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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颗马蹄钉，亡了一个帝

国”的故事，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平时

训练如果不注重细节，就有可能像这

个营一样吃败仗。这告诫我们：打仗

的事容不得半点马虎。

细节决定成败。一场战斗的胜利，

很难用单一因素去解释；但一场战斗的

失败，却有可能因一个细节的疏漏所导

致。细节常常像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

稻草，足以决定一场战斗的结果。

该营的经历同时告诉我们，战斗

一旦打响，没有旁观者，更没有局外

人，人人都是参与者，个个都是战斗

员。习惯在演训场上当旁观者，未来

战场上必然会付出血的代价。每名

官兵只有树牢打仗意识和体系思维，

从细节抓起，把训练当打仗，把演练

当实战，才能在艰苦严格的训练中淬

炼成钢。

打仗的事
容不得半点马虎

■刘顺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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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驻训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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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海拔 5183 米的巡逻点
位上，看到军马“踏雪”精神抖擞，载着
边防战士顺利完成执勤巡逻任务，军马
饲养员夏拉孜尔舒了一口气，心里的那
块“石头”彻底放下了。

军马“踏雪”，去年 10月来到新疆
喀什军分区托克曼苏边防连。不到半
年，它就多次出色完成高原巡逻任务。
巡逻路上乱石林立，锋利如刀，“踏雪”
的后腿曾被割破，鲜血直流，但它还是
和官兵一起坚持完成巡逻任务。

夏拉孜尔心底的“石头”到底是什
么？这还得从两个月前说起。

5月初，夏拉孜尔觉察到“踏雪”和
“奔月”两匹军马食欲不高，精神不振。
后来他发现，这两匹马得了鼻息肉和眼
肿瘤。“必须赶紧治，不然它们会失明，
还有可能危及生命。”夏拉孜尔第一时
间将情况报了上去。
“看见它们那么难受，就跟我们自己

生病了一样，浑身不舒服。”连队指导员秦
伟伦要求立即医治这些“无言的战友”。
在雪域高原，边防官兵常年和军马一起生
活、战斗，有的军马还救过官兵的命。朝
夕相处中，官兵已经把它们当成战友。

受疫情影响，巍巍帕米尔高原，哪

里去找兽医？全连官兵犯了难。夏拉
孜尔更是急得吃不下饭。几天后，兄弟
单位传来好消息：离连队不远的地方，
有名退休的塔吉克族老兽医医术精湛。

在 65 岁兽医迪瓦纳的帮助下，一
场特殊的手术随即在海拔 4100米的高
原马厩里展开。手术那天，马厩里围满
了官兵，有的倒水，有的递手术用具，有
的清洗纱布。给“踏雪”割除眼肿瘤时，
尽管打了麻醉药，可它还是疼得“发了
飙”，跳起来就是一个后踢，把副指导员
德尔别克的大腿踢得紫了一大片。
“疼在马身上，也疼在我们心里。”班

长梁旭全程担任手术助理，忍不住几度
心疼落泪，好几个战士也都跟着流泪

了。“毕竟大伙儿和军马的感情都很深。”
梁旭说。

手术从早上 10 点一直持续到深
夜。那天，全连官兵只吃了一顿饭。
除了执勤人员，大家不约而同跑到马
厩里，陪伴“踏雪”和“奔月”渡过这一
难关。
“手术很成功！它们很快就会好起

来的。”听到迪瓦纳这样说，官兵们紧皱
的眉头都舒展开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官兵们往马厩里
跑得更勤了。“大家轮番帮我精心照料
军马，就跟照顾自己生病的战友一样！”
看到军马得到及时救治，恢复了活力，
夏拉孜尔特别感动，也备受鼓舞。

海拔四千一百米，军民联手救治军马—

高原马厩里的特殊手术
■杨从榕 胡 铮 本报特约记者 张 强

出师未捷，半路就已“损兵过
半”，最终无奈落得个惨败！这事让第
75集团军某旅营长蔡畅心里像打翻了
五味瓶，很不是滋味。

在前不久结束的一场实战化演练
中，蔡畅率领全营按时间节点高标准
完成了隐蔽伪装特情处置，可还是被
对手侦察到，受到火力打击。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据上级通报，预计 5 分 钟 后

‘敌’侦察卫星过顶……”接到导调
特情后，蔡畅迅即指挥全营进行隐蔽
伪装。片刻，数十台装备就完成了疏
散隐蔽伪装，做好避“敌”卫星侦察
准备。
“敌情”解除。正当该营官兵打

算继续向预定地域机动时，电台中突
然传来导调组的情况判定：“一辆加
油车未进行隐蔽伪装，梯队行踪暴
露，遭‘敌’火力打击，你部人员装
备损失过半。”

