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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底，闽南丛林，第 72 集团军某

旅一场情报侦察作战演练在凌晨悄然

打响，依托无人机和技术侦察引导，小

队长王洋带领武装侦察小队，借着夜

色掩护悄悄抵近侦察目标。

“ 发 现‘ 敌 ’通 信 枢 纽 ，坐

标××……”王洋迅速确定目标信息

并上报，正当他为即将完成任务长舒

一口气时，导演组传来判定结果：上报

坐标处为假目标，任务失败！

“ 怎 么 可 能 ？”王 洋 对 此 结 果 感

到 难 以 置 信 ，因 为 这 个 目 标 不 仅 外

观 完 全 符 合 通 信 枢 纽 特 征 ，而 且 通

过 无 线 电 侦 听 也 侦 获 确 实 有 信 号 从

那 里 发 出 ，他 们 甚 至 发 现 目 标 里 面

有人员活动。这时，在一旁监考的作

训 科 参 谋 吴 有 华 道 出 了 原 委 ：原 来 ，

为了让假目标实现以假乱真、混淆视

听的作用，蓝方在设置假目标时不仅

在外形上严格对照真目标，还在假目

标中安排少量留守人员，放置自动收

发 信 号 的 废 弃 电 台 等 设 备 。“ 这 个 假

目标太‘真’了！”走下演练场，侦察营

营长姚意在感慨之余，虽然为任务失

败遗憾，但更为积累难得的经验教训

而欣慰。

复盘会上，旅副参谋长袁细金以此

案例为引子，带领大家回顾了去年底的

一次经历。那是上级组织的红蓝对抗

演练，该旅为迷惑蓝方设置了多个假目

标，逼真的外形伪装虽然成功骗过了

蓝方无人机的空中侦察，却没防住侦

察分队的抵近核实，最终被蓝方摧毁

了多个通信节点。

“战场瞬息万变，敌人会设置什

么陷阱，采取什么‘骗术’，都是未知

数，没有最聪明，只有更狡猾。”袁细

金意味深长地说，“古往今来，通过隐

真示假获胜的战例不胜枚举。现代

战争讲求信息制胜，我们既要学会在

海量信息中甄别真伪、遴选重点，更

要善于运用‘信息陷阱’确保己方始

终掌握主动。”

