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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营

前不久，北部战区陆军某旅一连演
训场传来捷报：只用了上级规定时间的
一半，连队官兵就使刚列装的某新型侦
察控制装备形成战斗力。
“时隔近两年，终于打了一场漂亮

的翻身仗！这多亏了旅里成立的‘打赢
人才库’！”该旅旅长王玉军感慨地说。

两年前，该旅刚组建不久，上级就
组织全员全装紧急拉动。命令一下达，
指挥部就接到作训科的紧急报告：重装
运输连缺驾驶员！
“重装运输连所有的驾驶员都算

上，还缺 2人！”打头阵缺了排头兵，拉
动还未开始，王玉军就陷入尴尬，他
急忙找来运输投送科科长程祥了解
情况。

没办法，只能“现上轿现扎耳朵眼
儿”。王玉军硬是让运输投送科从其他
连队紧急抽调经验丰富的驾驶员，才勉
强凑够人数。好在他们都是开运输车
的老手，没有出什么差错。

人才用时方恨少，哪里出了问题？
拉动结束后，党委一班人陷入沉思。
“全旅由 11个单位整编而成，人员

组成复杂、专业任务多样，很多官兵都
是新装备和新专业的‘门外汉’，再加上
选送培训人数少，官兵很难摆脱‘学的
昨天、看着今天、管不上明天’的尴尬局
面。”在该旅的专题党委会上，政治工作
部主任闫野的一句话点出了关键所在。

在之后走访调研中，他们还发现：
人才流失现象在基层单位较为普遍，很
多单位都存在“年年培养年年缺”的现
象。“看着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人才一
个个离开，我们很心痛，但也很无奈！”
提起这个话题，基层主官都十分感慨，
新型装备涉及 10 多个专业的知识，系
统复杂、操作不易，培养一名优秀的专
业人才往往需要好几年，而关键岗位骨
干的转业、退伍对战斗力的保持影响很

大。
随着军改逐步推进，武器装备更新

换代也在提速：新款侦察无人机配发、
新型通信保障车列装、新式营连指控方
舱进入演训场……看着“高精尖”装备
越来越多，官兵们欢呼雀跃的同时，“本
领恐慌”随之而来。
“庭院练不出千里马，温室长不出

万年松。”为此，该旅党委决定集全旅之
力，成立“打赢人才库”，为特殊专业岗
位人才提供发展平台与成长空间。

他们梳理出 7 大类、18 个紧缺岗
位，纳入人才库储存、培养范畴。政治
工作部人力资源科牵头参谋部和保障
部相关科室，选拔一批精技术、懂指挥、
高学历的官兵进入“打赢人才库”，为他
们科学制订“人才成长路线图”。
“走出去、请进来，人才带人才、人

才赶人才。”他们主动联系上级单位、厂

家院校和试验基地争取学习名额，为官
兵搭建成才的平台，数十名骨干人才因
此获得深造机会，在专业实践的历练中
快速成长。

与此同时，该旅还外请 12 名技术
专家到军营帮助攻关解难，“大专家”与
“小能手”手牵手，不仅使装备形成战斗
力提速，更促进了一大批创新型业务骨
干提前上岗。

翻开该旅《训练科技成果一览表》，
一大批科技创新人才及其成果“滚雪
球”般涌现。修理一营二级军士长宋维
顺总结的“坦克维修常见问题 20 法”，
囊括了坦克常见故障的具体维修办法；
机动通信营上士姜昊天总结的“通信设
备快速通联方法一览表”，让年轻战士
学起来得心应手……如今，一批勤琢
磨、善发明的创新人才正在成为加快该
旅战斗力生成的“活力因子”。

“年年培养年年缺”为哪般
—北部战区陆军基层部队人才建设调查系列报道③

■本报记者 宋子洵 特约记者 杨国军 通讯员 蔡婉芃
“18.531秒！”
第 77 集团军某旅电子对抗连 30

米×2蛇形跑课目考核现场，上等兵刘
玉龙刚冲过终点线，旁边一个“黄匣子”
便报出他的成绩。

这个“黄匣子”其实是一个“激光感
应计时器”，主要用来体能训练考核计
时，因为测量误差不超过 0.01 秒，被战
士们称为“考核神器”。
“考核神器”是怎么来的？它的发

明者、该连排长杨俊说，多亏了官兵们
的“吐槽”。
“为什么好多人的成绩一样？”“这

周 考 核 成 绩 竟 然 跟 上 周 差 了 1 秒
多！”……杨俊发现，每次 30米×2蛇形
跑课目考核后，战士们对成绩的“负面”
声音特别多。仔细了解后，杨俊找到了
原因——计时方法出了问题。传统的
方法是用秒表掐时间，缺点是人为因素
多、误差大，导致战士们的训练成绩统
计忽上忽下。

