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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段 时 间 ，笔 者 在 基 层 调 研 时 发

现：个别领导不管大会小会、事急事缓，

时间再紧、任务再重，指导工作时都要

组织人员准备文字材料，有时为了几个

不甚重要的词句来回斟酌、反复推敲，

空耗很多时间精力，甚至影响官兵正常

工作秩序。

不 可 否 认 ，文 字 材 料 是 指 导 工 作

的重要抓手之一。对于根本性 、方向

性 、全 局 性 的 工 作 ，抽 调 精 兵 强 将 归

纳 总 结 、拿 出 意 见 ，可 以 让 工 作 指 导

更 加 科 学 、工 作 部 署 更 加 精 准 、工 作

落实更加有力。然而，事无巨细都要

准 备 材 料 ，甚 至 人 在 训 练 场 、身 在 硝

烟 中 ，动 员 发 言 都 要 找 人 专 门 撰 稿 ，

未免有些不妥了。

试想，在分秒必争的战场上，对手

会给我们准备材料的时间吗？靠事先

准备好的台词脚本如何应对瞬息万变

的敌情？回望烽火岁月，从枪林弹雨里

拼杀出来的各级指挥员，作战部署言简

意赅、直奔主题，战斗动员三言两语、全

是干货；席地而坐，很少时间就能开个

碰头会；半页纸几行字，就是一篇简洁

明了的战斗通报。

抗 美 援 朝 战 争 时 ，彭 德 怀 给 党 中

央的一份电报只有 6 个字：“饥无粮，寒

缺衣。”1948 年的公文《为十三纵一○
九团授予“济南第二团”的请示电》，全

文不含标点符号仅 53 个字，将战斗过

程 、请示内容表达得清清楚楚。中央

军委的批示更简洁，仅 30 个字。这种

简明扼要的文风、务实高效的作风，是

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须积极继承和

大力弘扬。

不 论 处 在 哪 个 岗 位 、分 管 哪 方 面

工 作 ，领 导 干 部 首 先 是 指 挥 员 、战 斗

员 ，练 兵 备 战 、能 打 胜 仗 才 是 重 中 之

重 ，一 切 工 作 都 要 服 务 于 战 斗 力 建

设。领导能力和打仗本领很难从文字

材 料 里 得 到 磨 炼 提 升 ，如 果 让“ 油 墨

香”冲淡“硝烟味”，就背离了备战打仗

的根本要求。

领导干部要树立备战打仗的鲜明

导向，握紧战斗力这把“铁尺”，开展任

何工作都应主动立起战斗力标准。筹

划开会前，要想想是否有助于练兵备

战；组织撰写材料前，要想想是否利于

战斗力建设。此外，要坚持真抓实干、

扑下身子，走进演训场 、走进官兵中，

从火热的演兵场上捞取“活鱼”，对自

己的使命责任了然于胸。只有这样，

才能不断提高领导带兵打仗本领，点

准部队练兵备战穴位，确保工作指导

有的放矢、言之有物，切实推动部队战

斗力提升，确保部队各项工作始终围

绕主责主业高效运转。

莫让“油墨香”冲淡“硝烟味”
■周燕虎

晚饭后的休息时间，战略支援部队

某部列兵鲁继文打开夹着书签的《红色

家书》，一口气把剩下的部分读完。这

已 经 是 他 今 年 读 完 的 第 6 本 红 色 书

籍。他原本并不喜欢阅读。“养成饭后

看书的习惯，是从跟着单位推出的‘推

荐书单’进行‘打卡’开始的。”鲁继文告

诉笔者，如今养成读书习惯的官兵还有

很多。

今年初，该部领导在调查中发现，

已逐渐成为部队主力军的“网生代”青

年官兵，常存在“玩起手机就没完、拿

起书本就犯困”的情况。“运用网络获

取‘碎片化’信息看似轻松简单，实际

上信息散乱，难以形成深刻记忆。”为

引 导 官 兵 有 效 利 用 课 余 时 间 强 能 充

电，该部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开展红色

书籍阅读活动，并制订“推荐书单”，着

力引导官兵回归书籍、培养良好阅读

习惯。

书 单 内 容 由 官 兵 自 主 推 荐 ，经 该

部有关部门优中选优，每月列出 3 至 5

本 好 书 。 为 进 一 步 提 升 官 兵 阅 读 学

习 兴 趣 ，他 们 以 营 连 为 单 位 ，每 月 组

织一次读书分享会，通过“书单打卡”

“ 说 一 说 读 书 体 会 ”“ 议 一 议 党 史 故

事 ”等 活 动 ，帮 助 官 兵 理 解 消 化 书 中

内容。

讲 述 上 海 革 命 斗 争 事 迹 的《革 命

者》、收录革命英雄家书的《红色家书》、

阐述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风雨征程

的《信仰的力量》……翻开“推荐书单”

