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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要是在战场上，你就阵亡了！”

看着班长的黑脸，下连不久的列兵马勋

威心里犯起了嘀咕：“为啥按照指令做

也有错？”

这一幕发生在第 80 集团军某旅四

连展开的班战术训练中。接到“占领前

方阵地，对‘敌’装甲目标实施摧毁”的

指令后，担任反坦克火箭手的马勋威迅

速前出，但因在选定射击位置时忽略了

隐蔽性，遭到班长严厉批评。

其实，马勋威出现如此失误情有可

原。新兵训练期间，班长强调最多的是

射击速度和精度，对结合地形地势选择

合适的射击位置讲解并不多。只掌握

了基本专业技能，却不具备战场意识、

敌情观念，在新兵连被称为“好苗子”的

马勋威，下连后受挫不断。

该旅支援保障连下士郑旭也曾有过

类似烦恼。他至今对下连后第一次战斗

射击的场景记忆犹新。新训期间射击成

绩一向优异的他竟然脱靶了。战斗射击

需要在规定时间内越野跑到达指定位

置，按指示路线搜索前进，并对不同方向

随机出现的隐显靶标进行射击。而在新

兵专业训练时，郑旭只接触过固定靶射

击。他说，没有战斗素养和战场意识，只

是跑得快、打得准，还远远不够。

“如何提升单兵综合作战能力，加

速新兵成长尽快形成战斗力，是我们迫

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该旅领导介绍说，

这几年，新兵需在训练基地完成 3 个月

基础训练，再根据专业，分别参加军队

院校、训练基地或各单位组织的专业训

练。虽然经过训练新兵具备了基础体

能，掌握了专业基本技能，但和部队岗

位需求仍有不小的差距。

下连就打仗，新兵怎么“扛”？为

此，该旅在全旅范围内展开调研，深入

基层一线询计问策。官兵们普遍认为

下连后的训练硝烟味更浓，新兵不仅要

有基础体能，更要有能打仗的过硬本

领。必须摒弃操场化的练兵思维，让新

兵们在贴近实战环境中壮筋骨、长才

干，加速成长步伐。

去年初，该旅集中全旅骨干力量组

成攻关小组，对新兵下连后如何训练展

开研究。他们区分专业和任务，为新兵

制订训练计划表，对怎么训、训到什么

程度、由谁组训任教等进行明确。同

时，创新开展战斗体能、战场技能、战场

勤务以及智能的融合训练。

从战斗准备到战斗结束，该旅通过

情况诱导、连贯实施的方式，在模拟真

实战场环境中锤炼新兵能力，并从战场

态势判断、行动效能、敌情意识、协同作

战等多个维度，对新兵训练情况进行评

判，进一步提升单兵综合作战能力。

在该旅训练场上，记者看到新兵们

正在完成武装越野、战场救护、化学防

护、战场侦察、观察报知等课目连贯训

练。“防护时没有注意风向、撤收时未考

虑敌情……”班长们在一旁边观察边记

录，并在不合格课目后面画上“×”。

前不久，该旅组织实兵实弹射击演

练，马勋威依据无人机实时传回的信

息，和战友交替掩护、协同配合，一击命

中远处目标。该旅一名领导说：“进步

令人欣喜，但新兵下连后的不适应问

题，还需要进一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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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日炎炎，海军陆战队某旅炮兵营

