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中旬，新疆塔城军分区新兵营在训练中开展班排小竞赛、小比武，

激发新战士争第一的精神。操课间隙，新兵王靖宇（前排右）在战友的激励鼓

舞下，向排长姜雪挑战掰手腕。

任宇婷、钞飞航摄影报道

新闻前哨

“就让这棵白杨树代替我继续为连
队站岗。”填土、浇水、敬礼，在新疆军区
某装甲团举行的老兵送别仪式中，退伍
老兵吕青山望着自己刚刚种下的白杨
树，流下热泪。

每年退伍时节，团里都会让每一名
即将离队的老兵种上一棵树，留下自己
奋斗的痕迹，也留下对军营的牵挂。
“忘不了与大家一起蹚过的泥，一

起吃过的苦，一起跋山涉水走过的路。”
来自甘肃的张义明在炮兵连当兵 16
年，跟着连队“南征北战”，完成了一项
又一项任务，先后荣立三等功 2次……
他饱含深情地说：“我生命中最好的年
华和最辉煌的时刻都是在这里，以后无
论走到什么地方，都永远牢记自己当兵
的岁月。”

白杨树下，陕西籍老兵徐晨在离别

时回忆起刚到驻地的感受：漫天的黄沙、
偏远的营房、陌生的环境和高强度的训
练让他吃不香、睡不好。是领导和战友
们的悉心照料，让他克服了心理压力。
看着挺拔的白杨树，他坚定地说：“若有
战，召必回！”
“只有深刻了解了白杨，生命的价

值和人生的意义才能得到最深入心灵
的诠释。”河南籍老兵王卫东入伍 16年，
入党、立功，成为技术骨干。临走的前
几天，他主动要求再站一班岗，并把自
己的职责和使命，郑重地交接给了下一
个哨兵。

敬礼、握手、拥抱……分别的时
候，官兵们用鼓声和鞭炮声送别战友，
道路两旁的白杨树整齐列队好像诉说
着留恋之情，此时耳边响起了那熟悉
的旋律：“送战友，踏征程……”

白杨树下送战友
■黄一芯 周敏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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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起备战打仗的鲜明导向·清除和平积弊

“人员离开排房后，一排内务摆
放较好，三排内务摆放较差……”11
月下旬的一天清晨，第 75 集团军某
旅防空营营长邓磊检查各连队战备
拉 动 情 况 ， 当 他 经 过 地 空 导 弹 连
时，听到这样的讲评内容，不由得
停住了脚步。

讲评战备拉动情况，咋还涉及到了
排房里的内务摆放？邓营长决定，去排
房里转一转。

从一楼转到三楼，邓营长看到的
现状与讲评完全相符。一排内务摆放

较好：床铺上的棉垫统一叠成四折摆
放在一侧，枕头居中放在棉垫上，大
檐帽帽徽朝前居中放在枕头上，看起
来的确整整齐齐。而处在三楼的三排
则差了不少：有些棉垫叠得不整齐不
说，朝向还不一致。
“都要出去打仗了，为啥还对内务

摆放要求这么高……”楼道里，拉动结
束返回的战士们正背着背囊上楼，一名
战士低着头嘟嘟囔囔发着牢骚，愈发加
深了邓营长内心的忧虑：天天都在嘴上
喊清除和平积弊、紧贴实战练兵，为何

战备拉动讲评，为啥把重点放在内务摆放上
■张政庭 吴 阔 秦 泉

紧急集合离开排房前把内务摆放

得整齐划一，的确规范、美观。可花

费时间搞这些华而不实的“面子活

儿”，对能打仗打胜仗有多少好处？

答案是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都知“面子活儿”与战斗力相

悖，为啥总也改不了？归根结底，还

是“和平病”在潜滋暗长，缺乏刀锋

割喉的危机感，看不到形式主义对战

斗力的磨蚀，于是就出现了种种怪现

象：偏离中心，抓一些光鲜亮丽的

“面子工程”；拔高标准，忙一些与打

仗无关的事务性工作。

用不打仗的心态抓战备，其实就

是假战备。要知道，官兵思想意识离

打仗有多远，战备训练就离实战有多

远。各级在组织战备训练时必须脑子

里有硝烟，时刻绷紧备战打仗这根

弦，真打实备、紧贴实战，坚决以实

际行动把和平积弊根除掉。

“面子活儿”为啥总改不了
■第75集团军某旅旅长 杨 勇

值 班 员：中部战区陆军某旅伪装

二连指导员 苏祚平

讲评时间：12月5日

今天下午组织党团活动时，我发
现一些同志在讨论交流阶段不参与发
言，而在讨论结束后让记录人员编造
内容，这是极不好的现象，必须及时
纠正！

讨论交流是碰撞思想、沟通学习
的一种有效途径。不仅能够锻炼自己
的思维和表达能力，更是发扬民主、
集思广益、调动每名官兵主观能动性
的重要手段。如果同志们把每次讨论
交流都当成“例行公事”，随意敷衍
应付，连队就无法广泛听取大家好的
意见和建议，了解掌握日常工作中的
不足。

