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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兵人手记

营连日志

“平时训练任何一个课目都要训
精、训强、训扎实，这样在关键时刻才
不会掉链子。”提起不久前的比武考
核，第 82集团军某旅作战支援营战士
张黎瑶至今记忆犹新。在那次考核
中，他险些被判不合格。

今年初，上级通知组织比武考
核，张黎瑶第一个报名参加。官兵
们告诉笔者，张黎瑶专业精、素质
强，是旅里小有名气的训练尖子，
也是此次夺冠的热门人选。为了全
力备考，张黎瑶几乎放弃了所有休
息时间和节假日，每天加班加点铆
在装备上训练，尤其在重难点课目
上下足了功夫。谈及即将到来的考
核，他充满信心。

考核的日子终于到来，可让张黎
瑶意想不到的是，自己竟会被平时认
为最简单的“席位模板制作”课目绊住
手脚。张黎瑶告诉笔者，“席位模板制
作”是通信专业装备操作的一个基础
训练课目，技术含量不高、操作步骤也
简单，不是大家平时训练的重点。然

而，这次考核却要求参考队员在短时
间内完成海量的席位模板制作任务，
这是以往没有过的情况。

虽然考核难度不算大，但对动作
的熟练度、精准度要求极高。看着密
密麻麻的席位功能菜单表，张黎瑶皱
起了眉头。新建模板、配置功能、添加
描述……他紧张地操作着电脑，总算
在规定时间内勉强完成。由于这一环
节拖了后腿，考核最终没能取得理想
成绩。
“这次比武考核，暴露出平时训练

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把‘简单课
目’想得太简单。”检讨失利原因，张黎
瑶一席话引起官兵们深思，“打仗需要
的训练课目，没有简单与复杂的区别，
都必须按打仗的标准去对待，把每一
个课目都练到极致。”

以此为契机，该营先后多次召开
议训会，组织官兵深入剖析查找训练中
存在的问题，梳理出基础训练不扎实、
专业技能不精湛、装备操作不熟练等
短板，研究制订整改措施，明确相关

负责人，引导大家提高训练标准，把
每一个课目都练成自己的看家本领。

日前，该营第一季度训练考核
成绩出炉，基础性、一般性训练课

目成绩较往年有了较大提高，重难
点课目的训练质效也有了一定的改
进，全营训练优秀率同比提高了近 3
个百分点。

夺冠热门栽在了“简单课目”上
—第82集团军某旅作战支援营引导官兵提高训练标准的一段经历

■屈凯明 郝建宇 本报特约通讯员 刘梦婷

编者曾采访过“三栖”特战连长刘

珪，他在介绍自己的训练体会时谈道：

“把每一个招数都练到极致，形成肌肉

记忆，就成了绝招。”

手枪上膛这个动作十分简单，相

信所有军人，只要经过简单的训练，

就能迅速掌握其方法和要领。但就是

这样一个大家司空见惯的动作，刘珪

经过5000多次的练习和改进，才练就

“用作战靴后脚跟踢枪上膛、1.2秒枪

响靶落”的绝技。

练兵，没有止境。快敌一秒才能

领先一步，精敌一厘方可胜敌一筹。

训练课目固然有难易，但我们的态度

不能厚此薄彼，只有把最基础的技能

练到极致，把最常用的武器练到极致，

把最简单的课目练到极致，才有可能

在未来战场上打赢对手。

练兵要追求极致
■张科进

用身边战士犯下的错误提醒官兵，
最能起到“敲山震虎”的警示作用。这曾
是我屡试不爽的带兵“法宝”，也是我引
以为豪的经验心得。

然而，一次谈心交心，让我意识到这
样的带兵方法虽然管用，但也需要把握
好度。

今年年初以来，装备生产厂家技术
人员来到连队面对面指导帮带，全连官
兵一个个铆足了劲儿，都不愿错过这次
提升能力素质的绝佳机会。那天，在专
家的指导下，上等兵小张正专心处理一
项技术难题，却被从连队匆匆赶来的文
书打断了：“哨兵给连部打电话，问你怎
么还不来接哨？”

由于一门心思扑在维修装备上，小
张这才想起，他还担负着岗哨任务。抬
表一看，离既定的交接时间只剩 6 分
钟。慌乱之中，他拿起腰带跑向哨位，紧
赶慢赶，总算没有误哨。刚完成交接，小
张大气还未喘匀，恰巧碰上纠察检查，他
因军容不够严整而被通报批评。