蔡畅一脸诧异，这才恍然大悟：
全营机动途中，由于部分装备车辆
油料告急，需要补充油料。不料，
加油车对车辆补充油料刚刚结束，
导调命令便随即下达。由于加油车
不隶属于本营，蔡畅也就没有要求
其就地隐蔽伪装。可恰恰就是这辆
“编外”加油车，让全营的行军梯队
暴露。
“加油车是机关指派伴随保障

的，以往都是他们自行管理，怎能算

入我营评定范围内呢？”当晚的演练
复盘检讨会上，该营不少官兵对此提
出异议。
“战场上怎会有局外人、局外车？

虽说加油车由机关指派伴随保障，但
也属于整个作战单元的一分子，你们
没有及时将其纳入营作战单元，才导
致目标暴露。”导调组一针见血直指问
题要害。

与此同时，机关相关部门也挨了
“板子”。“为什么没有对加油车进行战
场管理？保障单位与被保障单位的战

场衔接是否得当……”复盘时，机关
与派车单位同步检讨实战意识不强，
管理出现漏洞等问题。

打一仗进一步，吃一堑长一智。
认识到问题所在，蔡畅立下军令
状：“战场上每个细节都可能决定成
败、影响胜负，容不得半点马虎。
下一场战斗，我一定认真部署、周
密筹划，力争带领全营打个漂亮的
翻身仗！”

该旅还以此为契机，逐课目、逐
内容、逐环节举一反三，集思广

益，共梳理出 10 余条与实战要求相
悖的问题，并现场研究制订了相应
整改措施。

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第75集团军某旅一场实战化演练评判结果引人深思—

一辆“编外”加油车“毁”掉半个营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冯邓亚 周宇鹏

7月上旬，第 74集团军某旅交班会
上，人力资源科科长张秋成的一份检查
督导报告，引发了一场讨论。

该旅规定，每天由一名机关干部担
任督导员，全天检查督导各单位工作训
练，并在次日交班会上通报好的做法和
存在问题。可张秋成的这份报告，却因
没有提到任何问题而遭到质疑。以往
的检查督导报告，还从来没有出现这样
的情况。
“找不到问题让人觉得能力素质欠

缺、工作不认真，可一般性的问题已经
现场解决，实在没必要拿到会上讲。”看
着一些人异样的表情，张秋成着实觉得
有些委屈。

督导前，他还专门制作了检查清单，
如抽查勤务保障营早操情况、检查分队
内务秩序和伙食保障、汇总梳理干部表
现情况等等，可最终只发现了军容风纪、
内务秩序等方面并不严重的问题。

这些问题，张秋成认为与单位主官

交换意见并改正即可，无需写入督导报
告中。其实在填写报告时，他也曾有些
纠结，担心被人误解，但最终还是坚持
了自己的判断，结果有了文章开头交班
会上的那一幕。

出乎意料的是，旅领导并未批评张
秋成督导不力，反而借这份特殊的检查
督导报告，组织机关开展了一次小讨
论：什么才是正确的检查督导方式？

通过激烈的讨论，大家梳理出检查
督导中的一些错误做法，比如，有的为
了通报问题而找问题，存在硬找问题充
数的现象；有的发现不了真正影响部队
全局的倾向性问题，却揪住鸡毛蒜皮的
问题不放……

为提高检查人员的能力，避免检查督
导时不会抓、乱指挥等扰乱基层正常秩序
的情况发生，该旅党委研究细化检查督导
要求，规范日常检查督导细则，提高机关督
导基层效率。新的检查督导办法公布实
施后，得到了基层的普遍好评。

一份没提问题的检查督导报告
■于 涛 罗周清 本报特约通讯员 黄 海

前几天，时逢第 71 集团军某旅野
外驻训的第一个休息日。炎炎夏日，该
旅政治工作部主任赵朝涛到基层营连
查看官兵休息情况，第一站便来到新搭
建的“文化大棚”。

没想到的是，“文化大棚”中竟只有
寥寥数人，这让赵朝涛感到十分纳闷儿：
野外驻训点基础设施比较简陋，缺少文
体活动器材，为了缓解官兵驻训压力，丰
富业余文化生活，宣传科专门搭建“文化
大棚”供官兵休息娱乐，好事为何遇冷？

谈及原因，官兵们纷纷表示：“大棚
里全是健身器材，野外驻训的运动量已
经很大了，哪还有精力健身？”“天气本来
就热，在闷闷的大棚里待一会儿就是一
身汗，还不如找个阴凉地休息休息……”
“‘文化大棚’本就是服务官兵的暖

心工程，由于机关考虑不周全，结果导
致事与愿违。”赵朝涛组织机关的同志
现场办公，根据官兵意见重新制订“文
化大棚”的改良方案，并报请旅党委开
会讨论。

在旅党委的支持下，他们为“文化大

棚”添置了VR模拟器、体感游戏机、按摩
椅，以及冷风机、隔音板等器材设施。笔
者在“文化大棚”看到，健身室、影音娱乐
室、心理调适室、游戏室一应俱全，还有
冷风机助力消暑。

