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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感言

值班员讲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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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一只炮兵靶标。顾名

思义，我就是炮兵们实弹射击最想命中

的那个目标。这些年，我们的家族成员

不断壮大，固定的、隐蔽的、移动的、智

能的……可以说一代比一代狡猾，让转

型中的炮兵们吃了不少苦头。当然，苦

头不白吃，他们也在一次次演训中练强

了打仗本领。

提及炮兵，就不能不说说第 73 集

团 军 某 旅 加 榴 炮 三 营 六 连 战 士 顾 继

晨。我的家人和他亦敌亦友博弈多年，

相互见证着彼此的成长。

多年前，我的父辈是用白灰撒成的

圈，直径几十米到上百米不等，在几公

里外都能看清。那时的顾继晨还是个

新兵，他训练刻苦、肯动脑筋，第一年执

行射击任务就是“首发命中”。

此后，连年驻训，我的父辈们惨败

连连。“战败”原因其实不难想到：一个

目标打多年、一块场地训多年，有过几

次驻训经验的老兵，不用器材就能估算

出我们的距离和方位。这种情况下，我

们不输谁输？

直到 2016 年，事情似乎有了转机。

这一年的顾继晨已经是一名“资深

炮兵”，对征战多年的驻训场越发熟悉，

还带出了一批高徒。他们摩拳擦掌，准

备再给我们来个“一窝端”。不承想，这

次野外驻训，旅队换了一个场地，首次

远程机动到几千公里外的戈壁滩。无

边的荒漠和陌生的环境，让顾继晨乱了

手脚，因为他以往苦心积累的经验在这

里全无用武之地。

不仅如此，这次驻训更加贴近实

战，我们披上了伪装外衣，不再是雪白

显眼的大圆圈，而是变成了与戈壁滩地

貌极为相似的灰黄色碉堡。晴天时，我

们同戈壁融为一色；阴雨时，我们又能

隐匿茫茫雨雾中，极难被人察觉。

“上了战场就要打胜仗！”面对困

境，顾继晨朝着我们隐藏的方向吼了一

嗓子，表达了迎难而上的决心。那段日

子，他带领侦察班天天练眼力、摸经验、

钻技巧，衣服干了湿、湿了干，不知道吃

了多少苦，终于总结出“避光侦察”法。

实弹射击第一天，就消灭了我们 3 个兄

弟。

虽然失去了“亲人”，但看着顾继晨

和战友相拥而泣的场景，我还是十分欣

慰，谁叫咱是靶子呢。

自打那年起，这个旅便开始了“练

无定所”的驻训生活，辗转在南国丘陵、

东北沼泽、西部高原，“打靶”这个字眼

也从官兵口中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

“实战化演训”。

2018 年 ，我 的 家 族 再 添 新 丁——

隐蔽的地堡，其特点是地上突出部分体

积很小，弧度较平，更难被侦察发现。

真是冤家路窄，又碰到向连队主动请缨

研究破解之法的顾继晨。不过我们也

不气馁，随着实战化训练的深入推进，

“靶场思维”渐渐淡出演兵场，卫星过

顶、转换阵地、火力袭扰等“敌”情越来

越复杂，顾继晨想快速找到并击中我们

变得越来越难。

果不其然，一次演训中，他侦察引

导的第一发炮弹就打偏了。“怎么办？”

“夜间伪装侦察！”经过 8 个多小时的潜

伏，顾继晨顺利完成任务。

转型日新月异，练兵常训常新。伴

着实战化演训的战火硝烟，我们在变，

也催生了顾继晨的一次次蜕变。这些

年，他先后在各级组织的侦察比武中斩

获桂冠，两次荣立三等功，有的训法和

经验还在全旅推广。而这份沉甸甸的

成绩单背后，正是这支部队转型重塑、

向战而行的成长轨迹。

今年年初，该旅列装了某新型火

炮，射程远、精度高。顾继晨也“武装”

