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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员讲评

仲夏时节，闽南山林，第 72 集团军

某旅一场合成营红蓝对抗演练激战正

酣。分别担任红蓝双方尖刀连连长的

正是一对孪生兄弟：祖国强、祖国昌。

兄弟俩同年入伍、同年当班长、同

年提干，又同时当连长。哥哥祖国强是

该旅三营“钢七连”连长，弟弟祖国昌是

该旅一营“海上练兵模范连”连长，两个

连队都是战功赫赫的荣誉连队。

祖国强原名祖自强、祖国昌原名祖

自昌，出生在山东沂蒙革命老区一个普

通的农民家庭，从小听着《沂蒙山小调》

和“沂蒙红嫂”的故事长大。兄弟俩的

曾祖父为报八路军救命之恩，让子孙参

军报国。爷爷祖备传青年时期报名参

军未能实现愿望，直到 30 岁那年县民

兵连来村里招募民兵，他才加入民兵

连，从此一干就是 27 年。父亲祖为明 3

次报名参军，皆因身体条件不合格未能

入伍。

兄弟俩出生后的第二年，我国开始

实行改革开放，村里人的生活一年一个

样，越来越红火。“国家强大繁荣昌盛

了，咱老百姓才有盼头！”已是暮年的祖

备传看到这翻天覆地的变化，内心充满

对党和国家的感激之情。弥留之际，他

含泪叮嘱儿子祖为明：“自强改名国强，

自昌改名国昌，长大后都当兵去！”

2004 年 12 月，祖国强、祖国昌报名

参 军 ，来 到 第 72 集 团 军 某 旅“ 钢 七

连”。刚入伍时，兄弟俩训练成绩并不

理想，哥哥主动向弟弟发出挑战，看谁

率先跻身先进行列。此后，兄弟俩比着

学、摽着练，新兵训练结束，一起成为军

事训练尖子。2007 年初，兄弟俩刚选

取士官，就同时被推荐到原南京军区

“猎人”集训队参加特战训练。

“当哥哥，就要为弟弟做好榜样！”

哥哥祖国强回忆说，当时他的弱项是

400 米障碍，为了提高成绩，他请队友

录下自己的越障过程，通过视频回放反

复查找问题，逐个研究改进。短短 1 个

月，他磨破两双鞋，体重掉了 10 多斤。

苦吃多了骨头硬，集训队第一次考核，

祖国强一举拿下两个单项第一。

“哥哥好样的，当弟弟的也不能差！”

祖国昌不甘示弱，射击考核中，他连续命

中目标，成绩略胜祖国强一筹。集训结

束，兄弟俩双双荣获“优秀猎人”勋章。

从昔日的特战尖兵到如今的荣誉

连连长，兄弟俩又较上了劲。两年来，

他俩叫响“看我的、跟我上”，数十次带

队参加演训任务和比武考核，成绩始终

名列前茅，所在连队被评为基层建设先

进单位和军事训练一级连。

图①：演训归来，兄弟俩畅谈训练

心得。

图②：当年入伍新训结束，祖国强、

祖国昌被评为“优秀新兵”。

图③：兄弟俩参加“猎人”集训。

两个孪生兄弟 一对尖刀连长
■杨南洋 何 飞 史亚翔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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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评时间：7 月 19 日

这几天，我发现一到连队开饭时，总

有刚休假归队的几名同志，饭堂的门还

没进就溜之大吉。问及原因，大家都说

在休假期间吃得太多导致体重超标，为

了不影响训练成绩，才节食减重。

同志们，作为一名军人，要时刻保

持良好的战备状态，这种节食减重的方

式并不可取，一是时间长了可能出现厌

食 症 ，对 身 体 机 能 造 成 较 为 严 重 的 影

响；二是节食后如果控制不好，容易出

现暴饮暴食，导致越减越肥；三是长期

节食可能会营养不良甚至引发胃炎、胃

溃疡等疾病。

合理饮食、吃饱吃好，对保持体能、

完成任务至关重要。如果非要减重，就

必须科学调控饮食、加强体能锻炼，而

不是盲目节食。希望大家正确看待这

件事情，养成良好饮食习惯，避免体重

大起大落。

（汪书弘整理）

节食要适可而止

“这两天的考核，各单项和总分的

第一名将登上龙虎榜，大家加油。”连队

组织月考前夕，我在进行考前动员时，

本以为官兵们肯定会个个摩拳擦掌、斗

志昂扬，没想到大家却反应冷淡。

今年上半年，连队就量化评比进一

步作了细化，每次登上“龙虎榜”的个人

都会有相应的加分，并且作为年底评功

评奖的重要参考依据。所以“龙虎榜”

