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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岗位，不等于

同样的能力

“考评不再一把尺子

量长短，不同素质的人要

过关都不简单”

上午 8点半，机关交完班，弹药科助
理员孙桂阳“一步两个台阶”跑回了办公
室。

汇总弹药消耗数据、上报情况、下发
通知……认真处理完当天工作，他把局
域网即时通信软件的自动留言改成了：
我在作业室训练，有事请拨电话。

年初，孙桂阳从基层调入机关，上任
没多久，就接到参加参谋军官等级考评
的通知。“一开始我都快崩溃了！”孙桂阳
发现，20多个考核课目，大多数自己从
没接触过。
“全员参考，人人定级。躲是躲不过

的，至少得定个初级吧！”他开始每天第
一个到机关作业室“打卡”，晚上最后一
个关灯、锁门。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个
多月。

作业室里，“老机关”郭小牛也天天
自觉来参训。这位战勤计划科科长曾获
原广州军区装备助理员比武第一名。正
在练习绘制战斗决心图的他同样感到压
力不小：“有了能力等级评定，同样的岗
位不等于具备同样的能力，‘老机关’得
有更高的要求才行！”

根据自愿申报的原则，郭小牛报考
了一级参谋军官，这意味着 1000分的综
合评分，他必须考过 900分，“一两个失
误，可能就评不上”。
“考评不再一把尺子量长短，不同素

质的人想要过关都不简单。”旅参谋长徐
知喜认为，更加精细的训练管理，让训好
训坏不再一个样，也让大家看到了自身
能力与岗位履职更高标准之间的差距，
自然也就产生了压力。

战士吴德风刚刚晋升下士不久。此
次等级考评，他报考了轻机枪手专业一
级。在报考这个级别的战士中，他是为
数不多的下士。有人说，这个考评就像
是职业技能鉴定考证，但在吴德风看来，
其意义不止如此：“训练等级就像身上的
一张标签，谁会甘心比别人低一等？”
“以往看一个战士，往往看军衔、兵

龄，现在我们还要看训练等级，而且这是
一项‘硬数据’。”三营营长骆程认为，个
人能力无关年龄、兵龄，这将在考评中被
越来越多地验证，也将对军营原有的“秩
序观”带来冲击。

枪声从早上一直响

到深夜

“ 从 要 我 训 到 我 要

训，变化仿佛就发生在一

夜之间 ”

时针滑过子夜，枪声仍不时从旅里
的2号射击靶场传来。

面对深夜“枪声”，在靶场附近站岗
的徐文哲早已习以为常：“最近一个多月
都是这样，经常是枪声从早上响到晚
上。”

正在组织夜间实弹射击训练的是一
营。闻着射击场上的硝烟味，营长邹宜
毫无困意。他说，对照考评内容，全营很
多官兵夜间多姿势射击都存在短板，“考
评逼着我们把漏训的课目抓紧补回来”。

就在这个夜晚，同一片星光下，机关
大楼有 16间办公室依旧亮着灯，17名首
长机关干部也正在进行等级考评的备考
训练，其中包括3名旅常委。

宣传科干事王洪报考了二级参谋军
官。按照这个标准，以前作训参谋要掌

握的技能，现在成为所有机关干部的必
考课目。为了实现目标，他常常“抱着一
张图，一绘到深夜”。
“从要我训到我要训，变化仿佛就发

生在一夜之间。”榴炮一连连长陆松感
慨。一个周五的晚上，熄灯后陆松查铺
查哨时发现，下士黄本昊不在宿舍，而是
在学习室加班背记炮兵专业理论。
“以往在这里可很难看到他！”黄本

昊是连队有名的“顽童”，训练水平不高
不低，“叫外卖、玩手机很有劲，到了训练
场却常打蔫儿”。为此，陆松和指导员没
少做他思想工作。没想到，等级考评推
开后，黄本昊跟着同年兵一起报考了专
业二级，主动加班学习补短了。

更多的变化也在悄然发生——
“一个马扎”变成了“两套衣服”，这

是机动通信专业中士侯文杰走上训练场
时的体会。他坦言，过去训练，老士官都
会带着马扎，“老兵看一看，新兵一身
汗”；等级考评推行后，对照定级标准，每
个人都看到了差距，纷纷主动凑上去练，
“一天下来至少换两套衣服”。

“两套衣服”变成了“一个马扎”，这
是计算机网络专业下士吴爱才在训练场
上的新发现。吴爱才说，过去搞训练，体
能课目是大头，一天跑跑跳跳下来，至少
汗湿两套衣服；如今等级考评更注重考
查专业训练课目，方舱里一坐大半天，反
而是训练常态。

给每个人都定个级，

其实不容易

“构建精细化的训练

管理模式，还有很多精细

的工作要做”

在这场训练定级考评中，其实并非

每个人都能顺利定出个专业训练等级。
进入实际考评环节后，旅作训科科长张
鹏发现，“给每个人都定个级，其实并不
容易”。

首先面临的就是“没法考”的问
题。高炮连连长陆文西拿到考评实施
细则时差点懵了：其中并没有连队主
战装备的考评内容，取而代之的是另
一种新装备。
“新装备配发还在路上，考评怎么

