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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下旬，第 72 集团军某旅新修

订的考核评分细则下发基层连队，引发

官兵热议。拿到这套干货满满、战味浓

厚的评分细则，装步五连连长胡晶除了

感慨，还有几分欣喜，因为这里面有他

的一份功劳。

不 久 前 ，该 旅 组 织 连 战 术 抽 考 ，

装 步 五 连 、装 步 十 连 等 4 个 连 队 被 抽

中 参 考 ，考 核 课 目 为“ 快 速 通 过‘ 敌 ’

障碍区”。

考核开始后，装步十连连长赵海波

指挥战车展开战斗队形。接近由列桩

铁丝网、三角锥等构成的“敌”障碍区

时，赵海波熟练指挥突击组携爆破器材

前出清障。经过一番奋战，障碍物被悉

数清除，考核任务顺利完成。

紧接着上场的装步五连却采取了

不同的通过方式：面对“敌”障碍区，官

兵仅对三角锥等影响战车通行的障碍

物进行爆破清除，而对屋顶形铁丝网和

列桩铁丝网，则用装甲车直角碾轧强行

突破，大大缩短了任务完成时间。

原来，胡晶在学习装甲车底盘构造

理论时了解到，装甲车具备碾轧屋顶形

铁丝网和列桩铁丝网的能力，并在平时

训练中经过多次实践证明其可行性，便

将这一方法用到了此次考核中。

就在胡晶自认为胜券在握时，考核

裁判组公布的成绩却让他大失所望。

按照评分细则，尽管五连用时更短，但

残留了不少障碍物，根据综合评分，最

终十连获胜。

“我们暴露在‘敌人’火力下的时间

更 短 、通 过 效 率 更 高 ，为 啥 败 给 了 十

连？”复盘会上，胡晶向考核裁判组提出

疑问。五连的经历，也引发了参考官兵

的异议。

“战场上分秒必争，五连速度快就

该得分高”“快速通过确实是优势，但残

留的障碍物可能会给后续部队埋下隐

患”……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难以达成

共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该

旅领导认为，五连在考核中的做法确实

是创新之举，但合理与否，还需要进一

步试验论证。

几天后，一场“装甲车碾轧破障”示

范在该旅训练场展开。五连官兵驾驶

装甲车对多道铁丝网进行碾轧，并连续

多次重复操作，均获成功。该旅作战保

障科通过对被碾轧的障碍物进行判别

分析后认为，这种方式破障效果更好，

对后续部队通过几乎没有负面影响。

事实证明，五连的做法行之有效。

“考场连着战场，考核必须紧贴实

战。”该旅领导介绍，虽然这场争论结束

了，但训练、考核的实战化脚步不能停

歇。他们突出为战导向，查纠考核评分

细则中的不合理条款，在深入调研论证

后有针对性地进行修订完善。

此外，他们还紧贴战场更新考场设

置办法，引入激光交战系统、红外传感

器等技术设备，实打实检验部队侦察感

知、指挥控制、火力打击等实战能力。

“如今组织训练、考核，‘战场’更

真，‘战味’更浓。”胡晶告诉记者，新修

订的评分细则，既有米数、秒数、环数等

定量标准，也有指挥员临机处置等定性

标准，各项考核内容的分值权重设置更

加科学，也更贴近实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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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考核是对部队日常训练成果

的检验，更是对未来战争的预演。一切

军事训练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部队实

战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打赢是唯一

的考核标准。提升部队实战能力，必须

做到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

“凡兵，制必先定。”以什么样的标

准检验训练水平，就会催生什么样的战

斗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

战是检验战斗力水平的根本标尺。部

队战斗力水平如何，归根结底要看能不

能打仗、能不能打胜仗。

抓训须求实，治训先治虚。实训与

实战的距离，取决于训练的成色。各级务

必牢固树立实战思维，以打赢标准衡量训

练水平、以战场思维筹划平时训练，切实

做到以作战的方式训练、以训练的方式作

战，加快促进“训练场”向“战场”转变。

打 赢 是 唯 一 标 准
■吴 卿

短 评

无人机侦察、远程火力覆盖……

深 秋 ，西 藏 军 区 某 旅 一 场 实 兵 对 抗

演 练 在 雪 域 高 原 打 响 。 演 练 间 隙 ，

官 兵 围 坐 在 阵 地 上 、战 车 旁 ，就 学 习

习 主 席“ 七 一 ”重 要 讲 话 精 神 展 开 讨

论 交 流 。 一 名 干 部 深 有 感 触 地 说 ：

“ 习 主 席 强 调 ，强 国 必 须 强 军 ，军 强

才 能 国 安 。 我 们 要 把 全 部 心 思 精 力

投 入 练 兵 备 战 ，练 就 克 敌 制 胜 的 过

硬 本 领 ，高 标 准 完 成 党 和 人 民 赋 予

的使命任务。”

