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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科长，你部退役士兵白宇峰入

职以来，兢兢业业、踏实肯干，感谢部

队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优秀的人才。”负

责退役士兵就业的第 82 集团军某旅保

卫科科长王栋接到驻地企业招聘负责人

的电话后颇感欣慰。

“老家企业少，工资待遇低，下一

步到底该怎么办？”时间回到一个月前

的退伍季，不少退役战士为回乡找工作

发愁。

“兵有所呼，当有所应。为官兵办

实事，是检验党史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

指标。”该旅领导介绍，针对退役士兵

就业问题，旅队专门召开部署会，指定

保卫科提前邀请优秀企业上门招聘，争

取让更多退役战士走出军营便上岗。

“ 听 说 一 些 知 名 企 业 来 旅 里 招 聘

了 ”“ 工 资 待 遇 很 好 ， 可 以 去 试

试”……很快，地方企业上门招聘的通

知在官兵中传开，退役战士个个摩拳擦

掌。随后组织的现场招聘会上，地方企

业精心向退役士兵送岗位、送政策、送

服务，企业和退役士兵实行双向选择。

退役士兵白宇峰，有着 3 年驾龄，

驾驶过多种车型，经验丰富。通过点对

点、面对面与企业交流，凭借自己踏实

肯干的品格和独特的优势，他成功签下

一家企业的总经理助理兼司机的应聘意

向书。

据了解，仅这一场招聘会，就有

50 多名战士签下了满意的工作单位。

王栋告诉笔者，由于疫情影响，组

织企业进军营多有不便，他们联系到用

人单位后，专门制作了应聘企业“一本

通”，为退役战士提供“一站式”就业

服务。

该旅为退役士兵办实事的做法，极

大地激励了现役战士安心服役、锤炼过

硬本领的积极性，大家的干劲更足了。

第 82 集 团 军 某 旅 为 官
兵办实事推出新举措—

让更多退役士兵
走出军营便上岗

■安晓亮 李红玉

“火箭炮射速快、火力猛、突袭性

好，可实施面打击……”10 月中旬，第

74 集团军预任参谋集训队组织的联

合作战“讲武堂”课堂上，某合成营排

长张旭将一次联演中自身破障受阻的

经历娓娓道来，掀起一场关于联合火

力打击的“头脑风暴”。

那次联演中，担任前沿突击分队

的该营在发起攻击时遇到一块“硬骨

头”。“蓝军”利用地形优势，提前设置

大量坚固障碍，需要直接派遣工兵分

队直前破障。然而，“蓝军”严密的火

力网让工兵分队很难靠近障碍。

“突击车分队前出实施首轮火力

覆盖破障，剩余兵力从两翼掩护工兵

分队人工破障。”该营营长一声令下，

身为突击车分队指挥员的张旭迅速前

出。然而，仅凭突击车和旅直属炮兵

的支援火力，并不足以达到预定毁伤

效果，“蓝军”防线仍残留较多坚固障

碍。

眼看破障时限越来越近，营长只

能咬牙作出决定，由工兵分队带着爆

破装备强行破障，但效果并不理想。

最终，受制于前沿障碍的该营，以很高

的战损勉强完成任务，但也因无力参

加后续战斗，遗憾退出演练。

“复盘时，我们在总结教训时感

到，由于缺乏联合火力筹划意识，仅

把眼睛盯着看得见的火力，根本没有

思考如何获得更有针对性的火力支

援。”讲到此处，张旭的遗憾之情溢于

言表，“这一仗，倘若能事先规划航空

兵火力支援，损失绝不会如此惨重。”

张旭分享完他的实战案例后，“讲

武堂”教员赋予全体学员相应的战斗

角色和任务，大家分别扮演营级指挥

员、参谋、排长，参与到张旭带来的这

个案例的推演。大家重新经历一场

“破障战斗”，思考如何改进不足。推

演中，教员逐一向担负不同战斗任务

的学员提问题，加深了大家对联合火

力打击的理解。

“一堂课讲透一个经典案例，一堂

课似一场‘实战’经历！”参与“讲武堂”