可以看见，推荐书目中既有史学著作也

有理论读本、既有长篇小说也有报告文

学，其中最多的当属故事性强的红色书

籍，并且每本推荐书籍前都标明了内容

亮点和推荐理由。

“看 着 大 家 在 分 享 会 上‘ 打 卡 ’自

己读过的书、交流阅读过程中的心得

体会，自己却参与不进去，感到挺失落

的。”该部上等兵李诒思告诉笔者，起

初他对读书活动兴趣不大，但是看着

身边战友纷纷参加，他便“硬着头皮”

坚持读了两本，“没想到，读着读着就

入迷了！”

据 悉 ，“ 推 荐 书 单 ”推 出 半 年 以

来 ，该 部 官 兵 人 均 阅 读 量 大 幅 提 升 ，

最多的读了 9 本书。

战略支援部队某部激发官兵学习兴趣

书单“打卡”掀起阅读热
■孙 萌

“馒头来啦！”人未到，声先至。南疆

军区某工兵团勤务保障营炊事班班长沈

燕端着一大盘馒头来到餐厅。把馒头放

在主食区，他便快步赶回厨房。人还没

走回厨房，身后的馒头已经快见底了。

不怪战友们如此欢迎，这样又松又

软的馒头确实让人食欲大增，尤其是在

高原。

去年入夏以来，该团展开高原驻训，

沈燕带领炊事班随队担负伙食保障任

务。“最多就是高原反应，连药我都提前

准备好了！”入伍 16 年，有着丰富炊事经

验的沈燕本以为自己可以从容应对各种

情况。可没想到，人还没啥高原反应，馒

头却有了“高原反应”——高原氧气稀

薄、气压低，按照往常方法做出的馒头又

小又硬还发黄。几天后，“炊事班的馒头

像石头，又黄又硬噎喉咙”成了战士们闲

聊打趣的玩笑话。

“不就是个馒头嘛，我还不信蒸不

明白了！”这下，沈燕和馒头较上了劲。

要想蒸出松软的馒头，关键在于把面发

好。然而，在气温多变的高寒条件下，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事。为了创造恒温

环境让面团充分发酵，沈燕把“工作间”

搬进了宿舍帐篷。每晚，设定好闹钟夜

里起来加火保持室温，每两个小时就要

起来观察记录面团的发酵状态……接

连熬了几个晚上，沈燕终于蒸出了松软

的馒头。

在沈燕看来，只有松软还不够——

馒头还不够白。一般情况下，馒头发黄

是因为碱加多了，但如果碱放得不够，又

会影响馒头的口感。一次次尝试、一次

次失败，沈燕找出了办法：加牛奶。“牛奶

味道好又有营养，加在面里不仅能解决

馒头发黄的问题，还能让馒头散发一种

特殊香气。”把“新式馒头”端上餐桌的沈

燕露出了笑容，“辛苦点其实没啥关系，

关键是想让大家辛苦训练回来后，能吃

口舒坦饭。”

改 进 馒 头 的 经 历 ，打 开 了 沈 燕 改

善 官 兵 伙 食 的 思 路 。 他 通 过 连 队 军

人 委 员 会 积 极 收 集 官 兵 对 伙 食 的 意

见 建 议 ，并 对 菜 品 进 行 调 整 。 因 为 高

原 环 境 特 殊 ，许 多 菜 肴 按 照 以 往 方 式

烹 饪 容 易 出 现 夹 生 、不 入 味 等 问 题 ，

有 时 炊 事 班 会 选 择 相 对 容 易 烹 饪 的

菜 品 。 得 知 有 战 士 反 映“ 饭 菜 总 是 那

几 样 ”后 ，沈 燕 决 心 丰 富 菜 品 。 排 骨

汤 、粉 蒸 肉 …… 这 些 在 正 常 状 况 下 也

颇 耗 时 费 力 的 菜 肴 相 继 端 上 了 高 原

战 士 的 餐 桌 。 大 家 吃 进 嘴 里 ，暖 到 心

里。

有多次高原驻训经历的老兵认为，

高原环境限制多，生活条件难免艰苦一

点，沈燕可以不必如此劳心劳力。对此，

沈燕说：“这次驻训不仅是对战斗班同志

军事技能的磨练，也是对我们保障能力

的考验。我的战场就是灶台，我的职责

就是尽力让战友们都吃饱吃好，在高原

环境练就过硬本领。”

