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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俊良，98 分。”听到成绩的那一

刻，海军勤务学院某大队的学兵们都很

惊讶：上次考核还是全大队的“吊车尾”，

短短个把月居然强势逆袭。

说起“秘诀”，周俊良笑着说：“我的成

长进步离不开分队长的帮带和鼓励！”

去年 7 月，皮肤黝黑、性格腼腆、身

材瘦小的周俊良来到该大队学习驾驶技

能。可在训练中遇到问题，不善言辞的

他总是怯生生不敢多问，实操成绩怎么

也上不去。虽然起点相同，但培训进程

未过半，他就被战友甩在身后。

一次，某中队分队长臧佳堃注意到

这个“闷葫芦”，觉得他这不爱说话的劲

儿像极了曾经的自己，便与周俊良“结

对”帮带，并自信地说：“就算是块木头，

我也要给他雕出花儿来！”

“左右打方向盘要双手交叉……”一

开始，臧佳堃坐在副驾驶位不停指导，可周

俊良手上动作总是慢半拍，迟迟无法掌握

要领。

“说了这么多遍，咋总是记不住呢？”

看着成绩越练越差、心情愈加沉闷的周

俊良，臧佳堃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忍不住

提出严厉批评。

“分队长，其实动作要领我早已掌

握，只是怕被您批评，我越想做好反而越

容易手忙脚乱……”一天晚上，周俊良鼓

起勇气倒出苦水。

听到这里，臧佳堃恍然大悟：“严师

出高徒”的教育理念并不是“百搭”，学兵

特点不同，教育方法也应该随之变化。

转念一想，他决定用赞美和鼓励取代批

评苛责。

“ 手 感 非 常 好 ！ 继 续 保 持 这 个 动

作！”臧佳堃话音未落，周俊良便嘴角上

扬，露出了雪白的牙齿，手上动作逐渐

放松下来，行车也变得更加平稳。臧佳

堃看在眼里，喜上眉梢。

渐渐地，在鼓励和夸奖声中，周俊良

学习的积极性陡增，训练成绩也突飞猛

进 ，于 是 便 有 了 实 操 考 核 98 分 的 好 成

绩。

活用“夸”字诀，训练出奇效。考核

结束当晚，臧佳堃与周俊良促膝长谈：

“起初，我认为带好兵就是要帮大家改正

缺点，所以平时总爱挑毛病，批评多、夸

奖少，忽视了大家对于被肯定被认可的

需求。原来，鼓鼓掌、点点赞也能‘夸’出

一个好兵！”

“夸”出一个好兵
■李 芮 袁得军 郝翊君

“丁零零……”第 72 集团军某旅修

理连的电话又响了。只见连修理技师、

二级上士郭亮大踏步从门外走进来，摘

掉沾着油污的手套，接起电话耐心询问

情况。

在修理连，郭亮忙是出了名的，每天

找他“问诊”的电话经常响个不停。战友

们说，是因为经他修理过的机器都会“活

过来”。

都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那

能够揽下这么多活儿的郭亮，究竟底气

何在？指导员吝润泽介绍说：“郭亮耐得

住性子，肯下功夫，他的底气是常年与各

类装备打交道‘磨’出来的。”

那 年 寒 冬 ，该 旅 前 出 执 行 抗 雪 救

灾 任 务 。 救 灾 过 程 中 ，一 台 装 载 机 在

雪 地 里“ 趴 窝 ”，影 响 救 灾 进 度 。 由 于

修理空间有限，郭亮脱掉大衣和手套，

带 上 工 具 钻 进 车 底 ，在 雪 地 里 一 干 就

是 2 个小时。

“大功告成，赶快发动！”听到郭亮的

声音，战友赶忙上前扶他。此时他的双

腿已经麻木，两手冻得快要拿不住零件，

但嘴角仍挤出一丝笑容说：“修理工最讨

厌冬天，穿多了行动不便，带厚手套没法

干活，但都禁不住我抗冻‘耐磨’。”

其实，郭亮在夏天也不好受。一天

夜 里 ，一 台 工 程 机 械 前 桥 骨 架 油 封 漏

油，他连夜加班修理。天气闷热，汗珠

混合着机油从他脸颊不住地流下，脱掉

沾满油污的外套后，身上也被蚊子叮起

数十个包。

不久前，“耐磨”的郭亮被查出了腰

间盘突出，但他依然坚持钻车底、爬塔

台，经常加班至深夜。“工程装备体型大、

零件重，维修起来又脏又累，费时还磨

人 ，你 这 身 体‘ 磨 损 ’状 况 可 以 申 请 转

岗。”面对战友们的关心，郭亮摆摆手说：

“机械维修需要耐心和细心，修不好就和

它‘磨’。这一行，如果没有热爱和坚持，

真干不好、也干不久。”

