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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夺 得 一 个 5 公 里 武 装 越 野 冠

军 ！ 看 着 下 士 董 大 潘 出 手 不 凡 ，武

警 兵 团 总 队 某 执 勤 中 队 中 队 长 邹

先 龙 ，对 指 导 员 张 东 凯 竖 起 了 大 拇

指。

不久前，董大潘在走留的问题上

很 纠 结 ，一 度 影 响 了 工 作 。“ 为 劝 他

留队，他父母没少打电话，语气有些

强 硬 ，这 让 他 产 生 了 强 烈 的 逆 反 心

理……”尽管班长高兵对他的情况很

了解，并表示已多次谈心，稳定了小董

的思想，可直觉告诉张东凯，董大潘的

变化绝不只是逆反心理作祟。

越懂军事训练，越能摸清战士的

心理和思想动态。作为从连长改任

指 导 员 的 张 东 凯 ，很 快 找 到 了 问 题

的 症 结 —— 对 军 事 素 质 信 心 不 足 ，

才是董大潘出现思想波动的根源。

当 时 ，董 大 潘 的 训 练 成 绩 在 同

年 度 兵 中 排 名 第 10，而 中 队 往 年 选

取下士的名额一般不超过 7 人，再加

上 父 母 强 烈 要 求 他 留 队 ，让 他 压 力

倍增……

为帮助董大潘重塑信心，张东凯

与 他 结 成 训 练 帮 扶 对 子 ，利 用 课 余

时 间 补 训 ，提 高 了 董 大 潘 射 击 、400

米障碍和单双杠等课目的成绩。很

快，董大潘主动递交留队志愿书，被

中 队 推 荐 参 加 支 队 预 提 军 士 集 训 ，

并以综合成绩第 2 名顺利结业，被选

取为下士。

望着干劲十足的董大潘，张东凯

知 道 ，自 己 以 前 的 任 职 经 历 正 悄 悄

发挥作用。从军 12 载，张东凯先后 4

次 换 岗 。 他 当 过 工 兵 连 副 连 长 ，干

过 支 援 保 障 连 连 长 ，改 革 期 间 又 交

流 到 武 警 部 队 ，成 为 一 名 作 训 参

谋。去年 6 月，张东凯被任命为某中

队指导员，再次踏上新的征程。

面对岗位之变，有人担忧，有人

拒 绝 ，但 张 东 凯 主 动 拥 抱 、积 极 适

应 ，努 力 在 变 化 中 闯 出 了 一 条 精 彩

的蝶变之路。

那年，张东凯被任命为工兵连副

连长。面对新专业新岗位，胆大心细、

敢拼敢闯的他，用一次只身排哑弹的

经历，让全连官兵第一时间接纳了这

位“新成员”。

几年后，张东凯当上支援保障连

连 长 。 作 为 改 革 的 产 物 ，支 援 保 障

连是一支融合了侦察、通信、工兵和

修理等多种作战保障要素的新型保

障 力 量 。“ 好 比 1 个 连 长 管 着 4 个 连

队 。”张 东 凯 坦 言 ，如 何 将 不 同 专 业

的官兵统起来，尽快形成保障能力，

是他的首要任务。

困难有多大？光是 4 个兵种排的

专业训练教材放在一起，就有半人多

高。为了学好这些兵种专业，张东凯

拜兵为师，跟着战士在崖壁上攀登，开

动脑筋自制训练器材，去兄弟连队跟

训……

“革命军人一块砖，哪里需要哪

里搬。”2018 年 5 月，成为武警某部作

训参谋的张东凯，把折叠床搬进了办

公室，加班加点充电学习，机关业务

能力突飞猛进，并把在陆军部队积累

的经验运用到工作中，取得了一个个

喜人的成绩。

“有一种成长叫换岗！”回想走过

的军旅路，张东凯感慨不已，“对我来

说，每一次换岗都是一次蜕变，都是超

越自我的前行。”一次次成功转型让张

东凯充满底气，展望未来，他的眼神自

信而坚定。

“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

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

畏难者。”就像激荡在新时代人民军队