人工计时不靠谱，能不能换种方
式？杨俊想到了激光感应装置，可以利
用考核人员在出发和返回时两次触碰
激光的时间差来测算考核用时。相较
秒表，这样的装置不仅灵敏度高而且更
精准。

有了想法，说干就干，杨俊决定
制作一款激光感应计时器。他找来
激光发射头、光敏电阻、嵌入式芯片
等零部件进行组装调试，编写程序软
件，经过反复试验，“黄匣子”终于研
制成功。

为了检验实际效果，杨俊让“黄匣

子”和秒表来了一次一对一比赛。当上
等兵徐伟冲过 30米×2蛇形跑终点线，
“黄匣子”和负责计时的战士先后报出
成绩：“19.137秒”“19.93秒”。
“误差竟然这么大！”“这个计时器

真是太精准了！”对于结果，围观的战士
们无不惊讶。
“可算把我们的头疼事解决了！”连

长潘永鹏对杨俊竖起了大拇指。
“之前连队始终无法掌握真实详细

的训练底数，体能训练都是采取‘大水

漫灌’‘一刀切’的方式。”潘永鹏说，“有
了这个‘考核神器’，我们制订训练计划
和训练目标将更贴合官兵实际、更有针
对性。”
“激光感应计时器”很快火遍训练

场，其他连队纷纷找来借用。杨俊决
定“乘胜追击”，对目前功能单一的
“激光感应计时器”进行拓展升级。
他说：“我们的目标是借助先进技术
手段，推动军事训练由粗放式向精
准化转变。”

掐表计时误差大，官兵训练成绩提高无法准确获知，怎么

办？请看第77集团军某旅电子对抗连排长杨俊的发明—

“考核神器”诞生记
■本报特约记者 雷兆强 通讯员 卫坤祥

上周二晚上，连队组织夜间对抗
演练。我们班担负阵地防御任务，我
带领一名列兵自告奋勇受领了阵地前
沿潜伏观察任务。

趁着夜色出发，取出驱蚊花露
水，我边走边对着草丛猛喷。草丛里
蚊子多，前几次隐蔽伪装我都被叮得
满脸包，这次我早有准备。到达指定
地点、消除痕迹后，我又掏出花露水
对着两人身上喷了喷，随后潜伏在伪
装好的掩体内。
“班长，你这招真管用。”没了蚊

子侵扰，听到列兵的称赞，我不禁得
意起来：“班长可是过来人！”

就这样，我俩潜伏在掩体内监听
着周围情况。时间一点一点过去，除
了断断续续的风声，没听到其他任何
动静。
“有情况！”正当我对“敌人”迟

迟未动而纳闷时，一阵“窸窸窣窣”
的声响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刚探出头
准备确认情况，10米开外的草丛中猛
然蹿出4个人影。
“敌袭！”来不及用电台汇报，情

急之下，我冲着阵地方向大喊。但面
对来势汹汹的对手，我俩没几下便被
按倒在地。

这时，一名上等兵凑到我身上闻
了闻，笑道：“你用的花露水真香！”
“二排阵地失守，出局。”当我

狼狈地走出阵地，导调组现场宣布
的结果给我当头一棒，我万万没想
到竟然会因为驱蚊用的花露水而造
成全排淘汰。

复盘会上，排长总结道：“这次
的失败跟‘一颗马蹄钉亡了一个国
家’的故事何其相似。战场上，一个
微小的疏忽都可能是致命的。今后训
练，我们必须严抠细节，这样打赢才
能有保证。”

这次失败让我十分自责，排长的话
也让我不断反思：如果这是一场真实的
战斗，仅仅因为贪图舒服，我们就会把
自己的命搭了进去，还害了一帮战友。
幸亏这只是一次演练，但战场容不得
“幸亏”思想，一切都是真刀真枪的。这
样的错误，我绝不能再犯！

（杨继年、梁 晨整理）

都是花露水惹的“祸”
■新疆军区某团步兵连二排上士 谭志桐

谷雨时节，第 73集团军某旅野外
工化训练场上，一场工兵多课目连贯
考核正在展开。
“通过‘敌’火力封锁区，对 2号

障碍物进行爆破……”作战支援营工
兵连中士王杰在完成隐蔽接敌、爆破
器材使用等课目考核后，接到导调员
新的指令。

放好 2块炸药，拉燃导火索，王
杰向后方迅速撤离、卧倒。“轰”一
声巨响过后，第二声巨响却迟迟未
到。他愣了好几秒，才意识到：一块
TNT炸药未能正常引爆，障碍没有完
全清除。
“这可怎么办？”全课目连贯考核

分秒必争，虽然考核规定没有完成爆
破可交由保障组排爆，参加考核人员
继续进行下一课目，但要扣除未成功

摧毁目标的分数。“直接跳过该课目为
后面争取时间，还是继续进行排爆？”
王杰一时犯了难。

不久前的爆破装药考核，为了多
留点撤离时间，王杰把导火索多留了
几厘米，结果当场被考核员叫停并纠
正。从那时起王杰就发誓，重分数轻
实效的事情决不能再发生。
“考场就是战场，炸药还有残留，

