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不久，某连正在组织点名，恰好

路过的我停下脚步，想听听连队近期存

在哪些问题，同时了解一下最近有哪些

好人好事和表现优异的同志。可令我

有些失望的是，组织点名的值班员开口

就是“好的方面我先不讲，主要讲一讲

当前连队存在的问题”。

点名结束，我听到几名最近参加了

上级文艺汇演的战士在私下议论：“咋

老是讲问题，也不表扬一下大家，最近

加班排练这么辛苦，日常训练也没落下

啊……”

“好的方面我就不讲了，主要是讲

一下存在的不足，希望大家对照整改，

尽快落实……”不久后的一个雨夜，我

正在写讲评材料，隔壁俱乐部又传来这

样的声音。这次讲评，依然没有表扬，

只有批评。

我们常说，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

不说不得了。虽然总结讲评工作时少

谈成绩、多讲问题无可厚非，有利于戒

骄戒满，但不知从何时起，一些连队一

总 结 就 批 评 ，一 讲 评 就 训 斥 ，给 人 的

感觉就是官兵们一无是处，怎么做都

不对。

“这样的讲评是不是不全面”“会不

会影响官兵们的工作积极性”……在营

里的行政例会上，我把这个问题提了出

来，很快引起了大家的共鸣。不少干部

承认，确实存在我所说的问题，但他们

这么做主要是为了和营里倡导的“问题

意识”对表。

“ 营 里 提 倡‘ 多 说 问 题 ，少 讲 成

绩 ’，并 非 是‘ 只 讲 问 题 ，不 讲 成 绩 ’，

这种极端化的做法不利于部队建设，

不 利 于 调 动 官 兵 们 的 积 极 性 ，‘ 好 的

方面’还是应该多讲讲。”听了大家的

发言，一旁的营长补充道，“我们所提

倡的‘问题意识’，是指在工作中盯着

问 题 ，抓 主 要 矛 盾 ，大 家 不 能 片 面 地

理解和解读，更不能一味地与批评画

等号。”

从那以后，大家调整了工作思路，

对暴露的问题敢于较真批评，对表现突

出的同志也能及时提出表扬。最近，在

上级组织的专业技能考核中，全营官兵

士气高涨、斗志昂扬，取得了优异成绩。

（王麒淞、王一迪整理）

“好的方面”也应该多讲讲
■第 78 集团军某旅教导员 李 峰

有 官 兵 向 笔 者 反 映,一 些 机 关 干

部督导检查只看现象、不问原因，比如

有的战士正课时间因事请领手机，督

导人员看见后便记上一笔，进行通报

批评；有的连队因临时任务被迫调整

了工作和训练计划，督导人员看见后

便认为他们不落实规章制度……

实际工作中，确实有少数机关督导

人员服务基层的思想不够端正，也不愿

意深入基层了解问题真相，盲信自己的

“眼见为实”，给基层官兵的感觉是不近

人情、缺乏感情，导致帮建基层效果打

了折扣。

如果不深入调查，只凭自己看到的

就武断地下结论，出现偏差在所难免。

很多“眼见为实”最终失实的事例表明，

只要相关人员克服官僚习气和虚浮作

风，张嘴去问、迈腿去查、用心去想，就

不容易导致误判发生。

防止主观臆断，就要“脱鞋下田”。

机关督导人员按上级指示要求，依法从

严督导检查基层工作本没错，但这并不

意味着非得高高在上、板起面孔。要走

进基层、走近官兵，多一分信任和理解，

少一分“问题记，任务毕”的心态，在发

现问题的同时更要注重指导帮助基层

解决问题，绝不能“一查了之”“一批了

之”“一通报了之”。

基层是部队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

基础。只有紧紧扭住官兵主体，带着

对他们的深厚感情开展工作，才能发

挥好督导检查的真正作用，切实增强

部队的凝聚力、向心力、创造力和战斗

力，才能团结和动员广大官兵投身强

军实践，更好地履行新时代军队使命

任务。

督导检查要注重“脱鞋下田”
■段福恩

前 不 久 ，一 场 复 杂 海 况 下 的 实 弹

射击训练在南海某海域展开。

计 算 诸 元 、测 定 距 离 、瞄 准 方 位 ，

南 部 战 区 海 军 某 支 队 骆 马 湖 舰 的 炮

手 死 死 咬 住 远 处 若 隐 若 现 的 目 标 。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炮弹直扑目标