改革大潮中的一滴水珠，张东凯的经

历，折射出成千上万名基层干部面对

改革大考时的勇敢抉择。

有一种成长叫换岗
——从武警某部指导员张东凯成长经历看基层干部培养①

■本报记者 刘建伟 通讯员 安会永 黄 超

改革重塑后，面对新情况新变化，一些军官不可避免面临岗位变换，甚至跨军兵种交流任职。
这既是盘活军事人力资源的有力举措，更是全面培养锻炼人才的重要途径。面对新岗位新挑战，如
何迎难而上顺利转型，无疑是许多换岗干部必须直面的课题。

武警某部指导员张东凯历经 4次换岗，次次成功转型，他的经历告诉我们：只有拥抱改革，积极
应变，脚踏实地，主动作为，才能跟得上军队发展步伐，在换羽中振翅前行。为更好地学习贯彻中央
军委人才工作会议精神，从今天起，本版将采取“新闻 1+1”的形式，陆续刊发张东凯的换岗故事和由
此带来的启示，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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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烟弥漫中，一辆运输车从熊熊

烈火中呼啸而出，“00 后”新战士余奕

昕一边观察“敌情”，一边稳稳地驾驶

车 辆 ， 还 没 来 得 及 喘 口 气 ， 涉 水 路

段、弹坑等多个障碍接踵而至。

日前，西藏军区某运输旅新训驾驶

员专业考核在模拟实战化的背景下展

开，一批“00 后”驾驶员靠着娴熟的

驾驶技能、冷静的临场发挥，顺利取得

驰骋雪域高原的资格证，走上战位。

川藏线长达 3000 多公里，塌方、

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路上险

情不断。对满载物资常年往返川藏线

的汽车兵来说，必须拥有过硬的驾驶

技术，才能沉着应对各种突发情况。

走“天路”先考资格证！为了确

保行车安全，该旅严把培训关，采取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全面训

练，将“小比武、小竞赛、小讲评、

小培训、小观摩”穿插到驾驶训练的

各个环节。驾驶员谭德利告诉记者，

不仅如此，在日常训练中，教练班长

还与学员结成互助对子，帮助学员提

高驾驶水平。

据悉，考虑到川藏线天候地形等因

素，此次考核专门增设了模拟冰雪路面

和夜间驾驶课目，以检验驾驶员应急反

应能力。此次参与新训考核的“00 后”

驾驶员，驾驶里程都超过了千余公里。

下一步，这些驾驶员将被分配到

各营连，由营连驾驶骨干结合复训情

况 和 进 藏 运 输 支 援 保 障 任 务 等 进 行

“ 一 对 一 ” 教 学 ，

直 至 他 们 成 为 一

名 技 术 过 硬 的 运

输支援保障尖兵。

西藏军区某运输旅

“天路”行车先考资格证
■干亚东 本报记者 李晓霞

“下一公里配速，4分 30秒……”为了

完成班长设定的目标，北部战区空军雷达

某旅战士马笠程拖着沉重的双腿，艰难地

跑着。看到身边的战友都能轻松完成，甚

至还主动加练，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一周下来，马笠程苦没少吃、汗没少

流，成绩却常常垫底，身体状况也亮起了

“红灯”：左侧膝盖疼痛。一检查，医生说

训 练 强 度 过 大 ，

导致膝关节产生

积液。

班 务 会 上 ，

马笠程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班长，并表

示同样的训练任务，体能较好的官兵能

轻松完成，体能较差的官兵比较吃力。

该旅某雷达站中士张连才对此也深

有感触：“连队组织体能训练，如果不顾个

体差异搞‘一刀切’‘齐步走’，势必造成有

些人‘吃不饱’，有些人‘吃不消’，甚至出

现训练伤。我就曾因为训练强度过大导

致跟腱撕裂，休养了半年才恢复。”