野外训练场，两名义务兵利用训练间隙

进行手动间接瞄准射击课目比赛，最终

成绩不分伯仲。有趣的是，这两名义务

兵，一名是去年春季入伍的，另一名是

去年秋季入伍的。

“本以为比他们能早学半年专业，

可没想到最终还是站在了同一起跑线

上。”看着自己的上等兵军衔，那名先期

入伍的战士脸上挂着一丝惆怅。

“为何先入伍却没能先学一步？”刚

接手连队工作时，修理一连连长李忠恒

也有同样的疑问。上任伊始，李忠恒与

连队骨干探讨时发现：去年春季入伍的

新兵相较去年秋季入伍的新兵，在专业

训练上并没有明显优势，甚至有人还无

法独立完成装备操作，需要班长骨干帮

带才能勉强过关。

“这都是去年欠下的账。”深入了解

后，李忠恒找到了原因。原来，去年春

季入伍的新兵下连后，恰逢部队野外驻

训。由于驻训期间以专业协同训练和

实弹射击训练为主，留给新兵学习专业

技能的时间和资源都有限，只能等到年

底展开专业复训补训时才有机会系统

学习。

“装备还不熟悉，很多技能还没有

完全掌握，感觉自己与连队训练有些脱

节。”该旅火力连上等兵陈心阳坦言，

“下连即驻训”的状态让他一时间难以

适应。由于专业能力不足，他无法直接

参与演训任务，大部分时间只能跟着跑

跑腿、打打杂。

“春季入伍的新兵成长周期被拉长

了。”去年，该旅在跟踪调研第一批春季

入伍的新兵情况时就已发现了这个问

题。“新情况带来新挑战，我们必须主动

作 为 ，解 决 制 约 战 斗 力 生 成 的 瓶 颈 问

题。”该旅领导说，全旅涉及的专业加起

来有上百个，且不同专业各有各的训练

方法。为了尽可能缩短新兵的成长周

期，他们分专业组织机关基层集中研讨，

让各营连立足各自实际，结合实弹实训、

演习演训、新装备训练等任务，制订新兵

专业训练方案，旅机关适时提供指导。

今年驻训开始前，该旅炮兵营自行

榴弹炮二连党支部专门研究了新兵下

连后的训练安排。考虑到驻训时间短、

任务重，骨干抓训力量薄弱，且炮兵专

业训练操作性强等实际，大家一致认为

新兵专业训练要循序渐进、逐步升级，

在不打乱连队正常训练节奏的前提下，

让新兵充分参与。

“我们根据单兵专业训练、单兵技

能训练、岗位协同训练的特点规律，为

新兵制订了一套滚动升级训练方案。”

该连连长黎子琦介绍，他们给新兵下发

岗位职责清单和能力生成指标，安排骨

干逐课目、逐内容进行指导帮带；一年

后再根据新兵训练情况进行炮手岗位

调整，让其进阶至相对较难、要求更高

的岗位。如此一来，可以加速新兵能力

提升，形成专业力量梯次配备，让更多

有潜力的年轻炮手尽快突显出来，早日

成长为全能炮手。

提前了解新兵基础训练情况、选配

“一对一”帮带骨干……今年春季入伍

的新兵下连前夕，该旅各营连又对如何

组 织 和 改 进 新 兵 训 练 进 行 了 深 入 探

索。两栖机步二营营长张新明说，希望

这些探索能够形成有益经验做法，为今

后下连新兵胜任演训任务提供助力。

成长周期长，难题如何“破”
■胡亚楠 张 震

6月下旬，东部战区陆军某旅联合某陆航旅、海军某部进行实兵实弹对抗

演练，检验军兵种协同作战能力。图为红方分队发起冲锋。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 毛摄

他山之石

管理学中有个概念叫做“即战力”，

是指即便是新手，也能即刻投入并胜任

工作的“战斗力”。从这个概念的视角

来观察新兵下连后部队对他们的期望，

倒是也很“合拍”。

“即战力”不会天生就有。下连后遭

遇“第二适应期”，这是很多新兵向合格军

人转变需要经历的过程。之所以会出现

“第二适应期”，除了新兵不适应连队生活

节奏外，更多的是因为他们的军事能力素

质与岗位需求、任务需要不相匹配。

当前，各部队陆续推开“先训后补”

