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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组

织 10 公里武装越野比武。一级上士安

龙是仓库这个项目的纪录保持者，多年

来 一 直 无 人 超 越 。 比 武 一 开 始 ，安 龙

还 是 像 往 年 一 样 领 跑 全 场 ，刚 下 连 分

到他班里的新兵邹强，则紧随其后咬住

不放。

仓库领导告诉记者，安龙是仓库的

体能尖子，入伍 13 年来，几乎包揽了仓

库体能比武的各项冠军。而邹强入伍前

就酷爱运动，在上大学那几年里，他几乎

每周进行一次 30 公里越野跑。

备战比武期间，不少战友都看出了

邹强的实力。一些老兵善意提醒邹强比

武时悠着点，别折了自己班长的威名；也

有不少新兵鼓励邹强拿出百分之百的实

力，获得优胜。

是有所保留，还是全力以赴？一时

间，邹强内心有些纠结。为此，他还专门

咨 询 了 家 人 和 朋 友 ，得 到 了 不 少“ 指

点”。于是，在随后的训练中，邹强刻意

有所保留，实弹射击总是比班长少几环，

引体向上总是比班长少几个，越野跑也

是不远不近地跟在班长后面……

邹强的变化，自然逃不过安龙的眼

睛。一天晚上，安龙约邹强一起到操场

跑步，并给他讲了自己的经历：“我入伍

前 体 能 素 质 就 好 ，参 加 比 武 老 想 争 第

一，可朋友却告诫我不要锋芒太露，小

心伤到自己。班长发现后对我说，军事

比武就是打仗预演，战场无亚军，一切

为 打 赢 ！ 班 长 的 一 席 话 ，让 我 醍 醐 灌

顶，彻底摒弃了所谓的人情世故，一直

坚持到现在。你们这批新兵有实力有

拼 劲 ，我 虽 然 担 心 被 超 越 ，但 这 个‘ 风

头’，你该抢……”

吃了班长给的“定心丸”，邹强恢复

了当初的活力。

比武开始后，邹强按照既定的战术

跟跑，在最后 2 公里时突然提速。当他

与安龙并驾齐驱跑了几十米后，安龙打

了一个“冲锋”的手势，接着邹强就如脱

缰的野马向前飞奔。安龙紧紧跟在后

面，一会儿便落了下风。

最终，新兵邹强以较大优势夺得此

次比武冠军，并打破了仓库纪录。安龙

虽然输给了新兵，但也实现了突破，刷新

了自己的最好成绩。

这个“风头”，你该抢
■马 涛 戴 维 本报特约记者 汪学潮

上回随工作组去某旅调研，收获满

满，但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却出自一

位老班长。

这个旅调整组建时间短，正处于能

力形成关键期，当时刚结束野外驻训，

马上转入对抗演习。鉴于这种情况，这

位老班长直言：“有时进行任务准备,连

休息时间也搭上了，虽然大家轮流干、

涉及人数不多，但总感觉心里不踏实……”

就是这句话，让我想到了自己刚当指导

员时“暴露”出的一个问题。

当时新官上任，特别在乎官兵对我

一些“施政纲领”的真实反映，所以总是

定期征求官兵的意见建议，并虚心接受

采纳。但让我没想到的是，一次征求意

见时，竟然有好几个战士反映休息时间

不放松、不畅快。我顿时有些困惑，因

为那段时间工作节奏并不快，除了正常

值班执勤外，周末都是自由活动，为什

么官兵还反映休息不好？

我当即找骨干谈心，寻找症结所

在。结果发现，官兵休息不好，原因竟

然出在我常说的一句话上。一些担任

过连值班员的骨干反映，每逢周末向

我请示具体工作安排时，除了“正常组

织 休 息 ”外 ，我 都 要 加 上 一 句 ：“ 要 保

持 好 正 规 秩 序 ，不 能 东 倒 西 歪 、嬉 笑

打闹！”

说实话，听说问题出在这句话上，

我有些哭笑不得，因为无论从哪个方

面看，这句话都说得没毛病，并且说到

底 不 过 是 一 句 提 醒 ，并 无 具 体 要 求 。

看我还是不解，一位性子直爽的老班

长继续说道：“指导员，这句话一来是

有些多余，就是您不讲大家也会这么

做，二来就是这句话虽说没啥具体要

求，却无形中给官兵套上了束缚，营造

了一种紧张的气氛，让大家不能真正

放松下来……”