而去。

“首发命中，精准摧毁浮雷！”走下

炮位，笔者发现刚才射击的竟是一名女

兵。谈及这名英姿飒爽的女兵，舰上不

少老兵直呼小姑娘巾帼不让须眉，简直

就是海上“花木兰”。

一头乌黑亮丽的短发，清爽干练。

初次见到中士张静雅，笔者很难把她和

枪炮联系起来。

那年，高考分数超出本科线 20 多

分的张静雅原本可以读一所不错的大

学，可路边的一张征兵海报，彻底改变

了她的人生轨迹。“记得那张海报上，

一身浪花白的女兵像是有股魔力吸引

着我，激起了我对军营的向往。那时

就想，我也要穿上这身军装！”回忆起

参军入伍时的场景，张静雅脸上一直

挂着微笑。

如愿进入蓝色方阵，张静雅期待着

拥抱大海。第一次随舰出海，风大浪

急，许多舰员都出现晕船症状，张静雅

也不例外。不一会儿，急促的战斗警报

响起，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奔向战

位，张静雅也强忍不适来到驾驶室。驾

驶室内，指挥员沉着冷静，舰员们严阵

以待，随着火炮怒吼，海上目标被成功

摧毁。这时，张静雅顾不上晕船，盯着

炮位两眼放光，当即表示要拜师学枪炮

专业。“新鲜！女生想当枪炮兵，这还是

头一回。”张静雅的选择让很多战友不

理解，可她坚定地说：“女兵也能成为

‘神炮手’！”

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枪炮兵，光有

满腔热血是不够的。第一次压弹训练，

接近手腕粗的炮弹就给张静雅来了个

下马威。任凭她怎么使劲，炮弹像是和

她故意作对似的，一发也压不进去。

“这 不 是 小 姑 娘 能 干 的 活 儿 ！”一

旁，班长韩璟伟看不下去了，劝她换个

专业。“班长可别看不起人，咱们走着

瞧！”打那以后，不服输的张静雅开始每

天加练，皮肤晒成了古铜色，手上也磨

出厚厚的一层茧子。经过一段时间的

刻苦训练，张静雅完全熟悉了火炮射击

的流程和操作要领。

“ 班 长 ，我 什 么 时 候 才 能 上 炮 位

实 弹 射 击 ？”“ 等 你 坐 在 炮 位 上 ，心 不

慌了再说！”原来，虽然张静雅通过了

岗 位 考 核 ，但 每 当 听 到 炮 响 ，她 的 手

总是禁不住抖一下，对于一名专业炮

手来说，这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为

提 高 心 理 素 质 ，每 次 实 弹 射 击 时 ，张

静 雅 就 把 自 己 安 排 在 炮 位 后 的 安 全

距 离 听 炮 响 。 韩 璟 伟 担 心 她 无 法 承

受强大的冲击力，劝她用耳塞堵住耳

朵 ，张 静 雅 却 笑 着 说 ：“ 离 炮 火 越 近 ，

越能锤炼自己。”

功夫不负有心人，炮声听得越多，

张静雅心里的底气越足。如今，她已顺

利通过挂弹、自动机部件拆卸、带炮瞄

准等数十项课目考核，成为一名合格的

舰炮炮手。

一句话颁奖辞：“ 离 炮 火 越 近 ，越

能 锤 炼 自 己 。”这 不 光 是 一 种 训 练 态

度，更是破茧成蝶的原因。

乘 风 破 浪 的 女 炮 手
■王柯鳗 王佳男

“飞虎，飞虎，迅速对红方炮兵阵地

实施火力突击！”

