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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

小咖秀

记者探营

时至今日，“马江水英雄连”最终花
落谁家？带着疑问，记者重访该旅——

在三连门厅，赫然写着“马江水英
雄连”；转身来到十一连，相同的位置
上，则展示着那面“突破鹰嘴崖、智取长
安坝，马江水英雄连”锦旗的复制品。
“还是悬而未决？”记者问道。“应该

叫‘搁置争议、共同传承’更为贴切。”该
旅政治工作部主任彭云答道，“现在两
个连队的矛盾早已冰释，大家拧成了一
股绳。”

有例为证。去年，十一连四级军士
长马瑞峰，被抽中参加陆军组织的某火
力专业比武。然而在步兵岗位上摸爬
滚打了 13 年的马瑞峰，两个月前才刚
刚转岗至轻便炮兵岗位。别说参加比
武，就连平时的考核，他也不能达到全
优标准。
“在旅里，你代表十一连，我代表三

连。出了营门，你就代表着咱们的‘马
江水英雄连’。”得知此事，刚刚从某国
际军事比赛凯旋的三连排长陈乐乐，主
动申请担任教练员，指导马瑞峰展开强
化训练。经过共同努力，马瑞峰在那次
比武中摘得一金一银。载誉而归，两个
连队的官兵敲锣打鼓，一起为马瑞峰接
风庆功。

是什么魔力，让曾经“剑拔弩张”的
两个连队团结一心？
“是我们这支部队的旅魂。”该旅政

委陈振中告诉记者，旅队由原先分属于
4个军级单位的 11个部（分）队调整组
建而成，“马江水英雄连”“钢盔连”“红
九连”……10余个授称连队璨若群星；
“猛进精神”“老高原精神”“四实精
神”……一个个承载着各单位厚重历史
的红色基因，在官兵血脉中赓续流淌。

“ 涓 流 入 海 ，何 分 你 我 。”筹 划
2019 年主题教育时，该旅将主基调定
为“聚魂”，希望大家在交流中交融，
让这些优良传统在新的营盘上生根、
发芽、发展，并聚合形成这支新组建
部队特有的红色基因，成为官兵共同
的精神财富。

随即，一场红色基因融合教育活
动拉开大幕，“战斗故事大家讲”“共上
一堂连史课”等教育依次展开，“老实、
朴实、扎实、踏实”“一人一枪、奋战到
底”等口号，在营区的各个角落齐声叫
响……斗转星移间，一个以“铁心向党、
决死必胜、攻坚克难、艰苦奋斗、矢志奉
献、老实踏实”为内核的旅魂逐渐成型，
将官兵们紧紧团结凝聚在一起。
“一次国防施工，老班长为抢工期，

在三月的高原河水中坚持奋战，直至失
温晕厥”“一次实战演习中，我们连长也
有类似经历”……随着活动深入开展，
三连和十一连官兵都从对方身上，看到
了自己的影子，两个连队此前的矛盾在
交流交融中冰消雪释。
“本就是一根‘英雄藤’上的‘两枝

花’，何必非得争出个谁是谁非？”在三
连和十一连主官的倡议下，两个连队决
定结为共建连队，官兵也不再纠结于荣
誉称号之争，而是约定看谁能为“马江
水英雄连”创造更多的新成绩。

记者采访时，恰逢该旅第一季度比
武竞赛开赛。积分榜上，两个连队的排
名交替上升。在首个比赛日结束时，两
支“马江水英雄连”分别位列全旅第一
和第四名。

第77集团军某旅开展主题教育三部曲之“聚魂”—

一根“英雄藤”，开出“并蒂花”
■肖 琦 本报记者 李佳豪 通讯员 王 鹏

3 月底，第 71 集团军某旅政治工
作部宣传科干事刘腾辉按照惯例到基
层连队推门听课，检查政治教育落实
情况。

在舟桥二连，一个奇怪现象引起了
他的注意。不少战士看似在认真听课，
却不时低下头来，口中念念有词。经仔
细观察发现，原来，战士们的笔记本里
夹着《安全管理应知应会 300题》《专业
基础知识200题》等“口袋书”。