通路还没有打开，后方部队行动肯定
会受影响，打仗可没有‘扣分’一
说。”王杰下定决心，先解决遗留问
题，再继续后面考核。

王杰立刻穿上排爆服，带上排爆
工具，小心翼翼地朝未爆区匍匐前
进。烟雾还未完全散去，给排爆增加
了不小难度。虽不是排爆新手，但这
样的突发情况还是让他手心冒汗。

10秒，20秒，30秒……王杰用手
持式炸药探测仪搜索了 2分钟，终于
找到了未爆的炸药。迅速调整呼吸，
轻轻拭去装置表面的土渣、碎石，重
新检查后，他发现炸药未爆是因为导
火索连接处脱落了。

续接，再次引爆，快速撤离，几十米
的路程，全副武装的王杰跑得大汗淋
漓，但心里十分踏实。
“轰——”随着一声巨响，未爆炸

药被成功引爆，剩余障碍物全部清
除。王杰继续其他课目考核。虽然最
终成绩并不理想，但当王杰冲过终
点，他得到了考核组的一致表扬和在
场官兵的掌声。

走下考核场，拭去额头上的汗
水，王杰说：“战场上可没有‘扣分选
项’！”

打仗没有“扣分”一说
■谢 思 刘 朋

“这个周末咱们集体外出！”火箭军
某旅通信一连指导员李爱霞悄悄召集骨
干，神秘地宣布了这个好消息。消息一
出，人群里瞬间炸了锅：“现在不是封闭
管理吗，咋可以外出了？”尽管一头雾水，
官兵们还是很期待。

不久前，该旅领导下基层调研时发
现，官兵们说话少了、心事多了。一问才
知道，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官兵们就
没离开过营区半步，长时间置身封闭环
境，大家或多或少都有些焦虑。“不能离
开营区，但我们可以在营区内组织‘春
游’啊！”旅领导决定在通信一连试点，在
确保落实防疫要求的前提下，让官兵和
春天来一个“约会”。

“约会”的第一站是训练场。挥洒汗
水的地方成了舞台、秀场，列兵李佳琦以
一段街舞火爆开场，看得大家热血沸
腾。几名战士不甘落后，一段爵士舞把
气氛推向高潮。到了“T台秀”环节，换
上便装的战士们刚开始还不好意思，连
长、指导员起身带头走秀，大家纷纷上
台，秀出最美的青春、最美的自己。

欢歌热舞之后，也让思想充充电，
“约会”的下一站是“大脑加油站”——图
书馆。官兵们走到熟悉的书架前选好
书，拿到旁边的“东风茶吧”，品着香茗，
分享读书体会，排长李红杰感叹道：“这
也太幸福了吧！”
“热门电影《大赢家》正在上演，大

家快来！”东风礼堂摇身一变，成了“东
风影院”。测温、检票、入场，程序一个
不少；爆米花、瓜子、棒棒糖，好吃的应
有尽有。负责电影院“改造”的中士程
楠楠，听到战友们的阵阵笑声，脸上写
着满足：“看大家玩得这么开心，之前的
忙碌都值了！”

这样的“约会”，让官兵们赞不绝
口，纷纷竖起了大拇指。列兵张琪开
心地说：“春天不只是一个季节，更是
一种心情，与春天‘约会’让我们的焦
虑情绪一扫而空，能更集中精力投入
练兵备战。”该旅领导说，这样的“约
会”他们还将多多组织，尽量让官兵拥
抱春天、拥抱阳光。

我们和春天有个“约会”
■姜 宁 黄 洋 本报特约记者 冯金源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储备是

最重要的战争准备。部队建设实现大

发展、大跨越，最基础、最关键的是人

才；未来战场能打仗、打胜仗，紧缺和急

需的也是人才。

然而一些基层部队，对人才重管

理轻使用、重培养轻储备等问题比较

突出，导致“青黄不接、无人可用”与

“人不能尽其才、才不能尽其用”常常

相伴相生。不少单位尽管制订了人才

储备计划，但依旧习惯于“老套路”，对

人才的能力培养抓得不够。殊不知，

人才储备要着眼发展，一步一个脚印，

构建多元化的储备模式，紧紧扭住引

才、聚才、育才、用才、留才等关键环

节，形成完整的链条。

人才是未来战争的决胜因素。从

这个意义上说，培养和储备高素质新型

军事人才，就是为打赢预留“人才端

口”，为胜战奠定基石。

让人才库保持“满编”
■北部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干部处处长 刘 平

5月6日，武警广西总队崇左支队组织官兵在野外陌生地域开展擒敌、搏击对抗、极限体能

等多课目训练，进一步提升部队在恶劣环境下的作战能力。 本报特约通讯员 余海洋摄

杨俊正在调试“激光感应计时器”。 刘 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