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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员讲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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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山老林里，竟出了两个火箭军

比武冠军！

在高手云集的比武现场，长相略

显稚嫩的火箭军某旅下士王帅，一开

始并没有受到多少人关注。不过，经

过 3 天较量后，王帅一举夺魁，瞬时成

为众人眼中的焦点。尤其在故障排除

环节，他比第二名快了 4 分多钟，以压

倒性优势斩获第一名！

谁能想到，这位比武冠军是该旅

深山哨所的值班员。当年底，王帅荣

立二等功。

其实，这在该旅也不算什么新鲜

事。前年底，火箭军举办第二届某专

业比武，该旅一个哨所的班长夏成飞

前去参赛，同样斩获个人第一名，当

年荣立二等功，被火箭军评为“百名

好班长”。

“通信尖兵”钟林成、供配电“专业

大拿”魏冬、风机维修号手周庆方、“三

小”革新能手苏进……近年来，在该旅

的小散远单位里，像王帅一样的优秀

人才不断涌现。

如果只出一两个比武冠军，可以

解释为偶然现象，那么一群人出彩就

足以说明不是偶然，而是有其背后的

深层成因。

很多人可能觉得，身处小散远单

位，尤其是深山老林的哨所，平时肯定

会缺少领导和机关的关注，他们守好

本职已是奉献。但在该旅，却俨然是

另一番景象——旅机关倾力将哨所打

造成一方育人的热土，哨所战士们也

丝毫未放松要求，人人渴望成长成才。

“让战士成长成才,就是对他们最

大的关爱。”记者了解到，该旅常年组

织哨所开展“放大闪光点，出彩你我

他”活动，为战士们搭建起一个个展示

自我、释放潜能的平台，让每个人都有

出彩的机会；他们结合个人特点、发展

潜力，制订战士成长成才路线图，既有

近期目标、长期规划，又有成长路径、

帮带办法；遴选“成才教练”，对每名战

士进行一对一帮带指导，并明确目标

时限；根据个人兴趣爱好，组建“圆梦

军校营”等多个成才小组……如今，该

旅所有小散远单位普遍形成了竞相成

才、各尽其才的良好氛围。

就拿王帅来说，报名参加旅里的

比武，他内心还有些犯怵，对自己的水

平不托底，生怕拿不到名次给哨所抹

黑。在战友们鼓励下，作为兵龄最短

的选手，他最终走上比武场，在理论考

试、故障排除等几个环节表现突出，最

终斩获总分第一的好成绩。随后，王

帅作为该旅的“种子选手”被推荐参加

火箭军专业比武。

战士没特长，为他们培养特长；战

士有特长，帮他们发挥优势。这是该

旅小散远单位的普遍做法。二级军士

长苏进是出了名的小发明、小创造、小

革新能手，在旅里组织的竞赛中多次

获奖。刚到某哨所时，他不过是一名

很普通的供电号手，在班长林球武的

帮带下，加上他本人喜欢钻研，专业能

力得到快速提升。

一次保障演练中，某型设备突然

停止运行。把电路从里到外查了一

遍，苏进仍未发现故障，事后才知症结

出在发电机组身上。深受触动的苏进

购买了有关发电机原理的书籍，加班

加点研读。后来，经过他的技术改造，

终于找到了这个故障的解决方法，并

在全旅推广。

人才用好用活了，就会激发出更大

的创造力。班长徐秀山在多年的工作

中带出了多个专业骨干，是名副其实的

“哨所通”。哨所升级改造期间，施工方

设计的照明系统效果并不理想，徐秀山

当场建议改成另一种方案。实践证明，

他提出的方案更优，不但被最终采用，

还广泛应用在其他哨所改造中。

说到人才，战士们纷纷提到上等

兵高家俊。在战友们眼里，高家俊是

个文艺青年，值班训练之余喜欢看书

写文章。班长见状，便一直鼓励他发

挥自己的特长，写写文章。后来，由高

家俊执笔写成的哨所故事登上旅强军

网，得到很多官兵热捧。今年年初，上

级组织文艺轻骑队到哨所慰问演出，

看到轻骑队队员弹吉他的样子，高家

俊着了迷。他买来吉他和教材，利用

点滴时间开始自学。几个月过去，高

家俊就能熟练掌握 10 多首曲子。工

作之余，他经常叫上大伙围坐在一起

弹唱，哨所里平添了很多欢乐。

这几年，该旅小散远单位走出不

少人才，有 3 人被评为旅“年度感动军

营人物”，1 人被评为“火箭军百名好

班长”，2 人荣立二等功，16 人荣立三

等功，8 人考入军校……哨所这个苦

地方、远地方，如今已成为战士们磨砺

成才的好地方。记者感到，当一颗种

子找到属于自己的沃土，坚定地扎根

发芽，不惧风雨成长，开花结果便是自

然而然的事。而这一切的前提，是要

有那样的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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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因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

