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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

初夏时节，一场合成营战术演练

在 第 71 集 团 军 某 旅 野 外 驻 训 场 展

开。中军帐内，合成三营中尉排长吴

睿康正以“连长”的模拟身份，对着沙

盘就整个连队的作战行动发表自己的

见解。“他的筹划指挥能力超出了我们

的预期。”合成三营营长邱健告诉笔

者，他们事后将把吴睿康在演习中的

综合表现上报旅机关，写入其“成长数

据库”，为下一步培养使用提供参照。

该旅“成长数据库”的建立，源于

去年底的一次座谈。座谈中，新排长

们讲了自己的军旅发展规划，表达出

个人能力素质与岗位任职需求不匹配

的担忧。这引起了该旅党委一班人的

思考：新排长对未来的忧虑尚有不少，

规模数量更大的老排长群体想法或许

更多，任由他们“自由生长”，像“脚踩

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显然不

符合新的军官制度改革的要求。

因此，从今年初开始，该旅多科室

协同筹划，作出了关于排长培养的制

度安排——以建立“成长数据库”为核

心，综合运用“结对帮、岗位练、集中

训、定期评、合力抓”5 项机制，出台了

16 项具体措施。

在该旅人力资源科，笔者看到，数据

库的原始资料不仅涵盖了每名排长的基

本信息，其个人特点与优劣势也都有记

录。人力资源科干事高明明介绍，这些

数据来源于个人档案、院校表现、营连反

馈与机关考察，并结合日常表现和完成

任务情况进行动态更新。随数据库一起

建立的，还有为每名排长量身订制并定

期评估的“成长路径规划图”——适合什

么岗位、擅长什么工作、需要什么培训、

建议未来发展方向等，一目了然。

打开防空营排长程兆国的“成长数

据库”，笔者看到了他的“德才表现”：

“主动作为，体能突出，能吃苦，善钻研，

军事政工多面手……”2019 年，参加战

区陆军组织的比武，他捧回了一块奖

牌；去年底，又被集团军评为“王杰式好

战士”先进个人……来到连队未满两

年，程兆国已是旅里的“香饽饽”，几个

机关业务科室都在密切关注他。

新排长有了用武之地，老排长也

持续发光发热。

该旅合成四营排长朱春凯刚从院

校学习归队，恰逢营党委班子调整，他

本以为新任主官不了解自己，空有一身

本领可能无处施展。然而，新任营长王

二进刚到任，就向旅作训科推荐他去参

加集团军组织的参谋集训比武。

原来，上任前，王二进就已经通过

数据库了解了营里所有排长的详细情

况，并为每名排长的近期发展作了规

划。战术素养突出的朱春凯，被他视

为担任参谋的“好苗子”。朱春凯告诉

笔者，“成长数据库”让排长外出进修

没了后顾之忧，不用担心学成归来面

临“有编制、无岗位、难作为”的尴尬。

“排长能力素质究竟如何，不再单

靠表面印象和主观评价说了算，数据库

里自有一把尺子。”该旅政治工作部主

任赵朝涛介绍，自从排长“成长数据库”

建立以来，每逢大项任务、干部调学与

人事变动，党委机关都会将其作为重要

参考依据，不仅提高了办事效率，增强

了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匹配度，也激活

了排长们的内生动力，为基层干部人才

储备、调整配备提供了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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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军官制度改革落地后，排长群体的地位作用更加凸显。
如何引导排长队伍长期稳定服役、不断提高专业能力？本版刊发
的 3个单位的经验做法，体现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与探索，希
望对其他基层部队有所启发。 —编 者

高炮一连指导员王坚，带领班组

在陆军组织的综合性比武中获总评第

一名，荣立个人二等功；坦克二连连长

杨桐欣，带领步坦分队在演习场上荣

立集体二等功；坦克五连连长王攀任

职半年，连队就在上级开展的练兵比

武中取得 4 个第一名，2 个第二名，4 个

第三名……

如此多的优秀人才、喜人佳绩从何

而来？“脚踏实地从基层一步步走出

来。”回想自己从排长一路走来的经历，

第83集团军某旅指导员王坚感触颇深。

技术战术运用有盲区、连队日常

事务不熟悉、与基层战士有隔阂……

初任排长时，面对这一连串问题，王坚

焦头烂额，逐渐失去信心。有一次，他

去机关送文件听到干事们说机关需要

“写作人才”，顿时“眼前一亮”，感觉自

己找到了前进方向。

此后，王坚每逢周末就抽空到机

关了解业务、到车场抱着《公文写作》

等书籍苦读……而这一切，被一直关

注着新排长成长的作训科科长李永军

看在眼里。经了解，他发现与王坚有

着类似想法的新排长不在少数，他们

有的自认为有一技之长，不愿在基层

埋没才能；有的因岗位实际与理想有

差距，便心生抵触；还有的认为基层辛

苦单调，对更广阔的平台心生向往，把

机关当作理想去处。

“基础还没打牢就想着去机关，太

好高骛远了，对个人成长和部队建设没

啥好处。”这一情况很快引起党委一班

人的重视。为及时引导新排长端正心

态，旅政治工作部组织新排长进行了一

次指导帮建基层水平摸底考试。

这下不少人傻了眼，看着试卷上

要求撰写“营连和平积弊问题检查报

告”“针对‘00后’官兵的群众性文化建

设预案”等题目大脑一片空白。对写

作能力一向自信的王坚也交了白卷。

用一套试卷敲醒了做着“机关梦”

