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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连队组织三公里武装越
野考核。发令枪响，我一路飞奔，一
圈、二圈、三圈……到达终点，我掐表
一看：13分 06秒，优秀！

成绩公示，我凑到龙虎榜前扫了
一眼，却没有见到自己的名字。再定
睛细看，才在最底下的备注中找到一
行小字：“史策，取消成绩。”
“取消成绩？！”看到这里，我赶紧

把考核场景在脑中过了一遍——圈没
少跑、没抄近道、装具也一样不少穿在
身上……
“连长，我的成绩为啥取消了？”困

惑中掺杂着些许急躁，我急忙找到连长
询问原因。
“考核作弊！”听到连长严肃的声

音，我心里咯噔一下，连忙解释道：“连
长，一定是弄错了！我的实力您还不
知道吗？我怎么可能作弊呢？对了，
我还帮小魏背枪、拎头盔了呢！”
“对！我说的就是这个事。你帮

战友背装具，不是作弊又是什么？”连
长正色道。

“可是互帮互助是人民军队的优
良传统，难不成做好事还有错？”我小
声嘀咕了几句，便赌气扭头离开了。

这还没完。当晚，连长把我的
“好事”摆到了战友面前，组织大家议
一议。
“排长助人为乐，还提升了连队的

整体成绩，这种做法没毛病！”有人为
我“撑腰”助阵。
“没了枪和头盔，上了战场怎么打

仗？”“我看这不是助人为乐，而是害人
不浅！”也有人对我的做法提出质疑，
并渐渐占了上风。

灯越拨越亮，理越辩越明。随着
讨论的深入，我逐渐意识到自己的错
误：“看似是帮助战友分担重量，却在
无形中把他推向了危险的边缘，这次
好心办的真不是好事。优秀‘泡汤’
了，不冤！”

跑步临近终点助推一把、引体
向上辅助摆浪、掐表计时少数几
秒……随后，连长还因势利导，把
一 些 平 时 训 练 中 看 似 是 好 心 之
举 ， 实 际 上 是 和 平 积 弊 的 现 象 ，
全都摆上了桌面。不仅如此，他还
指定几名平时训练成绩突出、敢于
较真碰硬的战士，成立连队训练监
督小组，专门纠正训风考风不实问
题。

渐渐地，战友间不合规的“伸手帮
助”演变成咬牙坚持的互相鼓励。半
个多月下来，不少在及格线徘徊的同
志也纷纷完成“逆袭”，在上周营里组
织的考核中，连队更是全员达标，一举

夺魁。看着夺回来的“军事训练”流动
红旗，小魏说出了大伙的心声：“虽然
累，但看到自己的每一点进步，内心觉
得超自豪！”

（付 震、吴 杰整理）

优秀“泡汤”了，不冤！
■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警卫连排长 史 策

古今中外，从练兵场上走出去的

既有常胜之师，也有败军之旅。决定

胜败的天平究竟倾向哪边，很重要的

一个砝码就在于这支军队有没有强烈

的打仗意识。

心中没有敌情、眼里没有硝烟，用

不打仗的心态抓训练，都是假训练；用

不打仗的心态抓战备，都是假战备。

世界军事史上无数铁的事实警示我

们：训练与实战的差距有多大，战场上

就要用多少鲜血来弥补。

“不求战而治兵，其祸尤为不可

收拾。”备战打仗，最重要的是先打

响头脑里的这场仗。我们只有用“战

争在今晚打响”的思维抓战备、搞训

练，真正把一切不符合实战的观念赶

出训练场，方能在明天的战场上取得

胜利。

倘若“战争在今晚打响”
■第77集团军某旅合成二营营长 祁 建

春寒料峭，一阵急促的哨音划破
高原夜空，西藏军区某旅无人机连组
织夜间紧急拉动。全连官兵迅即穿戴
衣物、领取物资、整齐列队。通信班第
一个集合完毕，班长赵辉一脸自豪。

指导员王成看看表，全连出动时
间比上次快了不少，脸上露出满意的
笑容。

然而，当官兵准备解散时，正在连
队蹲点的旅纪检科科长李凤文却“半
路杀出”——逐人检查携行的战备物
资。这一查不要紧，李科长发现，赵辉
脚上穿的鞋是 43码，而携带的却是 40
码的“小鞋”。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李凤文
发现，有的战士一米八几的大高个儿，
战备迷彩服型号却是160/88；有的战士
携带的洗漱用品全是“迷你装”；甚至有
个别战士的战备物资已经发霉……
“战备工作走过场，到头来吃亏

的是自己，受损的是战斗力！”情况上

报到机关后，立即引起旅党委的高度
重视。他们随即在全旅展开“过筛
子”式排查，对存在的问题拉单列项：
春节已过，可有些单位战备库室存放
的还是夏季物资；天寒地冻，可单兵
急救包里却只有清凉油不见冻疮膏；
有的战士水壶里的水长期未更换，甚
至已经发黄变浑……

问题清单公示后，指导员王成羞了
个大红脸，他说：“连队抓战备工作重了
‘面子’没重‘里子’，根子上还是练兵备
战理念树得不牢、打仗思维没有入心入
脑。这双‘小鞋’就如同一记警钟，提醒
我们要时刻绷紧备战之弦。”

牢固树立打仗意识，时刻保持战
备状态。如今，在该旅时时处处都能
感受到一股随时准备打仗的过硬作
风：战备物资按要求分发到个人，随拎
随走；战备检查看鞋袜型号、卡时间节
点、算备品消耗；夜间紧急拉动，全部
在无光条件下进行……

