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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营

“我还能干些什么？”海军陆战队某

旅一位高级军士的慨叹，让该旅政委至

今记忆犹新。

去年，该旅启动人才队伍能力升级

工程，按照既是技术员又是指挥员的角

色定位，为高级军士量身打造了一系列

能力升级“套餐”，内容既涵盖组织指挥

也包括教育管理，目的在于帮助他们更

加精准对接岗位、战位需求。

“能力提升了，但没有相应的施展

平台，难道还是继续干‘技术工’吗？”然

而在此举推出后，一些高级军士对于个

人未来发展的忧虑却没有消失。

听到这样的声音，该旅政委也在思

考：是什么绊住了高级军士前进的脚

步？又是什么制约着高级军士释放活

力？随后，该旅党委牵头，对全旅高级

军士进行了一次深入细致的调查摸底。

调研结果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

中。对高级军士角色定位不准、使用方

式存在偏差，是大家反映最突出的问

题。有一些高级军士认为自身能力长

时间处于“浅水游泳”状态，还有个别单

位把高级军士单纯定义为“技术工”，使

高级军士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

在该旅，高级军士通常在各自专业

领域深耕多年，有能力、有经验，和基层

联系密切，对单位建设情况熟知。鉴于

此，该旅党委一班人经过反复研究达成

共识：借鉴地方智库为政府提供决策参

考的功能，以士兵制度改革为契机，将

高级军士群体定位为“机关智库”。

乍一听到“机关智库”这个说法，该

旅作训科科长杨勇脑海中浮现出这样

的场景：高级军士审定教学方法，规范

动作要领，拟制全旅训练标准。在他看

来，将高级军士定位为“机关智库”，就

是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专业能力。他相

信，训练上有了高级军士牵头把关，组

训施教会更加高效顺畅。

“我们有了这一身份定位，说话会更

有分量，也会有更大的施展空间。”轻机

营二级军士长肖泽华同样充满期待。他

认为成为智库中的一员可以打破层级局

限，让基层的声音直达旅党委首长。

是这样，但不仅仅是这样。“成为机

关的智库，意味着高级军士要为与单位

战斗力建设相关的重大问题，提供决策

咨询和建议。”该旅领导告诉记者，区别

于一般的“问计于兵”，高级军士将作为

旅党委的常备智囊团，是重要的决策力

量，“他们的意见并不是听听就算了”。

随后，该旅召开高级军士队伍建设

座谈会。会上，旅首长将成立“机关智

库”的初衷、理念进行了系统阐释，同时

宣布将高级军士座谈会升级为高级军

士联席会议，赋予高级军士直接向旅党

委、旅机关建言献策的职权。

“高级军士的丰富经验是一笔宝贵

财富，要让他们站位更高、眼光更远，本

着 对 战 斗 力 建 设 负 责 的 态 度 发 挥 作

用。”旅领导的这句话使二级军士长、装

甲技师陈百照深受触动，他心中关于角

色定位、作用发挥的问号被拉直了。

“以前也组织过类似建言献策的座

谈会，但高级军士反映的问题大多不痛不

痒。有时甚至需要‘点将’，他们才会发

言。”该旅政治工作部领导告诉记者，现

在，高级军士联席会议提供了更开放的思

想交流平台，让高级军士可以畅所欲言，

发挥出“机关智库”的真正作用。

作为“机关智库”的主要功能平台，

该旅围绕高级军士联席会议制订了清

晰的运行规范，明确了人员准入条件、

会议召开形式等，以保证其高效运行。

“头脑被激活了，之前被惯性思维

束缚住的手脚也放开了。”谈到自己如

愿进入“机关智库”，入伍 18 年的轻机

营侦察技师李志刚坦言：这不仅是身份

的象征，更是沉甸甸的责任。

今年外训期间，该旅提前将实弹射

击训练考核实施方案下发各营。拿到

方案，李志刚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发

现内容变动很大：靶位间距增大了、夜

间射击取消了……出于安全考虑，机关

这样安排可以理解。可今年各课目训

练时间紧张，加之天气影响，训练窗口

期很短，如此一来将大大影响训练效

率。能不能找到确保训练安全和提高

训练质效之间的平衡点呢？这个问题

一直萦绕在李志刚心头。

一边组织模拟训练，一边测量靶场

数据，经过反复研究，李志刚发现可以

通过改进流程来规避训练安全风险。

于是，他拉上几位同样对训练方案有不

同见解的“机关智库”成员，找到旅作训

科科长杨勇，开了一个小范围的高级军

士联席会议。

“新调整后的计划马上下发！”会

后，作训科将高级军士们反映的情况迅

速上报，得到旅党委批复。“扎实调研后

提出的建议确实比张嘴就来的意见更

有操作性，这也倒逼我们今后作决策要

更加科学慎重。”杨勇说。

这件事不仅让旅领导对高级军士

当好“机关智库”充满信心，也极大鼓舞

了高级军士们主动积极投入新角色新

工作。今年以来，在“机关智库”赋能

下，该旅结合演习演训任务，对作战问

题研究更加深入，目前已有 28 项创新

成果运用到装备、训练等领域。

“身在兵位，心为将谋。”李志刚说，

他现在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有了更加清

晰的认识。高级军士未来发展还有哪

些可能，如何最大限度发挥作用，该旅

仍在不断追问与探索中。

高级军士加盟“机关智库”
——海军陆战队某旅拓宽高级军士使用路径新闻调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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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高级军士”栏目推出后，我们关注了高级军士的培养工作，介绍了不同
单位的有益做法。今天，我们将目光投向高级军士的使用问题。

