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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分 26 秒！”随着光缆接头盒的最

后一颗螺丝被拧上，连队下士丁佳伟的

集训考核圆满结束，我悬着的一颗心终

于可以落下了。

丁佳伟此次参加旅里组织的专业

集训，前期还经历了一番波折。一个多

月前，收到上级将举行专业比武竞赛的

通知后，旅里决定组织专业集训选拔参

赛人员，要求各连推荐人选。

就在此时，丁佳伟找到了我：“指

导员，我想申请参加光缆接续专业集

训……”见到年轻战士毛遂自荐，我虽

然略感惊讶，心里却很欣慰。在与连长

商量后，我们决定派丁佳伟参加。

没想到，这个决定遭到了一些骨干

的反对，原因是光缆接续课目专业性很

强，以往连队选派的都是经验丰富的班长

骨干，而丁佳伟之前是营部战士，去年才

刚下到连队，要想在旅集训队脱颖而出，

在比武竞赛中取得好成绩，难度极大。

大家的反对让我心里犯起了嘀咕：

丁佳伟虽然兵龄不长，接触专业训练时

间不久，但已经展现出很高的训练热

情，专业能力水平提升很快，是个有培

养潜力的好苗子。如果他能到集训队

淬火一番，说不定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结

果。再者，每次遇到重要任务都是让老

兵出马，新同志总得不到锻炼，对连队

人才培养和骨干梯队建设很不利。想

到这，我觉得还是应该给丁佳伟这个机

会。

“大家之所以有不同意见，也是为

了能拿好成绩。”得知我的想法后，三级

军士长申立勇善意提醒，“万一年轻同

志最终因经验不足而拿不到名次，导致

连队与荣誉失之交臂，岂不可惜？”

一头是争金夺银的保险选择，一头

是主动请缨的年轻同志，到底该咋选？

我反复掂量，最终还是坚持了最初的决

定——今年拿不到奖牌还可以等明年，

年轻战士身上的拼劲、冲劲更需保护和

激励。同时，我也想借此机会，向官兵

传递这样的信息：在成长成才路上，只

要你有目标、想奋斗，连队都会尽力提

供帮助、创造条件。

第二天，我和连长专门召集班排

骨干开了“碰头会”，对连队推荐参加

旅集训人员名单进行说明。了解到我

们的想法后，大家都表示理解和支持，

丁佳伟这才得以参加集训。

深知机会来之不易，在集训中，丁

佳伟像海绵一样竭尽所能学习吸收理

论知识，废寝忘食强化操作技能，遇到

不 懂 的 地 方 就 跟 在 教 员 后 面 虚 心 请

教。经过不懈努力，他的操作动作愈发

娴熟，成绩突飞猛进，完成光缆接续的

时间从最开始的 20 多分钟缩短到仅需

七八分钟。

丁佳伟用实实在在的表现证明了

自己，我也更加坚定了未来工作的方

向：要给年轻战士更多的锻炼机会，敢

让他们挑重担，这样既提升了他们的专

业能力，也为连队培养储备了更多人

才。

集训比武，这次没选“老同志”
■某信息通信旅指导员 徐弘源

谢谢 岩岩绘绘

指导员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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昼夜综合连贯演练火热展开。遭“敌”