金秋时节，朱日和沙场，铁甲迅猛

冲锋，战鹰伴随突击。一场红蓝对抗演

练正在激烈进行。

狭路相逢“快”者胜。在要点夺控

战中，扮演“蓝军”的第 81 集团军某旅

合成一营营长王金先发制人，机动中

召唤直升机实施火力打击、投送特战

兵力，打出凌厉的立体攻势，一举拿下

战斗。

硝烟四起，战局多变。在阵地争夺

战中，担任“红军”的第 78 集团军某旅

打法同样犀利无比，他们灵活运用电子

对抗力量佯动反击，巧妙躲过“蓝军”电

磁干扰，占据指挥主动权。

“装备更强了，战法更新了，节奏更

快了。”演练间隙，匆匆转场的王金告诉

记者，“时隔七年，平面对抗变成了立体

对抗，与老对手再次交手，虽然各自都

做足了准备，但一打起来才发现，我们

都变成了‘熟悉的陌生人’。”

2014 年，在“跨越-2014·朱日和”

实兵对抗系列演习中，第 81 集团军某

旅的前身作为模拟“蓝军”登台亮相，先

后与陆军 7 支部队过招，取得 6 胜 1 负

的战绩，引发全军震动。

打败他们的对手，正是今天交战的第

78集团军某旅。那次战斗，初来乍到的

“红军”反客为主，采取环形包抄、分割破

击的战术，一时把“蓝军”官兵打蒙了。那

一年，王金还是一名连长。失利的震动，

波及包括王金在内的全旅每一名官兵。

当所有人把目光聚焦在胜利的光

环上时，该旅官兵却将目光聚焦在唯一

的败绩上。

演练结束那天晚上，全旅官兵披着

月光重返战斗失利的 7 号地域，连夜进

行现地复盘检讨，梳理出指挥链路断层、

分队行动脱节、兵种协同不力等 10余项

指挥控制不精准的问题。王金坦言：“作

为‘磨刀石’，输赢不是重点，反思是为了

通过发现和解决短板让自己变得更加强

大，把‘红军’磨砺得更加过硬。”

记者走进该旅指挥所，第一眼看到

的是一幅仿真电子态势图，多色队标排

布在逼真的地形图上，诸兵力战况尽收

眼底。该旅“蓝军”研训中心研究员徐

武韬一边将获取的双方作战数据传输

至决策席，一边组织官兵采用兵棋系统

分析推演，计算最优作战方案。徐武韬

说：“近年来，我们建起了数字化指挥平

台，‘信息化磨刀石’越来越硬。”

该旅领导补充道：“7 年前的那场

败仗为我们吹响了转型的冲锋号，点燃

了全旅官兵的战斗热情，大家瞄准弱点

奋起直追，研训新战法，寻求新突破。”