而升华。广大适龄青年怀着梦想入

伍 ，这 梦 想 是 强 军 梦 ，也 是 成 才 梦 。

然而现实中，不乏一些战士成才愿望

强烈，而单位环境条件有限，从而影

响成长进步的情况。

每名战士奋发向上的追求，都应

该得到回应和支持。尤其是小散远

单位，如何为官兵创造学习环境，怎

样激励他们岗位成才，是各级需要正

确面对的问题。火箭军某旅把小散

远单位官兵成长成才环境建设作为

一项重要工作突出出来，抓紧抓实抓

出成效，厚植下一方沃土。

正如鲁迅所说：“我想，天才大半是

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

家都可以做。”一颗种子，落在土壤里，给

予充足的阳光、养料和水分，才能长成参

天大树。各级党委机关要当好“泥土”的

角色，建平台、搭梯子、压任务、给机会，

官兵们方能在军营这片热土上绽放精

彩的青春，释放巨大的能量。

当好“泥土”的角色
■张科进

值 班 员：第 82 集团军某旅电子

防护连指导员 尹秋强

讲评时间：11 月 23 日

最近几天，我发现垃圾桶里有一些

丢弃的个人物品，拿出来一看，很多都

是即将退伍的战士扔掉的，不仅有各种

笔记、书籍，还有一些旧衣服，上面带有

一些涉军涉密信息。

同志们，临近退伍，对被装之类的

物品怎么处理是有严格规定的，该上交

的必须全部上交。一些个人资料，即使

不在移交之列，也要进行脱密或者交保

密人员销毁，万不可自己随意处置，留

下安全隐患。

希望各位即将退伍的老兵，严格对

照规定，把个人物品再好好地查一查、

归归类，把哪些是必须脱密的、哪些是

能够带走的、哪些是需要丢弃的分清

楚，千万不能收拢到一起，一丢了之。

各班排负责人也要负起责任，指导督促

退伍老兵们把这项

工作做好，确保不出

问题。

（周嘉政、许艳

伟整理）

个人物品切勿随意丢弃
值 班 员：第 76 集团军某旅作战支

援营教导员 刘小健

讲评时间：11 月 25 日

临近退伍，我发现个别连队和官兵

请吃吃请、互赠礼品的思想倾向有所抬

头，觉得不向单位和战友“表示”一下，就

好像不珍惜这段感情。这种思想要不

得，不仅违背了有

关规定，也容易带

坏内部关系和清正

风气。

战友情是人世

间最宝贵、最纯粹、最真挚的感情之一，

是建立在朝夕相处、并肩战斗、生死与

共、互相托付之上的，本身就有非常牢固

的基础，根本不需要刻意用一些物质的

东西进行表达和衡量。对于这一点，相

信大家都很认同。

常言道：祝福贵在真心，情深何须礼

重。战友分别之际，还是要多通过临别

赠言、座谈交流、经验传授等表达感情。

各连干部骨干要搞好教育引导，防止滋

生不良风气，用简朴不失真情的方式，为

老兵们的军旅生涯画上圆满句号。

（刘 念、孙 晨整理）

战友感情别以物质衡量

初冬时节，第 78 集团军某旅军体

运动会暨创破纪录比武现场传出新闻：

四营侦察班班长、中士谭祥宇报名参加

了 3000 米跑、5000 米跑和狙击步枪射

击 3 个项目，全部夺得第一，并分别打

破该旅纪录。

2017 年 9 月，谭祥宇参军入伍，怀

揣着当特种兵的梦想来到侦察排，成

为一名侦察兵。然而，现实却给谭祥

宇 泼 了 一 盆 冷 水 ：武 装 越 野 ，他 掉 在

队 伍 末 尾 ；格 斗 对 抗 ，他 却 总 是 挨 打

的 份 儿 ；连 队 狙 击 手 考 核 ，他 成 绩 垫

底……

不管遭受多少打击，谭祥宇从不

言 弃 ，矢 志 要 成 为 一 名“ 侦 察 尖 兵 ”。

清晨，起床号还没响起，他就背起背囊

在跑道上挥洒汗水；黄昏，对着日落的

方向，他迎风瞪眼练瞄准，针穿大米练

耐性；夜晚，他强化基础体能训练，俯

卧撑、仰卧起坐、双腿深蹲，每项一做

就是 1000 个……

功 夫 不 负 有 心 人 。 经 过 不 懈 努

力，谭祥宇在年度军事训练考评中一

鸣 惊 人 ，以 全 优 成 绩 被 评 为 训 练 标

兵。2019 年，他在北部战区陆军组织

的狙击手比武集训中脱颖而出，被表

彰为“狙击精英”，实现了自己成为“侦

察尖兵”的梦想。

今年年初，得知旅里年底将举办

创破纪录比武后，谭祥宇第一时间报

了名。凭借扎实的体能基础和过硬的

军事素质，在营连组织的选拔赛中名

列前茅，成为代表营里参加比武的“种

子选手”。

一年来，为了备战创破纪录比武，

谭祥宇把节假日和休息时间都用在了

训练上，先后磨坏了 5 双鞋、2 副战术

手套。比武正式开始后，谭祥宇在参

加的项目中一路领先，最终 3 次登上颁

奖台，这才有了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份

成绩单。

一句话颁奖辞：永不放弃，拼搏不