袭扰、地段染“毒”……各种特情纷至沓

来，装步三连连长吕荣强沉着应对，派

出人员一一化解。

笔者注意到，处置特情的人员中，

不乏兵龄尚短的年轻战士，不再只有

尖刀班。吕荣强说，要多给年轻同志

执行重要任务的机会。谈起这个新变

化，不得不从去年的一次实兵对抗演

练说起。

“前方密林发现地雷！”听到电台里

传来的情况通报，吕荣强迅速下达指

令：“尖刀班前出排雷！”然而尖刀班刚

完成排雷任务，新的“敌情”随之而来。

来不及松口气，吕荣强再次命令尖刀班

前出搜剿“敌人”。

怎 么 处 置 特 情 的 都 是 这 个 尖 刀

班？三连的做法很快引起了训练监察

组的注意。他们还发现，三连的尖刀班

里难见年轻战士的身影。

“演练中，遇到险难情况，年轻战士

有时难免会掉链子，尖刀班能保证任务

高质量完成，让人用着放心。”吕荣强解

释说，连队对年轻战士的训练一直很重

视，但一到大项演训任务，担纲负责的

往往是最放心、最稳妥的“老同志”。

这次演练前，考虑到地域陌生，且

时间跨度长、涵盖内容广等因素，三连

除 了 根 据 一 般 情 况 编 配 了 处 置 分 队

外，还专门抽调各专业经验丰富的骨

干力量组成尖刀班，处置突发情况、执

行特殊任务。演练开始后，“敌情”、地

形等复杂程度超过预期，派出尖刀班

处 置 特 情 几 乎 成 了 吕 荣 强 的 唯 一 选

择。尖刀班的战士也不负众望，凭借

着过硬的军事素质，出色完成了各项

任务。

“但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只凭一个

尖刀班怎么可能应付得来？”了解完前

因后果，训练监察组对三连的做法提出

了质疑，如果过度依赖尖刀班，部队整

体训练水平和官兵实际作战能力如何

得到全面检验呢？

于 是 ，复 盘 检 讨 会 上 ，训 练 监 察

组 就 此 问 题 组 织 讨 论 。 一 些 人 表 示

支 持 在 大 项 演 训 任 务 中 抽 组 尖 刀 班

的做法，理由是尖刀班能够确保任务

完 成 ，即 使 真 上 了 战 场 ，也 有 其 存 在

的必要。

另一些人则针对是否要在重大任

务中使用锻炼年轻官兵发表了意见。

他们认为，很多一线带兵人之所以不敢

安排年轻战士执行重要任务，主要是害

怕误事出丑。“过度依赖尖刀班，说到底

还是对本单位的整体训练水平没信心、

不托底。”

综合多方意见建议后，该旅以这

件事为契机，对人才培养使用工作提

出了新要求，鼓励基层带兵人以任务

为牵引，搭建人才培养平台，让训练场

直 通 演 兵 场 ，缩 短 人 才 成 长 周 期 ；同

时，建立健全容错机制，在科学组训、

安全训练的前提下，给予年轻官兵试

错空间，解决基层带兵人干事创业的

后顾之忧。

“平时多经风雨、多受历练，官兵们

面对突发情况心里就不会‘打鼓’，我们

用起来才能更放心。”吕荣强说，现在有

了上级支持，他们在年轻官兵培养使用

上彻底放开了手脚，一个个“后起之秀”

在演训实践中脱颖而出。

处置特情，不再只有尖刀班
■王哲浩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 涵

潜望镜

基层之声

前不久，某连战士小张在担任连

值日员时，正好碰到了来基层调研的

旅领导。在回答领导关于连队工作训

练情况的提问时，小张根据自己的观

察和感受，谈到了一些他认为连队建

设中存在的问题。得知这件事后，排

长对小张进行了严厉批评，说他不顾

大局，不仅随意吐槽、讲怪话，还越级

反映情况，给连队带来负面影响。受

到批评后，小张觉得十分委屈：“如实

回 答 怎 么 就 变 成 了 吐 槽 、讲 怪 话 呢 ？

你不反映问题，他不反映问题，谈何去

解决问题呢？”

小张的心声引起不少战友共鸣。很

多时候，基层官兵在上级蹲点调研中反

映问题困难，并非为了抱怨，而是希望借

机借力将这些问题困难解决掉。而现实

却是，一些干部将这样正常的情况反映、

观点表达当作“跑风漏气”、不懂规矩。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部

分干部害怕暴露问题，他们清楚这些问

题的产生是由于自己工作不到位造成

的；另一方面是因为部分干部政绩观错

位，只接受肯定表扬，拒绝批评建议，甚

至阻碍官兵通过正规渠道反映困难、上

报诉求。

其实，一个单位工作开展得如何，基

层官兵体会最深，也最有发言权。他们

的“槽点”往往直指基层建设的“堵点”