的新排长后，该旅组织优秀营连主官登

台授课，结合自身成长经历讲清“树高

千尺，源于根深”的道理；针对新排长群

体的能力短板进行集中强化培训，帮助

他们在基层夯实根基。

该旅作战支援营排长陈欢告诉笔

者：“在学校学到的知识与部队实际区

别很大，没想到带兵原来有这么多门

道。”前年，陈欢在陆军举办的“狙击精

英-2019”比武中，被表彰为“狙击枪

王”；去年，她又在中部战区陆军首席

教练员比武中，取得教学法第一名。

陈欢所在连连长雷金沆评价道：“正是

在基层扎扎实实蹲苗，她才会一步一

个脚印向优秀指挥员迈进。”

“基层积跬步，志行千万里。”该旅

参谋长杨双记告诉笔者，扎实锤炼基

层带兵能力，并非不注重机关业务能

力的培养，“我们在旅、营两级都设有

机关业务的培训，但过不了‘基层’这

一关，就没资格进入机关。”

基层“蹲苗”，必不可少
■石良玉 董 武

“地图使用训练方面，我在军校学

到的‘判断两点通视’计算公式很好用，

介绍给大家”……5月下旬，西藏军区某

旅组织开展专业课目授课集训，授课席

上的年轻身影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该

旅领导说，他们都是去年毕业的新排长。

此次集训，这批毕业不到 1 年的

新排长里，有 39 名走上了各专业课目

的授课席。是什么让该旅对他们的能

力如此认可？事情还要从今年 3 月的

军官等级评定考核说起。

那次考核，不少营长、连长和老排

长的平均成绩都低于毕业不久的新排

长，一些在投弹、射击等课目上颇有心

得的“大拿”，也没能战胜“后浪”。

“过去，我们认为刚从院校毕业的

新干部缺乏部队的历练，容易对基层

‘水土不服’，所以对他们以帮带为主，

不敢轻易‘撒手’。”该旅政委戴志国介

绍，对于这一批新排长，他们原本也是

以这种思路进行帮带，但此次考核成

绩公布，让大家意识到老做法已经不

灵了。

近年来，随着改革逐步推进，院校

教育注重面向部队、对接战场，野外驻

训、综合演练一样不少，课程安排也更

“接地气”。许多新排长经过院校培

养，已经具备一定的实践经验，专业能

力不见得比有的军官弱。“要抛弃固有

观念，给新干部发挥专长提供平台。”

该旅政治部主任王飞介绍，他们将新

排长培养纳入工作重点，吸收能力突

出者参加分队指挥员集训和机关干部

轮训、遴选一专多能者参加“四会”教

练员和参谋业务集训。

就拿这次集训来说，起初，这些新

排长都是以学员身份参加的，但通过课

后的反馈交流，该旅领导发现他们有的

参加过边境封控、抗洪抢险等重大任

务，有的对定向越野、指挥作业、课目教

学、心理疏导等专业技能有独到见解。

于是，经过研究决定，让有一技之长的

新排长担任各专业教员。

“识图用图是一名战斗员在战场上

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很多人却将其视

为普通的定向越野……”新排长夏鹏飞

在讲台上分享军校所学，台下坐着的既

有营连主官，也有士官老兵。夏鹏飞在

校期间多次在大项比武竞赛中摘金夺

银，毕业后来到雪域高原，一度因为忙

于基层各类事务苦无用武之地而感到

十分失落，这次授课让他重拾信心。

看着台上神采飞扬的夏鹏飞，王飞

感慨道：“给新排长足够的信任和发展空

间，不仅能够帮助他们快速成长，也有利

于将他们在院校吸收的‘专业营养’，灌

输到基层战斗力建设的沃土上。”

