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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拔 5000 多米的高原进行伞降

实跳，有多难？

多变的气象条件、陌生的地形环境……

尽管有 1000 多次跳伞的经验，但第 76

集团军某旅特战七连三级军士长冯志

强丝毫不敢大意。

到达预定高度，飞机遭遇气流颠簸

不停，担负全队首跳任务的冯志强眉头

紧锁。此时，他心里只有一个想法：这

次伞降实跳不容有失。

“01，一切就绪，跳！”随着引导员

一声令下，冯志强跃出机舱。飞机的

轰鸣声倏地远去，他的耳边只剩劲风

呼啸。

“0001、0002……”冯志强如往常一

般在心里默数，计算着开伞的时间。突

然，一股强气流从侧面袭来，他瞬间失

去平衡，身体出现翻转。

冯志强心里一紧。短暂的慌乱过

后，他迅速冷静下来，一边尽量控制身

体，一边快速思考应对之策。

“开伞？不行，那样的话伞绳会紧

紧缠住身体……”冯志强知道，如果此

时强行打开降落伞，只会让自己陷入更

加危险的境地。

时间在飞逝，下降的速度越来越

快，每一秒都事关生死。大脑里闪过多

个方案，冯志强果断作出决定：脱离主

伞，启动备用伞。

几秒钟后，备用伞正常张开。最

终，他顺利降落到预定地域。

事后，冯志强坦言，等待备用伞打

开的那几秒，是他 19 年军旅生涯中感

到最漫长的一段时间。

“我当时如果再有丝毫迟疑，或者

动作变形，肯定不会安全降落。”如今想

来，冯志强说自己仍然会心有余悸。

像这样的生死考验，冯志强并非第

一次遇到。一次，旅里组织穿越城区伞

降，在没有先例参考、没有经验可循的

情况下，难度可想而知。

首跳谁来？这个人选必须胆识过

人、本领过硬。“让我来！”冯志强挺身而

出，主动扛起这个重任。

跃出机舱后不久，冯志强在穿越

一个工厂上空时，降落伞被烟囱吹出

的混乱强劲气流缠住，悬停在烟囱口

正上方。

情况危急，这一次，冯志强采取“以

不变应万变”——等风来。因为，经过

快速分析，他知道，如果贸然行动，只会

让失去动力的降落伞失去平衡，人可能

坠落到烟囱里。

等风来！那一刻如此煎熬，不过他

相信自己的判断。终于，3 分钟后，一

股阵风吹来，冯志强借势越过烟囱，降

落至安全位置。

“真是一颗大心脏！”营长刘近为

冯志强捏了一把汗，对他竖起大拇指：

“没有谁会随随便便成功，冯班长危急

关头总能正确处置，源于他本人平时

的刻苦训练，得益于各项任务的千锤

百炼。”

一句话颁奖辞：上千次伞降、十九

载磨砺，这是“特战尖兵”成其为“尖兵”

的根基与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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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能尖子竟然“吊车尾”？

前段时间，连队组织体能全课目连

贯比武。在进行 3 公里武装越野课目考

核时，平时成绩在连队数一数二的下士

赵立杰，却一直落在队伍后面。

等他以倒数几名的排位通过终点，

我立刻追了上去，询问“发挥失常”的原

因。然而，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指

导 员 ，我 状 态 没 问 题 ，3 公 里 武 装 越 野

是第一个课目，而且快 5 秒才加 1 分，今

天要考十几个课目，得通盘考虑，保存

体力！”

听起来好像很在理，但我心里还是

燃起一股火。“军人比武考核，能和运动

员比赛一样吗？眼里怎么能只有分数？”

想到后面还有很多课目要考，话到嘴边，

我又咽了回去。

结果，越考越让我失望，不只是赵立

杰，很多人都在“算着比”，甚至有的为了

多拿一两分、少算零点几秒，与监考人员

软磨硬泡、讨价还价。

考核结束，我拿着亮眼的成绩单，却

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立即组织了一堂教

育课。“从规则上说，大家为了总评拿高

分而采取一些应考策略，表面上看没有

问题。但如果脑子里只想着分数、眼睛

只盯着分数，而不去拼尽全力挑战自己、

超越自己，考核就失去了意义。”我边说

边观察台下官兵的反应，看到赵立杰和

不少人都羞愧得低着头，继续摆道理，

“考场如战场，组织体能全课目连贯比

武，就是看大家能不能经得起实战的检

验。如果只是简单的应试，甚至钻规则

空子，敌人会给你们打高分吗？”