现场询问得知，前不久机关几个科
室都相继下发了题库，并通知马上就要
普考。战士们无奈地说，为了考核过
关，只能利用各种时机抓紧背记。
“战士课堂背题库，教育质量打折

扣。”旅交班会上，面对检查组对此事
的通报，旅政委施毅却提出不同意见：
“问题出在基层，但‘板子’应该打在机
关身上。”

主动作为咋还挨了批？会后，下发
题库的科室觉得委屈：安全管理规定要
学习，各种专业知识都要学习，整理成

题库下发给官兵背记，以考促学，何错
之有？

这番话传到官兵耳朵后，他们同样
发出质疑：你发题，我发题，有没有考虑
官兵的承受力？题库“多而全”，内容
“一般粗”，即使熬夜加班背下来，结果
往往是“交上考卷，忘了答案”，这样的
死记硬背有啥用？

一连几问，让原本抱怨的机关干部
心里发虚。很快，基层收到了新的背记
题库：区分战士和干部，减少战士背记
的题量；改变题型，取消大段落问答，改
为选择和判断。

没过几天，新变化又带来新矛
盾。基层干部“吐槽”需要掌握的内
容太多，不少原本该机关解读、解释、
解答的道理成了“对”与“错”的选择；
战士们盯着答案下功夫，甚至有人把
选项编成口诀，顺序一打乱立马错误
频出。

问题反复出现，旅党委决心从思想
深处找原因。他们在机关干部中广泛开
展大讨论，逐步理清了思想认识：应知应
会的目的是应用，拟制题库如果不考虑
内容是否为官兵所需、形式能否满足实
践需要，只是围着题型“变身”、题库“瘦

身”打转，搞“题海战术”，显然是背离了初
衷，让以考促学流于形式。

在此基础上，机关各部门相继查找
出传达通知通报“一字不差、一人不落、
一成不变”的“机械式”落实、拟制活动
计划专注自我设计等反面案例，立起指
导基层三条新标准：筹划工作能精确对
象的绝不“一把抓”，下发计划能精细内
容的绝不“大呼隆”，解决问题能精实措
施的绝不“乱点穴”。

日前，旅机关各科室区分官兵职
级和岗位专业重新梳理的理论题库再
次下发基层，不仅内容实用性更强、题
型更灵活多样，一些难点内容还采用
了开卷方式，不设标准答案，让官兵结
合自身岗位、联系部队实际，开动脑
筋、自由发挥，真正把知识要点变为能
力提升点。

中士王成康对比前后截然不同的
题库高兴地说：“原来是枯燥的‘题
库’，现在虽然题量减少不多，但内容
都是岗位履职必须掌握的知识点，机
关区分层级开展趣味竞答赛，帮助我
们进一步巩固学习效果，实现了自身
能力素质提升与部队战斗力增长的同
频共振。”

枯燥的“题库”变得有趣了
■本报记者 陈 利 特约通讯员 杨琪潇 孙鲁鹏

仲春时节，大漠戈壁，飞沙走石。
一名中士轻快迅捷地侧身翻滚瞄准，屏
气凝神扣动扳机，准确击中百米之外的
目标。一整套动作干净利落，令观者不
禁称赞。

这名中士，就是新疆军区某师侦察
班班长韩忠广。此次考核，他以首发命
中、用时最少拿下高分，助力团队取得
障碍项目的团体优胜奖。

初入军营，韩忠广就在新兵体能测
试中，摘得了 3公里武装越野和 100米
跑 2项第一名。下连成为侦察兵后，肯
于钻研的他和战友们多次创新技战术，
屡夺精武桂冠。