为此，该旅集智攻关在设置假目

标 上 做 文 章 ，不 断 提 高 官 兵 示 假 隐

真和辨识真假能力。他们通过在假

目 标 上 加 装 伪 装 器 材 、雷 达 诱 骗 设

备等，不断强化假目标的拟真度；组

织 官 兵 开 展 真 假 目 标 识 别 教 学 ，建

立 目 标 识 别 关 键 信 息 数 据 库 ，提 升

部 队 隐 蔽 伪 装 与 目 标 识 别 水 平 ；构

设 复 杂 多 变 战 场 环 境 ，在 情 报 侦 察

训 练 中 引 入 多 种 突 发 特 情 ，锤 炼 部

队应急应变能力。

走 进 该 旅 训 练 场 ，记 者 发 现 阵

地 上 不 仅 有 1∶1 的 高 仿 火 炮 模 型 ，

还 多 了 不 少 天 线 和 空 弹 药 箱 ，在 无

人 机 回 传 的 画 面 上 ，俨 然 一 个 真 的

炮兵阵地。“命你部赴‘敌’后引导火

力打击！”随着一条作战命令从指挥

所传来，一支侦察小队闻令而动，自

主 完 成 情 报 收 集 ，在 多 个 掩 护 目 标

中 精 准 锁 定 打 击 对 象 ，圆 满 完 成 作

战任务。

第72集团军某旅设置复杂“敌情”，锤炼官兵战场应变能力—

假目标也要真伪装
■本报特约记者 童祖静 通讯员 陆栋钰 张 渠

“周明、于磊两名同志训练成绩提

高明显，提出表扬。但也有部分同志训

练时怕受伤，动作变形，下次训练要注

意克服……”晚点名时，我总结讲评一

天的工作情况，被我指出问题的几名同

志低下了头。别看我现在讲评工作游

刃有余，但刚到连队时，可是走了不少

弯路。

毕业前，我就给自己定下目标：要和

战士处好关系，打成一片，让每个人都以

连队为家。下连后，我收起锋芒，把姿态

放低——组织训练，让班长说了算；讲评

工作，以表扬为主，说问题“蜻蜓点水”；

安排任务，“请”字开头……我以为这样

能拉近和战友的关系，尽快让大家把我

当成“自己人”。可一段时间后我发现，

大家虽然与我亲近许多，但我也失去了

应有的话语权。

一次整理库室，几名同志坐在箱子

上聊天，我看见后便催促他们赶紧干活，

不要偷懒。几人虽然嘴上说着“呦，排长

发话了，不聊了”，但话语中带着戏谑，看

我走远了，便继续拉呱。

我有些郁闷，于是找到连长倾诉：

“我想和大家搞好关系，但他们却好像不

拿我当回事儿……”听了我的话，连长给

出了建议：“排长也是带兵人、指挥员、管

理者，不能把自己藏起来，要敢于站排

头，点出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带领连队更

进一步，这样才能在战士们心中有一席

之地。”

连 长 的 话 点 醒 了 我 ，与 战 士 们 搞

好 关 系 ，是 为 了 建 设 和 谐 融 洽 的 内 部

关系，从而促进连队更好发展，如果为

赚“ 好 人 缘 ”而 不 敢 说 、不 敢 做 、不 敢

当，不是因噎废食吗？原来，不是战士

们 不 拿 我 当 回 事 儿 ，而 是 我 自 己 没 有

找准定位失了职。

此后，我认真研究连队各项工作，

抓训练责无旁贷，出公差带头干活，点

问题直言不讳。渐渐地，战士们不再对

我 的 话 充 耳 不 闻 ，而 是 令 行 禁 止 。 而

且，我发现，生活中随和与工作中严肃

并不冲突。虽然我在训练场上很严厉，

但走下训练场，大家仍然愿意与我说烦

恼、聊家常。我想，一个好排长就是要

在生活中做战士的好朋友，在工作中做

全排的“领头羊”。大家的信任让我更

加信心满满，我一定会带领战友取得更

大的成绩！

（王 冬、石良玉整理）

带兵不能光想着赚“好人缘”
■第 83 集团军某旅排长 刘一玮

Mark军营

5月 7日，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组织预备特战队员进行攀登、战术、体能等课目强化训练，为转变为真正的特战队员

夯实根基。图为预备特战队员进行负重冲刺训练。 余海洋摄

排长方阵

前不久的一天，新疆军区某团三营

二连官兵接到任务，负责两周后举行的

团 400 米障碍比武保障工作。

“参与保障的人员精气神，最能展

现我们连队的精神面貌。”接到任务后，

连长王军平摩拳擦掌，希望通过这次保

障工作，一展连队风采。以往的 400 米

障碍比赛，两侧的保障人员挥动红旗，

大声报“好”显示参赛选手合格通过，最

能展现精气神和工作标准。因此，这一

次，他对每名保障人员的着装、站位、挥

旗细节提出了严格要求，每天的日常操

课结束后，还要组织保障人员进行训

练。“挥动红旗要做到举起一条线、放下

如闪电，报‘好’声音要干脆洪亮……”

一段时间后，参加保障的官兵都能够按

照要求，做到动作标准整齐划一。

比武当天，二连的保障官兵精神振

奋，行进、定位、转身、举旗、报“好”一气

呵成，有观赛官兵小声评论：“不愧是多

年的先进连队，工作标准确实不一样。”

不一会儿，在场地两侧此起彼伏的

加油声中，意外发生了：一名选手飞越

矮墙时摔倒在地，身上多处擦伤。

“你们是怎么保护的？”王军平从远

处跑过来了解情况后，批评负责保障的

两名官兵，而受到批评的二人则有些委

屈：“连长，我们手里拿着旗子，万一戳

到人更危险。而且我们距离障碍太远，

选手突然摔下来，我们根本来不及实施

保护。”

这 话 让 王 军 平 愣 在 原 地 ，他 回 头

看了看，发现保障人员手中的小红旗

在比赛中除了“好看”之外，并没有实

际作用。而为了显示队列整齐，保障

人员固定在各自位置上，根本无法对

越障人员提供保护。沉思片刻，王军

平下令：“收起小红旗，根据障碍类型

实施跟进保护。”

“保障工作的高标准，要以确保比

武的安全顺利为目的，过度追求形式上

的整齐划一，是南辕北辙、舍本逐末。”