战备工作只重“面子”，不妥！
■樵小锋 本报特约记者 晏 良

本报讯 郑广斌、顾远报道：2月下
旬，武警湛江支队按照实战标准，组织
新兵专勤专训考核。令人意想不到的
是，面对考核组的“权威”评判结果，新
兵许陈俊磊却提出了异议。

原来，在对“看守所南面监墙因
大雨冲刷倒塌”这一临机导调情况进
行处置时，许陈俊磊没有关注自然灾
害和建筑损毁，而是将重点放在了
“在押犯脱逃”上。在完成口头警
告、拉响警报、申请弹药等流程后，

他将取到的空包弹装弹上膛击发，让
在场官兵大吃一惊。

考核组认定：处置情况和导调内容
脱节，将许陈俊磊的实战化课目评为不
及格。不料，许陈俊磊当场提出“抗
议”：监墙倒塌时，极有可能发生在押犯
脱逃，他的处置方法并无不妥。一时
间，考核现场陷入沉寂。
“许陈俊磊的做法看似‘答非所

问’，实则更进一步、贴近实战。”经过讨
论，考核组成员达成共识：处置突发情

况没有标准答案，许陈俊磊的做法是可
取的。他们当即将评定结果改为优秀，
并鼓励新兵在训练考核中创新方法、灵
活处置。不仅如此，机关还带着考核组
主动反思，对训练考核中存在的思维僵
化、观念老化等问题进行清仓起底，不
断完善实战化考核方案。

近日，该支队对官兵在实践中提出
的 10 多个训练“小创新”进行研究论
证，并将其推广运用，有效提升了官兵
处置突发情况的能力。

武警湛江支队改进训练考核

不设“标准答案”，鼓励创新思维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王杰老班
长日记里的这句话，上学时就令我印象
深刻。后来当了兵，这句话就成了我的
座右铭。

当兵不怕死，危急时刻要能豁得
出去。1992 年，我作为一线指挥员，
参与处置云南省平远街严打缉毒事
件。与黑恶势力展开殊死搏斗，战友
们和我始终冲锋在前，不惧危险。时
任副中队长庞如宝在与贩毒分子的激烈
枪战中，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时
至今日，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我仍无法
释怀，感到一股英雄气涤荡在心间：
作为军人，我们绝不能退缩，因为身
后就是人民群众。

有一年，某邻国国内发生武装冲
突，威胁我国边境安全。临危受命，我
带领部队抵近边境一线侦察。途中，一
枚炮弹从天而降，在距离我们不远的地
方突然爆炸，来不及多想，我迅速把身
边战友扑倒，“轰”的一声巨响过后，
战友们都安然无恙，我满心都是劫后余
生的喜悦，殊不知一枚弹片在我的右大
腿外侧划开了一道深长的口子，等执行
完任务，才发现鲜血早已染红了迷彩
裤。那次特殊的经历让我明白：军人身
上肩负着神圣使命，他们都不惜以生命
为代价去践行。

2012 年，我离开了工作 21年的老
部队来到武警警官学院任学员旅旅长，

虽然院校和一线部队存在许多差异，但
我始终坚信：没有血性胆气，不配做一
名合格的军人。2013 年 4 月 20 日，四
川省芦山县发生地震，我奉命率学院
500余名官兵参与抗震救灾。面对持续
不断的余震和接连倒塌的建筑，官兵们
毅然向一线灾区挺进，上演“最美逆
行”。作为第一支抵达宝兴县陇东镇和
永富乡的部队，学院官兵展开紧急救
援，受到当地群众高度赞誉。
“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

入斯门。”同学们，时代在变迁，战争
形态也在演进，未来战场或许不再有
肉搏格斗的血腥、“堵枪眼”的悲壮、
“向我开炮”的决绝……然而，战争从
未改变残酷激烈的本来面目，作为新
时代革命军人，我们要培塑坚韧不拔
的顽强意志、不畏强敌的必胜信念、
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任何时候都不
能丢了那股英雄气。

（王新桐、袁明黎整理）

绝不能丢了那股英雄气
■武警警官学院副院长兼教育长 王建国

值班员：武警云南总队执勤支队

指导员 邹圣彪

讲评时间：2月28日

今天上午根据大队指示，每个人要
撰写一份心得体会。任务部署后，我发
现一些官兵不是认真进行思考，而是第
一时间到网上查找范文。

我认为，这些同志的做法反映了一
种敷衍了事的态度，觉得写好写坏一个
样、随意照抄和认真思考一个样，只要
能按时上交就好了。说到底，这还是态

度不端、作风不实。
好习惯是最好的仆人，坏习惯是最

坏的主人。试想，如果我们习惯对这种
自认为“不重要”的事情应付了事，那
么，长此以往，可能各项工作都难以达
到高标准，做任何事都提不起精气神。

同志们，写心得体会虽然事小，却
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工作态度和作风。希
望大家以后多一些脚踏实地的自主思
考，少一些借鉴参考的模板范文，这样
才能锻炼思维、增长才干，提高自己的
能力水平。 （何思聪整理）

莫让“网络范文”替代自主思考

值班员讲评

微议录

新闻前哨

爱撒心间

2月下旬，第71集团军某合成旅扶贫小分队来到驻地贫困村为留守儿童送

去生活和学习用品，并开展心理辅导。这样的暖心举动，该旅已经坚持了3

年。看，该旅二级心理咨询师邱蔚祺（前排左二）正在为留守儿童上国防教育

课，帮助他们树立爱国拥军思想。 焦明锦摄影报道

葛国通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