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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

“真郁闷，小比武刚拿个第一，却
因‘走路’挨了批！”上周二下午，体能
训练结束后，第 82集团军某旅摩步三
营九连上等兵马凯因为队列没走好，
被连长批评了一顿，夺冠的喜悦顿时
一扫而光。

不知从何时起，连队形成了一个
大家心知肚明的新“默契”：队列行进
中路遇上级领导，值班员就会调步子、
喊呼号，大家也心领神会，把手臂摆得
更整齐、呼号喊得更响亮。这回马凯
挨批，就是因为刚才旅首长经过时，汗
还没落的他没跟上大家的“默契”，“冒
泡”了。
“遇到首长还不打起精神，连长批

评你冤枉吗？”回到班里，班长黄志成
也因马凯刚才的“冒泡”，说了马凯两
句。马凯却觉得很委屈：自己也想走
好，可刚才参加小比武时，全身的力气
都使上了，带回时哪还有劲儿。

拿了冠军，又挨了批，马凯的遭遇
很快成了连队官兵热议的话题。“保持
良好的队列姿态本就是我们应该做
的，刚好有首长或者兄弟连队经过，更
应该好好展示一下咱们连队的形象。”
“展示形象是可以，但也要考虑实际情

况，训练后都没劲了，还追求形式，这
样不妥。”

这件事和由此引发的讨论，引起
了在连队蹲点的组织科干事邓凯文的
注意。上报蹲点情况时，他把这件事
一五一十地写了进去。

随后的交班会上，旅政委朱德彬专

门针对此事进行了讲评，他说：保持过
硬作风是对的，展示连队昂扬士气也无
可厚非，但如果脱离部队实际，不顾及
战士们的感受，这样的行为就不可取。
新修订的《队列条令》明确规定，便步用
于行军、操练后恢复体力及其他场合。
所以，小马在训练后齐步走得不那么精

神，并不违反条令规定，连长批评小马
是不对的，应该立即纠正。

会后，邓凯文把朱政委的话带回
九连，讲给了马凯听，马凯心头的委屈
一扫而光。而让他们全连官兵高兴的
是，往后高强度的训练结束后，他们可
以走便步了。

训练结束便步走，到底错在哪儿
■本报特约通讯员 屈凯明 张艺杰

第 81集团军某旅运输连甘班长怎
么也没想到，新的手机管理规定出台
以后，他竟成了全旅第一个被问责的
人。

说起这件事，还得从去年下半年
该旅还权基层道来。当时，该旅根据
条令条例修订了手机使用管理规定，
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将手机管理权限
由连队改为班排。规定实行，甘班长
成了班里的手机管理责任人，他每周
开班务会时总要强调一两句。此后很
长一段时间，班里在手机使用上一直
风平浪静，甘班长渐渐地也不再以这
个责任人为意。

谁知就在上月底的一天夜里，甘

班长班里的战士小吴熄灯后躲在被窝
里用手机打游戏，被旅保卫科干事霍
臣逮了个正着。几天后，旅里的通报
下到了连里：小吴受到“士官留用察
看”处理，甘班长因为是手机管理责
任人，被责成作检查。

甘班长觉得委屈，便找到该连指
导员冯行诉苦：新规下发后，如何落
实没人指导，出了问题问责没商量，
搞得人压力太大……好不容易安抚完
甘班长，小吴也红着脸来找冯行，说
他自己犯错误挨处理理所应当，但还
要牵连班长作检查，让他实在没办法
面对班长。

其实，冯行也能理解甘班长的郁

闷，新规实行以后，手机使用管理的
权责是下放了，但作为末端管理者的
班长们，所要承担的责任还是明显大
于被赋予的权力，并且各级在权责下
放时，只是压担子，却没有教方法，
这个权力到班长手里究竟该怎么用并
没有说明白。所以，经过深入思考，
并联系还权基层过程中的类似现象，
冯行逐级向机关做了如实反映。
“基层的声音不容忽视，还权于

基层这件好事必须办好！”旅首长对
冯行反映的问题高度重视，立即安排
机关到基层进行调研，发现这一问题
具有一定普遍性，基层官兵对此意见
不小。很快，旅里出台整改措施：为

手机安装管理终端，限时上网，从源
头上杜绝违规可能性；参照基层意
见，完善修改手机使用管理规定，细
化管理办法，让班长们真正知道到底
该怎么管，同时明确出了问题要承担
什么样的责任。除此之外，还一并修
改细化了还权基层的其他举措，让基
层干部骨干对自己到底手中有多少权
力、权力背后有多少责任清清楚楚。

