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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长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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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 望 镜

近日，新疆军区某旅将部队拉到冰雪覆盖的高海拔地区摔打锤炼，提高打

赢能力。图为官兵正在进行格斗训练。

宋石磊摄
雪地格斗

值班员讲评

带兵人手记

官兵恳谈

值班员：北部战区陆军某旅炮兵营

教导员 谢扶光

讲评时间：4月10日

这些天，全营党史学习教育正走向
深入，通过推门听课、抽点教案等方式，
我了解到各连教育开展情况整体不错，
组织形式丰富多彩，课堂氛围也很活跃。

但是，我也发现个别连队过于注重
形式，搞了很多新花样，但忽视了内容
的重要性，课下抽问战士，真正有关党史

的收获并不大。究其原因，有的是教案
主题不够突出，还有的是配合活动安排
比较随意，让学习教育效果打了折扣。

同志们，学好党史这门“必修课”，
既能让党员自我检视、自我改造，对照
合格党员标准寻找差距，又能帮助年轻
官兵接受革命传统洗礼，激发岗位建功

的信心决心。因此，我们在创新丰富教
育手段的同时，切不可片面追求形式上
的新潮华丽，而忽视了实效，要多用兵言
兵语讲党史，结合工作实际学党史，真正
让精神养料入脑入心、强筋壮骨，转化为
提高备战打仗本领的动力。

（王晓朋、黄文杰整理）

党史学习教育切忌华而不实

前不久，我在进行执勤检查时发现，
有的战士没按现地情况调整射击瞄准
方式，有的子弹袋携带不合规范。

工作讲评环节，我把发现的问题一
一点出，相关人员也表示一定会整改到
位。可是没过多久，这些“小问题”竟然
又冒了出来。

一次查勤，我发现哨兵小吴没有调
整觇孔，当即批评道：“夜间射击用 3号
觇孔，昼间射击用 1号觇孔，昼夜及时转
换，才能确保一有情况迅速处置。你怎
么屡教不改啊？”

小吴边调整觇孔边解释：“排长，我
知道要调整，可站哨得集中精力，就忘记
了。再说，就算遇到情况，顺手一调不就
完了吗？”

我一听，气得说不出话，就把情况
向指导员作了汇报，他耐心提醒道，凡
事不能只看表面，否则只会治标不治
本。问题的根源不在觇孔上，而在战士
的思想里。

为了从根本上纠治这种现象，我琢
磨出一个办法：组织一次情况处置考
核。事先，我特意将训练枪支的觇孔调
至错误档位。果不其然，在考核中战士
们都只是按照惯性操作，然后就信心满
满地等待评分结果。
“全体不合格！”一盆冷水当头浇下，

大家炸开了锅。面对质疑，我指了指觇
孔说：“射击前，没有一个人检查过手中
的武器。”这时，全场陷入了一片寂静。
“觇孔调不调虽是小问题，但再小

的问题都不能带到战场上去！”我趁热
打铁展开教育引导，“有人以为，出现情
况‘顺手一调’也来得及。同志们，战场
上分秒必争，我们只有按打仗要求熟练
掌握枪支使用，狠抠细节形成肌肉记
忆，才能确保随时能战啊！”

经过我一番讲解，战士们终于明白
了“小觇孔”也连着战斗力的大道理。从
那以后，大家对待工作更加细致认真，中
队的执勤工作得到了上级充分肯定。

这次经历让我意识到，作为一线带
兵人，既要善于发现问题，也要能够透过
表象找出问题本质，从而拿出切实管用
的解决办法，不能简单地就事论事，头痛
医头、脚痛医脚。

（邓东海、寻树文整理）

要善于从思想上解决具体问题
■武警岳阳支队执勤三中队排长 朱政镒

“东北方向，搜捕目标！”前不久，第
80集团军某旅组织高炮建制班战术行
动比武考核，只见参赛选手高炮二连班
长路献朋屏气凝神，跃跃欲试——这次
机会，他等了太久。

2006年，18岁的路献朋参军入伍，
成为一名高炮炮手。十几年间，他从
一名炮手到副班长再到班长，成长为
高炮分队的骨干力量，他在单炮手操
作、班射击前准备等课目总结的训练
方法还被集团军推广。就这样，路献
朋逐渐成了远近皆知的“兵尖子”。

可是，“兵尖子”也有“哑火”的时候。
2017 年 11 月，某新型高炮列装部

队。这本来是一件大喜事，可是路献朋
却遭遇了军旅生涯最大的打击。面对新
装备，处于同一起跑线的战友开始你追
我赶，他却迟迟找不到状态。

一次，营里对新装备训练水平进行
检验性考核，路献朋所在班的训练成绩

竟然拿了倒数。面对大家“‘兵尖子’为
啥‘哑火’了”的疑问，他只好尴尬地回
应道：“可能是老了吧！”