刚推出时，大家都很重视，每次考核都

铆足了劲往前冲，连队训练氛围十分火

热。如今这是怎么了？

虽然动员气氛有些尴尬，但是考核

还得正常进行。两天的时间，从基础体

能到共同课目，连队结合日常训练安排

见缝插针组织各项考核。可当所有课

目都考完后，翻看成绩登记本，我是越

看越来气：退步的何止是训练热情，有

些人的成绩大不如前！

想到这里，我抄起成绩登记本就要

出去集合队伍进行一番批评，但我前脚

刚迈出门槛就退了回来：凡事要先从自

己身上找原因，三思而后行。

为了弄清事情原委，我找来班排

骨干开了个碰头会。“指导员，我们也

发现了这个问题，同时了解到一些情

况 ，正 想 跟 您 报 告 呢 。”讨 论 中 ，大 家

你 一 言 我 一 语 地 说 出 了 战 士 们 的 心

里话。

“谁不想上龙虎榜，但名额这么少，

又有几个第一名？”“我们也在努力，可

出头之日遥不可及！”“我觉得我还是得

过且过吧，反正没什么希望……”

原来，每次能登上“龙虎榜”的战士

仅限于单项和总分第一名，按全连人数

和参考的课目来说，比例实在太少，所

以大多数官兵难免泄气。

症结找到，立即对症下药。我们立

即对“龙虎榜”进行改版，鼓励尖子突破

自我；把第二、三名也列到榜上；为各个

课目增加“最佳进步个人”，并且按比例

进行加分。

“尖子依然出众，但是更多的普通

战士有了奔头盼头，有了同榜亮相的机

会！”新规定一出台，连队的训练氛围重

新浓厚起来，战士们的练兵热情节节高

涨。

（唐幼珣、王 涵整理）

让每名战士都有机会“登榜”
■南部战区陆军某旅一营二连指导员 李泳锐

“1 号阵地发现战损装甲车，迅速

前出抢修！”盛夏时节，第 72 集团军某

旅组织开展实战背景下的装备抢救抢

修综合考核，勤务保障营上士张学兵闻

令而动，带领全班迅速展开战车抢修，

最终拔得头筹。直到此刻，张学兵心中

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作为拥有 10 多年装备维修经验的

“修理尖兵”，张学兵专业过硬、经验丰

富、技术精湛，许多疑难杂症到他手里

很快“药到病除”，他带的班组也是全旅

公认的“尖刀维修班”。然而，去年 7 月

的一场维修专业考核中，张学兵所在维

修班组不仅没拿到任何名次，还被评定

为不合格。

拆卸装甲板、吊离水箱、分解离合

器……那次考核开始没多久，张学兵所

在班组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仅用 45 分

钟便完成了装备故障排除，比考核细则

明确的满分标准提前了近 15 分钟。

“前方有一辆坦克履带断裂，命你

迅速组织抢修！”正当张学兵以为胜券

在握时，考核组却临机下达指令，要求

他们在规定时间内找到战损坦克并完

成维修任务。

“装备维修为何还要找坦克？”受领

任务后，组员潘添昌提出疑问。这也难

怪，以往修理考核都是在修理车间或固

定点位“坐堂问诊”，如今却突然变成野

外巡诊抢修。顿时，有些班组成员心里

没了底。

“大家不要慌张，立即展开行动！”

张学兵来不及多想，迅速指挥维修班组

前出，按照考核组提供的战损车辆坐

标，驾驶抢修车辆展开搜寻。

然而，沿途却“敌情”不断，主要通

道遭“敌”火力覆盖无法通行，他们不得

不从小路采取迂回穿插的方式向目标

点抵近，但由于地形研判能力不足，一

行人在丛林密布的演训场中迷失了方

向。最终，因耗时过久贻误最佳修理时

机，被考核组评定为不合格。

“这次失败，暴露出我们在日常训

练中侧重维修专业技能，忽视了其他战

场必备的基本能力。”复盘总结会上，该

旅维修科科长张晓光一针见血地指出：

战场抢修，不能仅仅满足于静态故障排

除，必须与实战要求对表。

随后，该旅深入开展专项调查，发现

这样的现象并非个例：装备训练考核多

为零部件分解结合、常见故障排除等“老

套路”；维修人员专业能力突出，但野战

生存、战时保障方面有明显不足……

坚持为战导向，倒逼全面过硬。为

此，他们打破“静态保障”模式，通过集

中培训、岗位互考、实战检验等多种形

式，循序渐进开展“战时保障”专项训

练；改进抢救抢修考核，将战场机动、构

工伪装、军事地形学等课目融入其中，

穿插进行北斗导航定位、战场互通互联

等多种作战技能考核。此外，他们还注

重在考场引入“敌情”，在近似实战的环

境下全面锤炼野战装备抢救抢修能力。

“两辆坦克遭‘敌’炮火打击，请求

抢修！”不久后，山林深处，这个旅又一

场实战化对抗演练打响，抢修分队受命

紧急出动，在成功处置障碍封锁、炮火

拦阻等“敌情”后，对受损坦克实施“外

科手术”，成功排除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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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膑兵法・兵失》有云：“器用不