近日，笔者在训练场碰到甘班
长，看到他已经从挨批评的阴影中走
了出来，他说：“修改后的手机使用
管理规定和其他举措看起来明明白
白，操作起来简单易行，大家从心底
里很服气。”

战士违规用手机，班长的责任咋认定
■谢志豪 本报特约通讯员 狄伯文

编余小议

潜 望 镜

“便步用于行军、操练后恢复体力

及其他场合。”关于训练后该怎么走

路，条令里规定得明明白白，但为什么

有的带兵人不按条令来不说，还要人

为加码？我想原因无他，不过是想让

所有事都坚持高标准。

责任也不全在带兵人，从某种意

义上来讲，我们一直是认可甚至鼓励

这种做法的，同样一个规定要求，一个

单位按标准落实，另一个单位超标准

落实，后者受到表扬的概率大得多，因

为“超标准”被默认等同于落实指示坚

决，作风形象过硬。

这种理解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我

们必须认识到，当“超标准”“高标准”

过了头，有些单位会为了“高标准”而

“高标准”。

坚持高标准一般地讲无疑是对的，

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高标准”“超标

准”的，因为每天的时间是一定的，官兵

的精力是有限的，当太多的事情都要求

“高标准”时，它必然以过度透支、寅吃

卯粮、拆东墙补西墙为代价。两相比

较，“高标准”往往得不偿失，往往在一

时一地得了彩头，却伤害了单位长期建

设、官兵长远发展的根基。

所以，作为一线带兵人，不应凡事

要求官兵“高标准”，而作为各级领导，

在发现基层出现不必要的“高标准”

时，不应点赞而应立即纠正。

防止“高标准”成了“超标准”
■张 良

“熄灯后机关为何还要下发通
知？”“3 份情况通报为何不能合并下
发？”……3月中旬，第 77集团军某旅交
班会上，旅领导没有对上周检查发现
问题的基层单位进行批评，反而责令
机关以此为镜反思工作方式、改进工
作作风。

事情要从一次“吐槽”说起。前不
久的一天熄灯后，机关向指控一连下发
了一个临时通知，要求几名专业骨干填
报个人信息并立即上传电子版。而当
这几名骨干挤在连部核对信息时，却被
前来夜查的机关检查组以就寝秩序混
乱为由，在交班会上进行了通报批评。
连长杨朋朋觉得委屈，便在局域网上发
帖，将整件事情和盘托出，当即引起旅
领导的关注。

该旅组织问卷调查，结果发现类
似情况还有不少：新装备刚刚配发基

层，机关帮带支持不足，训练通报却紧
而又紧；文件通知、情况通报名目繁
多，传达稍慢、记录不详、背记不全就
会被通报……
“问题出在基层，机关更应反思。”

该旅政委梁茂说，抓建基层不能以罚
代促，动不动“鸡蛋里挑骨头”，简单通
报了事，而应该以基层出现的问题为
镜，主动查找不足并改进工作。随后，
该旅组织机关干部围绕“机关如何抓

建基层”等话题展开讨论，以务实作风
抓基层、以服务之心帮建基层成为普
遍共识。

前不久，机关检查组在检查中发
现，修理一营参训率未能达到要求。检
查人员不是武断地直接记录通报问题，
而是找到营长陈雨林了解情况。原来，
由于进入外训准备阶段，部队突发性维
修保障任务较为频繁，维修骨干全都撒
到了各个点位上，导致参训率未能达

标。了解情况后，机关检查组将这个问
题带回了机关，装管科主动认领并给出
具体解决办法：机关与各单位维修需求
由装管科统一汇总，区分轻重缓急和难
易程度制订维修计划，分批次、分时段
集中赋予修理一营任务，以保证该营官
兵有充足的训练时间。得知此事，很多
官兵感叹：机关主动反思，彰显的是责
任与担当，必将激励大家心无旁骛地投
身强军实践。

