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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在武警云南总队机动一支队
教育“打假”活动中，不少教案因抄袭严
重现出原形。不想一位被通报批评的政
治教员道出苦衷：这都是被逼出来的，一
个月要准备 20多份教案，不照搬照抄怎
么完成啊！
“教育多乱杂是教案造假的主要原

因。”在支队党委议教会议上，一班人带
头自我检讨反思，“机关动动嘴，基层跑

断腿。教育统筹不科学、检查考评不合
理，导致基层疲于应付，深陷于复制、粘
贴的‘拿来主义’怪圈中难以自拔。”

问题在下面，根子在上面。教育“打
假”的焦点从基层转向机关，几个部署工
作不经统筹协调、不考虑基层承受能力随
意加码的股室受到支队党委点名批评。

紧接着，支队党委打出一套教育减
负“组合拳”：部队教育由政治工作部门
统筹计划，各股室各单位不得在计划外
擅自增加教育内容；精简合并 10余项经
常性思想教育，卫生常识、管装爱装等专
题教育融入日常随机开展，不要求单独

编写教案；评价教育效果，不光看教案是
否“光鲜”，更看官兵实际反响。

在做好教育“减法”同时，他们还
建立并更新优质教案素材库，推行“大
队滚动集中备课+教员交叉授课”模
式，通过基层试听试讲、教员集智攻关
遴选优质教案，进一步提升教育针对
性实效性。

经过“一减一加”，基层干部每月备
课量大幅减少，他们得以有更多时间和
精力奔着现实问题和官兵活思想去，组
织开展深接地气、实在管用、喜闻乐见的
教育授课，受到基层官兵好评。

教案“打假”打出了啥
■胡 程 付 茂

“上级要来进行安全保密大检查，
大伙再努努力，利用中午时间提提内务
标准！”7月的一天，新疆军区某团二连
指导员张连欣部署迎检工作时，没想到
听到一阵唏嘘——
“内务标准和安全不安全、保密不

保密有啥必然联系么？”“每次迎检，为
啥内务都是必检一项？”“昨天填本子整
资料、今天叠被子擦墙角……这午休又
泡汤喽！”

不知是谁挑的头，战士们的吐槽
声此起彼伏，让张连欣感到尴尬不已，
“大家少安毋躁，前期咱们已经做足了
迎检准备，但高标准的内务，也是为了
展现咱们连的风貌。”虽然张连欣面红
耳赤一再解释，但官兵中依然有不断
的叹息声。

解散后，张连欣也长吁一口气，本

来安全保密检查涉及内容并不多，但是
由于检查组规格较高，为了防止出现纰
漏挨通报，就全面提要求，这才有了连
队官兵使出“洪荒之力”整理内务迎检
的一幕。

采访中官兵纷纷坦言，不少检查组
打着“专项”的牌子，却习惯“横插一脚、
多走几步”，明明没列入检查的方面，同
样找问题、挑毛病、写通报，使得基层听
闻“专项”二字，就有草木皆兵之感，不
得不拿出十二分的劲头去准备。

迎检当天，张连欣屏气凝神带着检
查组，谨小慎微逐项过了一遍，没多久
就结束了，这让他有些意外，“李参谋，
您看还有要检查的吗？”
“没了，只有表上罗列的那几方

面！”带队的李参谋明白张连欣的顾虑，
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也是从基层出来
的，了解迎检的心态！上头要求‘点对
点、面对面’，不给连队造成额外负担。”

原来，不久前，该团政治处主任曹
伟伟在内网上关注到一条帖子“迎接专

项检查，永远不知道会在哪里跌倒，只
能‘匍匐前进’”，光“吐槽式”跟帖就有
几十条。
“专项检查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基层

查缺补漏，为中心工作搞好服务保障；而
盲目迎检，要求事无巨细高质量、高标
准，实则使官兵疲于应付、苦于折腾，容
易心生怨气、激发矛盾。”曹伟伟在季度
双向讲评会上将这个问题和盘托出，在
机关率先引发自查自纠，集中整治“臃肿
检查”“盲目迎检”等不正之风。
“机关作风在变，咱们也得及时转

变思想，强化‘工作在于平时’的理念。”
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张连欣感到既
欣慰又惭愧，“只有站在连队全局的高
度，带头干、带头抓，把劲用在平时、功
夫下在平时，从容应对各类检查考核，
才是正道和常态。”

