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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

潜望镜

微议录

指导员之家 带兵人手记

“在旅组织的群众性岗位练兵比武

中，杨航凯夺得 400 米障碍第一名……”

前不久，载誉归来的排长杨航凯身披绶

带、胸戴红花，在战友的掌声中走进连史

馆，郑重地将自己的名字写在了连史簿

上。那一刻，我心里更加笃定：要将“精

武标兵进连史”活动坚持下去，记录好我

们这一代人的强军风采。

今 年 年 初 ，上 级 决 定 为 基 层 连 队

修 缮 改 建 荣 誉 室 ，并 由 我 连 担 负 试 点

任务。作为一支诞生于黄麻起义的红

军连队，自组建以来，我们连参加过大

小战役战斗 200 余次，涌现出 500 多名

英模人物和功臣典型。在重新整理核

实 连 史 的 过 程 中 ，我 发 现 其 中 记 载 的

大 多 是 战 争 年 代 的 事 迹 ，涉 及 最 近 10

多年的内容却不多，特别是“连队先进

典型人物”部分，只是简单列出了每年

的立功人员名单。

因为到连队任职时间不长，我对连

队近些年的突出事迹并不了解，便找来

一些老兵座谈，但他们大多表示“都是些

日常的工作训练”“没什么能留下深刻印

象”……

果真如此吗？强军十年，国防和军

队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各部队发展

日新月异，战备训练如火如荼，值得书写

的强军故事和感人事迹实在太多了，一

定是官兵们“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

此山中”。想到这里，我决定以“共同寻

找我们的当代史”为主题，在连队组织一

次大讨论。

讨论会上，听大家踊跃发言，我发现

连队近年来取得的成绩并不少：千里移

防先战备后安家、围绕新环境研究战法

训法并在全旅推广、参加战区联合训练

研讨、连续 12 年被评为“基层建设先进

连”……明明获得了这么多荣誉，可为何

在连史簿里少有体现？

说 到 这 个 问 题 ，大 家 突 然 变 得 有

些 沉 默 了 。 有 的 认 为 ，过 去 有 资 格 写

进 连 史 的 都 是 赫 赫 有 名 的 战 斗 英 雄 ，

而自己现在根本无法与革命先辈们相

比 ；还 有 人 觉 得 ，只 是 做 了 该 做 的 事

情 ，没 必 要 把 名 字 写 进 连 史 ，有 点“ 不

好意思”……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担当。战争年代，革命先辈出

生入死，功勋卓著，自然永垂青史；现如

今，大家投身强军兴军，争创一流、岗位

建功，所有荣誉同样值得被铭记。”讨论

中，我适时加以引导，最终与官兵们达成

共识。会后，连队党支部决定开展“精武

标兵进连史”活动，明确只要是在旅以上

组织的比武中取得名次，或是在连队建

设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官兵，其事迹均可

写入连史。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一

幕。

这一活动很快在全连形成了“磁场

效 应 ”，掀 起 了 一 股 练 兵 备 战 的 热 潮 。

前不久，连队参加实弹射击考核时，车

辆突然抛锚，下士赵家瑞不等不靠，自

制简易工具成功排障，所在车组一举打

出 5 发 5 中 的 好 成 绩 ，被 评 为“ 红 旗 车

组”；一班班长田林腿部受伤，仍坚持参

加完旅岗位练兵比武，获得专业课目第

二名。

（马 振、张石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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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真不能单

纯当作是政治干部的事，必须通力协作、

共同发力。”回想自己从营长转岗任教导

员半年多来的工作历程，我不由发出这

样的感慨。

我在担任营长期间，一度片面认为

在营里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教导员

的主责主业，自己不仅缺乏配合意识，久

而久之还形成了置身事外、撒手不管的

习惯。

记得那次，团里要求各营以“砥砺血

性胆魄、投身练兵备战”为主题，为官兵

上一堂教育课。当时，教导员考虑我主

抓军事训练，平时经常带着官兵们在训

练场摸爬滚打，觉得我上这堂课效果会

更好、更有说服力，于是就提议我们两人

一起备课，到时由我主讲。

“不就是一堂教育课嘛，谁上不都一

样？”带着这样的想法，教导员刚说完，就

被我随便找个理由拒绝了。

转岗之后，换位思考，我终于体会到

了政治干部的不易，也因为自己的认识

偏差而走了弯路。

那次，营里举办强军故事会，要求在

全营范围内遴选官兵，让他们结合自身

实际、身边事例，以小见大讲述强军故

事。

彩排过程中，我坐在台下发现，每名

官兵在台上表现都很出色，但放眼整场

故事会，却感觉内容不够丰满立体。“大

家的讲稿都经过认真推敲，讲述也很生

动形象、声情并茂，到底是哪里出了问

题？”正当我疑惑不解之际，担任主持人

的排长钟高恒拿着人员名单向我建议：

“教导员，您看参加故事会的都是班长、

排长，是不是把人员再调整一下？”