的学员张亚坤认为，这种具象而且贴

合自身经历的案例，不仅能够让人更

有代入感地学习联合作战，而且还细

化了具体步骤指令，使大家对联战联

训知识的学习更加深透。

随后，在预任参谋集训队参加的

一场联演中，学员李秋成率领的运输

分队遭遇“蓝军”生化袭击。在自身防

化处理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他根据“讲

武堂”所学要点寻求防化力量支援。

最终，在某防化分队的协助下，他们迅

速通过“染毒”地带，继续向目标地域

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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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某上级机关在组织全面检

查后并没有发一个通报就完事，而是梳

理出存在的不足、下一步的改进措施，

并指派有丰富基层经验的机关人员到

问题较多的单位教方法、指路子。这种

没有一“指”了之，而是深入做好“导”的

工作的做法，受到基层欢迎。

工作指导是开展工作、落实工作

的一种方式，是上级帮助下级、机关帮

助基层提高工作质量、推动科学发展

的一种途径，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

有力抓手。在工作转换期、发展关键

期，或是重要时段安排的一项例行工

作，任何部门、任何行业都需要科学有

力的指导，概莫能外。然而，一些机关

部门对“指导”的理解存有偏差，对发

现的问题只知道批评指责，或扯着嗓

子教训人、或用通报处理人……以这

些方式督促基层抓好落实，与抓基层

的初衷背道而驰、格格不入。

指导，有“指示教导”和“指点引导”

之意。“指”和“导”两者相互结合才能更

好地解决问题，失去一个方面就失去了

指导的意义。笔者在检查调研中发现，

基层存在的一些问题，很多不是态度问

题，更多的是受思维和能力限制，找不

到落实和解决的思路途径。上级机关

如能利用指导的时机，既“指”出存在的

不足，而且还“导”出具体的方法，更能

促进工作落实，赢得基层的掌声。

抓基层如同种庄稼，靠的是地力、

用的是实劲、求的是实果，站在“田埂”