专项迎检为何用尽“洪荒之力”？
■本报记者 颜士强 通讯员 郭英杰 胡 杰

7 月上旬，陆军某师炮兵团反坦
克导弹实弹射击现场，四级军士长李
晓龙摩拳擦掌，正在指挥车组进行最
后的射击准备。

烈日炙烤的草原上，战车内温度
高达 48℃。战车刚刚占领阵地，电台
里便传来营长喻勇急促的命令：“东南
方向，‘敌’坦克一辆正在快速机动！”

捕获目标，瞄准击发……短短 30
秒，导弹“嗖”地一声出膛，李晓龙
死死盯着屏幕，随着距离一点点拉
近，细微调整着导弹射角。

然而，距离目标不足百米时，先
前自行火炮打击产生的浓烟尚未消
散，能见度陡然变低，手柄操纵出
现偏差，瞄准光标轻微抖动，结
果，导弹只擦边命中了“坦克”靶
标的右前侧。
“报告，1车命中目标，请求撤出

阵地！”“射击无效！”李晓龙指挥战
车刚转了一个弯，就收到了火力毁伤
评估小组的裁定结果，这对发射 29枚
导弹从未失手的“金牌射手”李晓龙
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
“命中目标，缘何判定射击无

效？”李晓龙当即向担任评估组长的
营长喻勇提出疑问。他这才知道，在
炮兵阵地的两个自行火炮车组，也同
样因为“擦边”命中被判无效。
“大部分装甲目标的右前侧并非

要害部位，‘擦边’命中只能造成轻
微受损，并不影响其继续作战。”喻
勇解释道，以往实弹射击习惯设置面
状目标，只要炮弹进入落弹区就算命
中，很少评估其毁伤程度。

拿到射击成绩单，李晓龙发现其
中“玄机”：射击效果评定由以往单一
的“命中”“未命中”两项，细化为火
力反应时间、目标射击难度系数、打
击部位有效程度、导弹飞行平稳性等

7项评分项目，而他所在班组的“打
击部位有效程度”一项仅得37分。
“打得中，还要击得毁。”炮兵

团团长单正海深有感触地讲起这几
年实弹射击的新变化：随着实战化
训练深入推进，弹药消耗指标逐年
增多，但对实弹射击的要求不再满
足于完成年度任务，而是将每枚炮
弹打出最大效能，这就倒逼打击效
果评估由概略向精准转变，建立起
科学的评估体系。

笔者在现场看到，由此带来的变
化是，每次实弹射击都要“标配”组
建火力毁伤评估小组、设置战术背
景，而射击靶标更是类型多样，有动
有静、有虚有实、有远有近，不仅指
挥员要按照战场态势及时调整战斗队

形，射手也需根据目标属性快速选择
弹药种类。

战场变了，靶标变了，打法也
跟着变，以往“靶场思维”下那种
一字排开、直来直去的阵势很难出
现了。笔者注意到，如今的实弹射
击场，打什么目标什么部位、谁来
打谁先打、使用什么弹药使用多
少、打不中谁来补打等成为官兵新
的研练课题。

廓清心中迷雾，训练精益求精。
一周后，李晓龙所在车组迎来第二轮
实弹检验。面对高速运动的多辆“装
甲输送车”目标，他们快速判定目标
属性，确定重点打击部位，多枚导弹
分别精准命中车头、车尾和射击塔，
一举将其毁瘫。

从追求“一击命中”到注重“有效毁伤”，陆军某师炮兵团射击
训练考核摒弃“靶场思维”——

射击不打“擦边球”
■张雅东 王锡圣 陈 洁

“光荣的连队，光荣的兵。”7月24日，第72集团军某旅运输连官兵捧回全军红旗车分队标兵单位牌匾，喜悦之情溢于

言表。十年如一日，该连用高效、安全的运输保障工作业绩，续写着荣誉新篇。 石云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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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基层部队弹药消耗指标越

来越多，且弹药种类越来越丰富，

但作为一线指挥员，我们却感到一

种从未有过的压力，那就是如何让

每枚弹药打出最优毁伤效果、发挥

最大作战价值，进而使部队训练取

得更高质效。

坦白地讲，在以前，实弹射击的

“靶场思维”严重，很少带战术背景，

感觉就是在单纯消耗弹药，完成既定

任务。而且，过度迷恋“首发命中”

