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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刚过，新疆军区某团二营五连

就召开会议，部署新年度训练工作。“我

负责的专业课目去年成绩较好，但仍有

提升空间”“我连主战装备模拟训练器

下发使用后收效明显，但训练方法还存

在不足，训练质效有待提高”“去年的基

础体能课目通过率较往年有所提升，可

进一步加强训练动员和教育”……

会 上 ，支 委 和 教 练 员 骨 干 对 训 练

情况展开分析，但热烈的讨论氛围仍

没能让正在该连蹲点的团政治工作处

主任范建超感到满意：“大家的发言讲

得 很 全 面 ，但 细 听 下 来 其 实 非 常 笼

统。讲评成绩时，说的是‘训练质效不

高’这类话；点明问题时，则用‘存在不

足 ’‘ 有 待 提 升 ’等 模 糊 用 词 遮 遮 掩

掩。”范建超直言，这样蜻蜓点水、浮于

表面的研究讨论，不仅无助于问题的

解决，也折射出连队干部骨干议战议

训作风不实、流于形式。范建超建议

叫停会议，择日重开。

此举让五连干部骨干深受触动，他

们马上着手深化分析、细化措施，为重

开会议认真准备。

一周后，五连再次就议战议训召开

会议，与会人员踊跃发言。

“我负责组织主战装备模拟训练器

操作，全连仅有 3 台模拟器，官兵完成

一次模拟训练要排队近 10 分钟，建议

向上级反映增加两台模拟训练器，并同

步展开电台操作、战场救护等辅助课目

训练，确保用好用足训练时间”“目前单

杠一课目通过率为 94%，单杠二、三、四

课目通过率较低，建议根据训练成绩调

整分组，结成帮扶对子，营造比学赶帮

超的训练氛围”……空话套话没了，思

路举措也实了，范建超听了频频点头。

此事很快在团里传开，引起了强烈

反响。团党委因势利导，要求各营连纠

治议战议训会风，向空话套话开刀。

会风实带动训风实。该团官兵发

现，以往“一锅煮”的组训方式有了改

变：连队教练员每周根据训练成绩精准

调配分组，训练器材和场地根据各单位

训练计划和需求实现跨建制共享……

五连指导员史海平告诉笔者，如今他

们不仅通过积极协调解决了模拟训练

排队问题，还为大幅提升官兵基础体

能训练成绩制订了“一人一策”，收效

明显。

议战议训勿说空话套话
■张尚志

小 咖 秀

“想打球的，换衣服集合！”最近，第

77 集团军某旅一营支援保障连官兵在

文体活动、休息时间，时常听到连长列

扬的喊话。

列扬虽然球技一般，但不论什么球

类运动，他都热衷参加，平日里也喜欢

叫上战士们一起打球，还会组织友谊

赛 。 因 此 ，大 家 都 说 他 是 个“ 铁 杆 球

迷”。而大家不知道的是，这其实是列

扬为自己刻意打造的形象，其实他本人

并不特别爱打球。

列扬皮肤黝黑，平日里不苟言笑，总

有一种生人勿近的严肃气场。因此，战

士们平日很少向他汇报思想，就算他主

动找人谈心，大家也表现得十分拘谨，不

愿说出心里话，列扬为此很是苦恼。

一次，连队组织篮球比赛，列扬也

参与其中。中场休息时，他与同队战士

李蔚聊起了天：“小张刚才走步了吧”

“是的。但走步的情形有很多种，判罚

依据是……”李蔚是一名入伍不久的新

兵，性格内向，平日里少言寡语，列扬没

想到说起篮球他能如此健谈，心里萌生

了一个念头：“多和战士们打球互动，或

许能够与大家拉近距离。”