在某新型坦克列装前，该旅坦克一

连连长张迪便开始培训骨干人才，邀请

院校和驻训部队技术骨干传授装备战

技术性能，依托模拟训练系统提前熟悉

该装备。

该旅炮兵营四级军士长时小松探

索出“网格地图”，对目标等级、价值进

行科学分类，让侦察和火力打击效率大

幅提升……

2017 年，部队编制体制调整，该旅

转型成一支合成部队，角色转变成“主

力‘红军’、兼职‘蓝军’”。官兵边精研

“蓝军”精髓，边磨砺“红军”本领，锤炼

能打仗打胜仗的硬功夫。

这 7 年，曾扮演“红军”的第 78 集

团 军 某 旅 也 在 默 默 奔 跑 。 完 成 编 制

体制调整与合成转型后，他们大胆摒

弃“老步兵”的传统观念，围绕打通新

型指挥系统链路进行攻坚，专攻精练

兵 种 融 合 、信 息 指 挥 ，让 部 队 战 斗 力

焕然一新。

“轰、轰、轰……”一声声爆炸声传

来，红蓝双方展开激烈的攻防。运用信

息化指挥链路的“蓝军”进攻如行云流

水，“红军”则充分发挥合成营独立作战

优势，“辣招”频出。你争我夺间，双方

7 年来的训练成效充分释放。

硝烟散尽，红蓝双方坦克编队在

草原深处见面，官兵跳下战车握手复

盘。“炮兵火力协调有问题，作战筹划

未将火力毁伤指标考虑在内，弹药准

备不足……”“蓝军”营长王金先吐为

快。“红军”营长程帅随后也进行了检

讨：“情报中心的信息甄别、印证、融合

功能发挥不够好，整编分发、共享使用

还可以再快些。”复盘现场，双方互相交

换演练心得，氛围十分融洽。此时，他

们又成了熟悉的老朋友。

夕阳洒在广袤草场，把热烈讨论中

的红蓝双方官兵染成了金黄色。对于这

两支部队而言，7年无关胜负，只有蜕变

成长。也许下一次重逢，他们依然是对

方眼中那个熟悉的朋友、陌生的对手。

这也是实战化练兵的上佳境界，正是两

支部队对胜战的渴望和追求，迸发出“为

战而训”的能量，让彼此变得更强大。

上图：第 81 集团军某旅战车编队

在红方前沿利用烟幕掩护发起进攻。

李长兴摄

当年那场演习，两支劲旅激烈交战，互相留下很深的印象。如今，他们
沙场再相遇—

“熟悉的朋友”变成“陌生的对手”
■本报记者 韩 成 通讯员 杨鹏飞 郭 力

恩格斯说：“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

受惩罚的。”万物皆在变化之中，时代

在变迁，战争形态在演变，谁能抓住变

革的契机从难从严从实练兵，谁的“制

胜天平”就多了胜战的砝码。

生 逢 变 化 时 代 ，适 者 才 能 生 存 。

两个“老对手”时隔七载大漠再重逢，

既让我们领略到陆军新体制、新力量

在改革重塑中发挥的作用，也让我们

体 悟 到 基 层 官 兵 投 身 转 型 的 艰 辛 与

奋斗。战斗力生成不会一蹴而就，编

成 科 学 了 、武 器 先 进 了 ，不 等 于 实 战

能力就自然而然提升了，只有紧跟变

化 及 时 升 级 指 挥 理 念 、打 法 训 法 、思

维视野，才能爬坡进入提升新质作战

能 力 的 快 车 道 。 反 之 ，抱 残 守 缺 、不

思改变，战斗力建设是不可能水涨船

高的。

变革无止境，练兵无极限。未来战

场千变万化，要练就一身“以万变应万

变”的本领，就必须经常反思，丢掉拖累

制约战斗力生成的陈规陋习、补齐训练

弱项短板；就必须经常眺望，把目光聚

焦到实战化训练前沿，脑袋里永远装着

一个强大的对手。只有这样，才能锻造

出更强大的自己。

胜战“变”中求
■苏尚国

11月上旬，第 74集团军某旅组织“砺装-2021”技术人才培训，由经验丰富、专业过硬的技术骨干担任教练员，结

合自身参加重大演训活动经历，为参训人员讲解专业技巧、传授经验心得，有效提高了教学质量。图为四级军士长王

国泰为参训人员讲解装备保养方法。

曾庆丰摄

朱日和，一个创造许多热血故
事的沙场。在那里，本报记者跟随
陆军多支劲旅演训月余，近距离观
察改革之变、练兵之变、岗位之变、
官兵之变。从今天起，本版陆续刊
发任务部队在草原大漠淬火成长
的故事，这其中有适应转型的拔节
阵痛，有探索转型的负重奔跑，也
有努力转型的酣畅淋漓……希望
大家从这些基层官兵的蜕变中，聆
听到实战化训练行稳致远的足音，
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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