上了数字化侦察器材，如虎添翼，倒逼

我们靶标加速更新换代。

这不，今秋到朱日和演兵，我们靶

标家族迎来了新成员：一台改装的无人

驾驶汽车。这名新成员出自官兵创新

研训之手，灵活机动、演真扮像能力更

强，颠覆了大家以往对传统靶标的认

知。

强强对抗，总会碰撞出激烈的火

花。

“越贴近实战的训练越有意义！”营

战前动员，顾继晨再次请缨率先迎接新

挑战。他迈出这一步，完全在我的意料

之中。经过多年交手，我们已如同金庸

小说里的两位誓争雌雄、却又惺惺相惜

的侠客。这一次，我们俩肯定又要上演

“华山论剑”了。

记者在朱日和演兵场见过各式各样的靶标，它们见证了部队实战化训练的变迁——

炮 兵 靶 标 的 自 述
■本报记者 韩 成 特约记者 赵 欣 通讯员 牛伟萌

“怎么回事？”前不久，旅里组织专

业考核。上场前，技师张子超发现少了

一根转接线，我一下子懵了。

因 为 我 正 式 担 任 排 长 时 间 不 长 ，

还在“适应期”，所以这次考核由张子

超担任操作手，我负责检查装备、准备

物资。少了一根转接线，肯定是我的

问题。

“我回去取！”来不及多想，我转身

就要往 3 公里外的装备车场跑，但张子

超接下来的话把我钉在原地：“早干什

么去了？作为排长，这点儿事都做不

好……”瞬间，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集

中在我身上，我只觉得血气上涌、耳根

发烧。幸亏此时考官喊出了准备口令，

阻止了“矛盾升级”。

考 核 结 束 ，虽 然 没 有 因 为 缺 少 转

接线受到影响，但直到晚上，我还在对

之前的事情耿耿于怀，便和二排排长

韩浩良聊了起来。“我来到排里后，和

战士们的关系都处得不错，唯独这个

张子超，总是对我冷着脸。”韩浩良虽

然与我同批毕业，但在官兵心里威信

很高，我把他当作学习的榜样，遇到问

题常找他交流。见韩浩良没吭声，我

又追问了一句：“反正没出啥问题，他

至于这么驳我的面子吗？你说他是不

是对我有意见？”

这 下 韩 浩 良 开 腔 了 。 本 以 为 他

会出言安慰，没想到他却反问我：“这

个 话 你 怎 么 当 时 没 有 直 接 跟 他 说 ？”

见我回答不出，韩浩良接着说道：“因

为你其实知道，张子超说得没错。你

知道马上就要上场，回去取线不仅赶

不上考核，还可能因为你的缺席造成

更大的影响；你也知道，作为排长、作

为军人的立身之本在于军事素养、专

业能力，但你却把心思放在了别的地

方……”

韩 浩 良 的 话 把 我 噎 得 无 言 以 对 。

确实，张子超平时虽然总是不苟言笑，

但大家都对他十分信服，因为他不仅能

把排里的大事小事安排得井井有条，专

业能力也十分过硬。反观自己，来了排

里后，只想着和大家处好关系，却忽略

了提高自身的能力素质，这种没有“里

子”支撑的“面子”，在面临真正考验的

时候，自然一捅就破。

这 次 考 核 的“ 小 插 曲 ”，给 了 我

“当头一棒”。几天后，我主动向张子

超 道 歉 ，并 顺 势 提 了 一 个 请 求 ：请 他

教我学习新装备。他愣了一下，表情

不再像之前那样严肃，笑着和我相约

训练场。

一招一式学习操作，一点一滴查漏

补缺。我相信，只要有决心、不怕苦，就

能迎头赶上，担起排长应有的职责，真

正赢得战士们发自内心的尊重。

（陈 岩整理）

“面子”要靠实力撑
■海军陆战队某旅防空营排长 穆一凡

值 班 员：新 疆 军 区 某 团 五 营 教

导员 曹 挺

讲评时间：11 月 23 日

最近的营交班会上，部分干部骨干

反映有战士借着“吐槽”之名发牢骚、讲

怪话。我想提醒大家，可能确实存在个

别战士看待问题出现偏差的情况，但更

多时候，战士的“吐槽”往往能够反映出

一些问题。

基层工作千头万绪，干部骨干在管

理中难免出现失误。对此，战士们有这

样那样的意见，却不敢向干部骨干当面

反映，私下“吐槽”就成为他们发泄情

绪、减轻心理压力的一种方式。这反映

了两个情况，一是连队在教育管理中确

实出现了问题，二是对于这些问题，干

部骨干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忽视了战

士们的感受和意见，没有做好正确的教

育引导。

同志们，作为一线带兵人，应该正

确、理性地看待战士“吐槽”，不能简单

地将其归到发牢骚、讲怪话上，对“吐

槽”的战士也不能心怀不满，而要善于

倾听“吐槽”、善于从中发现其背后的问

题。只有主动靠前了解情况，找准“吐

槽点”对症下药，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化

解矛盾。

“吐槽”声里有“金点子”。下一步，

各连要加强教育引导，通过组织官兵恳

谈会、“吐槽大会”、问卷调查等方式，让

战士们一“吐”为快，主动说出自己的心

声，并及时收集梳理战士反映的意见建

议，制订针对性措施，推进单位建设全

面发展。

（丁维昌、邹珺宇整理）

“吐槽”声里有“金点子”