于是，列扬开始“沉迷”打球，篮球、

羽毛球、乒乓球……各种球类的活动场

所都能看到列扬的身影。知道大家说

自己是“铁杆球迷”多少有点调侃的意

味，列扬也乐在其中，因为这说明大家

愿意和自己互动了。

不 分 连 长 与 战 士 、不 讲 上 下 级 关

系，球场上的情谊热烈又单纯。慢慢

地，列扬和战士们越来越熟络，相处越

来越像朋友，不仅谈心时官兵不再拘

束，日常交流中，也有不少人向列扬提

出意见建议，袒露心声。

这 段 时 间 ，连 队 迎 来 了 一 批 新 战

友，恰逢指导员休假不在位，列扬牵头

组织连队骨干制订丰富的群众性文体

活动计划，很快便和新同志打成一片，

并在各方面帮助他们尽快融入新环境，

顺利度过“第二适应期”。

一句话颁奖辞：不苟言笑的背后有

一颗亲近官兵的赤诚之心，能够走进官

兵之中，学习当当“铁杆球迷”也无妨。

连长成了“铁杆球迷”
■李崟成 郭 朋 张 源

营连日志

作为部队人才培养的重要平台，

我们训练基地为部队输送了大量新鲜

血液，储备了大量骨干人才，这是坚持

教学科研向实战聚焦、向部队靠拢，坚

持用战斗力标准检验教学质量的结

果。但必须承认，基地在紧密对接战

场需求、整体优化教学内容、积极创新

培养模式、着力建强教员队伍、加快提

升保障条件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不

足，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改进。

部队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训练基

地应该如何培养人才？我认为，一方面

要积极走开联合开放办学路子，探索与

军地院校、科研院所、基层部队、各型基

地的协作共享机制，常态化组织教员到

基层一线代职调研，让课堂教学紧贴部

队实际；另一方面，要坚持为战育人，着

眼能打胜仗，突出学兵主体地位，根据

岗位和专业需求，科学筹划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引导学兵走向未

来战场。只有双向奔赴、双管齐下，实

现课堂与实战、与部队的有机衔接，才

能使人才培养供给侧同未来战场需求

侧精准对接。

双向奔赴 为战育人
■海军陆战队某训练基地 徐海刚

“计算兵在战场上承担着计算射击

诸元的任务，是协同指挥的重要角色，怎

么能空缺呢？”不久前，第 80 集团军某旅

合成四营火力连定岗定编结果公布，官

兵们对此议论纷纷，因为“计算兵”一栏，

最终竟是空着的。

面对大家的疑惑，连长戚一明道出

原委：去年年底老兵复转工作结束后，

连队编制出现空缺，原有的计算兵被调

整为指挥班副班长。为了选好配强计

算兵，他们决定在符合规定的前提下，

给想走上计算兵岗位的战士设置半年

试用期。

“接下来的半年，我们几乎没有演习

任务，即便遇到突发情况，连队也有计算

兵专业储备人才，随时可以顶上去。”戚

一明告诉笔者，暂时不指定谁是计算兵

并不是“拍脑门”的决定，支委会会议上，

大家对计算兵的选配格外关注。

“近年来，连队组织实弹射击虽然安

全顺利，但存在成绩不稳定、提升慢等问

题，这与计算兵不无关系。”会上，一排排

长仲召伟讲述了一段经历：去年，实弹射

击期间恰好计算兵有临时任务不在位，

预备人选小王因紧张出现失误，幸好计

算兵出身的指挥班班长樊凯宏在旁及时

纠正才有惊无险。

在连队服役 13 年的军士支委贾海

龙 也 跟 着 发 言 ：“ 以 往 连 队 习 惯‘ 唯 学

历’挑选计算兵苗子，只看对专业课目

的 熟 练 程 度 ，忽 视 了 作 为 计 算 兵 应 有

的 心 理 承 受 和 随 机 应 变 能 力 ，带 来 的

结 果 就 是 平 时 考 核 过 得 去 、上 阵 容 易

掉 链 子 。”除 此 之 外 ，因 为 计 算 兵 对 实

弹 射 击 结 果 影 响 较 大 ，是 连 队 评 功 评

奖 的 热 门 人 选 ，所 以 过 去 有 的 人 将 这

个岗位当作“跳板”，上岗后踏实肯干，

但 取 得 一 些 成 绩 就 躺 在 功 劳 簿 上“ 摆

资格”，让连队很被动。

因 此 ，对 于 此 次 计 算 兵 的 定 岗 定

编，该连十分慎重。“可定岗定编工作迫

在眉睫，难不成这个关键岗位要空着？”

就在大伙犯愁时，二排排长刘宪刚的提

议让支部成员眼前一亮：“其实空着也

无妨，地方公司招聘都有实习期，我们

不 妨 也 给 计 算 兵 岗 位 设 置 一 个 试 用

期。”

“人才建设关系到连队长远发展，选

配关键岗位必须优中选优”“对，咱们连

不缺能力素质过硬的战士，要把符合打

仗要求的计算兵选出来”……讨论中，支

部一班人形成共识：只要利于战斗力生

成，打破常规未尝不可。为计算兵设置

试用期，将这个空缺岗位当作一块磨刀

石，看看谁是最锋利的刀。

这一做法得到了营党委的支持，很

快，合成四营火力连“计算兵空缺”的消

息在全旅不胫而走。旅机关了解情况后

专门成立帮带小组，指导连队细化培养

方案。

今年 1 月底，该连训练场上，3 名年

轻的预备计算兵正全神贯注计算射击

诸元，一套考核流程下来，全都满头大

汗 。 训 练 间 隙 ，樊 凯 宏 高 兴 地 说 ：“ 现

在连队更加注重在实战背景下锤炼计

算能力，相信用不了多久，他们都可以

成为素质过硬、可堪重任的计算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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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耀演兵场