课后，赵立杰和几个战友敲开了我

的房门，主动承认错误，并表示以后要盯

着实战标准搞训练，认真对待每一次考

核、每一个课目，决不当投机取巧的“优

等生”。

当然，也不能全怪战士。事后我找

到连长，介绍了考核比武情况以及发现

的问题。我俩一拍即合，按照实战要求，

对体能全课目连贯考核比武规则进行了

修改完善。 （徐梓淇整理）

考核，眼睛不能只盯着分数
■第 81 集团军某旅指导员 张世聪

值 班 员：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连长

王珏鸿

讲评时间：9 月 27 日

今天，应急值班分队进行了随机拉

动演练，暴露出不少问题：有的官兵不熟

悉器材存放位置，在需要时不能快速取

用，耽误了出动时间；卫生员没有及时补

充战备急救包内药品，在出现人员“伤

亡”时处置情况手忙脚乱；面对导调特

情，有的指挥员没能结合现地情况、人员

编成进行合理分工，导致战士们处置“冒

了泡”、配合“断了线”……

幸亏这只是一次演练，但这次演练

出现的问题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往深了

说，是大家没有树牢“随时能够上战场”

的实战思维，没有做好“战争在今夜打

响”的思想准备。对于战备预案、物资器

材，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有”，更要立足

于“用”，平时训练多练实招，不能“走过

场”“做样子”。

国 不 可 一 日 无 防 ，军 不 可 一 日 无

备。咱们连队驻守海防一线，直面云谲

波诡的南海，大家应当明白我们肩上使

命之重。希望大家坚决克服和纠治今天

演练中暴露的问题，保持高度警惕，“哪

怕睡觉也要睁只眼”，将战备工作做得紧

之又紧、实之又实。 （曾梓煌整理）

战备之弦不能松

值班员讲评

营连日志

9 月 27 日，无名湖哨所难得的艳阳

天 。 蓝 天 白 云 下 ，一 抹 鲜 红 在 海 拔

4500 多米的山巅格外耀眼。

站在戍边石前，西藏山南军分区某

边防连连长巩虹宇把叠得整整齐齐的五

星红旗展开，开始讲述其背后的故事。

2018 年，该连官兵到北京参加“同

升一面旗、共爱一个家”主题活动，带回

了 这 面 曾 在 天 安 门 广 场 升 起 过 的 国

旗。3 年来，官兵们每次巡逻，都把这

面国旗带在身上，在边境线上进行主权

宣誓。每逢“七一”“八一”“十一”等重

大节日，连队便组织大家在这面国旗下

宣誓，进一步坚定扎根边防、从军报国

的信念。

如今，又到国庆，伟大祖国迎来 72

岁生日。2 个多月前，无名湖也迎来了

今年入伍的新兵。

与一茬茬初到无名湖的官兵一样，

直到亲眼所见，新兵李学洋才发现这里

根本没有湖。在他的想象里，连队建在

一个美丽的湖边。这个充满诗意的误

会，吸引他去网上搜索。他才知道这里

缺水严重，“湖”不过是一种希冀和向往。

望着这面特殊的国旗，新兵张闯回

忆起自己在学校读书时参加升旗仪式的

场景。“那时的我，感觉升旗就是升旗而

已。不知为什么，在无名湖看到国旗，我

心里瞬间就充满对祖国清澈的爱。”

无名湖，无名却有名，无湖而叫湖，

新兵们好奇地探知这个名字的由来，也

好奇地打听这里发生过的一切。

张俊奇在无名湖当了 11 年兵，对

哨所近几年的变化了如指掌。“以前那

叫一个苦啊，住的是到处透风的土房

子，经常是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

到了冬天，只能融化冰雪取水……”老

兵像是在读一首“父亲写的散文诗”，话

语里充满了“从前慢”的味道。

“哪像现在，不仅吃水不成问题，还

可以随时随地洗热水澡。”张俊奇说，

2016 年，无名湖建起了崭新的现代化

营房；2020 年夏天，这里又安装了保温

净化水箱和空气能热水器，24 小时有

热水供应。不仅如此，网吧、唱吧、篮球

场、训练器械也在这里落户，官兵们的

工作生活不再像以前那么单调了。

在雪域高原驻守，变的是生活条件，

不变的是高寒缺氧。“不再像以前”这样

的表述，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并无关系。

无名湖夏秋季云深雾大，新兵们还

没来得及被晒黑，但外表已经有了边防

军人的“雏形”。阮志林瘦了许多，嘴唇

干裂，与家人视频通话时，父母差点没

认出他来。

班长骆酸是第一次带新兵，有时比

新兵还紧张，生怕自己哪里做得不好。

对新兵们身上出现的这些变化，他心里

“总感觉对不起他们”。

既然无法改变环境，那只能让自己

适应环境，变得更为强大。

在这 2 个多月里，新兵们没有体会

到“躺着就是奉献”，却一遍遍尝到了

“军人就要冲锋”的滋味。

无名湖有一个“绝望坡”。这是老

兵们因地制宜开辟出的一个体能训练

场。在海拔 4500 多米的地方进行冲刺

跑是什么感受？顾名思义，非常艰难。

新兵张闯说，自己以前从来没有把

“劳累”和“绝望”联系起来的体验，但第

一次“冲坡”过后瘫倒在地时，他让绝望

“伤得透透的”：“真的，那感觉除了生无

可恋的绝望，就是绝望得生无可恋。”