如何精准搞好高级军士的角色定位？怎样让他们更好发挥作用，实现军事
人力资源的高效配置？海军陆战队某旅结合本单位工作任务实际，探索出一条
高级军士使用新路径，其思路做法值得借鉴。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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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连日志

值班员：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管线

团政治指导员 韩 宁

讲评时间：11 月 2 日

前 不 久 ，一 些 官 兵 在 上 级 组 织 的

群 众 性 练 兵 比 武 中 斩 获 佳 绩 ，展 现 出

扎 实 的 训 练 成 果 。 但 我 也 发 现 ，比 武

过后，有的同志因为取得了好成绩，就

放松了自我要求，忽视巩固和加强；而

部 分 成 绩 不 尽 如 人 意 的 同 志 ，则 产 生

了厌训情绪。

同志们，要理性看待成绩好坏，一时

的得失代表不了什么。躺在过去的“功

劳簿”上，只会让个人能力停滞不前；沉

溺于曾经的失败，也不可能收获未来的

成功与进步。比武让大家看到了自己的

差距与不足。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只

有把基本功练扎实了、能力素质练全面

了、本领练过硬了，才能真正经受住一次

次考验。

下一步，连队将结合此次比武情况，邀

请不同专业骨干分享训练经验，希望大家

利用好这个机会查漏补缺，尽快补齐短板，

巩固强项，让个人能

力再上新台阶。

（孙秋石、信宏

峰整理）

理性看待成绩好坏
值班员：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

大队长 姜 鑫

讲评时间：10 月 27 日

当前正值年终考核、年度任务收官

之际，各项工作压茬推进，大家身上压力

都不小。大部分同志都能保持高昂热

情，积极承担任务，用心干好工作，但也

有个别同志总是推托。

有的为了自己全力备战考核，不愿

在大队工作上费

精 力 ；有 的 认 为

没有能力承担其

他 任 务 ，担 心 完

成不好被批评；还有的认为今年的成绩

够了，想“喘口气、歇歇脚”……工作多、

压力大是客观实际，但不应该成为不敢

担当、懒于作为的借口。

同志们，压力之下，勇担重任，不仅

是一种态度，还是一种能力，更是对大家

的锻炼与考验。今年考评中，大队将进

一步细化量化评比细则，将这些情况纳

入考评范畴。希望大家任务当前都能挺

身而出、敢于迎难而上，履行好应尽的职

责，在处理矛盾解决问题中提升本领，为

大队建设贡献力量。

（焦文杰整理）

压力之下迎难而上

“小周，还有最后 100 米，加油！”

全 力 冲 刺 、过 线 …… 尽 管 奖 牌 榜

上依旧没有我的名字，但内心喜悦油

然而生，因为我体会到了“全力以赴”

的成就感。

在去年举行的一次 3 公里武装越

野比武中，我以两秒之差和奖牌失之

交 臂 。 战 友 们 安 慰 我 ：“ 比 武 重 在 参

与，下次还有机会。”不知为啥，我的心

一下子被戳中了。打那以后，“重在参

与”成了我的行动准则，也成了自我安

慰的万能借口。

一个月前，营里组织第三季度比

武，我抱着“重在参与”的心态，选择了

平时并不擅长的单杠卷身上课目，备赛

期间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心想应

付了事。

比武当天，我和旅单杠卷身上课目

冠军蔡军分在一组。起初，我还勉强能

跟上他的节奏，但很快就被拉开了距离。

“小周，加把劲，再来两个！”耳边是

战友们的加油鼓劲声。“放弃吧，再努力

也赢不了！”心里响起的却是打退堂鼓

的声音。最终，顶不住蔡军的实力碾压

和自身的身体酸痛，我不顾大家的期

待，直接下杠结束了比赛。

“ 明 明 还 有 力 气 ，你 咋 就 放 弃 了

呢？”在战友们的疑惑中，我毫不掩饰自

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再坚持也是徒劳，

我重在参与吧。”

而此时的另一个单杠上，蔡军没有

受到我“退赛”的影响，依旧一个又一个

完成着动作。尽管已经超过个人最好

成绩，他仍在咬牙坚持，直到最后完全

没有力气。

等待公布成绩时，我看到一旁的蔡

军双手不停颤抖，手上还有血迹。拿起

他的手仔细一看，原来他手掌上的老茧

被磨掉了。

“营内比武，以你的实力，只要参加

就能轻松夺冠，有必要那么拼吗？”

