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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营

“在全旅数千名官兵中脱颖而出，

获评年度‘练兵备战标兵’的，得是啥

样的牛人？”

“他们一定又高又壮，个顶个都是

训练尖子！”

第 77 集团军某旅大礼堂内，官兵

们翘首以盼的“练兵备战标兵”先进事

迹报告会即将拉开帷幕，列兵李盘龙

小声和战友交谈。

舞台灯光由暗转明，当第一位“练

兵备战标兵”出现在报告席上，李盘龙

感到有些失望——眼前的这名中士瘦

瘦高高、文文弱弱，鼻梁上还架着一副

黑框眼镜……

“这未免和我想象的‘牛人’差太

远 了 吧？”李 盘 龙 小 声 嘀 咕 着 。 不 承

想，那名中士接下来的讲述却让他眼

前一亮。

“我叫王浩江，是一名反坦克导弹

手，同样也是一名‘技术控’。”接着，王

浩江分享了自己的成绩单——在岗 4

年多来，他不断探索某型装备技战术

性能，研究创新训法战法，将全旅该型

装备的整体命中率和有效毁伤率提高

了约 15%，并将该型装备发射准备时

间缩短了近四分之一。

这名其貌不扬的中士，彻底颠覆

了李盘龙对“练兵备战标兵”的认识：

他们不一定是训练成绩“爆表”的“超

人”，但一定是对战斗力体系建设作出

贡献的“能人”。

“李盘龙对于标兵的再认识，同样

折射出我们的观念之变。”采访中，该

旅一位领导道出一段往事。2019 年，

该旅举办首届“练兵备战标兵”评选，

在审核各营连的推荐人选时，他们发

现 几 乎 清 一 色 是 旅 里 前 期 表 彰 过 的

“军事训练先进个人”。

“‘ 练 兵 备 战 标 兵 ’绝 非 对‘ 军 事

训练先进个人’的简单复制。”这位领

导告诉记者，评选“练兵备战标兵”，

不只看谁跑得快、打得准、投得远，更

要 看 他 们 对 战 斗 力 体 系 建 设 的 贡 献

率，要把真正有助于促进战斗力体系

建设的典型模范选出来。

一个是接连打破两项旅训练纪录

的 训 练 尖 子 ，一 个 是 带 出 了 许 多“徒

弟”的业务骨干，谁更有资格获评“练

兵备战标兵”？

这道选择题曾摆在该旅领导面前。

细细比较，训练尖子打破纪录是在旅军

事运动会上，参加的是个人竞赛项目；而

不遗余力带徒弟的业务骨干，是集团军

有名的“兵专家”，参与过修订新装备训

练教材，还担任过国际军事比赛我军参

赛队的教练员。

“我们当然希望每名战士都是精

武 强 能 的 尖 兵 ，如 果 非 要 两 者 选 其

一 ，只 能 优 中 选 优 ，看 谁 对 战 斗 力 体

系 建 设 的 贡 献 更 大 。”该 旅 领 导 对 记

者说。

最终，在“练兵备战标兵”先进事

迹报告会上，走上报告席的都是推动

单位战斗力体系建设的官兵——他们

或许个人训练成绩不是最突出的，但

在提高训练效益、提升部队打仗能力

上都贡献了聪明才智，是名副其实的

“练兵备战标兵”。

设 计 出 移 动 靶 车 的 步 兵 班 班 长

普化尖措，完成多项训法战法创新的

某炮兵排官兵……今年的“练兵备战

标 兵 ”先 进 事 迹 报 告 会 结 束 后 ，李 盘

龙 就 在 强 军 网 上 将 往 届 报 告 会 的 录

像 全 都 找 了 出 来 ，从 头 到 尾 认 真 观

看。

“ 熟 练 掌 握 本 专 业 各 型 武 器 装

备 、考 取 岗 位 资 格 证 书 、争 取 入 选 旅

‘专业技术骨干人才库’……”李盘龙

在自己的《2022 年成长目标》中写道：

“ 或 许 有 一 天 ，我 也 能 登 上 那 个 舞

台！”