这个建议提醒了我，给各连下发举

办强军故事会的通知时，没有对参加人

员身份和数量进行明确规范，各连酝酿

人选时，都推荐了文字功底、表达能力、

管理素质比较强的班长、排长。这些人

经历相似、故事雷同，因此很难在更大范

围引起官兵共鸣。

发现问题症结，我立即要求各连对

推荐人员作出调整。同时，我也陷入了

沉思，如果钟高恒没提出建议，也没有各

个层次的官兵参与，故事会的教育效果

肯定大打折扣。这让我深刻认识到，开

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让官兵开动

脑筋、参与进来，努力构建人人当主角、

处处受教育、时时有收获的自我教育新

格局，千万不能搞成政治干部或哪个部

门的“独角戏”。

到了强军故事会举办那天，官兵代

表逐一登台、侃侃而谈，讲述内容既有连

队主官的抓建心得、基层骨干的工作体

会，还有训练尖子的先锋故事、进步之星

的拼搏历程、普通一兵的军旅感悟……

看着台下官兵听得入神，我更加坚信：抓

教需要你我他，群策群力靠大家。

（赛依丁、李佳鹏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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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破完成率达到 100%，作业效率

提 升 近 半 ；烟 幕 干 扰 生 成 时 间 缩 短

60%，遮 障 持 续 时 间 延 长 30%…… 日

前，在第 73 集团军某旅组织的实战化

演练中，一份成绩单格外亮眼。

演练中，无人机挂载破障、排爆机

器人排爆、空中烟幕施放系统制造干

扰等新技术新手段悉数亮相，新装备

活用战法彰显威力，作战样式焕然一

新。爆破连连长魏帆感慨道：“现在，

我们亮剑的底气更足，胜战的能力更

强。”