“痛点”“难点”。各级带兵人理应将其作

为改进工作的切入点、着力点、立足点，

作为解决现实矛盾问题的判断依据。但

如果为了“面子”，不愿听真话、纳诤言，

不去反思官兵“吐槽”的根源，久而久之，

就会导致官兵不想甚至不敢反映问题。

如此下去，小问题会变成大问题，新问题

会拖成老问题，最后成为阻碍部队建设

的痼疾顽症。

正所谓“忠言逆耳利于行”，正视问

题才能解决问题。因此，要正确看待官

兵的“吐槽”，抱着愿听真话、接受批评

的心态，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胸

怀，主动开门纳谏、请人揭短，做善听

“吐槽”的带兵人。同时，要俯下身子、

放下架子，学会把“吐槽声”当成检视工

作的透视镜、X 光机，从中查不足、找病

灶、抓整改，进而推动单位建设向上向

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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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广西总队北海支队组织特战队员进行精度射击、枪种转换射击等课

目训练，锤炼官兵制胜本领。

图①：装填子弹。

图②：手枪、步枪转换射击。

本报特约通讯员 余海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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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长，我的手榴弹投准成绩优秀，

3 枚都在内环！”手榴弹投准考核结束

后，列兵小王到处炫耀自己的成绩。

按 理 说 ，班 里 战 士 取 得 好 成 绩 ，

作为班长我应该很开心，但想到最近

小王因为进步很快而有些过于自信，

我 不 由 得 产 生 了 担 心 。 因 为 他 手 榴

弹投准取得这样的成绩，不是训练水

平 提 高 了 ，而 是 他 目 前 只 能 投 那 么

远 ，像 手 榴 弹 投 远 考 核 ，他 每 次 都 是

压线及格。

如何让小王认识到，他的训练水平

和优秀战友之间还有不小的差距呢？

我如果当场讲出问题，感觉是在泼冷

水，很容易挫伤他的积极性，但如果不

指出他的短板不足，他的训练成绩可能

就此止步不前。

“明天排里组织手榴弹投准考核。”

当天晚点名，排长传达完第二天工作安

排，把我叫到一边：“明天设置场地时，

你悄悄把距离设远 3 米。”

原 来 ，排 长 也 注 意 到 了 小 王 的 表

现，觉得需要对他敲打敲打。我一下子

领会到了排长的用意。

“3 枚圈外，不及格！”

“班长，昨天我明明是优秀，今天怎

么就不及格了呢？”听到战友报出的成

绩，小王满脸的难以置信。

为了打消他的疑惑，我带他来到手

榴弹投远场地：“小王，你再试试。”蒙在

鼓里的他连投了 3 枚，每枚都刚刚过及

格线。

“我告诉你个秘密，今天的投准场

地设远了 3 米。”道出真相后，我继续对

他说：“之前考核，虽然你的手榴弹投准

成绩优秀，但投远的成绩总是刚刚及

格，怎能沾沾自喜？你目前的训练水平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希望你不要满足

现状，向更高的目标努力。”

听 我 说 完 ，小 王 的 表 情 从 疑 惑 不

解变为恍然大悟。我知道，他把这些

话听进了心里。后来，他的表现也令

我 欣 慰 ，不 仅 更 加 刻 苦 训 练 ，还 经 常

向 战 友 请 教 ，各 项 成 绩 都 有 了 新 突

破。

其实，在训练之初，新同志难免会

满足于暂时取得的成绩，对此，我们在

保护好他们训练积极性的同时，还要适

时适度进行敲打提醒，这样才能助力他

们继续进步。

（李浩爽、彭乐祝整理）

为提醒战士，我花了一些“小心思”
■第 81 集团军某旅班长 王奕俊

营连日志

人才梯次建设、年轻官兵培养

使用等工作，不仅反映基层带兵人

的抓建理念，也考验着他们的眼光

和智慧。前段时间，一名基层主官

在确定执行某项任务人选时很是纠

结：是选派经验丰富的班长骨干，还

是选派具备培养潜力的年轻战士？

类似的“选择题”，相信不少基层干

部都曾遇到或正在经历。在一些单

位，为了保证任务完成质效，往往把

老同志作为第一选择，年轻官兵则

很难获取信任，得到锻炼机会。

没有谁是天生的骨干，人才的

成长需要在实践中千锤百炼。基层

带兵人不妨多给年轻官兵一些机

会，让他们在重大任务中，在关键吃

劲岗位，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

才干。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年轻官兵也要在日常工作训练中抓

住一切机会加钢淬火，努力提升能

力素质，靠本领和优异表现赢得信

任、获得机会、取得进步。

让年轻官兵在实践中历练成长让年轻官兵在实践中历练成长
■胡 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