老班长这番话如重槌响鼓般“击

中”了我，让我陷入沉思。我第一次深

刻认识到，带兵人一句无心之语，甚至

一句“多余的话”，有时都会给战士们带

来影响。随后，我又找到连长，和他聊

起“为何官兵休息不好”，发现各自都能

找出不少问题——

我说，有时候自己周末加班还要拉

上别人，经常想起什么，就把文书和班

长、排长们叫来嘱咐一番，其实多数情

况并没那么急；

他说，有时周末来了临时任务，老

习惯让几个“放心人”去干，“能者”总是

多劳，让“能者”很有意见；

我又提到，自己把开展业余文体

活动当成政治工作的一项绩效，有时

为了组织而组织，不够用心、不对官兵

胃口，看似热火朝天，大家却没有从中

得到放松……

聊着聊着，我们决心制订几条“规

矩”，给官兵的休息时间“松松绑”：周

末有紧急任务安排各班排轮流完成，

再根据任务大小微调，尽量不临时随

机指定，确保绝大部分人都能好好休

息；除了正常的人员管控和内务秩序

外，不提额外要求，让大家放松心情、

充分调整；不是急事，周末不说、不做、

不安排，多向正课时间要效率；把集体

活动和个人休息时间精准切分，根据

大家的需求申请购置了游戏机、桌游

和划船机等文体器材，提高集体活动

的趣味性和吸引力……

有一次，部队参加跨区驻训，经过

持续多日的夜间火力突击演练考核，

终于迎来一天的休息时间。“今天一整

天，由大家自行安排！”听我说完这句

话 ，全 连 官 兵 笑 逐 颜 开 地 四 散 而 去 。

几个老兵招呼我一起打扑克牌，几个

新兵拉着连长扔飞镖、打沙袋，还有的

三五成群拿起“驱蛇棍”，在宿营地周

边放松游玩……真可谓各得其所、各

得其乐。

虽说只有短短一天，但晚点名时

我能明显感觉到官兵们的满身疲惫一

扫而空，连答“到”的声音都洪亮了许

多。那一刻，我忽然感到了一种前所

未有的成就感和获得感。原来，让官

兵休息好也是基层带兵人必须具备的

一种能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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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素质过硬、配合默契熟练、临

机处置妥当……”不久前，在上级组织

的群众性练兵比武中，我带领的战斗编

组在 12 支参赛队伍中以两个单项第一

和总评第二的成绩脱颖而出。作为唯

一一名政治主官带队参赛，我在上台领

奖时受到大队领导表扬。这一次，我证

明 了 自 己 ，不 再 是 演 训 场 上 的“ 旁 观

者”，而是练兵备战的带头人。

说 起 我 的 转 变 ，不 能 不 提 那 次 失

利。去年，上级组织专业比武，可当时的

我却没有在意，“演训比武有队长顶着，

我负责给大家加油鼓劲、搞好保障。”

比 武 如 期 进 行 ，不 料 考 核 组 临 时

判定队长“负伤”，无法继续带队参赛，

要求作为指导员的我接替指挥。我顿

时懵住了，变得手足无措：专业基础不

扎实、掌握技能不全面、组织指挥不流

畅 …… 看 着 其 他 队 伍 齐 装 满 员 、紧 张

忙碌地作业，而我却发挥不了太大作

用，俨然成了赛场上的旁观者。由于

“少”一人作战，连队参赛队在优势明

显情况下痛失奖牌。

回到队里后，我在大家面前羞愧得

抬不起头，不禁想起自己上任以来只管

政治工作“一亩三分地”的种种情形。作

为政治指导员，片面讲究与队长分工负

责，专心于稳思想、搞教育、练笔头，军事

工作参与不积极；遇有大项任务，也理所

当然认为是队长责无旁贷、带头冲锋……

“平时不苦练打仗本领，将来在战

场上就没有战位。”痛定思痛，我首先校

正自己思想上的偏差。军政主官分工

不分家，作为政治干部，没有过硬的军

事素质就没有充足的带兵底气。政治

主官和军事主官同为单位领导、同为指

挥员，在本单位党组织的领导下，对本

单位各项工作共同负责。这就要求，任

何一名政治干部都不能“瘸腿走路”。

在连队组织的复盘总结中，我率先

反思：“新修订的《军队政治工作条例》立

起了一切向战为战的鲜明导向，而我的

思想还停留在过去，从而导致了这次失

利。今后，我一定会找准政治干部的角

色定位，绝不再当演训场上的旁观者。”