利，敌之备固，挫兵也”，深刻指出战时

装 备 保 障 是 决 定 战 争 胜 负 的 重 要 因

素。未来战场瞬息万变，装备保障力量

必须做到随时整装待发、迅即能战。

当前，部队跨区驻训、实弹演练任

务频繁，对战时装备保障工作提出了新

要求新挑战，但少数单位仍习惯于“坐

堂问诊”式的保障模式，野战抢修能力

不足，与未来战场需求脱节，严重影响

部队作战能力的提升。

现代战争，主要是打后勤、打保障，

战场需要什么，保障就练什么。要加强

单兵专攻精练，强化协同作战演练，注

重实战环境锤炼，促进装备保障力量全

面过硬；要坚持工作重心向战场聚焦，

研练真招实招，不断提升战场保障水

平；要深扎“先到位、后收场、全程用”的

思想根子，做到仗打到哪儿就跟到哪

儿，在“散”中求生存、在“变”中求主动、

在“快”中搞保障，使装备抢救抢修为战

场制胜助力。

走出“坐堂问诊”的保障误区
■袁俊锋

“ 革 命 前 辈 们 ，这 盛 世 如 您 所

愿 ！”7 月 上 旬 ，西 部 战 区 某 保 障 队 在

喀 喇 昆 仑 腹 地 执 行 边 境 勘 察 任 务 的

官 兵 利 用 任 务 间 隙 ，专 程 来 到 海 拔

4280 米的康西瓦烈士陵园，用一场特

殊 的 仪 式 ，缅 怀 守 卫 边 关 、建 设 边 疆

的英烈。

112 座挺拔矗立的烈士墓碑，就是

112 位顶天立地的戍边英雄。在这座全

军海拔最高的烈士陵园里，任务分队 24

名官兵逐一为烈士扫墓，瞻仰他们的生

平事迹。“令人肃然起敬的是，这里不仅

有去年英勇牺牲的 4 位戍边英雄，还有

4 位信息不详的无名烈士，他们前赴后

继为党和国家事业付出了宝贵生命，我

们一定要把他们的精神传承下去，矢志

奋斗强军！”该保障队政委屈波在带领

官兵重温入党誓词后，在现场动情地讲

起了党课。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针对单位

人员长期奔走边关、奋斗生命禁区、执

行险难任务实际，该保障队充分利用红

色资源，依托任务地域的边关哨所、烈

士陵园、英模单位，就近就便开展“学一

线、学英模、学前辈”活动，教育引导官

兵以先进典型为镜，找准差距不足，接

受精神洗礼，做到在完成任务中深化党

史学习教育成果，用党史学习教育推进

任务高质量完成。

前 不 久 ，该 保 障 队 任 务 分 队 登 上

了 喀 喇 昆 仑 精 神 的 发 源 地 —— 神 仙

湾哨所。在那里，官兵们边吸着氧气

瓶里的氧气，边感悟这座精神高地的

“ 精 神 之 氧 ”。“ 英 雄 们 用 血 肉 之 躯 为

祖国筑起巍峨的界碑，老一代测绘人

用 脚 步 丈 量 祖 国 的 大 好 河 山 。”某 室

主 任 王 天 林 倾 情 讲 述 单 位 前 辈 们 一

口馒头一口雪，冒严寒、攀陡坡、跨冰

川 ，登 上 珠 峰 周 围 40 多 座 海 拔 6000

米以上山峰的故事，让大家精神为之

一振。

此外，他们还积极开展“我在现地

讲党史”活动，让任务官兵轮流担任解

说员，在前辈奋斗的地方，通过拍摄微

视频、利用卫星视频通信系统与驻地

官兵同屏共学，激励官兵自觉扛起“干

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使命担

当，圆满完成各项任务。3 年来，该保

障队官兵深入雪域高原、沙漠戈壁、密

林峡谷，累计行程超过 2.5 万公里，聚

力研发的联合作战指挥保障系统获得

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为服务练兵备

战贡献了智慧力量。

走千里边防线 学戍边英雄史
■张 倩 王 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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