事实上，路献朋心里憋了一股劲
儿。人还是这些人，只是换了装备，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不经意间，
连长的一句话让他恍然大悟：思维停
留在昨天，怎么能练好今天的装备？
痛定思痛，路献朋放下面子四处取
经。他找到自己曾经带的徒弟请教，
找到刚入伍的大学生战士咨询，找到
厂家的技师软磨硬泡……

夏天的潍北某演训场酷热难耐，路
献朋顶着烈日，一个人拿着教材待在训
练场对着新装备反复钻研，迷彩服湿了
又干、干了又湿。

射击前准备是决定火炮射击精度
至关重要的一环，新型火炮列装以来，
这个课目一直困扰着大家。“就要从难
点找突破口！”从理论到实操、从训练到

修理，路献朋带着炮班的战友一个个攻
关，寻找最优训练方法。面对不断出现
的误差，他拿出最大的耐心，用“最笨”
的办法一项项摸索，一次次尝试，一条
条总结……随着他指挥操控的火炮变
得愈发精准，他梳理归纳的射击前准备
的窍门也在营队传播开来。

终于等到了比武考核的日子，路献
朋给自己打气：捍卫荣誉的时刻到
了！出场后，只见他从容自信，操作一
气呵成，面对评委的“刁钻”提问应答
如流……“第一名，路献朋！”听到裁判
组报出的成绩，这名见过很多大场面的
“兵尖子”顿时激动得热泪盈眶——十
几年里不知拿过多少第一，可这个第一
却让他感觉格外有分量。

一句话颁奖辞：对荣誉的坚守，

对打赢的渴望，支撑你永不服输、战

胜自我。

“兵尖子”荣誉保卫战
■王 旭 冯文星

前不久，当我讲完“某型高炮射击前
准备”这一课时，台下的战友们纷纷报以
热烈的掌声，我感觉终于撕掉了贴在自
己身上的那个“标签”。

一年前，新闻学专业毕业的我来到
高炮连任排长。起初，由于我在新闻宣
传上出了一些成绩，为连队增色不少，大
家都对我高看几分。

可是好景不长。到了训练场，面对
从未接触过的高炮装备，我不由得打起
了“退堂鼓”。一个车炮场日，营长孙磊
简单问了我几个基本诸元参数，我磕磕
巴巴没能答上，臊得满脸通红。偏偏不
争气的是，在当天进行的第一次月底体
能测试中，我做引体向上时手一滑，直接
掉杠，导致成绩不及格。

那些天，我无意中听到几名战士私
下议论——“那个新来的排长，除了会
写点新闻，其他好像啥都不行”“自己不
懂装备，肯定带不好一个排”……声音
虽小，却字字扎心。我内心越来越浮
躁，甚至也开始认为“自己只适合写写
新闻”。

有了这种消极的心理暗示，我更加
无心训练，日常工作也开始走下坡路。
直到有一天，连长李高庭把我叫到了他
的房间。

看着我无精打采的样子，连长跟我
聊起了他的经历。连长是新疆大学通
信工程专业毕业的国防生，来基层任职
前，同样没接触过高炮。初来乍到，他
也闹过不少笑话，但后来通过自己勤奋
学习和请教身边官兵，逐渐掌握了装备
的操作技巧，赢得了大家的认可。现身
说法后，连长直指我的“病根”：“你不是
学不会，而是给自己贴上了‘我不行’的

‘标签’，选择了逃避。曾经的专业可以
作为你的一技之长，但绝不是一名基层
排长的全部……”

正所谓“旁观者清”，连长的苦口
婆心点醒了我这个迷惑的“当局者”。
深刻反思后，我开始努力做出改变，
以一个新兵的姿态投入到装备学习中。
在逐步学懂弄通装备、提升自身训练水
平的基础上，我仍然坚持采写稿件，将
连队“带着露珠”的新闻见诸报端……
渐渐地，战士们的评价也从“胡排长
就会写点新闻”变成了“胡排长能文
能武就是厉害”。

回想摸爬滚打的这一年，我在成长
中感悟，在感悟中成长，最大的收获就
是明白了一个道理：遇到困难，别轻易
给自己贴消极“标签”、下结论。用积极
乐观的阳光心态直面挑战，风雨过后就
会看见那道绚烂的彩虹。

（马 强、李向阳整理）

别轻易给自己贴消极“标签”
■新疆军区某团排长 胡世坚

“啥？二连射击考核成绩全旅倒
数？”前不久，第 73集团军某旅组织建
制排基础课目抽考，轻武器射击水平
向来不错的二排代表榴炮二连参加
考核，却意外遭遇“滑铁卢”，让不少人
大跌眼镜。

考核前还胸有成竹的排长顾永超
更是百思不得其解，明明上周才组织
过实弹射击，排里全员合格，优良率过
半。怎么才过了一周时间，成绩就下
滑得这么厉害？

碰头会上，骨干们你一言我一
语，进行各种猜测。“是因为大幅降温
影响了枪械性能？但其他单位发挥
也很正常啊”“是列兵心理压力大导
致动作变形？但不至于全排压力都
大吧……”