即便如此，新兵们依然一次次冲向

“绝望坡”，顽强开展体能训练。拿做引

体向上来说，刚来哨所时，他们之中只

有一两人能够勉强及格，一个月后，所

有新兵都通过了达标线。

9 月初，李文龙、阮志林、何希洪 3

名 新 兵 和 13 名 老 兵 一 起 踏 上 了 巡 逻

路，经过 2 个小时的艰难跋涉，抵达目

标点位。五星红旗展开的那一刻，李文

龙热泪盈眶。“所有的辛苦都值了，我为

祖国感到自豪，为自己是一名边防军人

感到自豪。”李文龙说，一个人只有在边

防用脚步丈量过祖国的领土，才会真正

懂得什么是国家。

看着新兵们在一点一点倔强地成

长，指导员洛桑次珠给他们打出了高

分。“别看他们刚刚入伍，但不少人已经

对接下来的军旅生涯作了规划，有的打

算转士官留队，有的开始准备考学。”洛

桑次珠说，这就是边防的魅力，这就是

无名湖的魅力。

“我就爱这无名湖，其实无名湖呀

没有湖，那是巡逻路上妈妈的眼睛，再

苦再累也要坚守住，再苦再累也要坚守

住……”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就爱这

无名湖》的歌声高亢嘹亮。新兵来到无

名湖，无名湖开始了新篇章。

上图：西藏山南军分区某边防连组

织开展“五星红旗下话初心”活动，激励

官兵卫国戍边，再立新功。

王旗红摄

新 兵 来 到 无 名 湖
■张照杰 本报记者 杨明月

从 9 月中旬起，武警江

苏总队组织特战队员奔赴

山林地区开展红蓝对抗演

练，锤炼官兵在陌生复杂环

境下的综合作战能力。图

为狙击手展开伪装狙击。

本报记者 向黎鸣摄

闪耀演兵场

瞄 准

笔者任团政委和旅政治工作部主

任期间，总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基层

主官想休假，都要事先打电话汇报一

下 。 每 次 我 都 会 说 ， 按 程 序 办 即 可 ，

不必专门打电话。可是，这样的电话

还是经常接到。

这尽管是一件小事，但很值得关注

和思考。休假是官兵的合法权益，基层

主官办理休假事宜，应先向人力资源部

门提出申请，再由该部门报相关领导批

准。像这种可以按规定和程序正常办理

的事情，非要事先打个电话进行沟通，

其实是没必要的。别看只是一个电话，

对基层主官来说，也很犯难，他们不只

打给一个领导，而且打电话前还得想一

想电话怎么打，比如说些什么内容、选

择什么时机等等。由此看来，其沟通成

本是不小的，浪费的是时间，消耗的是

精力。

沟通是一门艺术。在部队，沟通

方式通常有两种：电话沟通和当面沟

通 。 至 于 选 择 何 种 方 式 ， 因 事 而 宜 。

客观地说，遇有重大事项或者不好把

握、不便操作的事情，有时下级需要

与上级进行沟通，这样才能保证信息

对称、方向不偏，控制好火候、拿捏

好 分 寸 。 但 不 意 味 着 事 事 都 要 如 此 ，

尤其是规定很明确、程序很清楚的事

情，应该直接走流程。现实中，有的

基层主官除了休假外，大事小情都要

想 着 怎 么 与 上 级 领 导 机 关 沟 通 一 下 ，

常 常 是 要 么 电 话 汇 报 ， 要 么 当 面 请

示 ， 更 有 甚 者 ， 同 一 件 事 两 法 并 用 ，

造成了很多无效的沟通。

这种无效的沟通，看似是基层造成

的，实则与领导和机关也有一定关系。

从领导来看，有的认为基层不事先沟

通，就是对他的不尊重。从机关来看，

有的对基层上报的事情，或者办理不及

时，或者卡着不办理，这样一来，基层

就不得不想着法儿进行沟通了，否则事

情就很难办得顺利、圆满。

时间是宝贵的，人的精力是有限

的。如今，部队任务繁重，基层工作

更是千头万绪，势必要求党委依法决

策 、 机 关 依 法 指 导 、 部 队 依 法 运 行 、

官兵依法履职，也需要领导机关与基

层单位之间，在规定框架下、程序轨

道上形成一种默契。倘若非得通过无

效 的 沟 通 才 能 使 工 作 任 务 有 效 运 转 ，

那绝不是正常的状态。防止无效的沟

通，除了基层单位要坚持主动作为和

强 化 责 任 担 当 外 ， 作 为 领 导 和 机 关 ，

还 需 坚 持 法 治 思 维 ， 强 化 服 务 意 识 ，

减少人治惯性和官僚习气，大力弘扬

简便、快捷、高效的工作作风，让基

层办事不为难、不费劲。这个前提应

当 是 ， 领 导 机 关 对 基 层 的 了 解 和 理

解；这个结果必将是，基层单位对领

导机关的信任和信赖。

要避免无效的沟通
■米 尘

基层之声

转变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系列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