讨论交流不在于记到本上多少内
容，而在于你有多少真知灼见。希望同
志们在今后党团活动中，要本着对单位
负责、对大家负责、对自己负责的态
度，积极踊跃发言，主动出谋划策，多
出金点子、多提好建议，为连队的建设
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张天朔、周君豫整理）

讨论记录

岂能编造

一线直播间

“本次编组作业环境构设紧贴实
战，大家的战术素养有了较大提
高！”12月中旬，在第 82集团军某旅
组织的营级单位编组作业考核中，听
到旅机关考核组对作业情况的讲评，
排长周志民不禁想起此前训练中发生
的一件事。

10 月底的一次编组作业训练中，
该营按照作业步骤有序展开，想定准
备、沙盘堆制、态势图标绘……作为
一名新排长，为了给大家留个好印
象，周排长在训练准备阶段找来了去
年编组作业的相关资料，就本次作业
中营长可能提出的问题进行研判，并
预先准备了台词。

训练当天，所有参训人员围着
沙盘排兵布阵，营长王业成首先通
报“敌情”，“我当面之‘敌’为 1
个营的兵力，据侦察得知：约 1 个
连的兵力部署在� � �……”“报

告，从地形上分析，‘敌’防守地域
地形开阔，易攻难守……”营长话
音刚落，周志民就赶紧站起来发表
自己的意见。
“既然你说该段地域适合对‘敌’

展开进攻，那么请你来现场计算分析
一下‘敌’防御范围……”营长接着
对他说道。营长突然发问打周志民一
个措手不及，他只好硬着头皮走到黑
板前进行计算分析。

由于此前没有预料会有这么一
问，脑袋发蒙的周志民站在黑板前一
时不知如何是好，半天也没有完成计
算。无奈之下，他只好交代了实情。

训练结束后，营长对周排长的做
法提出了严厉批评，并组织全营官兵
围绕训风不实的问题进行了广泛讨
论。随后，营里还出台从严训练问
责，突出险难条件下练兵等训练措
施，将不实训风赶出训练场。

编组作业背台词，挨批
■顼 洋 王泽华

“跑了第一名，却没登上连队的
‘龙虎榜’，唉……”周五考核结束后，
我眼巴巴地瞅着门口展板上其他战友的
照片，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自己又被
连队“雪藏”了。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两周之
前，新兵营组织阶段性比武，得知
消息的我开始摩拳擦掌，准备一展
风采，誓要为连队拿回 3000 米跑的
冠军奖杯。谁知，比武开始，我却
没能参加——连队压根儿就没有给
我报名！

类似的情况不止发生在我一个人身
上。单杠拉得最多的“臂力小王子”李
治海、手榴弹“投远王”吾兰……都没
参加那次比武，取而代之的是实力稍逊
的几位新战友。

怕我们心里失落，连队干部专门给
大家做了“思想工作”：你们成绩突
出，都是训练尖子，为了帮连队保留人
才，这次比武就别参加了，马上就要下
连了，一定得“保持低调”。

原来，执行特种作战任务的部队每
年新兵下连时都会前来选拔“好苗
子”，那些军事素质拔尖的新战士就是
“首选目标”，很有可能被“挖”走。因
此，一些连队干部骨干为了保留人才，

常常在下连前将训练成绩突出、有特长
的新战士“藏”起来。

每当我和其他有过类似经历的新战
友聊天时，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
既理解连队的考虑，又有一些小小的无
奈。理解，是因为大家和自己的新训班
长、战友们有了感情，舍不得分开；无
奈，是因为我们也想有一个更适合自己
发展的岗位。

终于有一天，我鼓足勇气拨通了
兵情直通卡上的电话号码，如实将
情况反映给单位首长。很快，团里
就下发通知明确：基层连队要切实
树立全局观念，不遗余力地把“好
苗子”输送到更需要、更适合他们
的岗位上去。