一次侦察兵比武竞赛，刚选取为
士官的韩忠广做正面突击，冲在最前
面。突击点遍布陷阱，枪声爆破声此
起彼伏。
“狙击手掩护，爆破手快速破除

障碍！”队员们依令分散出击，翻矮
墙、越沟壑，子弹从他们身边呼啸而
过。突然，正在翻越铁网的韩忠广受
到爆炸冲击波影响，身体侧倾，左小
腿不慎刮到铁网上，整个人重重地摔
倒在地，顿时鲜血直流。还没等大家
反应过来，他已挣扎着爬起来，冲了
出去……那次，韩忠广所在的团队夺
得了小组第一。
“精武-2019”比武集训，是高手云

集、竞争更为激烈的比拼。韩忠广每
天翻越高墙近百遍，2米的深坑一跳就
是几个小时，“抓绳上”课目练到手臂
抬不起来……即使头被撞破、手肘磨

出血、腿跑到抽筋也毫不退缩。
再战赛场，韩忠广信心十足，纵深

跳跃、侧姿匍匐，灵巧的身影轻松跨越
障碍；稳固据枪、精确瞄准，成功命中所
有靶标，他和战友们最终以 8分 15秒的
优异成绩取得了综合障碍项目的冠军。

入伍以来，凭借敢打硬拼的血性胆
气和高人一筹的军事技能，韩忠广成为
赛场“奖牌收割机”，他的履历表里写满
了大大小小40多项荣誉。

一句话颁奖辞：每一块奖牌都是一

座山峰，只有强者才能领略向上攀登的

乐趣。

“奖牌收割机”
■胡亚军 刘笑言

“怎么迟迟没动静？”3 月 18 日上
午，武警广西总队玉林支队陆川中队官
兵听说指导员陈奎良要调到机关，左等
右等却未见宣布命令，不少官兵心中顿
生疑窦。

当天，副支队长王伟带着新任指导
员梁杨早早来到陆川中队，迅速展开各
项工作交接。
“以前有的主官在岗不尽心、交

接不认真，命令一宣布就马上到位，
把不少问题留给接替者。”执勤一班
班长童成挥介绍说，如今，支队采取

先交接后宣布命令、账交不清不宣布
命令、发现坏账烂账严肃追究责任等
方式，有效杜绝了交“糊涂账”和产生
不必要的“历史遗留问题”。
“这是中队资产交接清单，请您签

字。”在中队会议室，司务长刘丙春将所
有账目摆上桌面，逐项说明情况，直到
没有疑问、双方确认，梁杨和陈奎良才
郑重签上各自名字。
“中队按纲建队计划审议后还需完

善修改；受疫情影响，还有部分开支尚
未结清……”签完字后，陈奎良介绍了
未完成的工作事项。

接着，陈奎良拿出各种资料，向梁
杨介绍了按纲建队计划、中队优良传
统、目前短板弱项、官兵素质及家庭情

况等。他打开一个文档介绍说：“这表
格里是准备考学和符合优秀士兵提干
条件的战士名单，要重点对他们搞好针
对性督导补课。”

随后，陈奎良带着梁杨走上各个
岗哨，为他讲解执勤方案、介绍敌情社
情、明确注意事项。来到中队荣誉室，
看着里面摆放着的标兵中队牌匾、比
武竞赛奖牌和各种锦旗，梁杨郑重承
诺道：“你放心，我一定当好领头羊，跑
好这一棒！”
“从今天开始，由梁杨担任中队指导

员、党支部书记，陈奎良调往机关帮助工
作。”下午 3点，王副支队长告诉中队官
兵，等到陈奎良解决处理完余下全部账
目和事务，再正式宣布命令。

新官上任，先等旧账理清
■朱锡林 本报特约记者 李国闯

“用激光模拟瞄准线，使瞄准点一目
了然……”4月上旬，第 75集团军某旅高
炮营“余健训练法”交流现场，“神炮手”
余健带着他的创新成果——某型高炮一
炮手搜索跟踪目标训练法，为全营官兵
讲解创新点和操作要诀。
“在以往训练中，某型高炮瞄准击