“练兵备战标兵”该是啥样
—来自第77集团军某旅的新闻样本分析②

■彭 云 本报特约记者 李佳豪 通讯员 贾文鑫

小 咖 秀

“朱班长，车辆总熄火，电路、油路、

传感器检查都正常，就是排气管有异响，

这可咋办啊？”

新疆军区某团正按计划组织实战化

拉动演练，二营炮车在关键时刻突发故

障，驾驶员王凯旋对车辆进行初步检查

后，通过军用通信系统向修理连车辆修

理技师、三级军士长朱建红求助。

朱建红快速拿出随身携带的小册

子，边翻边对话筒另一端的王凯旋说：

“肯定是排气管发生了积碳堵塞，你用工

具箱中的清洗液清理一下……”

就这样，在两个人的通力合作下，炮

车故障被成功排除。

“‘隔空排障’，朱班长真厉害！”在现

场见证全过程的战士，无一不对朱建红

竖起大拇指。

朱建红是该团有名的专业技术能

手，熟悉几乎所有装备车辆，是领导和战

友眼中最放心的人。而他之所以能够做

到“隔空排障”，除了自身本领过硬外，还

与此前所做的一些努力分不开。

去年上半年，这个团前往海拔 4500

多米的雪域高原驻训。驻训中，装备车

辆出动频繁，且任务地域分散，维修骨干

数量难以满足保障需求。

如何在动散条件下保障装备车辆

运行正常？朱建红主动向团领导提出

开办“能力夜校”，组织驾驶员培训，使

他们具备基本的装备车辆故障判断和

处置能力。

此外，朱建红还牵头为团里装备车辆

建立了专属的“车情档案”，内容涵盖车辆

的基本信息、可能出现的问题故障及解决

方法等。他还负责编写了《高原训练装备

维修手册》，并下发给每名驾驶员。

驾驶员掌握了故障处置的基本方

法，修理人员可以依靠“车情档案”快速

定位车辆情况，再加上军用通信系统的

帮助，一套可以实现远程指导、“隔空排

障”的系统就这样构建起来，极大提高了

该团装备车辆在机动分散情况下的故障

排除效率。

但在此过程中，曾有人对朱建红说：

“我们就是修理工，干好本职工作就够

了。”朱建红听出了弦外之音，只是笑了

笑，继续做自己的事。

入伍 10 多年来，朱建红对待工作始

终如此：坚定且专注，不达目的不放弃。

还是那次驻训，该团刚到高原时，一

些装备车辆就遭遇了难启动、易“开锅”、

动力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在低海拔地

区 很 容 易 解 决 ，没 想 到 上 了 高 原 却 颇

为棘手。为此，朱建红专门召集车辆修

理技师开了专题研讨会集思广益，但始

终没能找到行之有效的办法。后来，经

过向长期执行高原运输任务的单位人员

请教，难启动、易“开锅”的问题终于解决

了，但车辆动力不足的问题仍然存在。

“能解决这些问题就很好啦。”有战

友劝朱建红不用过于较真。但他不这样

认为：“武器装备是军人的第二生命，如

果明天就要上战场，装备车辆却跑不动、

跟不上，战斗力如何保证？”那段时间，朱

建红白天保障训练，晚上加班加点查资

料，在经历了 10 余次尝试失败后，终于

找到了解决方法。

正是凭借这种钻劲儿，在这次高原

驻训中，朱建红先后多次圆满完成演练

保障任务，检修演习车辆百余台次，有效

解决了高原驻训装备车辆维修的 10 余

项难题。

一句话颁奖辞：善于发现问题，勇于

破解难题，不用扬鞭自奋蹄。朱建红，好

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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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祥，1997年生，本科学历……”

我至今记得，刚入伍时，新兵班班长看着

我的档案皱起的眉头。我后来才知道，

原来班长比我小 2 岁。在这个“00 后”渐

渐成为新兵主体的军营里，当时 23 岁的

我显然有些“突出”，很容易被贴上“大龄

兵”的标签。

“班长，你放心，年龄不会成为我的

阻碍，我会比他们做得更好！”在新兵班

班长面前，我自信地拍着胸脯保证。自

小热爱运动的我很快在新兵中脱颖而

出，不仅各课目成绩遥遥领先，还创下了

新兵连的手榴弹投掷纪录。那时候，班

长夸我是匹“黑马”。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我这匹“黑马”