同一个训练课目，为啥出现 3 个操

作版本？

每每回忆起那次便携式防空导弹

射击流程阶段性验收考核，海军陆战

队某训练基地学兵六连连长胡建新都

会感慨不已。

那次考核，考场设在岭南某训练

场，一班副射手杨豪杰在完成对空中

目标瞄准跟踪后，立即向主射手指示

空中目标方位及高度，待主射手跟踪

稳定后，放下左臂，向指挥员示意，完

成 目 标 锁 定 ，而 后 转 入 警 戒 状 态 ，等

待指挥员下达射击口令。反观二班，

副 射 手 陈 东 泽 在 射 手 张 天 好 瞄 准 跟

踪 稳 定 后 ，将 手 中 红 色 指 挥 旗 高 举 ，

向指挥员示意完成跟踪，等指挥员下

达 射 击 口 令 。 而 三 班 指 挥 员 李 鹏 宇

还未下达“截获”口令，副射手谭磊就

将手臂放下向其示意，导致李鹏宇产

生了误判，射手陈赓未能按要求完成

发射动作，考核被判不合格。

对此，胡建新有些困惑：“师出同

门，都是一起上的课，缘何操作差别这

么大？”

“连队组织专业训练时，班长就特

意强调，操作时待主射手跟踪稳定后

向指挥员示意”“从我接触防空导弹专

业开始，就是按这个流程操作，班长也

是这么教的”……通过谈心交流，胡建

新发现，大家表达的意思只有一个：在

原单位就这么练的。

来基地学习培训，为什么仍使用

原单位的操作流程？是基地的教员教

得 不 对 吗 ？ 记 者 随 机 走 访 了 几 名 学

兵，试图找到问题的答案。

“不能说不对，只是和部队实弹射

击时的情况不完全符合，我们单位的操

作流程是经过实战检验的，效率更高”

“基地教的动作与连队教的不一样，如

果习惯了基地的操作流程，学习结束回

到连队会不适应”……从学兵们的回答

中不难看出，由于部分学兵原单位的训

练评价与基地存在差异，导致他们不愿

使用教员传授的方法。不仅如此，还有

个别学兵对教员的授课内容是否紧贴

实战存在质疑。

如果这些学兵所言非虚，来自部

队的操作流程经过实战检验有着更高

的效率，那是否说明教员教授的知识

与操作存在问题？“基地教授的操作流

程并没有问题。”面对记者的提问，便

携式防空导弹操纵专业的任课教员任

棕诜给出答复，“一班操作时使用的就

是基地教授的流程。在实弹射击中，

二班的操作也是正确的，两者只是在

主 副 射 手 之 间 的 配 合 方 式 上 略 有 不

同。但是三班明显违反了操作规程，

所以考核不合格。”

该基地某大队训练处处长刘一夫

介绍，同一个训练课目、多个操作版本

的情况在基地并不鲜见。在学兵六连

蹲点期间，他发现绝大多数学兵在日

常训练中，都把原单位的做法带了过

来。这些做法的效果参差不齐，有的

确实能够提升射击速度和精度，但有

的只是为了单纯地追求“米、秒、环”，

并不符合实战要求。

“学兵不能完全按照教员教授的方

法进行操作，说明教员与学兵之间还未

建立起完全的信任。”虽然目前对于此类

做法，该基地并未下结论，但教员们谈起

此事时大多颇为担忧，“不信任的根源一

方面在于我们的教学有些方面没有得到

学兵的认可，确实存在与实战脱节的问

题；另一方面是因为部分学兵没有树立

起正确的实战观念，单纯地认为只要能

够获得更好的考核成绩就行。无论是哪

个方面的原因，对教学效果乃至部队战

斗力提升都有着不小影响。”

据悉，截至目前，通过查阅教材、

逐步细化讲解示范，学兵们已经完全

掌握了便携式防空导弹射击流程训练

的动作要领，但围绕“培训质量如何提

升”这个问题展开的讨论研究，在该基

地还一直在进行。下一步，他们将探

索解决“教学与实战脱节”的问题，努

力让来到基地学习培训的学兵真正学

到切实有用管用的知识与技能。

师出同门，缘何操作流程各异
—对海军陆战队某训练基地学兵培训工作的新闻调查②

■本报记者 宋子洵 通讯员 钟 欢

当事人说

左图：2月 1 日，第 73集团军

某旅组织装甲分队开展驾驶训

练。图为车辆迅速通过。

赖 坤摄

下图：1 月 31 日，第 76 集团

军某旅组织编队飞行训练，从难

从严锤炼部队打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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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陆战队某训练基地组织便携式防空导弹专业学兵进行导弹班展

开与撤收训练。 梁 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