新改造的 5个“文化大棚”备受官
兵欢迎，每天休息时官兵络绎不绝。
可刚“开业”3天，两起设备损坏和一起
不同单位官兵争相使用器材产生矛盾
的情况报告，让赵朝涛的眉头又皱了
起来。

野外驻训条件有限，不可能满足所
有官兵同时进入大棚活动。为此，机关
根据营连训练计划和每个大棚可容纳
的人数，调整开放计划，增设“使用提
示”，安排专人在大棚内进行引导。

作战支援营上士陈和然在引导员
的指导下第一次使用 VR模拟器玩游
戏，他兴奋地说：“真没想到，在野外也
能体验到这么新潮的娱乐方式。”下士
吴泽翔坐在按摩椅上满脸享受：“训练
后在这里按一按，全身放松了许多，回
去睡个好觉，明天训练更有劲儿！”

“ 文 化 大 棚 ”不 再 静 悄 悄
■朱宇伦 高骏峰 孙子洋

一个周末早上，天有点阴沉，我在办
公室值班。刚打开电脑，准备梳理总结
本周工作时，一位队干部匆匆跑来：“王
凡（化名）和一名学员骨干发生冲突，情
绪有点激动，但目前已基本处理好了。”

作为大队值班领导，我提出要与
王凡聊聊天，当面掌握情况，以免他做
出过激的事情。队干部提醒道：“这孩
子性格有点孤僻，不好沟通交流，你要
有心理准备。”

我本想直接去找这名学员，但怕他
有更大的思想压力，决定还是巧妙接触
好一点。

合上电脑，我上学员宿舍查看内务卫
生，当我转到小王的宿舍时，看到他嘴里
喘着粗气，眼睛瞪着，又与学员队的骨干
杠上了。原来，当天所有人都按手机使用
管理规定进行了登记，只有他一人没有按
要求登记，还说骨干故意找茬刁难他。

我把王凡领到办公室单独谈心，但
成效不太明显。如何进行高效的沟通，
而不是用上下级关系压他？谈心中，我
一直在琢磨着这个问题。
“你以前是不是在新闻俱乐部工作

过？你的名字我很熟悉。”在机关工作时，
我也常向报社投稿，正好与他有共同的爱
好。果然，我这个问题，让他很感兴趣，聊
天的话题自然就转到了新闻上。

有了共同爱好，自然就有了共同话
题。后面的日子，小王经常把撰写的稿
件拿给我修改，两人沟通、交流的次数也
多了起来，聊天的话题也自然拓展到学
习、生活、娱乐等方方面面。

交流中，他聊到了自己上高中时的
调皮捣蛋、现在的苦恼忧愁、对母亲的牵
挂思念……他说自己也很困惑、虽然也
很想干好，但不知道为什么会越干越差，
对自己也越来越没有信心。说到动情
处，我见他两眼发红。

这是个孝顺、聪明的孩子，这让我加
深了对王凡的印象。闲暇的时候，我试
着发给他《年轻时候的毛泽东，从来不焦
虑》《难忘那夜的秋雨》等热文，鼓励他走
出自己的舒适区、战胜惰性，为了亲人的
期待突破自己。我挑选的这些文章，全
都是为了回应他的困惑。

随着接触的深入，一切都在悄悄改
变。又是一个周末的午后，他主动来到我
办公室，高兴地告诉我：体重1个月减了7
斤，引体向上能做10多个，5公里武装越野
也及格了；计划假期回家后联系专业教练
指导训练，争取体能有更大的突破。

中队的干部也告诉我，王凡这段时
间进步非常大，整个人的状态向上向好，
性格比以前开朗了很多，也能和战友们
玩到一块儿去了。听到这些，我内心的
成就感和幸福感油然而生。
“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不会教的

老师。”套用一下，我们带学员的干部也要
有这个理念，没有带不好的学员，只有不
会带学员的干部，真正把工作做到学员的
心坎上，才不枉一个“好干部”的称呼。

工作中的这一件小事，让我领悟到
了一个道理：和学员们谈心不仅是面对
面有记录，更重要的是心贴心有共鸣。
这个共鸣，来自我们共同的、走心的语
言，相似的爱好、经历或情感的交集。

我想，虽然我们和学员有年龄的差
距，但我们可以扩大与学员思想的交集、
情感的交集，多聊知心话，多看闪光点，
切实弄清每名学员在思考什么、关注什
么、期盼什么，有哪些困惑和疑问，然后
亲切、舒畅地拉近彼此的感情距离。

有了交集，还怕没有交流吗？

多
聊
知
心
话
多
看
闪
光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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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兵人手记

6月底，武警海南

总队海口支队上士马建

章在海南省人民医院捐

献造血干细胞 189毫

升，用于救助一名急性

白血病患者。受捐患者

通过海南省红十字会给

马建章写来一封感谢

信，信中说：“谢谢您给

了我第二次生命！”图为

医护人员正在采集造血

干细胞。

雷 辙摄

谢 岩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