差点昙花一现。下连后，适应了部队的

节奏、掌握了训练的要领，年轻的战友们

开始显现出体能优势。看着他们快速成

长进步，我咬紧牙关给自己加压，不断增

加训练强度。然而，超负荷的训练导致

左膝出现损伤，迫使我不得不停下追赶

的脚步。

“身体机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

弱，你怎么可能比得过他们”“你这个年

龄还是新兵，将来考学提干、选取军士恐

怕都会吃亏的”……看着与战友的差距

越拉越大，我心里开始失衡，将这一切归

咎于自己的年龄。那段时间，我甚至对

未来的军旅路变得有些心灰意冷。

就在我情绪低迷的时候，指导员找

到了我。原以为他要给我做思想工作，

没承想，他只是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

当时，上级要求各连队开展以“深刻认识

脱贫攻坚”为主题的教育，因为我上本科

时读的是城乡规划专业，指导员便极力

推荐我负责此次授课。

接到这个任务，我虽有些意外，但不

敢丝毫怠慢。那段时间，除了日常的训

练，就是泡在学习室里准备教案，我每天

都过得忙碌而充实。正式授课那天，我

的讲授收获了战友们的热烈掌声。那一

刻，我感觉自己又找回了信心。

“和其他战友比体能，你的年龄可能

是短板。但我们的工作、训练、任务还需

要其他能力支撑，比如学习力、理解力、

出色的专业能力等，而年龄带给你的阅

历、经验、知识等就是优势，你要学会扬

长补短……”授课结束后，指导员找我谈

心。原来，我之前的纠结，他早看在眼

里，安排我负责这次授课任务，就是希望

我借此认识到自己的优势与价值。

“只要你有一颗进取心，并为之不懈

努力，年龄就绝不是阻碍。况且，你才

20 多岁，怎能轻易言老言败呢？”指导员

的话让我豁然开朗，长久的郁结一扫而

光。是啊，遇到困难，自怨自艾没有用，

不努力试试，怎么知道自己不行呢？

想通之后，我重新为自己制订了一份

训练计划，在循序渐进提高体能成绩的同

时，将重心放在了提高专业技能上。这

不，摆正心态后，我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不

小的进步。

（李振彬、本报特约通讯员廖晓彬整

理）

我不再纠结自己是“大龄兵”
■第 73 集团军某旅战士 李志祥

2月 18日，火箭军某部在严寒条件下开展实兵对抗演练。图为行军梯队在行进中快速追击目标。

赵吉垒摄

究竟什么样的人能评为“练兵备

战标兵”？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第 77

集团军某旅定下一条重要标准：对单

位战斗力体系建设有突出贡献。

其背后的逻辑是，“练兵备战标

兵”绝非“军事训练先进个人”的翻版，

不仅要看个人表现如何，更看他们对

单位战斗力体系建设贡献多大，所以

仅凭自己的单项冒尖，并不足以获此

殊荣。

这对当下各部队组织评选表彰

奖 励 活 动 很 有 借 鉴 意 义 。 说 到 底 ，

在 大 抓 备 战 打 仗 的 新 时 代 ，应 该 树

立什么样的标兵？我们当然需要精

武强能的训练尖子，但与之相比，可

能更需要带领大家一起成为训练尖

子的“兵教头 ”；我们当然希望战士

们 跑 得 更 快 、打 得 更 准 ，但 两 相 衡

量，可能更希望他们能够改进训法、

创 新 战 法 ，推 动 单 位 战 斗 力 体 系 建

设迈上新台阶。

标兵是标杆，也是风向标。提高

新时代备战打仗能力，需要依靠广大

官兵的拼搏奋斗，各级要牢固确立体

系化思维，按照对战斗力体系建设的

贡献率表彰奖励、选人用人，真正培养

出一批堪当强军重任的打仗人才。

突出对战斗力体系建设的贡献率
■肖 琪

谢谢 岩岩绘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