办？”旅党委决定在新装备考评规程的基
础上，形成符合部队实际的考评办法并
报上级批准。拿到新的考评办法，陆连
长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

面对考评，机关文印员陈文青的境
地有些“尴尬”——考评办法里压根就没
有文印员这个专业。类似的“漏网之鱼”
还有不少，一场考评很难全部涉及。旅
里决定让他们先参加相关后勤保障专业
的考评，待具体规定下发后再补考。

下士侯续杰面临的情况更加“棘
手”。他原是海防炮兵专业，改革调整后
成了一名报话员，后来调整为司机，现在
的岗位是运动通信员。
“入伍3年，换了4个专业，我到底考哪

个专业、怎么定级？”侯续杰有些不知所措。
下士吴浩文一直从事卫星通信专

业，但考评来了“只能看着装备干着
急”。吴浩文说，连队这一专业现在只有
他一个人，面对考评中不懂不会的课目，
根本找不到人请教，压力很大。

转岗人员、小专业人员“考评难”的
问题不是个例。张鹏介绍说，旅里为此
成立了多个小专业集训队，侯续杰与吴
浩文参加专业强化集训后，将参与集训
队组织的等级考评。

实践操作中“没法考”的问题解决了，
思想上“没法考”的问题又接踵而至——
“这样考评，我的‘专业’有啥用？”看

着考评内容，卫生科科长梁永强心里有
些拧巴。从军医到卫生科科长，梁永强
常年和药剂处方打交道，从未接触过参
谋“六会”、谋划调控等考核内容。

对此雷国鸿也感同身受。作为大
家眼中优秀的“老政工”，雷国鸿没想
到有一天要以军事指挥员的身份参加
考评。他一方面感到心里没底，另一
方面又觉得自己的专业能力“没得到
充分体现”。
“构建精细化的训练管理模式，还有

很多精细的工作要做，这需要时间和过
程。”旅政委曹磊做通大家思想工作的办
法，是带头参加机关强化集训班。“研究
打仗是每名军人的专业，不谋战思战最
终只会被淘汰。”他在与官兵谈心时说。

定级之后的“下篇文

章”值得关注

“ 充 分 运 用 定 级 成

果，还需完善人才评价与

任用培养体系”

3月上旬，旅机关楼公示栏上，第一
批参加等级考评的参谋军官成绩公布。
有人因没评上理想的等级而失落，也有
人因评上了较高的等级而欢喜。

无论成绩如何，对很多人来说，这场
考评已经结束。

但在张鹏眼中，这只是一个开始：
“我们不是为考而考，定级之后的‘下篇
文章’更值得关注。”

张鹏对第一批参考人员的成绩进行
了分析梳理。他发现，全旅能达到一级
参谋标准的人占比并不大，近一半的人
是初级、三级的水平；参谋“六会”技能大
部分人能够达到良好以上，但谋划调控
能力方面的短板明显。

当这份参谋军官等级考评分析报告
呈报旅领导后，“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参谋
队伍”成了下一阶段首长机关训练的重
要课题。旅参谋部还专门成立课题小

组，研究完善参谋军官培养方案。
对侦察一连连长周臻来说，等级考

评将成为连队训练的“分水岭”。考评
中，连队考取特级、一级专业认证的战士
只有个位数。“人人‘吃大锅饭’、年年上
‘一年级’的训练再也不能搞了！”周臻感
叹道。

考评对训练的反馈和促进，官兵感
受深刻，个人考评等级的结果如何运用，
大家也同样关心。

不少官兵希望，未来个人训练等级
能和工资福利、评先评优等挂钩，以激发
大家提高专业能力、考取更高等级认证
的积极性。但也有一些官兵忧心：我刚
转岗，训练水平肯定比不上别人，但也在
努力训练，难道我就该因此待遇比别人
差，并且与先进无缘？

如何让等级考评的结果既激励大
家的训练积极性，又不失公平，成了做
好定级之后“下篇文章”的重要课题。
旅组织科科长黄园说，现在的考评规
定，只提到将考评结果作为“评先评优、
晋职晋衔、教育培养、选拔任用的重要
依据”，这么一句话，给具体落实留下了
很多空间。
“就好比一位连长考取了一级认证，

年底评功他该怎么优先？是作为评比的
最低标准还是绝对标高？”黄园说，类似
问题都不是简单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
“充分运用定级成果，还需完善人才评价
与任用培养体系”。