旅党委通过调研发现，这并不是个

别现象，部队非战斗减员日益突出。为

此，他们针对驻地地处寒区、多风多雪的

特点，邀请军地专业教员围绕训前热身、

训后放松组织授课，并根据不同人群量

身订制不同的“训练套餐”，通过身体机

理反应判断训练状态、调整训练强度，按

照基础强化、统筹发展、体技搭配等不同

阶段进行科学施训。

科学的“训练套餐”，让该旅官兵的

军 事 体 育 训 练 热 情 高 涨 ，成 绩 不 断 攀

升。膝伤痊愈的马笠程也找到了适合

自己的训练节奏，考核成绩次次优秀，

最终在今年年终考核中综合排名跃居

全连前三。

北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

体能训练不搞“齐步走”
■苏育生 张凯丽 本报记者 刘宝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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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官兵排队进入“多功能洗理中心”。

图②：训练结束，来个汗蒸真解乏。

刘 永摄

“没想到，在海拔 4500 多米的雪域

高原还能享受到汗蒸，真是太舒服了！”

12 月上旬，新疆军区某团三级军士长王

强国结束了一天的训练，与战友一起走

进连队刚建成的“多功能洗理中心”，随

着温暖的蒸汽包裹全身，大家汗如雨下，

疲惫感一扫而空。

该 团 领 导 介 绍 ，官 兵 们 长 时 间 在

高寒地区执行驻训演练任务，洗澡、理

发 极 为 不 便 ，有 的 身 体 还 出 现 了 问

题 。 在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中 ，该 团 积 极 开

展“ 我 为 群 众 办 实 事 ”活 动 ，邀 请 驻 地

医 院 专 家 到 各 个 驻 训 点 位 实 地 考 察 ，

决 定 为 每 个 营 分 别 建 造 一 座 集 理 发 、

洗 澡 、汗 蒸 、理 疗 于 一 体 的“ 多 功 能 洗

理中心”。

据了解，“多功能洗理中心”由复合

保温材料搭建而成，内部设有洗漱台、

理发室、淋浴间、汗蒸室和理疗室。当

官兵使用时，多台暖风机不间断运转，

即使室外降至-20℃，室内也能保持温

暖如春；淋浴间的加热系统和送水管道

经过特殊设计，可在几分钟内将水温升

至预设温度；汗蒸室一次可同时容纳一

个班的战士。

“戍边条件越是艰苦，保障工作就越

是要结合实际，因地制宜。”该团保障处

处长张刘伟告诉笔者，他们通过改良房

屋结构和加热系统，解决了管道容易冻

裂的难题，即使遇到恶劣天气，也不会影

响官兵正常使用。

“以前一到阴冷天就腿疼，如今症状

减轻了不少！”做完汗蒸后，该团三营一

连班长程科峰高兴地说，“组织为官兵提

供暖心服务，我们卫国戍边、练兵备战的

动力更足了！”