但新装备刚列装时的那段经历，

魏帆至今难忘——

去年年初，为检验部队多型新装

备人装协同、战术运用及综合保障能

力，该旅展开一场演练。

看着多款无人化、信息化、智能化

新装备，爆破连官兵们信心满满，在实

战中秀一秀“肌肉”的愿望愈发强烈。

然而，令大家意想不到的是，进入自主

指挥决策环节后，他们却在导调员设

置的特情面前犯了难。

“右前方高坡顶部发现一枚可疑

未爆弹，立即组织处置！”接到导调通

报，魏帆心里一怔：那处高坡在划定的

战场边界之外，并不会给官兵的生命

安全造成威胁。虽然不理解导调组的

真实意图，但他还是命令战士阚育操

控排爆机器人前去处置。由于坡度过

大，沟壑较多，机器人出现爬坡困难，

尽管最终完成了排爆，但作业时间远

超预期，被判不及格。

无独有偶。其他分队也在导调员

的调控下，频频遭遇状况：无人机超低

空抵近稻田侦察隐藏爆炸物，未能识

别出爆炸物类型；发烟车超负荷运转，

致使发动机出现高温预警……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演练结束，

一场检讨反思会随即在现地展开。

“状况频出的原因，是我们对新装

备性能极限了解不深，组织实装训练

还不够严密。”魏帆率先进行了反思，

可这一番主动检讨并未得到旅领导的

认同。

“纵观演练全程，有了新装备，分

队作业完成效率反而不如以前，其症

结在于导调情况设置不合理。”见大家

面露不解，该旅参谋长姚平忠带着分

队指挥员和机关导调员走到每一个导

调点位，进行实地复盘——

高坡上的未爆弹设置在演练“情

况外”，为何要求参演官兵前去排除？

稻田并非部队必经之路，命令无人机

低空侦察本就欠妥，还要求在稻草丛

中识别爆炸物类型，岂非强人所难？

发烟车本该根据“敌情”决定释放烟幕

干扰的强度和时长，导调员却要求一

开到底，真的有必要吗……姚平忠一

边走一边发问，让大家陷入沉思。

“导调设情况、出难题，检验官兵

的临机反应和处置能力无可厚非，但

如果脱离战场实际‘出题’，就很容易

把基层营连的训练带偏。”姚平忠的一

席话让在场的导调员认识到，导调理

念方法与训练指导思想密切相关，在

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指挥棒的作用，一

定要把为什么导调、怎么导调、导调什

么、导调到什么程度搞清楚，不能想一

出是一出，更不能为了追求所谓的难

度而故意刁难。

导 调“ 指 挥 棒 ”，到 底 应 该 怎 么

“挥”？循着这个思路，该旅部署展开

问题整改。一方面，清查不符合实战

要求、超出实际情况的演练导调方案，

定期组织导调员、考核员业务培训，让

他们在深研敌情、我情、战场环境中摆

正思想观念；另一方面，结合日常训练

督导，区分阶段对各兵种专业人装结

合情况进行评估，跟踪掌握部队作战

能力底数，常态化组织机关梳理规范

训练指导办法、考核评估细则，科学制

定演练方案，防止训练与实战、导调与

打仗出现“两张皮”现象。

新举措催生新变化。一段时间过

后，该旅展开又一场作战能力评估。

有了之前的教训，导调员紧贴作战实

际设置险局难局困局，各分队指挥员

见招拆招、灵活应对，既检验提升了指

挥 决 策 能 力 ，也 暴 露 出 一 些 新 的 问

题。连日来，该旅围绕这些问题组织

集智攻关，机关和各营连官兵一起分

析原因、研究解决办法，达到了“打一

仗、进一步”的效果。

导调“指挥棒”，到底应该怎么“挥”
—第73集团军某旅开展实战化演练的一段经历

■本报特约记者 廖晓彬 通讯员 郭鹏程 付孟哲

“当一名基层带兵人并没有我们

想象中那么容易，每天操心的事琐碎

又 繁 杂 ……”近 日 ，火 箭 军 某 旅 组 织

开展密切官兵关系专题讨论会，该旅

某 发 射 营 中 士 蒋 光 宇 登 台 分 享 自 己

“客串”连长的切身体会时连连感慨。

前段时间，该旅机关工作组在基层

调研时发现，个别单位不同程度存在

“干部不知战士苦、战士不知干部难”等

倾向性问题。该旅党委一班人研究认

为，由于年龄、见识、经历和岗位不同，

上下级之间不一定完全了解和熟悉，难

免造成一些误会。对此，他们以连为单

位组织开展“身份客串”活动，安排战士

当一天连主官、上一堂教育课、组织一

次训练；除规定内的下连当兵、蹲连住

班外，定期组织干部当一天战士，参与

值日、打扫卫生、站岗执勤，让大家在身

份互换中体会各自不易，在互换体验中

找到工作发力点，进而画好官兵友爱同

心圆。

“身份客串”活动展开后，该旅某营

下士李隆虎走上连长岗位，他统筹部署

时发现，连队竟然一天有大大小小 20

余项工作。作为年轻骨干，李隆虎个性

鲜明，工作中曾因言语过激与连主官产

生过矛盾。经过一天的互换体验，他认

识到自己以往的鲁莽冒失，也及时消除

了与连主官的误解。

“用真心换真情，真正与战士心贴

心，连队才会充满温度和凝聚力。”该旅

某连指导员李峥刚刚履新便住进班排，

和官兵同训练、同执勤、同吃饭、同劳

动、同娱乐，经过短短一周相处，与大家

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战士有啥心事都

主动向他倾诉。

为进一步密切官兵关系，该旅还

积 极 畅 通 渠 道 、广 开 言 路 ，在 办 公 网

和强军网设置“留言板”，让官兵敢于

讲 真 话 、说 实 情 ；定 期 召 开“ 诸 葛 亮

会 ”，组 织 官 兵 为 部 队 全 面 建 设 建 言

献 策 ，集 思 广 益 贡 献“ 金 点 子 ”；扎 实

做 好“ 知 兵 心 、暖 兵 心 ”工 作 ，利 用 政

治教育、党团活动、训练间隙组织“官

兵恳谈会”，积极搭建官兵友爱“连心

桥”。

“身份客串”活动展开以来，有效营

造了“团结互助、共创一流”的和谐氛

围，部队凝聚力战斗力进一步提升，该

旅发射一连团支部被火箭军表彰为“红

旗团支部”，一批练兵备战先进个人脱

颖而出。

火箭军某旅开展“身份客串”活动进一步密切官兵关系—

换位思考 同向发力
■凌远祥 本报特约记者 张新凯

有什么样的敌情，就有什么样的

应对；有什么样的应对，就需要什么样

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参与构设战

场条件环境的导调员，就显得至关重

要。甚至可以说，导调是否科学合理，

不仅影响了一场演练的走向，还决定

着平时训练的导向。

从理论上讲，“逼入绝境、难到极

限”自然是练兵备战追求的境界。但

现实中有官兵反映，有些导调员眼睛

只盯着“绝”“难”二字做文章，在演练

中设置官兵依托现有能力和条件根本

无法破解的困局；有的蓝军为了己方

获 胜 ，脱 离 战 场 实 际 ，出 题“ 天 马 行

空”，设难“任性而为”。虽说兵无常

势、水无常形，但战场有战场的法则，

打仗有打仗的学问，平时训练千万不

能单纯为了考倒谁、赢了谁而舍本逐

末、南辕北辙。

必须明白，再高明的导调员也不

能代替未来作战的任何敌人，再贴近

实战的演练也不可能穷尽未来战场的

所有情况。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提高

官兵能打仗、打胜仗能力，构设什么样

的敌情、怎样面对和处置敌情，比敌情

是什么更为重要。

构设“敌情”不能任性
■姚平忠

投稿请登录强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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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前哨

日前，联勤保障部

队某基地保障队邀请退

役 多 年 的 老 工 程 兵 回

营，与官兵一道追忆峥

嵘岁月，引导大家传承

光荣传统，投身强军事

业。

李盛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