模式，即新兵在训练基地完成基础训练

后，再补充到基层连队。这种模式的好

处显而易见，既使作战部队减轻了承训

新兵的负担，有效避免对正常工作任务

的冲击，又可以整合和盘活新训资源，

释放基地化、集约化、专业化训练效能。

获 得“ 即 战 力 ”，往 往 会 经 历“ 阵

痛”。比如，经过训练基地训练的新兵，

下连后一时难以适应新的岗位、无法执

行演训任务，与基层部队的期望和要求

还存在一定差距。必须承认，这是发展

中的问题，只能靠发展去解决。这就需

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先训后补”模式，不

断壮大训练基地师资力量，科学设计新

兵训练内容，提高新兵训练目标要求，

推动“新兵供给侧”与“新兵需求侧”无

缝对接、有效衔接、融合链接，让新兵出

炉就是“合格品”、下连就能上战位。

在这个过程中，作为部队战斗力链

条上至关重要的一环，训练基地应该担

起更大的责任，争取有更大的作为。

提升新兵“即战力”
■胡 璞

延伸思考

特别关注

当兵 8 年，我当过炮长、狙击手、坦

克驾驶员，经历过 3 任排长。有的排长

刚分到连队，就盘算着到机关工作，一心

想着怎么离开基层。殊不知，今天不努

力“向下扎根”，明天怎么可能“向上花

开”？

有 这 样 一 名 排 长 ，他 的 简 历 很 亮

眼，在校读书时就是文艺骨干，吹拉弹

唱、琴棋书画样样都会。来到连队后，

许多战士主动找他拜师学艺，然而这位

排长却以各种理由拒绝，经常自己一个

人躲在房间里练习乐器、创作剧本，连

集体活动也不爱参加。而且，一有公差

勤务，他总是借口逃避。渐渐地，他和

大家越来越疏远了。特别是在他值班

的 时 候 ，许 多 战 士 都 不 愿 配 合 他 的 工

作，有的老班长还故意让他出丑难堪。

年底群众评议，这位排长的得分在全连

干部中排名最低。

在基层连队，官兵们的眼睛亮着呢，

谁干得怎么样，大家心里明镜似的。我

遇到的另一位排长，表现就截然相反。

刚下连时，由于在军校时缺乏担任

骨干的经历，这位排长连下口令、讲评工

作都支支吾吾、磕磕绊绊的，闹了不少笑

话。相较于连里其他几个排长，他的能

力素质确实不高。

我们连是全旅有名的荣誉连队，曾

多次荣立集体一等功，涌现出多名战斗

英雄，每次参加集团军比武，总能摘金夺

银。那年，集团军又组织比武，上级要求

我们连推荐一个排整建制参加。

得 知 这 个 消 息 ，排 里 的 战 友 心 里

凉 了 半 截 。 原 因 明 摆 着 ，排 长 能 力 素

质 不 行 ，怎 么 可 能 派 我 们 参 加 呢 ？ 让

我 们 没 想 到 的 是 ，我 们 排 长 居 然 主 动

请战了。不知道他以什么理由说服了

连 首 长 ，连 里 真 把 这 个 机 会 给 了 我 们

排 。 尽 管 如 此 ，大 家 对 取 得 好 成 绩 并

不抱什么希望。

其实，对于战士们的想法，排长不是

不知道，可他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地做

给大家看。体能素质不行，就利用休息

时间加练；指挥能力欠缺，就找老排长学

习组训技巧；装备操作不熟，就找班长骨

干虚心请教……受到排长的激励，战友

们也是抓紧训练，结果比武前的摸底考

核，全排以优异成绩顺利通过，大家嘴上

不说，但已经对排长刮目相看。

正式比武开始后，经过连续两天高

强度考核，我们排在所有参赛队伍中排

名第二。令人惊讶的是，排长的个人成

绩竟然位列干部组第一。

五公里武装越野是那次比武的最后

一个课目，也是我们排的强项，排长带着

我们向冠军发起了冲击。出发后，排长

在队伍中前后穿插鼓劲。跑到约 3 公里

处，意外发生了：他不小心崴伤了脚。

“实在不行，咱不争第一了。”看着