“多功能洗理中心”落户雪域高原
■刘 永 邹珺宇

前 不 久 ，上 级 工 作 组 到 某 连 指 导

帮 建 ，当 询 问 对 官 兵 反 映 的 看 病 就 诊

难 、家 属 来 队 住 宿 难 等 问 题 解 决 得 如

何 时 ，连 队 干 部 说 ，这 些 事 我 们 一 直

“ 放 在 心 上 ”。 而 当 工 作 组 追 问 具 体

怎 么 落 实 时 ，他 们 却 答 不 上 来 。“ 放 在

心 上 ”固 然 可 贵 ，但 关 键 还 要 落 到 实

处。

其 实 ，只 要 到 基 层 走 走 ，类 似“ 放

在 心 上 ”的 话 就 能 经 常 听 到 。 有 的 坚

持“ 基 层 至 上 、士 兵 第 一 ”，把 战 士 的

事 当 成 自 己 的 事 ，想 方 设 法 帮 助 解 难

抒 困 ；有 的 想 官 兵 所 想 、急 官 兵 所 急 ，

时 刻 惦 记 着 官 兵 的 冷 暖 ，把 工 作 做 到

了官兵的心坎上。但也有的带兵人只

是 说 说 而 已 ，明 明 一 些 早 该 布 置 或 完

成的工作，却因为各种原因拖着没做，

为 避 免 上 级 检 查 ，便 以 此 为 托 辞 表 明

心迹，让人觉得这些工作之所以没做，

不是态度问题，而是客观条件受限。

应 当 承 认 ，解 决 问 题 需 要 一 个 过

程 。“ 放 在 心 上 ”只 是 第 一 步 ，最 终 还

是要落实到行动上。要深刻领会上级

相关指示精神，结合现实条件，分析哪

些 问 题 是 能 够 马 上 解 决 的 ，哪 些 问 题

是 一 时 半 会 解 决 不 了 ，需 要 向 上 级 报

告 解 决 的 ，搞 好 分 类 指 导 。 再 就 是 遇

到 问 题 不 畏 难 、不 退 缩 ，不 等 靠 、不 推

诿，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想办法、

找对策，即使再难解决也要紧咬不放，

一 点 点 推 进 ，做 到“ 不 获 全 胜 ，绝 不 收

兵 ”。 此 外 ，在 解 决 问 题 过 程 中 ，还 要

努 力 克 服 一 切 不 合 时 宜 的 思 维 定 式 、

固 有 模 式 、路 径 依 赖 ，不 断 研 究 新 情

况 、新 问 题 ，探 索 新 思 路 、新 办 法 ，紧

贴 部 队 实 际 和 官 兵 思 想 ，正 确 把 握 各

种 问 题 和 矛 盾 的 内 在 联 系 ，牢 牢 掌 握

主动、聚力攻坚克难，取得实实在在的

成效。

“放在心上”不如落到实处
■汪进远

基层之声

从军 12 年，4 换新岗位。张东凯

的军旅人生，可以说是在“动态”中度

过的。聆听他在变化中成长、在成长

中成才的经历，记者感触最深的是：交

流换岗，阵痛过后机遇来临。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把基层一线

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的基础阵地，拓宽

干部交流的路子，使干部经过多岗位

多渠道多层次锻炼。近年来，在深化

国防和军队改革中，全军范围干部交

流、跨军兵种转岗早已不再是新鲜事，

这既是拓宽军官职业通道的有力举

措，也是全面培养复合型人才的重要

途径。如今，放眼全军，转型重塑的人

才队伍里，“橄榄绿”“空军蓝”“浪花

白”“火焰黄”交相辉映，已经展现出前

所未有的生机活力。在这一时代大背

景下，每一名基层干部都应该主动适

应、积极作为，把交流换岗当作军旅生

涯难得的历练。

既然是历练，就要像张东凯那样，

每到一个新岗位都保持紧弓满弦、激

情满格，始终斗志昂扬、积极进取，让

任职命令成为通向未来战场的通行

证；既然是历练，就少不了阵痛，这种

痛既是不适应的痛，更是生长的痛，阵

痛过后就会发现学习的机会更多了、

学到的东西更多了、担当重任的能力

素质更强了。

世上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

巧的成功。只要不抛弃、不放弃，敢于

迎难而上、勇于大步向前，就一定能在

奔跑的路上，遇见最好的自己。

阵痛过后，遇见更好的自己
■刘建伟

值 班 员：第 72 集团军某旅指导

员 余加林

讲评时间：12 月 9 日

临近年底，我发现少数同志写年终

总结时态度不够端正，有的把往年总结

改头换面，有的从网上下载简单改改，

还有的干脆抄袭身边战友的。

同 志 们 ，年 终 总 结 不 能 有 应 付 差

事 的 心 态 ，要 在 总 结 中 学 会“ 回 头

看”，比如成功的经验是什么、失败的

教训又是什么，哪些工作还有总结提

高 的 可 能 、哪 些 问 题 还 有 更 优 解 ，从

而为明年更好地“向前看”理清思路、

定实措施。

俗话说：“编筐编篓，重在收口。”希

望同志们好好利用年终总结的机会，认

真梳理经验，查找不足，好好沉淀一下

自己，争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张 朋、张 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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