一句话颁奖辞：坚守厨房 16 年，只

把灶台作战场。沈大厨的高原之征还在

继续，相信他必不虚此行。

沈大厨的高原之征
■李春山 李 江

值班员：第82集团军某旅连长 程 俊

讲评时间：6 月 4 日

昨天我在查哨时发现，连值日口令

传递有些随意，这反映出个别同志战斗

意识、安全意识淡薄等深层次问题。

有 的 同 志 认 为 营 区“ 铜 墙 铁 壁 ”，

不 法 分 子 很 难 进 入 ，口 令 传 递 只 是 走

个 形 式 ，因 此 敷 衍 了 事 。 我 们 要 清 醒

认 识 到 ，这 种 错 误 思 想 和 错 误 做 法 会

导 致 口 令 失 去 作 用 ，使 口 令 传 递 成 了

形 式 主 义 。 真 的 到 了 战 场 ，后 果 不 堪

设想。

同志们，口令传递莫敷衍。站岗执

勤是为了守护连队安全，口令是为了检

验敌友身份，我们要牢记岗哨职责，正确

认识口令传递的重要性。希望在接下来

的工作中，大家能够做到“口令不清不上

岗，口令不传不下岗”。

（白文博、李国臣整理）

口令传递莫敷衍

小咖秀

值班员讲评

近日，武警新疆总队某

新兵团新训 12 中队组织新

兵开展心理行为训练和各种

文化活动，帮助他们增进战

友 情 谊 ，快 速 融 入 军 营 生

活。图为拔河比赛现场。

董 虎摄

Mark军营

无校正靶位、无熟悉场地、无武器试射……连日来，第 82集团军某旅在大漠戈壁展开实战训练，锤炼官兵在陌生环境

下的综合作战能力。图为某型榴弹发射器射击训练现场。 呼金健摄

皖东山区，细雨连绵，第 72 集团军

某旅一场实装考核拉开序幕。伴随马

达轰鸣，6 辆坦克依次驶过出发线，向

目标地域挺进。

泥泞的山路上，打头阵的坦克特级

车长、中士刘岩峰感到有些诧异：今天

的考场似乎格外“干净”，一路行来，不

见一个明显的考核标牌提醒，也没有看

到考核保障人员的身影。

视野范围内一切正常，刘岩峰心下

一松，准备提高战车前行速度。突然，

茂密的松树林中飘出一阵淡黄色的烟

雾。“是毒气吗？没见到防毒警示标牌

提醒啊？”刘岩峰有些犹豫，慢慢停下坦

克，通过观察镜向外观望。

与车组成员研判后，刘岩峰决定按

照通过染毒地带处置：“开启三防装置，

快速通过！”

然而，刚穿过黄色烟雾区域，坦克

就被考核组截停。监考员上车检查防

毒要素开启情况，刘岩峰的车组因装备

开启过慢被扣了分。

“这考核也太‘悄无声息’了……”

面 对 官 兵 的“ 吐 槽 ”，监 考 官 、旅 坦 克

四 连 连 长 殷 舶 航 直 言 ：“ 考 场 就 是 战

场 ，敌 人 排 兵 布 阵 后 ，可 不 会 给 你 立

好标牌。”

“30 公里的行进路线上，随时可能

出现‘敌情’，全程都是考场。”殷舶航告

诉记者，此次考核，所有课目都没有“预

告”，全凭车组官兵自主判断、自主分

析、自主处置，目的就是全面锤炼官兵

的敌情意识和应变能力，提升部队战场

快反和生存能力。

扣了分数，捡个明白。后面的课

目，刘岩峰和车组成员始终提高警惕。

在行驶到山坳处时，远处传来阵阵嗡

鸣，刘岩峰迅速判断是“敌”无人机空中

侦察，立即指挥坦克钻进灌木丛、架起

伪装网，在无人机高空侦察课目考核中

顺利“通关”。

随后的近 10 公里路线上，断崖、土

坡、弹坑等 12 个考核课目随机出现，参

考官兵个个紧张出一身汗。

不仅要对“敌情”精准判断，还要

对 目 标 自 行 识 别 。 在 实 弹 射 击 环 节

中 ，迷 彩 靶 标 与 山 林 几 乎 融 为 一 体 。

炮手张涛搜索目标时，双眼不自觉地

瞪到最大，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

流。“左前方××米，穿甲弹，歼灭！”在

一处山间平地，通过搜索配合，张涛锁

定目标。坦克怒吼，一发炮弹精准贯

穿目标。

夜幕降临时，刘岩峰车组完成全部

课目考核。车辆刚行驶到终点，便当场

公布成绩。

“6 个车组，得分均未达到良好。”

拿着成绩单，殷舶航表示，虽然考核成

绩未达预期目标，但官兵打仗本领得到

了有效提升。

钻出坦克，刘岩峰浑身是汗，感慨

道：“这样的考核像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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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曰：兵者，诡道也。未来

战场瞬息万变，我们要有清醒认识：敌人

可不会给我们立好标识。

然而，当前个别部队在考核与训练

中，仍存在对抗演练固定脚本、实弹射

击固定靶位、连贯考核固定流程等现

象，这暴露出缺乏战场意识和敌情意识

的问题，是背离实战的练兵。

今天的演训场就是明天的战场，

考 核 要 向 打 仗 聚 焦 ，就 是 要 把“ 敌

情 ”想 得 难 些 、再 难 些 ，切 实 考 出 真

正 的 作 战 能 力 。 要 从 战 场 实 际 出

发 ，破 除 固 有 套 路 ，挤 掉 形 式 主 义 的

水 分 ，按 实 战 标 准 投 入 训 练 ；要 提 升

自 主 作 战 能 力 ，自 主 判 断 、自 主 分

析 、自 主 处 置 ，在 近 似 实 战 的 环 境

中 ，锤 炼 过 硬 技 能 ，提 高 快 反 能 力 ，

锻造胜战本领。

把“敌情”想得难些再难些
■张 勇

短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