于是，在全连军人大会上，我责令小
张作出检讨。随后的大会小会、集合点
名，我都习惯性地以此为例，告诫担负岗
哨任务的战士打好提前量，上哨前仔细
检查军容风纪，不要像小张一样犯下类
似错误。

经过我的再三督促和反复强调，近
一段时间以来，连队官兵在岗哨执勤期
间没有出现任何问题，这更加使我确信，
把身边官兵的错误当“教材”十分有效。
然而，当我一次次用“触手可及”的案例
教育警示全连官兵时，却唯独忽略了当
事人小张的感受。

那天晚点名，我照例用小张犯下的
错误警示全连。熄灯后，小张敲开了我
的房门。从他握紧的拳头和纠结的神情
里，我看得出来，他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思
想斗争才鼓起勇气找我谈心。“连长，我
已经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希望能
得到你的原谅……可不可以不要再在全
连面前批评我了……我感觉自己成了连
队的‘异类’和别人口中的‘笑话’……”
小张语带哽咽地诉说，让我意识到了问
题的严重性。

实话实说，我并非有意针对小张，只
是希望连队其他官兵以此为戒，不要重
蹈覆辙，不料却对他造成了无形伤害。
我不禁问自己，究竟什么时候才会不用
小张的错误警示全连？是不是非要等下
一个“冒泡”的战士出现，小张才会得到
解脱？

从维护连队荣誉的角度看，用身边
战士的错误警示官兵，确实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起到震慑作用，让大家绷紧遵规
守纪的弦。然而，当事人在面对屡次批
评所产生的心理震荡，同样不可忽视。

对小张而言，我的所作所为无疑是
一次又一次残忍地揭开他即将愈合的伤

疤。更让我后怕的是，如果小张没有鼓
起勇气向我倾诉他内心的委屈与不满，
而是选择默默忍受，那么长此以往，他
内心只会滋长痛苦，对连队的认同感也
可能随着我一次次所谓的善意提醒而消
耗殆尽。

随后，我向他表达了歉意，并借此
机会组织班长骨干展开讨论，引导大家
在带兵过程中不要总是盯着战士们的错
误不放，而应该在加强教育疏导的同
时，多一些包容与关爱。庆幸的是，在
我的努力下，小张很快从心理阴影中走
了出来。

（田鸿儒、郭钱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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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盒？这是个啥？”东部战区海军
某岸勤部训练骨干讨论会上，警卫勤务
连指导员李宏运提出的一个训练小招
数，让在座的所有人颇感兴趣，连连称
“妙！”

3月中旬，李宏运带着新兵小吴外
出，途经一家盲盒店。小吴兴冲冲地跑
进店里，拿起一个个盲盒左看右看，神
情既紧张又期待。看着店内拥挤的人
群，李宏运不禁联想：所谓盲盒，不过是

盒子里装着样式多样的玩偶，但盒子上
并未标明，以此来激发消费者的好奇心
和购买欲。如此简单的设计，却在年轻
人中产生这么大的魔力，能不能把它和
军事体育运动结合起来？

经过一番精心准备，李宏运周末
将自制的“军营盲盒”拿了出来，顿
时引来官兵们驻足围观。“指导员，
这里面装了啥啊？”面对战士的提
问，李宏运卖起关子：“想知道里面
是啥？这样吧，一次做 11个引体向上
的官兵可打开一个盲盒，获得一份神
秘礼物。”

话音刚落，官兵们就在器械场上排

起“长龙”，争先恐后地做引体向上。“再
来一个！”现场，不少年轻官兵使尽全力
也要多拉一个，平时成绩在及格边缘徘
徊的战士竟拼到了“良好”标准。
“在规章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可向

连长提一个要求”“炊事班周末加一个
菜”“仰卧起坐加练一组”……当官兵们
打开“军营盲盒”里面的字条时，尽管
“有人欢喜有人忧”，但更多的是惊喜的
表情和“再来一次”的期待。
“商场里的盲盒贩卖的是商品，而

‘军营盲盒’激发的是训练动力。”看着
训练场上龙腾虎跃、你追我赶的场面，
李宏运脸上露出喜悦的笑容。

东部战区海军某岸勤部警卫勤务连

巧用“盲盒”抓训练
■张子轩 于 帅

在武警新疆总队和田支队第一季
度按纲建队表彰大会上，3个先进中队
所属的单独执勤点全部进入先进行
列。支队领导告诉笔者，这是他们积极
推行中队与所属小散远单位“捆绑抓
建”，补齐部队建设短板弱项带来的可
喜变化。