“抗美援朝战争中，我旅前身部队

官兵与敌人血战 11 昼夜，顶住敌两个

团的轮番进攻，毙伤、俘虏敌军千余人，

战后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

前不久，该旅邀请抗美援朝老兵、时任

149 师 447 团副政治委员吕品，通过视

频连线方式，结合战斗经历分享学习

习主席“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心得体

会。现场官兵深受鼓舞，纷纷表示要

当好英雄传人，坚定理想信念、苦练打

赢本领。

学习跟着训练走，内容紧随任务

定。近期，该旅针对野外驻训多点位

部署、多方向出动的特点，紧贴任务实

际组织官兵学习贯彻习主席“七一”重

要讲话精神，确保官兵在哪里，学习教

育的触角就延伸到哪里。

转战途中的车厢里、风雪高原的

帐篷中、练兵备战的训练场上……官

兵见缝插针开展小宣讲、小讨论、小竞

赛活动，不断深化对习主席“七一”重

要讲话精神的理解，激发练兵备战的

热情。

该旅领导介绍，在深入学习贯彻

习主席“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过程中，

他 们 引 导 官 兵 发 扬 英 勇 顽 强 的 战 斗

精 神 ，强 化 固 边 守 防 的 使 命 意 识 ，把

学 习 成 果 转 化 为 练 兵 备 战 的 实 际 行

动 。 刚 参 加 完 演 训 任 务 的 中 士 阿 旺

堆 说 ：“ 每 一 次 重 温 历 史 都 是 一 次 精

神 洗 礼 ，我 一 定 要 传 承 红 色 基 因 、发

扬 优 良 传 统 ，扎 根 高 原 边 防 ，争 当 打

赢尖兵。”

深 学 讲 话 精 神 ，凝 聚 奋 进 力 量 。

连日来，该旅演训场呈现一派火热的

练兵景象。训练间隙，侦察分队上士

扎西为战友演示格斗战术，赢得一阵

喝彩。他说：“生命有禁区，铸魂无盲

区。我一定练强胜战本领，当一名忠

诚担当的高原战士！”

西藏军区某旅紧贴任务实际强化官兵固边守防使命意识—

生命有禁区，铸魂无盲区
■戴志国 俸仕文

10 月下旬，中部战区陆军某旅组织

教练员比武，由四级军士长邹新和大学生

士兵李飞扬组成的教学小组，被评为“优

秀教练员小组”。走下比武场，邹新深有

感触地对记者说：“共同担任教练员的经

历，也是我们共同提升业务水平的过程。”