上跟着感觉走不行，搞“蜻蜓点水”式

更不行，一定要“脱鞋下田”，只有踩到

泥才能下好种，弯下腰才能施好肥，勤

锄草才能有收获。要防止和克服“坐

在车里转、隔着玻璃看、拿着材料判、

听着汇报断”的不实检查指导作风，真

正沉到基层一线发现隐性问题，掌握

真实情况。要把基层官兵当成自己的

知心好友，坦诚相见，面对面交流、点

对点沟通，想基层之所想，急基层之所

急，解基层之所盼。所有这些，都需要

机关转变工作作风，切实发挥好指导

的作用。

抓基层有“指”更要有“导”
■向 勇

金秋时节，又有一批新战友迈入

军营，开启精彩的军旅生涯。作为一

名老兵，我最想送给刚刚迈入军营的

新战友一句话：所有的苦累都是成长

的营养。

3 个 月 甚 至 更 长 的 新 兵 生 活 很

苦 ，却 最 为 纯 粹 、令 人 回 味 。 说 来 惭

愧 ，入 伍 前 的 我 是 个 标 准 宅 男 ，经 常

“ 一 人 一 机 一 世 界 ”地 待 在 寝 室 里 。

入伍后，一个班十几名战友同吃同住

同训练，天南地北的人就这样被凝聚

起来，如同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

起，让我深深感受到友谊的美好和可

贵。我觉得班长说得对，越苦越累越

能体现战友情。

入伍前的我身体瘦弱，刚进军营时

单杠连一个也拉不上去。可我来到军

营不到半年，单杠便可以拉十几个，轻

松完成 3000 米跑，连自己都觉得不可

思议。每当照镜子时，看着黑了一圈也

瘦了一圈的自己，我明白，这一身腱子

肉都是在艰苦的锻炼中得来的。

苦累不光锤炼身体，也磨砺钢铁

一般的意志力。拿站军姿来说，当初

姿势不标准，顶破天也就能站上十几

分 钟 ，腰 酸 腿 疼 脚 抽 筋 ，甭 提 多 狼

狈。现在，我可以用标准的军姿站上

几个小时，纹丝不动。我在军营的每

一点突破，正是源于意志的力量。我

相信，这种力量对我的一生都将产生

深远影响。

新战友们，所有不能击倒你的那

些苦和累，都将让你收获成长，受益终

生。请大家做好吃大苦的准备，做挑

起强军兴军重担的新时代革命军人。

所有的苦累都是成长的营养
—致刚刚迈入军营的新战友

■龙 戎

“ 班 长 ，你 在 刚 才 的 授 课 中 使 用

专 业 术 语 太 多 了 ，能 不 能 讲 得 更 通 俗

点 ……”9 月 下 旬 ，南 部 战 区 海 军 某 大

队 组 织“ 四 会 ”教 练 员 比 武 ，列 兵 杨 泽

鸿 坐 在 评 委 席 ，对 他 班 长 的 授 课 进 行

了中肯点评。

“以往列兵都是坐在下面听，评委席

上坐的是清一色的专业技术骨干。”该大

队作训办参谋彭彦斌介绍说，“选择列兵

代表当评委，有利于帮助专业技术骨干

找准问题，更好地面向新战士组织‘四

会’教学。”

前不久，该大队组织雷达专业阶段

性考核，结果今年入伍的新战士考得不

理想。究其原因，与教练员的授课没有

考虑新战士理解能力、接受能力有很大

关系。在大队议训会上，大家对这个问

题进行了认真分析，并拿出具体措施予

以改进。

在“四会”教练员比武中增设列兵评

委席，正是举措之一。此举既增强了新

战士在训练中的“主人翁”意识，激发他

们积极参与的热情，又督促比武的教练

员及时调整授课方式，实行分层分类施

教，防止“一锅煮”。

“看到自己带的兵坐在评委席上，我

们感受到不小的压力。”参加此次“四会”

教练员比武的报务班班长陈晖颖坦言，

如何把晦涩难懂的专业知识讲得通俗易

懂并不容易，他必须不断加强学习，掌握

更多的授课技巧，把更多的新战士培养

成才。

列兵坐上评委席
■王佳男 章卓航

“赓续光荣传统，争做‘李学

先班’传人……”军委政治工作部

为获得重大荣誉的英模班排制作

的荣誉柜下发部队后，海军陆战

队某旅第一时间举行荣誉柜发放

仪式，为前身为“李学先班”的机

步四连二班发放荣誉柜。

此次发放仪式，全旅官兵采

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同步

参加，重温英模辉煌战绩、观看

珍贵战斗影像、面对党旗庄严宣

誓……全旅各点位官兵热情高

涨，纷纷表示要传承先辈伟大精

神，再创旅队新的辉煌。

“荣誉柜的发放是对英模班

排的肯定，更是对全体官兵的激

励。旅党委以此为契机，推动党

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不断掀起

新的练兵备战热潮。”该旅政治

工作部主任贾长城介绍说。

战车疾驰，尘土飞扬。发放

仪式结束后，全旅官兵整装出发，

迅速投入到紧锣密鼓的训练中。

(戴 威、高 坤摄影报道)

在 全 军 大 兴 学 习 联 战 联 训 之 风

的 氛 围 下 ，如 何 真 正 推 动 联 合 作 战

思维走深落实、学以致用，是每一名

官兵应该思考的问题。毛泽东曾把

“详举战例”作为提高战术思想水平

和指挥艺术的重要途径。叶剑英也

把战例研究作为战术训练四个环节

的 重 要 一 环 。 可 见 ，要 深 研 作 战 理

论 ，不 可 能 绕 开 经 典 案 例 学 习 这 一

步骤。

战例教学使官兵们如置身真实战

场环境，有助于他们运用联战知识分

析问题，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收

获胜利的经验，总结失败的教训。在

这个逐步深化作战理论学习的过程

中，官兵们“沉浸式”体验一场场联战

联训的经典案例，不断丰富和拓展自

身所学，从而对联合作战的认识更加

深刻。

“论”战就得有战味。要打胜仗，

就必须推动作战思维向实战聚焦靠

拢、作战理论向打仗转化运用。无论

是“讲武堂”的模拟战场，还是每年各

类联演联训，其目的都是为了让官兵

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真正做到知行

合一、能打胜仗。

“论”战就得有战味
■曲明远

士兵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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