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

此后队里组织各项训练，我都全身心投

入其中，学习专业理论知识、掌握装备

实操技巧、拟制战术协同方案、强化军

事体能训练……对照大纲规定的训练

课目，我开启了全面补差之旅。

不久后，上级组织年度军事训练考

评。在组织战备拉动演练时，面对考核

组临机设置的突发情况，我和队长分工

负责、密切配合、从容应对，在官兵们的

共同努力下，连队高标准完成各项课

目，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今年，接到上级比武通知后，我主

动提出与队长各带一个小组，通过一场

PK 决 定 谁 来 带 队 参 赛 。 简 单 准 备 好

后，比拼随即开始，由于一名上等兵与

其他队员协同配合不熟练，队长带领的

小组以微弱之差败北。小结讲评时，我

对大家说道：“未来战场绝不以个人论

英雄，但每一名官兵所处的环节都可能

决定胜负。完成作战保障任务，需要的

是全队一股劲、上下一条心，任何人都

不能当旁观者、局外人。”

就这样，再次走上比武场，我成了

带队指挥员里唯一一名政治主官。在

前期备战中，我带领队员认真研究分

析、明确任务分工，精准制订作业进度

计划表，拟制突发状况处置方案。通过

反复演练磨合，大家对比武流程更加熟

悉，相互协同更加默契，内心充满了对

胜利的渴望。

比武开始，每个课目我都站在排头

第一个，大家看着我拼搏的样子，也都

全力以赴。在与另外 11 支战斗编组的

较量中，我们凭借娴熟的技能、高效的

配合，赢得了评委的肯定和对手的尊

重，最终将那枚迟来的奖牌揽入怀中。

（谷永敏、张修山整理）

不当旁观者，争做带头人
■某工程兵大队三中队一队指导员 王志华

指导员之家

“谁说训练场上只能‘老带新’？年

轻同志只要专业过硬，同样可以成为营

连的教练员。”不久前，在营训练形势分

析会上，我把心里的想法一股脑儿说了

出来。

之前，由于任务原因，三班班长不在

位，在考虑临时顶替人选时，支部一班人

的意见发生了分歧。有的认为，训练应

该“以老带新”，不然骨干面子上过不去；

有的觉得新装备信息化程度高，年轻战

士更有优势……几经讨论下来，还是没

有达成共识，我决定到训练场上好好考

察一番。

“ 喷 洒 车 各 系 统 之 间 就 像 多 米 诺

骨 牌 环 环 相 扣 ，一 定 要 保 证 转 速 稳 定

在 1500r/min 以 后 ，再 依 次 打 开 其 他 开

关……”这天，还没走到三班前，我就听

到这番颇有见地的讲解。本以为是副

班长或者某位老兵，结果走近了一看，

原来是下士李俊昂。

这个发现让我很是欣喜。为了进一

步考察，我晚上专门叫来李俊昂，把编写

喷洒车专业教案的任务交给了他。结果

隔天教案交上来，就获得了全连所有干

部骨干的认可。

“这个‘C 位’，他能站！”在随后召开

的支委会会议上，我把李俊昂的表现作

了详细介绍。最终，大家一致同意由李

俊昂牵头负责三班喷洒车的日常教学。

李俊昂不负众望，工作干得有声有色，在

几周后营里组织的专业考核中，三班的

两个车组总分均名列前茅。

就是这件事让我相信，一线带兵人

对年轻战士要多些信任、多做培养、多

给 机 会 ，敢 于 让 他 们 唱 主 角 、挑 大 梁 。

基层舞台的“C 位”，本就该有他们的一

席之地。

（张潇赫、陈 欣整理）

这个“C位”，他能站
■海军陆战队某旅防化连连长 石 蒙

近日，海军陆战队某旅女

兵队机动至陌生地域，展开一

场水陆全流程、全课目“敌后”

侦察演练，砥砺提升实战水平。

图①：利用橡皮艇向“敌

后”渗透。

图②：在丛林中搜索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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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工程兵大队三中队一队指导员 王志华

（谷永敏、张修山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