总结会上，团领导针对此前二连的保障

情况进行讲评，并以此为契机组织全团

对练兵备战存在的类似问题进行自查

自纠。“体能训练评比呼号声大小”“战

备拉动时要求班排内务与平时一样”等

一系列偏离练兵备战根本目的的做法

被叫停整改，一时间，全团上下训练热

情高涨。

比武现场，撤掉好看不中用的小红旗
■张尚志 祝勋浩

营连日志

“作为士官骨干，我放松了自我要

求，不但没发挥好表率作用，还影响了

战友的正常工作，在这里，我向受到影

响的新同志道歉……”

军人大会上，副班长李鑫的一番自

我检讨引起不少议论，我在诧异的同

时，又有一丝高兴，不仅因为他道歉的

对象就是我，更因为连队对待问题公正

公开的处理态度。

故事还得从一个月前说起。

上个月站夜哨时，由我负责叫哨。

凌晨 3 点 40 分，我拿上手电筒开始逐人

叫哨，轮到副班长时，我听到他有所回

应，就回到哨位继续执勤。然而，10 分

钟后，副班长还没下楼，我赶忙去叫第

二次。“你烦不烦啊，知道了！”这次，他

睁眼回了我一句，就翻过身子，用被子

蒙上了头。我怕影响到其他人休息，只

好再次下楼等待。

很快，接哨的战士陆续来到楼下，但

仍迟迟不见副班长人影，无人整队带哨，

对讲机里传来执勤安全监控员的催促，

无奈，我只好又一次上楼。而这时，副班

长正慢条斯理地穿衣服，并催促道：“你

让他们先带哨，我等下就去接哨。”

这次回到楼下，对讲机里传来严厉

的批评：“你这个新同志怎么回事，到底

会不会叫哨？”一时间，初春的夜风带

着丝丝凉意，直直吹进我心里。

等到副班长下来，已经接近 4 点，

哨位交接比规定时间迟了不少。

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副班长冰冷的

态度和执勤安全监控员不由分说的指

责仍让我心里发凉。

“他喜欢拖哨在中队里都有名，你

这次只是运气不好遇上他，有这种毛

病的只是极少数老兵，忍一忍就过去

了……”第二天，我向班里的老兵倾诉

昨晚的遭遇，大家劝我息事宁人，我心

里却不这么想。

“拖哨看似只是小毛病，但交接哨

不及时却隐藏着安全隐患，还对官兵内

部关系有不良影响……”抱着试一试的

心态，我将情况写下来投到中队意见箱

中，很快引起了中队领导的注意。

“拖哨看似事小，实则是‘特权’思

想作祟，是官僚主义在基层的变异，如

果任由这种不良风气发展下去，必将影

响中队全面建设……”执勤安全分析会

上，中队对经常故意拖哨、误哨的老兵

进行了点名批评，并借此机会开展教育

整顿，对一些老兵身上存在的“私事让

新兵代劳”“公差让新兵包揽”等行为进

行纠治。

“副班长，准备上哨了。”

“好的，辛苦了！”

这夜，再次轮到我叫哨。副班长应

声起床，语气平和。此后，再没发生过

老兵拖哨误哨的事。

（范 宁、和 煦整理）

拖哨的老兵道歉了
■武警云南总队楚雄支队某中队列兵 韩佳辉

值班员：南部战区空军某旅自动化

工作站政治协理员 羊 峰

讲评时间：5 月 11 日

近期，站里正在进行装备统计，我们

的统计结果上报后，因为存在错漏，被责

令返工重来。表面上看，这只是一次偶

然的统计失误，但深究“失误”原因，我注

意到一个现象：对于上级安排的工作，部

分骨干没有亲自抓落实，而是逐级往下

分配，排长交给班长，班长交给士官，士

官交给义务兵，最后任务甚至会落到对

情况不甚熟悉的新兵身上。

看似各级都参与了工作，实际上是

各级推卸责任，层层把关变成了层层失

守，这样的做法，怎能不出错漏？

同志们，大家都知道 5 个 90%相乘

约等于 59%，在工作训练中，每名把关人

都开个小口子，累积在一起就可能引发

大问题。我们要警惕和避免这种因工作

责任心缺失造成的层层卸责，切实做到

一级对一级负责。只有各级都强化了责

任意识，带头抓落实、严把关，才能形成

良性循环，促进单位建设蒸蒸日上。

层层负责不能变成层层卸责

值班员讲评

5月 13日，驻守在“生命禁区”的西藏阿里军分区某部组织官兵开展攀登、滑降等课目训练，提升官兵技战术水平，锤炼

官兵在高寒缺氧环境下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图为攀登训练现场。 本报特约记者 刘晓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