该支队驻守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
缘，部队高度分散。在年初一次调研

中，中队对所属单独执勤点建设情况不
明、人员思想掌握不准等问题比较突
出，以至有战士抱怨说：“长时间见不到
中队干部，我快忘了他们长啥样了。”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注重加强机

关和大队对小散远单位的检查指导，却
忽视了发挥中队的督导作用。”一名支
队领导反思，“任务分散组织不能散，成
员分散支部不能散。”为此，支队多次征
求基层意见建议，从配强人员、落实会
议、请示报告、谈心谈话、压实责任和督
导检查等方面研究制定了“捆绑抓建”
支部8条措施。

根据“捆绑抓建”的办法措施，各中
队每月下发党（团）活动计划及相关教
育资料，每周利用视频查、电话问等方
式做好督导检查，很好地解决了小散远
单位组织生活质量不高的问题，压实了
中队抓建单独执勤点的责任。

抓支部建设，也抓人员思想。据悉，
中队主官通过电话、视频系统每月与单
独执勤点官兵谈心，掌握他们思想变化
和现实困难。“这个月，中队干部和我进
行了多次通话，了解训练、教育、管理情
况，感觉我们这种单独执勤点建设越来
越受重视了。”某中队战士吴继勇说。

武警新疆总队和田支队“捆绑抓建”小散远单位

单独执勤点进入先进行列
■谭天宝

日前，第73集团军某旅举办

“主题军事日”活动，邀请驻地实

验小学的学生走进军营体验生

活，以此激发爱国热情，增强国防

观念。图为一名战士向学生介绍

使用武器装备的基本知识。

林佳裕摄

新闻前哨

周末到了，第 82集团军某旅炮兵
营礼堂里，伴随动感、劲爆的音乐，4只
“狮子”灵活地摇摆着身体，引起围观
官兵阵阵喝彩。

带领这支舞狮队的战士叫张亚
恒，是在战区陆军比武中摘金夺银的
“精武标兵”。去年 6月，炮兵营受命
组建舞狮队，营党委考虑到张亚恒工
作责任心强、有闯劲，决定任命他为
舞狮队队长，把组建舞狮队的任务交
给了他。

看着一无所有的舞狮队，大家都
替他捏了把汗。但张亚恒凭着不服输
的劲儿，很快拉起一支队伍，把舞狮队
组建起来。

在进行舞狮基础动作训练时，“狮
头”需要身体前倾 60度，并且臂膀张开
保持托举姿势，看似简单的动作却让

大家直呼吃不消。“狮尾”则需要在保
持基本姿势的同时，完成探步、中展、
下展、半展等动作，这对体能较弱的队
员来说，同样不容易。

为让队员跟上训练节奏，张亚恒
结合备战比武时采用的科学组训方
式，为“狮头”“狮尾”量身订制体能强
化计划，并借鉴站姿侧腹拉伸、下蹲抬
臂等健身技巧，在每次训练结束后帮
助大家放松。为生动演绎狮子的动作
和神态，张亚恒反复观看相关视频，只
要外出便往动物园跑，仔细观察狮子
的一举一动。

随着日复一日地模仿和练习，张
亚恒和战友们不光舞狮越来越像样，
体能训练成绩也水涨船高，“狮头”队
员臂力大幅长进，引体向上数量平均
增加 8个，“狮尾”队员腿部力量越来越

强，五公里武装越野、深蹲、短跑等课
目成绩提升明显。

汇报演出的时候，只见舞台上的
“狮子”，喜则欢快碎步，哀则闭眼稳
步，乐则跃而跨步，仿佛真的一般，台
下观众也随着“狮子”的舞步和情绪变
化时而大笑、时而紧张、时而尖叫，现
场掌声和欢呼声一片。

在张亚恒的带动下，该旅刮起
一股“舞狮旋风”，越来越多的官
兵开始追捧这项既活泼有趣又能提
升体能素质的传统文化活动，不少
人向张亚恒拜师学艺，申请加入舞
狮队。

一句话颁奖辞：从精武到舞狮，不

同领域，同样出色。这一切，因你的执

着和认真而变得无比精彩。

“舞狮旋风”带动体能训练
■本报特约通讯员 李国臣 通讯员 寿子健

小 咖 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