排长一瘸一拐地跑着，排里一位战士劝

道。“与荣誉相比，这点伤算得了什么。

别管我，大家快往前冲！”说着，他咬紧

牙关，眉头紧锁，加快了脚步。战友们

深受鼓舞，拼命往终点跑去，最终拿下

了冠军。

这个故事很简单，蕴含的道理也不

深奥，但真正做到并不容易。在基层连

队，战士们把集体荣誉看得很重，一名排

长想要树立威信，光跟大家打成一片还

不够，关键要用实际行动树立起精武强

能的好样子。排长带头向前冲，谁还好

意思落在后面？

很多人都说带兵难，新排长带兵更

难，这一点我承认。但这名排长的“逆

袭”告诉我们，一线带兵人只要站在一线

带头干，一切都会变得容易很多。

（崔怀超、关 键整理）

带兵的关键是“带头干”
■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十五大队学员 李竞宇

“ 下 连 后 ，春 季 入 伍 的 新 兵 直

接接触战术训练，而秋季入伍的新

兵则正赶上专业训练，两者人数相

当，可以‘以新带新’。”去年 9 月老

兵复退工作结束后，本以为当年春

季 入 伍 的 新 兵 能 够 第 一 时 间 补 上

“空缺”，然而几次营连综合演练过

后，他们便暴露出专业技能不过硬

等 问 题 。 为 此 ，第 71 集 团 军 某 旅

放权各营连，让不同批次入伍的新

兵结成互助小组。

具体做法是：以 2021 年春季入

伍的新兵为基准，在专业训练中，前

一批次秋季入伍的战士“点对点”帮

助后一批次春季入伍的新兵打基础；

战术训练展开后，经过演训任务历练

的春季入伍的新兵变身“小教员”，为

同年秋季入伍的战友讲解示范战术

训练课目基本要点。

（朱宇伦整理）

招法小贴士①
以新带新，梯次互助

义务兵征集政策调整为“一年两征两退”后，对新兵尽快成长成才提出更高要求。下面一组稿件，反映了新
兵下连后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一些基层部队为解决问题展开的有益探索，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启示。

带兵人手记

前段时间，在陆军炮兵防

空兵学院十五大队学员 45 队

举办的“功臣讲堂”上，曾荣立

二等功的战士提干学员李竞

宇，围绕“战士心目中的好排长

到底是啥样”这个主题与战友

们进行了交流，大家听后获益

良多。眼下，又一批军校学员

走出校门，分配到基层部队，他

们的第一任职就是排长。希望

本文能为这些战友走好“官之

初”、踢好“头三脚”有所帮助。

6月底，空降兵某旅组织今年春季入伍的新兵进行开双伞跳伞训练。

马鹏飞摄

每个班排不同专业，每个岗位不

同职责，如何让同年两批入伍的新兵

尽快适应岗位需求，是摆在第 73 集

团军某旅防化连官兵面前的一道难

题。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组训骨干

少、训练时间短，加之器材场地受限，

新兵们此前在训练基地并没有打下

牢固的专业根基。

“下连后，新兵就是战斗员，要

让他们跑步进入战位。”为此，该旅

根据防化连任务特点，除了安排专

业骨干与新兵结对帮带外，还提出

了“以多帮一、逐级协同”的训练方

法。即在班排战术训练中，区分双

人、多人、班组、排战术等协同训练

课目，由老兵带着新兵逐课目过关，

提高新兵的战术素养和协同意识，

并在比武、演习、驻训等大项任务中

进行成效检验。

（王路加整理）

招法小贴士②
以多帮一，逐级协同

下连后，随着训练课目增多、强度增大、难度增高，很多新兵感
到不适应、跟不上。为帮助新兵尽快提升能力、胜任岗位，一些单
位探索总结出一些招法，可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