凭借着过硬的修理技术，郭亮被选

为战区陆军工程装备维修中高级职业技

能鉴定考评员，同时担任集团军工程装

备维修职业技能鉴定考评员和统筹分训

教员。为了带出更多修理骨干，郭亮又

开始“磨”自己的徒弟。

上等兵柯灵峰说出拜师想法的当

晚，就被郭亮拉去修装备。其间，他不停

讲原理、教方法，让柯灵峰边学边做。没

睡几个钟头，柯灵峰又被他叫起来继续

工作。见柯灵峰毫无怨言，郭亮欣慰地

说：“修理任务不仅要求技术过硬，也要

求体能过硬。通过连续作业可以让你快

速进入状态，进一步了解工作、认清差

距。”

寒来暑往，在大大小小的任务中，郭

亮 带 着 徒 弟 们 一 起“ 磨 ”，不 仅 把 自 己

“磨”成了一把尖刀，还为单位培养出 10

余名工程机械维修骨干。

“如今装备更新换代快，我们的技能

也要及时跟上。”一次任务间隙，这名入

伍 12 年的老兵又翻开机械原理书，“磨”

起了新装备知识。

一句话颁奖辞：做事不畏难、不怕

苦、肯钻研，强军路上，就需要这种勤恳

敢“磨”的品质。

第 72 集团军某旅修理技师郭亮——

“磨”成一把尖刀
■张照洋 覃星凤 本报记者 向黎鸣

营连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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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现代战争中，战场环境日益复杂，敌情瞬息万变。这要求各部队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全面

加强练兵备战，确保训练“准星”始终对准战场“靶心”，不断提升打仗能力；同时，也要强化敌情意识、树立

战场思维，端正训风、改进训法，把训练中的“虚花”掐掉、“水分”挤干，做到随时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

本期“特别关注”聚焦发生在演训场上的两个事例，希望战友们从他们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中反躬自

省、固强补弱。

特别关注

春和景明，鲁中腹地某演训场，第

80 集团军某旅一场陆空对抗激战正酣。

“目标搜索雷达车因遭‘敌’炮火袭

击出现故障，无法前进！”接到导调组下

达的特情，地空导弹一营官兵们不禁心

头一紧：“敌”侦察机即将临空，关键时刻

可不能“掉链子”。

“目标搜索雷达是导弹的‘眼睛’，如

果修不好，作战链条就难以运转，但原地

等待抢修会贻误战机。”战场态势紧迫，

营长陈温俊思考片刻果断下令，“舍弃故

障装备车辆，指定人员留守伪装，营队重

新编组开进。”

“失去‘千里眼’，仗还怎么打？”就在

大家疑惑时，陈温俊带队加速抵达预定

地域，将情况上报旅指挥所，并请求依托

空 情 信 息 融 合 网 为 导 弹 分 队 指 示“ 敌

机”。电光石火间，分队官兵抓住战机，

导弹呼啸而出成功击毁目标。

抗击成功的消息传来，陈温俊悬着

的心终于落地。但对于“弃车”这一决

策，很多官兵表示很“大胆”：“旅里制订

了各类应急预案，规范了通信中断、道路

损毁、敌机临空等多项特情的处置流程

和方法，营长为何另辟蹊径？”

“指挥员必须胸怀全局活用战法，只

要不扰乱作战计划、不贻误战斗时机，就

应该根据战场态势灵活处置，在战损最

小的情况下随机应变。”复盘过程中，陈

温俊的发言得到了旅领导的充分认可。

打一仗，进一步。陈温俊介绍，自己

的经验来源于一次战场失利。在一次红蓝

对抗演练中，导弹分队突遇道路损毁特情，

他按照应对流程进行处置，却因用时过长

贻误战机，被导调组判为抗击任务失败。

“应急预案明确的处置方法只是参考，

并不是唯一答案。现代战场瞬息万变，作

战环境愈加复杂，如果指挥员处置特情一

味遵从书本上的操作，就会思维僵化吃败

仗！”议战议训会上，陈温俊带头反思，“面

对特情，指挥员指挥决策要‘实’更要‘活’，

不能被条条框框限制住。”

