

铃声就是命令！朱洪波和战友紧急
战斗起飞进行拦截。但狡猾的外机时而
贴着云底飞行，时而大幅度减速，企图摆
脱。朱洪波毫不畏惧，驾机紧紧咬住目
标。

在朱洪波和战友的默契配合下，我
方始终保持有利态势，外机见讨不到便

宜，只好离去。
目光转向演练现场。此时，圆满完

成最后一次飞行任务的朱洪波正驾驶战
机胜利归来。
“请示返场着陆。”无线电台中传来

的声音一如往常般沉着冷静。
“我代表全旅官兵祝贺您军旅飞行

生涯完美结束！……感谢您对团队的无
私奉献，感谢您为团队的坚定付出，感谢
您把人生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我们的团
队！……国不下令，将不卸甲，马不解
鞍。期待与您再次并肩作战，也期望您
‘若有战，召必回’！”

“感谢战友们，感谢领导的关心。”听
着无线电台中传来旅长马瑞凯的最后一
条“指令”，这位平日里刚毅如铁的铮铮
硬汉，声音有些哽咽。

战鹰平稳降落，塔台里响起热烈掌

声。
即将告别相伴多年的战机，朱洪波

心中有太多的不舍。他慢慢地走下舷
梯，抚摸着亲密“战友”……短短距离，早
已习惯了高速度快节奏战斗生活的朱洪
波走了很久。

战友们捧着鲜花迎了上来，为他
举行一个朴素而庄重的停飞仪式，朱
洪波红着眼眶，抬起右手敬了一个标
准的军礼——“再见，老伙计！再见，
战友们！”

朱洪波走到年轻飞行员向锟面前，
将手中的头盔递给他：“现在，我将它交
于你，希望你能和它一起并肩战斗，为祖
国的强军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海天间，又一阵呼啸声传来。从前
辈手中接过接力棒的年轻“雄鹰”，驾驶
着战机飞向祖国的万里海空。

最 后 一 次 飞 行
■本报特约记者 沙凌云 通讯员 袁梓杰

周日，营值班室内，我的指尖无意识
地敲击着桌面。

按规定，营值班任务要在周日早上
8点前完成交接，可现在已经快 9点钟
了，迟迟未见接替值班员王铮铮的身影。

我心里十分焦急，因为排里战士正
在体育馆等着我一起打篮球呢。

就在此时，电脑屏幕突然弹出紧急
通知窗口。我下意识地点开，但立刻就
后悔了——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又接了一
个新任务？
“按规定，8点钟以后的事项要归下

一个值班员处理，我这样岂不是多管闲
事？还是等王铮铮来了再说吧。”在心里
暗暗盘算一番，我决定当做什么都没看
到，继续漫长的等待。

终于，我期待已久的身影推开了值
班室的门。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刚刚突然有

点急事。有什么需要交接的工作吗？”
“都在电脑桌面上了。”不等对方回

答，我三步并做两步飞奔向体育馆。
等我痛快地打完篮球，走在回宿舍

的路上，我突然接到了王铮铮打来的电
话，让我马上赶到值班室。不等我仔细
询问，电话就挂断了。
“莫非出事了？”想到这里，我加快了

脚步。
值班室内，营长坐在电脑前，满脸严

肃，而王铮铮在一旁耷拉着脑袋，我瞬间
意识到事情可能很严重。
“这个通知是你接收的吗？”营长指

着电脑屏幕问我。我定睛一看，正是早
上被我选择性忽视的那个紧急通知。
“是。”
“那你为什么不立刻处理？”
“我……”我试着解释，心知自己的

理由很苍白。

营长接着大声质问道：“假如是在战
场上，接替你任务的人没有及时赶到，你
就不继续执行任务了吗？”
“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没问题，但像

今天这种情况，当时谁在位谁就应该负
责。我希望你们在‘官之初’就养成责任
担当意识和习惯……”看着我和王铮铮，
营长说道。

营长的话让我呆在原地思考了许
久。

这两天，我与王铮铮被安排一同负
责营内库室清查整治工作。这一次，我
主动把复杂烦琐、费时费力的活抢了过
来，王铮铮也甩开膀子干起来。在大家
的齐心协力下，我们提前两天完成了任
务，并得到了营里的充分肯定。

看着坐在对面的王铮铮，我俩会心
一笑。嗯，这才是真正的“分工明确”。

（李浩爽整理）

如此“分工明确”要不得
■第81集团军某旅排长 曹廷毅

排长方阵

周末，连队象棋兴趣小组开展活动，我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将排里的象棋高手
谭程“杀”了个措手不及，最后一击制胜。

其实，这样的胜利，自成为排长以
来，我不知享受了多少次。无论是日常
的工作训练，还是周末的文化活动，我总
想要和排里战士一较高下。因为我觉得
只有方方面面都赢过他们，我这个排长
才能树立起威信。

果不其然，我的“优秀”表现让很多
战士投来了崇拜的目光，我感觉自己说
话的分量都重了。

就在我打算趁热打铁带领排里建设
再上一个台阶时，烦恼突如其来：下棋打
牌，大家不再找我对局；谈心交心，战士
都有意避开我……

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大家都疏远我
了？正当我对此感到困惑时，一天晚上，
连长吴浩找到我：“郭排长，陪我一起去

跑个步吧！”
连长是从基层成长起来的，带兵经验

十分丰富，我正好可以向他取取经。想到
这里，我欣然答应了他的邀约。

边跑边闲聊，连长忽然发问：“前段时
间，我看你经常跟排里的战士一起下棋、
打球、玩扑克，最近怎么不跟他们玩了？”
“我正想请教您呢，刚开始他们都抢

着和我玩，但不知为啥后来就不跟我玩
了……”我趁机向连长提问。
“有没有想过可能是你过强的好胜

心导致的？有时候赢了棋局，却有可能
输了人心。”连长语重心长地说，“你的问
题在于把排里的战士当成了对手而不是
战友。干部想要树立威信很正常，但更
应该从提升自己硬实力和带着排里战士
取得好成绩入手，而不是时刻想着和他
们争个高低、比个输赢……”

回到宿舍，我反复思考连长的话，不

由得联想到自己的表现：有的战士来跟
我学下棋，我想的是给他个“下马威”；组
织活动，我觉得自己制订的方案十分完
美，听不进班长骨干的建议；平时对排里
战士要求多、批评多，常常忽视他们的努
力和进步……

别总想着跟战士争输赢，带着大家
创佳绩、攀高峰才是我应该关注的。反
思自身存在的问题后，我决心做出改变，
训练中积极向班长骨干请教，工作中也
更多地倾听战士们的想法和意见，组织
活动请大家出谋划策……渐渐地，我清
晰地感受到大家又对我敞开了心扉。

又到了周末文体活动时间，我和谭
程再次对阵“楚河汉界”。我们一边探讨
棋艺，一边拉家常，棋盘上“杀”得痛快，
面对面聊得畅快。我对谭程有了进一步
了解，此时，谁输谁赢在我的心中已经不
再那么重要。

娱乐不必跟战士争输赢
■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合成一营排长 郭海林

营连日志

闪耀演兵场

3月中旬，空降兵某部预提指挥士官集训队开展跨昼夜综合演练，检验

提升“准班长们”组训练战的综合能力。图为士官们正穿越“染毒”地带。

李旭洋摄

朱洪波正在进行飞行前准备。 贾紫微摄

冲 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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