发操作组织实施较为复杂，瞄准手跟
踪目标的效果难以检验。”说起这个创
新训法，营长贺清娓娓道来：前不久，
一连“神炮手”余健在一次夜训中偶获
灵感——瞄准手快速平稳跟踪目标的
关键在于瞄准手与操纵杆的结合度，

他依靠扎实的训练积累创新训练方
法，并成功运用于实践，消除了训练上
的短板弱项。

运用余健的这一创新训法后，一连
官兵该项训练成绩大大提升，有人提议，
干脆就叫这种新训法为“余健训练法”。
随着这种训练方法的普及推广，“余健训
练法”也在全营叫开了。

余健的经历，给了该营很大启发。
他们决定用好这种激励办法，将官兵普
遍认可的创新训法以官兵名字命名，编
入训练教材，并在评功评奖上予以倾斜。

3月中旬，该营开展的训法创新活
动又结硕果——一连雷达技师刘杰章围
绕雷达抗干扰难题，摸索出新的训练方
法，被命名为“刘杰章雷达抗干扰训练
法”。至此，该营先后有 9项创新训法以

主创官兵的名字命名，极大地激发了广
大官兵敢于创新、乐于创新的工作热情。

走进该营训练场，记者发现，官兵们
探索出的“韦长胜单杠升级训练法”“张
军长跑抗阻训练法”等多项训练法，在日
常训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连下士唐鑫泉受“韦长胜单杠升
级训练法”启发，围绕破解单杠卷身上难
题，从网上看视频比着练，利用健身资料
照着学，进一步摸索总结训练经验。今
年初，在全旅开训创破纪录比武单杠卷
身上竞赛中，他以 176个的优异成绩，创
下旅纪录。该方法在二连推广一个月
后，官兵们单杠卷身上数量平均增加了
10个，唐鑫泉的训练方法经营里鉴定组
审定后，将其命名为“唐鑫泉极限训练
法”，并在全营推广。

第75集团军某旅高炮营利用荣誉激励措施激发练兵备战热情——

9项创新训法以官兵名字命名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周宇鹏 何善科

潜 望 镜

营连日志

2018 年，记者在第 77 集团军某旅采访时发
现，该旅有两支以“马江水英雄连”命名的连队：
一支是三连，一支是十一连。

原来，1998 年，该旅前身某师奉命精简整编
时，“马江水英雄连”一分为二，一部留在该旅，一

部转隶至某团。不承想，阔别 20年后，这两个连
队又在调整改革中聚到一起，并围绕荣誉称号之
争，打响了一场充满火药味的“保卫战”。（具体报
道见本报 2018年 4月 25日三版《“马江水英雄连”
花落谁家》）

写

在

前

面

人民军队的光荣历史，由一支支

英雄部队合力谱写；人民军队的优良

传统，由一代代英雄官兵共同创造。

马江水、庞国兴，“一人一枪奋战到底

连”“老虎连”……作为这支新组建部

队的构成部分，每一名英模前辈、每一

支英模连队，虽来源不同，却血脉相

承、根基相通。

历史因铭记而永恒，精神因传承

而不灭。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各

单位的红色基因交汇融合、实现升

华，既是现实的迫切需要、使命的必

然要求，更是我们这代军人义不容辞

的责任。

深化主题教育中，传承红色基因，

就是要使红色传统突破建制、地域、时

间的限制，成为官兵共同的精神财富，

熔铸成这支新组建部队的全新旅魂。

正如恩格斯所说：“许多力量融合

为一个总的力量，就造成一个新的力

量。”随着红色基因的深度融合，我们

欣喜地看到，一个个红色传统正在这

座新的营盘上发出新芽，开出绚丽夺

目的新时代之花。

用好融合之力，激励时代新人
■第77集团军某旅旅长 白红旺

新闻前哨

4月6日晚，武警天津总队机动支队组织特战队员在弱光暗光环境下开展实战化综合演练。图为特战队员正在进行夜间瞄

准射击训练。 周旭升摄

4月4日，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组织党员在停机坪上重温入党誓词，激发官兵苦练军事

本领的热情。 谷浩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