自那以后，各新兵连终于不再“藏
着掖着”，给每一名新战士充分展示和
表现自己的机会，激励我们在军营的舞
台上实现自己的梦想。

（李梦奇、潘文璐整理）

连队不再把我“藏”起来
■新疆军区某团新兵三连战士 牟联平

一想到体能不合格，第 81集团军
某旅列兵潘佳杨就觉得“冤”。

3000米他跑了 11分 40秒，30米×
2蛇形跑他的成绩是 18秒 10，引体向
上能做 26个……按理说，这成绩是硬
邦邦的。可问题是，他的体重比大纲
规定的标准轻了 5公斤，结果综合评
定为不合格。

班长崔少宗找到连长说情，希望
“网开一面”，可连长的回答让他们死
了心：新条令明确规定，军人应当严
格执行通用体能标准，落实体重强制
达标要求。

这怎么办？别人想着减肥，潘佳

杨还得增重。于是，崔班长让潘佳
杨每顿饭都多吃肉多吃馒头。可是
潘佳杨训练很刻苦，还常常加班加
点进行“小练兵”。结果，多补充的
这些能量，都不够他训练消耗的。
“必须把体重增上去。”崔班长找

小潘谈心，“作为班里三炮手，需要连
续压弹，对体能的要求很高。如果体
重偏轻，压弹的时候就可能会力不从
心，上了战场更不行啊，体重也连着
战斗力。”

增重 5公斤，对于普通人来说一
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吃，但是对于一
名军人来说，不仅要吃，也需要练，

更重要的是讲科学。
在连队体能小教员的帮助下，小

潘制订了科学的增重计划：日常训
练别人跑 3公里，他就进行肌肉拉伸
放松；平时吃饭别人吃一碗，他怎
么也得吃两碗；同时借助健身软件
进行增肌训练。另外，晚上睡前还
要额外加餐，增加脂肪和糖分的摄
入量。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小潘的体
重终于增加了十几斤。配合针对性训
练，增加的体重全变成了肌肉。最近
连队组织体能测试，小潘的成绩总评
为优秀。

列 兵 增 重 记
■杨兴灿

排长，我要赢你！

与实战脱节的这些细节却天天在身边
上演？

这么一想，邓营长感到如鲠在
喉。回到营部后，他立即召集各连主
官开会。

邓营长也不啰嗦，一上来就严肃
地抛出了这个问题，不少连队主官都
红了脸。地空导弹连连长曾凤涛坦
言：“这个问题也不是没想过，只是
大多数官兵已经习惯成自然了，更何
况这样的做法还能在检查时增加不少
印象分。”
“要坚决向一切见怪不怪的和平

积弊开刀。”一番讨论过后，营连
主官们很快就达成了共识。随后，
邓营长向旅里反映了这一问题，也
得到旅领导重视。该旅参谋长王桂
辉带领机关深入各营连进行了摸
排，要求基层营连梳理类似的现象
并进行整改。
“嘟嘟嘟……”在接下来的一次

战备拉动中，该旅防空营地空导弹连
官兵全副武装集合完毕较上次快了近
20秒。大部队离开后，2名留守人员
随即有条不紊地检查各个房间库室，
归拢物资器材。

“接上级命令，‘敌军’已向��地
域转移，现命令你部立即启用备选预
案。”初冬时节，笔者在第 77集团军某
旅战备拉动现场看到，机关考核组在分
队营区下达命令时，突然要求各单位按
备选预案行动。各级指挥员迅速判明
情况，果断调整部署，指挥分队有序迅
速出击。

该旅领导介绍，今年年初，他们组
织战备拉动时临机改变计划，对备选预
案中各阶段的课目进行实测实评，结果
情况很不理想。原来，许多单位组织拉
动训练时主方案练得多，而备选预案则
较少下功夫。

战备预案有区别，训练岂能有漏
项？该旅以任务为牵引，逐级对备

选预案进行规范细化，常态开展针
对性考核演练，从组织指挥到行动
实施，逐步骤、逐环节查“败笔”，分
部门、分专业找短板，研究制订整改
措施。

夜视仪电池老化不能用、携行包
内的军装长期不更换、后留物资检查
不及时……这些看似细小的问题，都
是战备预案漏训、缺训的结果。为此，
该旅立即组织战备训练督导，抓好战
备预案强化训练。

前不久，该旅组织战备综合演练，
面对高强度的连贯考核、多样化的战场
环境，官兵们战备拉动快速有序、处置
突发情况灵活自如，部队整体作战能力
显著增强。

备选预案组训少，整改
■石 峰 孙城城

高 阳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