“满堂彩”，而对于毁伤效果如何缺乏

重视，甚至认为那是弹药本身的性能

问题，跟官兵技战术无关。如此一

来，命中率看似很亮眼，但真打起仗

来并不托底。

治训先治虚，求胜先求实，关键

在于训风与训法一起改，提高训练效

费比。以这次实弹射击为例，就是对

接战场，用战场法则检验演训规则，

把敌情设真、把目标设活、把标准设

细、把要求设严，倒逼参训官兵转变

思维观念、纠治不实做法，真正学到

练精打仗管用的实战本领。

让每枚实弹打出最大效能
■陆军某师炮兵团团长 单正海

7月23日 星期二 晴

这两天，中队哨位终于配备了微光
瞄准具，大家欣喜不已。可说起配备的
过程，还真有些波折呢。
“这不是‘吃鸡神器’八倍镜吗？”一

个周五，中队组织擦拭武器，我在枪柜
里见到了一个新装备，很像那款网红产
品，刚想拿起来欣赏，却被一旁的班长
紧急叫停。
“别动！什么‘吃鸡神器’？这叫微

光瞄准具，是一种在夜间使用的远距离
瞄准辅助装置。”班长王卫东郑重地对
我说，“这东西可是个宝贝，构造精密、
价格不菲，对保存环境的温湿度、气压
都有严格要求。要是有一点点损伤，咱
们都担不起责任，你千万别碰它。”

我盯着这件“只可远观，不可亵玩”
的宝贝，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这么好
的装备，为什么不把它用在哨位上呢？

我们中队担负的是看押勤务，监区
围墙长几百米。一到了晚上，辨识目标
就会变得很困难，给射击瞄准带来不小
的难度，如果有了这微光瞄准具，一切
就都容易多了。

可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班长时，他
却反驳道：“这么贵的装备，要是弄坏
了，你赔得起吗？”

我不禁有些困惑：装备就是要用的
呀，不然列装配发干啥？私下问了问身
边的战友，他们告诉我这微光瞄准具已
经配发很长时间了，一次都没用过。

“别说它了，就连一些拳套、面罩、
模拟刺刀等，也都是擦得干干净净，整
整齐齐地摆在器材室里，很少上训练
场。”一位有经验的老兵告诉我，不是大
家不想用，而是不敢用，怕检查出问题
被追责问责。
“新装备器材不是收藏品！”我越想越

郁闷，忍不住向中队长说出了心中困惑。
中队长把我的想法向上级汇报后，不

久就有了反馈，简而言之，就是要我们抛
开“怕损耗，怕担责”的思想，把训练器材、
武器装备配到位、用起来。这下好了，微
光瞄准具不再“养在深闺”，开始走上哨
位、走上训练场，让大家学习操作使用。

（谭卓廷、刘敏强整理）

“新装备器材不是收藏品”
■武警长沙支队某中队列兵 赖鹏卫

聚焦基层减负累累累

“眼下，班里就剩小王和小李不是标
兵了。这周连队评选标兵把他俩报上
去，这样咱们班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标兵
班’啦！”几天后，确如班长所料，小王和
小李被评为“内务标兵”。

这是前不久发生在东部战区陆军
某旅的一件事。一个建制班，人人是
标兵。乍一听，让人钦佩；细思量，令
人生疑。

果不其然，那天旅里组织突击检查，

小李因内务不达标，受到通报批评。“刚
评上标兵就掉链子……”一时间，大家议
论纷纷。
“其实，我有自知之明，不够标兵标

准。可班长非要推荐，还说人人争当标
兵，千万别当逃兵。尽管自己很努力，但
‘赶鸭子上架’难免出丑、露怯。”挨批后
的小李既尴尬又委屈。

该旅调整组建后，为了激发官兵干
事创业、岗位建功热情，广泛开展评比竞
赛活动。但久而久之，一些营连甚至每
周都会组织各类标兵评比，光是表彰名
目就多达几十项，评着评着，优秀的官兵
不够用了，只能轮流坐庄、拼凑人头。

“决不能在各类评比表彰中降标
准、掺水分、搞平衡！”此事传到机关，旅
领导马上叫停了这种“走样”的标兵评
选。他们迅速组织修改完善《关于规范
评比表彰活动的实施细则》，明确提出，
旅每年集中组织一次评比表彰，各营连
压缩平时评比表彰次数，结合大项任
务、重大活动适时组织，并报机关审核
备案。同时规定，严格标准条件、评选
程序和评比质量，确保评选出来的标兵
立得住、过得硬。

看着新出台的细则，小李暗暗叫好，
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小目标”：争取年
底进入标兵行列。

评选标兵岂能拼凑人数
■朱 峰 江樾铭

八一前夕，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四支队举行干部晋升警衔仪式，为晋升警衔的干部颁发命令状和新

警衔。不少官兵家属也受邀来到现场，在军人的节日里与官兵共享荣光。瞧！该支队干部刘彬的父亲

和儿子一起为他更换资历章，祖孙三代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姜润邈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