“后浪”执教，脱颖而出
■孟 礼 益西平措

“这是怎么了？”5 月下旬的一天中

午，新疆军区某团二营一连连长杨广民

发现了一些异常：就餐时间，几名战士唱

完“饭前一支歌”就回了宿舍休息，食堂

里的战士也都吃得不多，菜盆里的菜剩

了一大半。

前段时间，连队改善伙食保障成效颇

丰，大家都说伙食变好了，所以应该不是

饭菜不合胃口。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

况？杨连长来到班排宿舍一探究竟，几名

未就餐战士的回答让他找到了答案——

“连长，饭前刚做完单杠卷身上补

差训练，我有点儿头晕，实在吃不下饭，

所以申请直接回宿舍休息”“我们班饭

前刚搞了百米接力小比武，冲刺冲得我

直反胃”……

原来，前不久，一班自发组织开展

“饭前小练兵”活动。这一做法在连务会

上受到高度表扬，于是各班争相效仿，

“饭前小竞赛”“饭前小比武”等活动层出

不穷，而且运动量也越来越大，加上最近

气温上升，不少战士食欲不振，甚至有人

出现身体不适。

离开宿舍后，杨连长找到军医李笋

咨询相关医学知识。“运动量大就一定吃

得多，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杨连长从李

笋那里了解到，运动时体内血液大量流

向四肢，相应地，肠胃里的血液减少，导

致肠胃蠕动变慢。因此，饭前进行大量

运动会导致食欲急剧下降，运动后其实

并不适合立即就餐。

“‘饭前小练兵’开展一些低强度运

动，可以活跃氛围，放松身体。但不能

不讲科学，把‘小练兵’变成‘大比武’，影

响战士正常就餐不说，空腹状态下剧烈

运动，还可能导致低血糖……”认识到饭

前猛冲狠练的危害，杨连长很快召集干

部骨干开会，叫停了这一做法。

此外，该连举一反三，借此事自查自

纠，切实做到科学练兵，在保证战士身体

健康的同时提升训练质效。

“饭前小练兵”别搞成“大比武”
■张尚志 邹渝建

“队长，我在网上看过你的格斗示

范，现场来一套让我们开开眼！”因为曾

在某军营综艺节目担任教官，第 81 集团

军某旅特战连小队长张随伏有了“明星

教官”的称号。这不，战友们又在让他表

演格斗技巧“打个样儿”。训练场上，一

闪二晃三出拳，他的出手又快又狠，引来

阵阵喝彩。

当“明星教官”不是张随伏的唯一亮

点，当战士时，他就曾 5 次立功；提干后，

他又担任了全旅格斗教练员，带领团队

在上级比武中荣获团体第三名。然而，

这样一个大家眼中的“特战王者”，前段

时间的状态却不太好，总是无精打采。

原 来 ，在 前 不 久 旅 队 组 织 的 集 约

化训练中，张随伏在组织战术演练时，

不 仅 没 有 夺 得 名 次 ，还 因 不 熟 悉 战 斗

文书、指挥流程，拖了战友后腿。让他

更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旅里选拔优

秀 小 队 长 参 加 上 级 比 武 ，他 在 五 公 里

武 装 越 野 和 400 米 障 碍 两 个 课 目 都 取

得 第 一 名 的 情 况 下 ，综 合 成 绩 还 是 没

有入围。

接连两次失败给了张随伏很大打

击。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担心年满

30 岁、身体素质开始下降、体能技能优

势越来越小的自己，很快就会被更加年

轻的小队长超越淘汰。

张 随 伏 为 此 情 绪 低 落 了 一 段 时

间。但在翻看自己从军以来获得的各

种荣誉证书与奖章时，过往历历在目，

他很快意识到消沉应对、自怨自艾不是

自己的作风。

2015 年的一次实兵对抗演习，是张

随伏军旅生涯中印象最深刻的经历。因

担负侦察破袭任务，他在“敌”后伪装潜

伏，断粮缺水长达几十个小时，仍坚持完

成任务，巧妙躲过严密搜索，最终发现

“敌”指挥所并引导火力将其摧毁。

“当时也很困难，一度坚持不下去，

可还是挺下来了，现在为什么不行呢？”

张随伏痛定思痛：荣誉已成过去，转型从

头再来！

他明白自己受学历所限，能力短板

主要集中于计算分析、情况判定等参谋

业务上，只有下狠功夫才行。于是每天

泡在训练室，加班“补课”到深夜。打字

速度不行，他把五笔输入法口诀表抄在

小本上，没事就拿出来背、在电脑上练；

指挥作业流程不熟悉，他整理出以往的

方案从头背、照着写，对着地图研究作战

方案、制作略图……

功夫不负有心人。前不久，该旅派

出一支特战小队赴中原腹地参加演习。

张随伏主动请缨，带领小队潜入“敌”后，

侦判了近 20 个目标，正确率达到 90%，

为红方部署进攻提供重要情报。

张随伏的改变有目共睹，从演习场

凯旋，熟悉的战友上前打趣：“张队长找

回了状态，这是‘王者归来’啊！”

一句话颁奖辞：面对转型阵痛，且看

“明星教官”王者归来！

“ 明 星 教 官 ”再 出 发
■贾豪天 袁佳宁 本报特约通讯员 狄伯文

小咖秀

5月 26日，武警安徽总队合肥支队执勤八中队与安徽省巢湖市坝镇青山小学，联合开展“童心向党，喜迎六一”主题活

动。少先队员入队仪式、党旗国旗知识普及、卫国戍边英雄事迹宣讲、红色歌曲教唱等活动共同组成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

教育课，让即将到来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变得与以往不同。

图①：给学生普及国防知识。

图②：为新入队少先队员佩戴红领巾。

图③：学生学唱红色歌曲。

本报特约记者 徐 伟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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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成长数据库成长数据库
演习比武演习比武 平时表现平时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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