在我的惊讶与不解中，蔡军伸出了

血迹斑斑的双手，说：“既然选择了参

与，就应该全力以赴。我不仅是和对手

较量，更是和自己较劲。相比是否拿到

名次，我更关注的是有没有突破自己。”

蔡军的话如一记重锤，让我开始反

思自己的行为。虽然每次比武，我都积

极报名，但无论场内场外，我都好像没

有全力以赴拼搏过，总想着参与了就够

了。当初战友的“重在参与”本是鼓励

我失败后别灰心丧气的安慰话，我却理

解错了。

这回，再次参加营里组织的比武，

我从报名开始就全力准备，将关注重点

放在突破自己上。最终的结果也让我

看到了自己的潜力。现在想想，如果当

时没有逼自己一把，估计我又是原地踏

步甚至退步了。

（许艳伟、周嘉政整理）

既然参与，就要全力以赴
■第 82 集团军某旅二营技术保障连上等兵 周建坤

闪耀演兵场

日前，中部战

区陆军某旅举办军

体运动会暨创破纪

录比武，激发练兵

备战热情动力。官

兵 们 围 绕 30 余 个

项 目 展 开 激 烈 角

逐。图为 400 米障

碍课目比武。

薛 祺摄

值班员讲评

上个月，我从某连指导员岗位调整

到机关宣传科干事岗位。交接工作那

天，我把一本故事集郑重交给了连队新

任指导员。这本故事集，记录了连队组

建以来发生的故事，是我在离任之际送

给老连队的“礼物”。

最初产生制作连队故事集的想法，

源自无意间听到一级上士马毓的感慨：

“时间真快呀，这是我在连队的最后一

年了。”2013 年底，连队组建成立。马

毓是当时选调来到连队的第一批军士

骨干。如今，这“第一茬兵”只剩 6 人还

留在连里。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员的更迭，如

果不及时记录下连队的故事，官兵们的

共同记忆会不会就消失了？我猛然间

有了这样的担忧。在此之前，有一些新

同志找我说想听连队过去的故事。我

在连队任职时间不算长，对以前的事能

讲出个大概，但说不清更多细节。后

来，我和连队党支部几名支委谈起这个

情况，大家都有类似的感受：连队的故

事都是靠官兵口口相传，一直以来缺乏

系统的记录和整理。

连队成立到现在，已有 9 年时间。

从白手起家到形成战斗力，再到 10 多

次奔赴高原戈壁执行重要任务，在这个

过程中，发生了很多故事，涌现了很多

典型，官兵们也展现出宝贵的精神品

质。这些都是连队的财富，也是开展经

常性思想教育最好的教材。

“为连队留住这些历史！”经过讨

论，支委们达成共识。我们随即组织

人 员 ，通 过 梳 理 过 往 记 录 ，采 访 连 里

老 兵 ，联 系 历 任 主 官 和 离 队 官 兵 ，多

方采集核实资料，以保证故事的真实

和完整。

其 间 ，我 被 太 多 人 、太 多 事 感 动

着。某型新装备配发，正赶上连队接到

紧急任务，老兵刘字垒冒着酷暑，带领

战友在狭窄的方舱鏖战两天两夜，硬是

赶在开拔前掌握了该装备的操作使用；

一年除夕，高原驻训地骤降大雪，下午

雪一停，官兵们立刻冲到阵地清扫积

雪、检查装备，返回时年夜饭已热了好

几回……幸亏我们行动及时，否则很多

生动的细节和滚烫的情感都会被遗忘

了，将来再回溯这段岁月，也许只剩三

五句的概括了。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连队故事集

终于定稿。我们征集全连官兵意见，将

它命名为《无声告白》——“电波无声，

我们将它密织成网；雪山大漠，我们向

祖国深情告白。”

“读了老兵们的故事，我希望自己

能像他们一样去战斗、去奉献。”上等兵

钟川汶看完故事集，表示自己读懂了连

队的精神，也明确了作为连队一员的奋

斗方向。“看到故事集里的自己，我意识

到自己做得还不够。”二级上士侯嘉鑫

在连队组建那年入伍，如今真正掂出了

肩负使命的分量。

“我们的故事还在继续，连队的历

史等你书写。”在故事集的最后一页，我

写了这样一句话。凡是过往皆为序章，

连队奋斗强军的故事未完待续。我相

信，在大家的努力下，这本故事集一定

会越来越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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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高级军士

在得知这位刚刚离任指导员岗位的基层干部牵头组织整理了连队故事集时，

编者不禁为他的举动喝彩。这几年在工作中，我不时听到一些新组建单位官兵感

慨自己的连队没啥历史。但真的没有历史吗？其实，那些齐心协力完成的任务、

那些努力奋战取得的成绩、那些与战友经历的欢笑与感动，都是连队的历史。历

史需要被铭记，历史同样需要被创造，这样后人才能读懂前人的奋斗，今人才能明

白该为后人留下什么。这就是薪火相传，精神不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