止，成就最棒的自己。

第78集团军某旅侦察班班长谭祥宇—

一次比武 三破纪录
■张居俊 孙洪星

12 月上旬，南国密林演训场，经过

数日鏖战，火箭军某旅一场营营对抗考

核终于到了公布成绩的时候。

总结讲评会现场，全体参考官兵齐

聚 操 作 场 坪 ，将 目 光 投 向 担 任 此 次 考

核的裁判长。只见红方营队官兵一脸

从 容 自 信 ，蓝 方 营 队 官 兵 眼 中 却 写 满

了忐忑。

然而，裁判长宣布的最终结果，却让

自认为胜券在握的红方官兵面面相觑：

蓝方以 1.2 分的优势获得胜利。

此次考核，双方营队官兵装备操作

熟练、特情处置灵活，均发挥出很高水

平。但在多数人看来，红方营队是该旅

装备换型的试点单位，无论是整体作战

能力，还是单兵操作，都比换型较晚的蓝

方营队略胜一筹，然而红方却“出乎意

料”地败给了蓝方。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红方指挥员

一脸不服气，带着疑问找到裁判长讨个

说法。只见裁判长打开该旅依托某信

息平台自主改进的考核评估系统，带着

红方指挥员逐一查看他们在公路机动、

阵地占领、实装操作等任务阶段的具体

表现、得分情况和扣分环节，最终明确

这 1.2 分的差距就出在操作中的某个细

节上。找到症结的红方指挥员回到营

队后，立即组织问题分析查摆，制订专

攻精练方案。

“发射架执行任务超出预定时间,扣

3.2 分”“操作号手防护服穿戴不规范，扣

2.1 分”……浏览这套考核评估系统，记

者发现，不仅考评内容划分精细，而且作

战数据、评估分数都精确到了小数点，指

挥员和操作号手在哪个阶段完成了哪些

任务、耗时多长、准确率多少都有详细记

录，哪个项目、哪个环节扣了分、为什么

扣分也都一目了然。

“以往考核，考官主要凭经验、靠感

觉打分，得出来的概略数据难以让受考

官 兵 精 准 找 到 短 板 在 哪 里 、到 底 有 多

短。”该旅领导介绍说，为此他们结合年

终考核，依托某信息平台、火力打击评估

系统、操作数据库等，对部队实战化演练

从紧急出动到任务结束进行全程全方位

精确评估，不断探索精准抓训的方法路

子。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近年来该旅武

器装备分批次改型换代，信息化程度越

来越高，对指挥员精准指挥、号手精准操

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容不得任何失之毫

厘的偏差。

谈到精准抓训在实战化训练中的重

要作用，该旅领导讲起一段“走麦城”经

历：去年年底，旅队全员全装千里机动至

林海雪原展开演练，一名发射架测量员

将某设备的数据“7.04 秒”四舍五入记录

为“7 秒”并上报。没想到，正是这个被

舍掉的“0.04”，竟成为导致发射车迟迟

无法调平的主要原因。

只有平时精算，战场才有胜算。为

此，该旅除依托网络信息系统进行精准

计算、精确评估外，还着力培养官兵用数

据思考、用数据说话的意识和习惯。他

们组织官兵围绕“小小数据怎么看”“部

队技战术水平与实战要求差距有多大”

等问题开展讨论辨析；按照“打一仗、进

一步”的要求，发动官兵动态收集日常训

练中的各项数据，同步上报机关统计并

更新升级评估系统；探索建立战斗力各

要素数据库，促进部队训练“补差”更精

准……通过这些举措，立起精准抓训的

鲜明导向。

近日，该旅与友邻单位联合开展实

兵对抗演练，无论是指挥筹划，还是特

情 处 置 ，任 务 官 兵 判 断 准 、动 作 快 ，最

终以出色的表现赢得对手称赞。参与

演 练 的 某 发 射 连 连 长 涂 志 敏 满 脸 自

豪：“标准高、训练严、考核细的演训方

案 ，让 我 们 尝 到 了 向 数 据 要 战 斗 力 的

甜头。”

火箭军某旅精准抓训—

向“小数点”要战斗力
■本报记者 邹 菲 特约通讯员 桑 朋

11 月底，第 80 集团军某陆航旅

组织“金扳手”比武竞赛，激发官兵军

事训练热情。图为一名技术能手蒙眼

进行轻武器分解结合。

王祥湘摄 小咖秀

11月 30日，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冒着雨雪组织飞行训练，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锤炼官兵打赢能力。图为飞行前

机务准备。

朱云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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