该旅领导介绍，近年来，随着越来越

多的信息化装备列装部队，不少老士官

由于掌握新知识速度较慢，出现了业务

能力跟不上的情况。为帮助老士官尽快

补齐短板，他们着眼年轻大学生士兵掌

握新装备原理和基础操作速度快、效果

好的实际，遴选一批理论基础扎实的大

学生士兵担任专业教练员，负责新装备

的示教作业。

李飞扬正是首批上任的大学生士兵

教练员之一。和不少年轻教练员一样，

李飞扬虽然理论基础扎实，但实际教学

组训能力欠缺——由于缺乏备课示教经

验 ，李 飞 扬 授 课 时 常 常“ 茶 壶 煮 饺 子 ，

有嘴倒不出”，台下官兵听得一头雾水。

“官兵对新装备理论知识掌握得好

不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练员的教学

能力。”该旅领导告诉记者，发现问题后，

他们迅速调整组训模式，让大学生士兵

教练员与经验丰富的老班长优势互补，

组成教学小组，相互配合完成新装备的

备课示教工作，力争达到“1+1>2”的效

果。经过调整，拥有丰富组训经验的四

级军士长邹新担任助教，与李飞扬一起

搭档授课。

记者在由邹新和李飞扬主讲的一堂

装备理论课上看到，每当李飞扬讲授某

个理论知识要点时，邹新便适时进行相

应操作的动作示范。遇到比较抽象的专

业知识，邹新则结合实际工作进行举例

说明，帮助大家消化吸收。台上，两位教

练员相互协作、密切配合；台下，官兵们

听得津津有味、频频点头。

邹新和李飞扬这对组合不仅广受官

兵好评，其教学成果也经受住了实践检

验：在近期组织的阶段性考核中，由他们

示教的某型装备操作课目优良率较上次

考核提升近两成，合格率也创下新高。

据了解，该旅还有数十个类似的教

学小组。截至目前，这些教学小组先后

完成备课示教数百场，取得 20 余项革新

成果。

中部战区陆军某旅盘活人才资源破解教学组训难题——

老班长新教练搭档授课
■本报记者 张毓津 通讯员 汤 伟

本报讯 张云昊、申建华报道：“一

天夜里，某油库突发火灾。接到支援灭

火的任务后，张建涛班长不顾腰伤，带领

战 友 连 续 奋 战 3 个 多 小 时 。 任 务 结 束

时，他已累得瘫坐在地上……”日前，空

军航空兵某场站组织故事分享会，警卫

连战士徐旺深情讲述四级军士长张建涛

的感人事迹，台下官兵深受触动。这是

该场站活用身边典型开展教育，激发官

兵爱军精武热情的一个缩影。

“身边人身边事，看得见摸得着，是

开展教育的‘活教材’，能让教育课堂更

有温度和感染力。”该场站领导介绍，为

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感召力，

他们定期组织“保障尖兵”评选表彰、先

进典型事迹报告会等活动，引导官兵从

身边榜样身上汲取奋进动力，争当“四

有”新时代革命军人。

该场站利用训练间隙灵活机动开

展教育活动，将课堂搬到训练场、执勤

点、机舱内。每次授课结束后，及时组

织官兵围绕“我与榜样面对面”“我离榜

样有多远”等话题展开讨论交流，激励

官兵对照先进找差距、查不足，找准奋

进方向、强化进取精神，以更加饱满的

热情投身练兵备战。此外，他们还通过

在强军网开设“标兵荣誉榜”专栏、在荣

誉走廊展示先进典型事迹等形式，营造

让训练尖子吃香、让精武标兵出彩的浓

厚氛围。

越是身边人身边事，越能触动人激

励人。近期，在上级组织的一场比武竞

赛中，该场站两名官兵包揽个人单项前

两名。

空军航空兵某场站

身边典型激励创先争优

本报讯 孙辙、特约通讯员李国臣

报道：“杠上飞转，浸润苦练的艰辛；低姿

匍匐，挥洒拼搏的汗水……”日前，第 82

集团军某旅组织“点赞光荣集体、夸夸身

边战友”教育活动，中士王德华将战友西

热群在训练中敢于挑战、不断超越的故

事搬上讲台，真实感人的故事、幽默风趣

的语言，赢得官兵热烈掌声。

“身边典型最有说服力，把他们的先

进事迹作为开展教育的鲜活教材，有利

于激发官兵建功军营的强大动力。”该旅

领导介绍，今年以来，他们在全旅广泛开

展“互学互赞”教育活动，通过组织身边

典型故事会、开设强军网专题专栏等方

式，发动官兵挖掘身边战友的闪光点、讲

述身边典型的暖心事，引导大家在互学

互信互爱中共同成长进步。

某连五班是营里的后进班。“互学互

赞”教育活动开展以来，五班战士深受其

他先进集体触动，不仅工作积极性明显

提高，还主动向先进集体和训练尖子学

习请教。在最近一次考核中，五班的总

体成绩明显提升，获得全营官兵点赞。

某连上等兵任航的射击课目成绩

不 理 想 ，情 绪 有 些 低 落 。 了 解 到 老 班

长 张 春 峰 经 过 刻 苦 训 练 ，最 终 成 长 为

“ 枪 王 ”的 故 事 后 ，他 决 心 以 老 班 长 为

榜 样 ，重 新 制 订 个 人 发 展 计 划 。 经 过

一 段 时 间 的 努 力 ，他 终 于 在 射 击 考 核

中斩获佳绩。

互学互赞激发精武热情。日前，该

旅开展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官兵们斗

志昂扬，刷新了武装奔袭、战场急救等多

个课目的旅训练纪录。

第82集团军某旅

互学互赞激发精武热情

10月中旬，武警贵州总队黔西南

支队组织特战队员开展射击训练。

侯鲁晋摄

10 月 25 日，第 80 集团军某旅

组织直升机编队训练。

李 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