熄灯后，机关下发了一份通知……
■潘吉业 田鸿儒

按照体育运动学理论，只有以接近

或高出比赛强度进行反复训练，才能积

累与比赛要求相当的能力，这被称为“有

效训练量”；而低强度大运动量的训练不

仅没什么大用，甚至还起反作用，俗称

“垃圾训练量”。笔者认为，就基层军事

训练来说，也应追求“有效训练量”，把

“垃圾训练量”赶出训练场。

我们都知道，军事训练是一个循序

渐进的过程，体现到每次训练课上，不

仅有量的规定，更有质的要求，但毋庸

讳言的是，在个别基层单位，军事训练

存在重量轻质的现象，其中不乏一些

“垃圾训练量”。比如有的只把“时间到

点、装备到位、人员到齐”当作训练落

实；有的把“简单重复”等同于打牢基

础，实际上“年年老一套，年年原地转”；

有的信奉“疲劳作战”，习惯于把训练安

排得满满的，看上去训练时间很长、内

容很多，实际上强度不足、标准不高，对

提升战斗力助益不大。

明代军事家戚继光曾说，“操一日必

有一日之效”。军事训练关键看质量，练

什么、怎么练，什么强度、何种难度，都应

做好科学规划与合理安排，都要坚持实

战实训、按纲施训、从严治训。所以，要

使能打仗、打胜仗能力有一个大的提高，

就必须改变以往粗放型训练模式，牢固

树立质量效益导向，确保把每个课目都

训到位，让官兵每一分钟都练有所得。

把“垃圾训练量”赶出训练场
■吴绍健

初春时节，伴随着隆隆巨响，综合训
练场上腾起阵阵浓烟。
“银星，怎么样，怕不怕？”班长李文

荣从背后拍了下我的肩膀。
“不怕，不就是一手拉、一手扔，3秒

完事！”我鼓足勇气大声回答。
其实不怕是假的，今天是我们新兵

第一次参加实爆作业，这心情是既激动
又紧张，真是应了那句话：“激动的心、颤
抖的手……”

走上操作台，检查雷管导火索是否
生锈、是否潮湿，切取导火索长度，插入
火药……我心里一边回忆练了无数次
的动作，一边操作着。终于，点火管制
作完成。
“点火准备！”地段指挥员开始下达

口令。
我一手握住拉火管，另一手托起，手

心里已满是汗珠，心脏快跳到了嗓子眼。
“点火！”随着一声令下，我猛地一

拉，迅速将炸药抛下断崖，头也不回地跑
到了隐蔽区。
“轰、轰……”几朵烟云腾空而起。
“一、二、三、四、五……明明六人一组，

怎么才五朵烟云？”连长杨浩满脸疑惑。
“刘银星，你的没响！”班长急吼吼地

冲我喊道。我一下子涨红了脸。我一回
想，很可能是由于心里过度紧张，导火索
还没拉到位就抛了出去。
“刘银星，不要紧张，你就差一点！”

连长杨浩走过来安慰了我一番。
紧接着，排长王蕊又带着我们梳理了

一遍拉火管点火法的操作要领。随后，我
又一次走上操作台。一声轰响，烟云腾空
而起——我的第一次“实爆”成功了！

(王东刚、吴宗燕整理)

我的“实爆”初体验
■第75集团军某旅工兵连列兵 刘银星

值班员：武警北京总队机动某支队

警勤中队 孙 浩

讲评时间：3月24日

今天下午，中队组织五公里武装越
野考核，大家士气高昂、成绩不错，这里
提出表扬。但是，我发现有几名同志在
考核中穿着非制式作战靴，在此必须提
出严肃批评。

同志们，我们每天喊的最多、提的
最多的是什么？是不是实战化？千万
不要觉得实战化这个课题太大、太空，

其实它和咱们每名官兵都息息相关。
你今天水壶里有没有装满水，手榴弹有
没有少装一枚，包括你穿的作战靴是不
是制式的，都跟实战化紧密相连。因为
将来一旦上了战场，你可能就因为缺那
么一口水、一枚手榴弹甚至穿非制式作
战靴而丢掉性命！

练兵备战无小事，实战实训容不
得半点虚假。希望大家对号入座，引
以为戒，纠正那些不专业不正规的行
为做派！

（杨艺哲整理）

非制式作战靴穿不得

士兵日记

值班员讲评

基层之声

3月25日，为缓解官兵训练压力，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战斗剧社”文化小分队

在训练间隙为官兵们带来了一场小演出。瞧，现场气氛多火爆！

汪书弘摄

3月17日 星期二 晴

3月的西北边陲，风吼雪舞。

新疆博尔塔拉军分区阿拉山口边防

连执勤分队官兵展开边境巡逻，漫

天的风雪模糊了眼睛，却挡不住他

们前进的脚步。

宋洪宝摄

踏雪巡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