版式设计：梁 晨

陆军首次组织全体官兵军事训练等级考评，这场大考正在引发许多连锁反应——

“一等一”的兵 从此有认证
■任 刚 程锡南

初春以来，一场前所未有的军事

训练等级考评在陆军座座营盘拉开

大幕。

这不是“考核风暴”第一次在换

羽新生的陆军部队刮起：一年前，陆

军部队首次组织战役参谋比武，50%

的参考人员随机抽点产生，60小时

连贯考核 11个课目；11个月前，13

个集团军军长首次迎来战役指挥能

力大考；“考军长”刚刚结束，陆军机

关人员又走上考场接受指挥作业考

核……

考评的背后，有着对陆军部队战

斗力建设的深刻考量。近年来，陆

军部队转型重塑，规模结构、力量编

成发生深刻变革，各级指战员能力

构成越来越复杂，要快速形成战斗

力应对未来战争，训练向科学化、精

细化转型迫在眉睫。无论是推动训

练转型还是量才取将，考评都是关

键一招。

全员等级考评将考评的效能发挥

到了最大，把练兵备战的压力传导到

了每名陆军官兵身上。等级考评不是

为“考”而考，它是训练的度量衡、用人

的试金石，更是练兵备战的牵引绳。

等级考评始终服务于“打赢”这一目

标，考评的“准星”要时刻对准战斗力

“靶心”。

要考出战斗力，就必须与实战对

表，从严组考，切实摸清底数、暴露问

题、提高水平。全员考评涉及的人员

范围广、专业种类多，稍有不慎便会走

虚走空。必须把实战要求贯穿考评全

过程，从严从难组织考评，抓好每一个

环节，让考场对接战场。

要考出战斗力，就要善于从考评

中发现短板弱项，及时发现纠正部队

粗训、偏训、漏训等问题。面对问题

不能推诿、遮丑，要敢于直面、正确看

待，实打实、硬碰硬地解决；要发扬钉

钉子精神，找准每一个战斗力短板，

一锤接着一锤敲，真正把问题消灭在

打仗前。

要考出战斗力，就要把考评结果

切实运用好，做到为战选才，让能战

者上。要把考评结果作为选人用人

的“指挥棒”，形成能者上、平者让、庸

者下的用人常态，在部队中树立“素

质好有作为，能打仗有地位”的良好

导向，激发官兵精武强能、练兵备战

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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磊

“时间还剩30分钟！”听到考官

的提示，雷国鸿用余光迅速扫了下计

算机屏幕右下角的时间框，瞬即又将

焦点转回到屏幕上那张红蓝交错的

态势图上。

作为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政治

工作部副主任，雷国鸿参加过不少比

武考核，但这场考评让他感到“像当

年高考一样紧张”。

这是一场旅指挥员等级考评，根

据考评的成绩，雷国鸿将被认证为一

级、二级或是三级旅指挥员。

今年 3月以来，在整个陆军部

队，从军长、旅长到排长、士兵，每

一名官兵都有一场自己的训练等级

认证大考。“你定了几级？”一时间，

这甚至成了大家打照面时的习惯性

问候。

训练等级评定，对一些军兵种来

说并不陌生，飞行员有飞行等级，特

战队员也有特战等级。训练等级评

定是部队训练管理走向精细化的一

个重要手段，但在组建不久、专业庞

杂的陆军合成旅全面推开定级考评，

无疑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这场考评给部队和官兵带来了

什么？

在这个旅的侦察员等级考评现

场，下士吴晓伟正满头大汗地参加爆

破课目考核，为考取专业一级认证而

拼搏。

“都说要当就当个一等一的好

兵。谁是一等一的好兵？现在不能

随便说，得有专门的认证了！”考试结

束后，吴晓伟一抹汗水，呵呵笑了。

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等级考评隐显目标射击课目考核现场。 谢 炜摄

今年 3月以来，陆军首次组织全

体官兵军事训练等级考评，对官兵军

事训练能力水平进行考核评价和等级

认定。

考评根据官兵岗位专业不同，主

要区分为三大类：陆军指挥员、参谋

军官和兵种专业人员。指挥员主要

考评基础指挥技能、作战指挥能力 2

个部分内容；综合成绩为满分100分，

其中基础指挥技能30分，作战指挥能

力70分；区分三级、二级、一级分别设

置内容条件组织考核，考核难度逐级

递增。参谋军官考评设置业务基础

能力、专业指挥能力、谋划调控能力3

个考评模块；各模块考核内容区分各

级机关层次，由等级考评委员会当年

临机明确。兵种专业人员考评设置

专业理论、专业技能、教学组训、一专

多能等内容模块；单个课目按照训练

成绩（优秀、良好、及格）区分等级标

准，多个课目按照优良率区分等级标

准，差异化课目按照等级标准由低到

高、难度逐步递增区分等级标准。

等级考评按照个人申请、资格审

查、组织考核、综合评定、公示审批的

程序实施，通常每年度1至3月份组织

1次，可按规定组织补考。

等级考评结果，作为本人评先评

优、晋职晋衔、教育培养、选拔任用的

重要依据，各级指挥员颁发相应证书，

一级指挥员颁发证章；各级机关的前2

个等级参谋军官颁发相应证书证章；

各等级兵种专业人员颁发相应等级证

书，兵种专业特级人员颁发证章，彰显

等级荣誉。

（陈 朴、唐国钦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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