排长方阵

11 月中旬，武警新疆总队某机动支队以处置突发情况为实战背景，组织官兵进行战斗

演练，锤炼防化官兵过硬专业技能和心理素质，提升部队遂行任务能力。

上图：对进入沾染区的车辆进行洗消。

下图：操作侦检装备对可疑污染源进行侦检。 陈 戈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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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营•砺兵朱日和④

某外军为提高部队实战能力，将训

练场的障碍由统一尺寸改为规格不一，

以此增强官兵对训练场的“陌生感”，达

到增加难度、真打实练的效果。体悟蕴

含其中的训练理念，我们也应反躬自

省：部队年年驻训年年练，训练保障设

施与实战结合得紧吗？战斗力到底提

高了多少？

通过改变靶标设置牵引部队训练

贴近实战，是从“终点”到“起点”的反

证、从“效果”到“手段”的倒推，靶子变

了，打法必须跟着变。反观有的部队

组织实弹射击训练，仍有一些不实做

法，比如刻意设置出发线、停止线，画

出“白灰圈”，悬挂“五彩布”，打的是显

而易见的“死靶子”。这种脱离实战的

“高命中率”，并不能带来打仗能力的

真正提高。

我们常说“要瞄准强敌练精兵”，须

知平时训练瞄准的靶标，就是战时要消

灭的敌人，而敌人很可能比我们更强

悍、更狡猾。这就需要我们把练兵的靶

标设得更难一些、扮得更真一些，让每

一发弹药都物尽其用、让每一次射击都

练有所值，不断锤炼提高官兵克敌制胜

的本领。

靶标之变，折射练兵之变
■朱永平

近日，某部召开“我为基层办实

事”工作推进会，军政主官双双强

调，在办实事过程中，要特别重视和

解决好官兵反映的“小事”“杂事”，

切莫因“事小”而不为。笔者认为，

这种把“小事”“杂事”摆上议事日

程的做法，正是关心基层、心系官兵

的重要体现。

官兵为了“小事”“杂事”而求

助于单位，大多时候是迫不得已而为

之。所谓“小事”“杂事”是相对而

言的。在领导干部和机关部门看来，

一些基层官兵所反映的诉求很小、很

杂，但对基层官兵来说，这些诉求却

往往是事关切身利益的大事、难事、

愁事。如官兵考学进修、家属随调等

问题，基层确实无力解决，才会求助

上级。

然而，实际工作中，个别领导干

部和机关部门口头上说要服务基层、

服 务 官 兵 ， 行 动 起 来 却 “ 挑 肥 拣

瘦”。有的认为官兵诉求太多太杂，

有时反映的问题或具有特殊性，或没

有相应的政策支持，解决起来费时费

力，索性拖而不办；有的认为办“小

事”“杂事”显不出成绩，为基层解

决 10 件“小事”“杂事”，不如办好

领导关注的一件大事，也不如在大项

任务中出一次名……凡此种种，伤了

一些官兵的心，也影响了基层干事创

业的积极性。

官兵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

情。须知基层是部队全部工作和战斗

力的基础，官兵是部队建设的主体，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机关就是为基

层而存在的，没有基层的稳固和发

展，一切都无从谈起。所以，服务基

层、服务官兵既是党性要求，也是职

责所系。

大事小事看担当，心系基层见本

色。各级要严格按照 《军队基层建设

纲要》 抓好基层工作、重视官兵诉

求，以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务实

的作风，把自己摆进官兵、把工作摆

进基层，强化服务意识和为兵情怀，

既抓住大事、要事，也办好“小事”

“杂事”，通过积极主动作为，全力解

决好基层的“急难愁盼”问题，让官

兵获得满满的幸福感，免除后顾之

忧，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练兵备

战和部队建设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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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