就在大家陷入迷茫之际，一直
没有说话的文书兼军械员汪森从座
位上站了起来，红着脸向大家道出
了实情。

原来，汪森刚接替老文书郭文海
不久，还不清楚连队有把枪区分为“射
击枪”和“非射击枪”的习惯。这次抽
考，他严格按照定人定枪原则取枪，不
巧的是，这其中有大半都不是为考核
准备的“射击枪”。
“同一种型号的枪还区分两种

用途？‘非射击枪’就不能打了？”了解
到背后原因的营长邹家奇当即抛出一
连串疑问。

他随后找来各连连长了解情
况，没想到这种做法并非二连独
有。有的连长坦言，日常训练中难
以避免磕碰准星，而实弹射击前校
枪又费时费力，他们索性将性能稳
定的枪挑出来，作为专门的“射击
枪”，其他的作为日常训练执勤用的
“非射击枪”。还有的连长反映，“非

射击枪”维护保养经常是走走过场；
而“射击枪”则像宝贝一样珍藏在兵
器室里，只有车炮场日才会取出，维
护保养更是周到尽心。久而久之，
逐渐形成恶性循环……
“平时区别对待手中武器，战时

会让你付出血的代价！”在全营军人
大会上，邹家奇的一番话让官兵们
陷入了沉思。紧接着，他们围绕
“应如何正确对待武器装备”进行讨
论，官兵人人对照实战化要求展开
检讨反思。会议结束后，营里第一
时间请来教导队教员曹国峰进行校
枪教学，将枪械校准作为一项必备
技能，要求人人熟练掌握；结合车
炮场日建立校枪制度，保证枪支精
准度；为每支枪设置成绩登记卡，
责任到人，详细记录每次射击成

绩；营队龙虎榜增设“射击之星”，
增强荣誉激励。

这件事也引起了旅党委的重视。
议战议训会上，他们举一反三深入查
找训练中的类似现象：协同训练时，班
组人员搭配固定，遇到战斗减员不利
于快速整合重组；训练时采用“专属装
备”操作，一旦更换装备，训练成绩则
波动很大；手榴弹实投时，为了确保安
全，只要求“投出”，不要求“投远、投
准”……10余项不符合实战要求的做
法被曝光起底，在全旅牢固立起紧贴
实战的鲜明导向。

机关基层联动，纠治错误观念，制
订严密措施，“打仗准星”得以重新校
正。在该旅最近一次组织的实弹射击
中，炮兵营官兵随机领取枪支，射击成
绩优秀率却稳中有升。

同一种枪为何有两种用途？
——第73集团军某旅引导官兵校正“打仗准星”的一段经历

■王梦圆 李 健

第73集团军某旅旅长 王海涛：

试问，战场上有没有重新领枪校

枪的机会？倘若战争突然打响，我们

手中恰巧拿的是一支“非射击枪”，战

士们非但不能“一枪毙敌”，反而可能

会被“一枪毙命”。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显而易见，

可平时一些官兵却选择视而不见、见

怪不怪，反映出大家实战观念还有“盲

区”，做“和平官”、当“和平兵”思想不

同程度存在。

有人说：“我们看得到的地方，是敌

人；看不到的地方，是忧患。”有鉴于此，

结合分析上述现象，不难得出这样的结

论：我们必须点燃思想深处的狼烟，坚

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从点滴做起，从

细节抓起，从标准严起，把打仗的本领

练过硬，做到全时待战、随时能战。

南部战区海军某部参谋 姜恬：

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的武器装备

不仅在质量上远远落后于敌军，在

数量上也时常面临窘境，往往几个

人才能分到一支枪。试想身处那样

的环境，革命先辈会不会去选择“射

击枪”“校准枪”？

人 为 区 分“ 射 击 枪 ”“ 非 射 击

枪”，不仅是给枪支“贴标签”，更是

给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战场环境

“贴标签”，背后折射出部分官兵头

脑中的形式主义和惰性思维。训练

考核时单纯靠“射击枪”来撑场面，

打仗时面临强敌对手又该靠什么来

赢得胜利？

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只有校

准实战化的准星，才能当那一天真的

来临时，有更多的胜算。

第82集团军某旅营长 吴电超：

战争年代，我军将士打完仗后往往

第一件事就是保养武器；审视当下，有

些官兵对手中武器却没有这般珍惜。

武器保养上的投机取巧、厚此薄彼，只

会让我们在战场上付出惨痛的代价！

调整改革以来，官兵士气高涨，部

队实战化训练如火如荼。但个别单位

仍然存在一些不严不实的问题：有的

盯着比武考核，考啥训啥；有的缺乏筹

划规划，脚踩西瓜皮，滑到哪算哪；有

的违背战斗力生成规律，盲目加训蛮

干等，这些问题得不到根本纠治，实战

化训练水平就难以有效提升。

军事训练“虚不得”“松不得”，要

想打胜仗就得把功夫下在平时，把习

惯养在平时，把标准严在平时，确保手

中武器随时能用、官兵随时能战。

小 咖 秀

茅文宽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