灯越拨越亮，理越辨越明。该旅以

此事为契机，组织官兵深入查摆实战意

识不强、作战思维僵化等问题。与此同

时，对全旅军事训练教案进行修改完善，

将“灵活择优”写入特情处置原则，立起

向战为战的鲜明导向。他们还定期组织

指挥员集训，通过组织行动推演、设置临

机特情等方式，引导指挥员灵活运用战

法，锤炼应急应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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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大将有句名言：“枪声一响，

再好的应对方案作废一半。”纵观我军

战史，之所以能从胜利走向胜利，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各级指挥员善于灵活指

挥。因此，要想打赢现代战争，必须根

据实情及时调整方案，使之贴近作战

任务、作战对手、作战环境。

现代战场复杂多变，敌情变化只

快不慢、只增不减，这对指挥员的临机

应变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强化打

仗意识、危机意识、敌情意识，通过实

战实训，改掉平日的坏习惯、假把式，

做到真想打仗的事情、真谋打仗的问

题、真抓打仗的准备，将战训耦合落实

到最基础的课目，真正练强打赢本领，

打好主动仗。

然而，当前演训活动中，有的指挥

员仍习惯照搬“成熟”的方案经验，有

的官兵习惯性跳过看似简单实则关键

的环节步骤，有的单位甚至热衷搞“保

姆式”演训，提前写台词、念脚本……

如此思维僵化、精神懈怠，何谈敢打必

胜？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强化打仗

意识和作战思维，指挥员是重点和关

键。各级党委要牢固树立向战为战鲜

明导向，聚焦使命任务，加强组织指挥

训练，紧盯“五个不会”，不设标准答

案，引导指挥员敢于打破思维藩篱，创

新谋略决策，在“变”与“活”中寻求制

胜之法。唯有如此，才能在未来战争

中应对自如、破敌制敌。

在“变”与“活”中寻求制胜之法
■王小强

“止血失败，零分。”听到联合演练

导调组给出的评分，第 83 集团军某旅

通用运输连上士陈伟鹏满脸疑惑：自己

作为战伤救护课目主教练员，不可能出

现如此重大失误。

前 段 时 间 的 演 练 中 ，当 该 连 车 队

通过炮火封锁区后 ，驾驶员左大臂动

脉被弹片“划伤”造成大出血。陈伟鹏

作为该车的副驾驶 ，立即协助驾驶员

将车辆停靠在路边 ，迅速为驾驶员进

行止血包扎 ，随即检查止血效果并标

明止血时间 ，确保一切无误后快速向

导调组报告。可是 ，导调组人员按下

手中秒表后，看了一眼伤口、摸了摸脉

搏，就直接宣布“止血失败”。

笔者询问缘由，导调组解释说：“在

为‘伤员’止血的时候，陈伟鹏只是将其

迷彩服脱掉，并未脱掉里面绒衣，如果

真是动脉出血 ，这样非但止血效果不

佳，还容易造成伤口感染。”

复盘总结会上，陈伟鹏有些委屈地

说：“当时我口述过‘暴露伤情’，然后就

像平时训练那样，为了方便就将脱绒衣

环节省略了。”一些与会官兵也表示，平

常训练中，脱内衣这一关键步骤经常会

被“一语带过”。

原 来 ，以 往 连 队 各 项 训 练 的 标 准

参照考核规定 ，各环节操作都被量化

成分数，为方便考核，不好操作的事项

就用口述代替 ，时间一长就渐渐成了

习惯。“考核固然需要严格规范评分细

则 ，但 不 能 异 化 为‘ 考 核 思 维 ’，导 致

‘练为考’。”通用运输连所在营营长孙

振洋说，“考场犹如战场，平时训练与

实战有多大差距 ，战场上就要付出多

大的代价。”

议战议训会上，营党委会对此案例

深入分析认为，一些课目的日常训练和

考核没有贴合实战标准，一些官兵在训

练中实战意识淡薄。他们以此次演练

为契机，大力引导官兵结合自身战位实

际，深入查摆日常训练和考核中与实战

要求不符的做法，呈报修改考核规定，

从严从实设置演练课目，坚决杜绝“练

为看”“练为考”等问题。

近日，该旅运输勤务营组织卫生救

护课目考核，陈伟鹏在为伤员进行固定

时，远处一架无人机突然来袭，他立即

放下手中的夹板，架起伤员快速躲进隐

蔽点再展开救治。其得当的处置方式，

受到了考核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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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新疆军区库尔干边防连开展战术训练，锤炼官兵协同作战能力。图

为小组协同发起突击。 董欣宇摄

近日，陆军某旅地空导弹营组织战术训练，锤炼官兵协同作战能力。 张宏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