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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勤哨点从各连 1个缩减为全营
2个，外环路卫生区不再专门指派公差
清扫，会议授课从集体参加改为下发
视频资料，操课时间提前半小时用于
训练准备，从宿营地到训练场全程车
辆接送……野外驻训开展以来，北部
战区陆军某炮兵旅三营指挥保障连指
导员黄书博明显感到时间宽裕了许
多。

但侦察兵石川依旧一副苦瓜脸，
“短板课目没时间练，每天都要围绕营
里的大沙盘打转转。”

原来，石川本打算趁着野外驻训
的机会好好补短板。像地形分析、夜
间捕捉炸点等侦察专业难点课目，去
年因为训练时间短，他没能完全掌握
要领，平时在营区又没有合适训练场
地，人员经常因为公差和岗哨等原因
凑不齐，训练迟迟没有开展。谁知，今
年野外驻训刚开始，营里就承担了军
官编组作业课目演示任务，需要堆制
指挥帐篷同等大小的沙盘，全营的侦
察兵都被抽调过来集中保障，这一下
子打乱了石川的计划。

石川也曾向班长裴显鑫反映自己

的想法，但是裴显鑫却告诉他，这些课
目组织难度大、训练周期长，眼下营里
的编组作业和单兵专业考核马上开始，
考出好成绩才是重中之重，少想无关的
事。
“正因如此，这些课目才应当得到

高度重视、抓紧练起来啊。”对于班长的
说辞，石川并不认同。其实，记者发现
有类似想法的战士还有不少，他们都打
算借着野外驻训的机会，将平时在营区
没法练的课目好好练练，补齐自身短
板，可是因为与各种任务冲突，只能先
将自己的想法搁置一旁。
“士兵接待日”那天，石川压抑不住

内心想法，大胆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对
于训练如何组织才合理，官兵众说纷
纭，有人说应该严格按照训练周期稳扎
稳打、步步为营，营区里未完成的课目
就应当拿到野外继续训，不能违背战斗
力生成的规律、急于求成；也有人主张
打破常规、不等不靠，利用野外驻训的
机会，改进训练模式，提高实战化训练
质量效益。
“搬家宿营，换汤不换药的思想要

不得。野外驻训，就该多练营区练不

了的课目！”会场上，旅参谋长的话掷
地有声，他认为野外驻训的目的就是
利用野外陌生环境，提高部队能打仗
打胜仗能力。而编组作业、沙盘推演
和流程演示等课目如果在营区组织，
并不会影响训练效果；反之，石川提到
的那些训练内容放在营区里实施，效
果就会大打折扣。虽然现在的做法看
似遵循了训练周期，但违背了野外驻
训的初衷。
“一定要珍惜来之不易的训练环境

条件。”在接下来的训练中，由机关统筹
协调，设置一些跨越现有训练周期的难
点课目，各营按照训练计划组织基础课
目全优官兵先行先试，推进一些前瞻性
课目训练的研究和论证，利用野外驻训
的独有优势加速战斗力生成。

走进三营训练场，记者看到，在裴
显鑫的帮助下，石川一边抓紧分析周
围地形，一边认真记录每次失分的原
因，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采访中，裴显
鑫告诉记者，野外驻训是更贴近实战
要求的一种组训模式，既要突出“野
味”，也要体现“战味”，这样的练兵才
不枉辛苦一回。

野外驻训，就该多练营区练不了的课目
■本报记者 宋子洵 通讯员 刘星楠

“一连没有问题”“二连没有困难”
“三连之前反映的困难正在解决中，目
前没有其他困难”……日前，新疆军区
某红军团按照惯例举办“官兵接待日”，
原计划半个小时的活动，仅用 10分钟
就结束了。

想要倾听基层官兵心声、想为官兵解
难题办实事，刚上任不久的团政委张治国
参加了活动，没想到却遭遇这尴尬一幕。
“基层官兵代表大都反映没有实际

困难和问题，这难道就是他们内心真实
的声音？”张治国感到很疑惑。

负责此次活动的组织纪检股李干
事解释说：“‘官兵接待日’每个月都举
行，困难解决得多了，大家的烦心事自
然就少了。”

宣传保卫股干事张智林却有不同
看法，他向大家分享了一个亲身经历：
一次他去洗澡，刚洗不久就被管理员赶
了出来，原因是野外驻训条件有限，每
人只给 10分钟时间。他说，前期有官
兵反映洗澡次数过少，虽然在相关股室
的努力下洗澡次数增多了，但又产生了
新问题，怎能说烦心事没有了呢？
“为兵服务无止境，‘官兵接待日’

无人反映问题这本身就是问题。”会上，
团党委一针见血地指出，若机关把“官

兵接待日”当成例行会议，总是坐着听
问题，没有站着解难题，机关就难以在
基层官兵中树立威信。

随即，该团从机关各股室抽调干部
成立“基层排忧小分队”，深入基层交叉
互检，一是检查“官兵接待日”上反映的
问题和困难的解决落实情况，二是调查
官兵是否仍存在“隐形”烦心事。

深入一线、身入兵中，小分队成员
听到不少基层官兵真实的声音：有战
士表示会上反映的问题，机关没能及
时解决也没给准确答复，下次开会再
提怕被机关干部“穿小鞋”，不如不说；
一些兵龄较长的战士表示，经常在会
上提生活上的小问题，感觉很不好意
思，更何况当兵就是来吃苦的，这些都
可以克服……

找准症结好用药，结合“基层排忧
小分队”的调研报告，团党委提出要把
“官兵接待日”的重点聚焦到解决措施
落实上，防止出现“半截子工程”；在团
强军网首长信箱中增设“官兵接待
站”，开通线上服务，解除官兵反映问
题时的思想顾虑；机关制订解决措施
要问计于基层，问需于基层，自觉接受
官兵监督，真正把帮困解难工作做到
大家心坎上。

新疆军区某红军团从“官兵接待日”遭遇冷场中反思改进工作—

“没问题”本身就是问题
■郭东冬 高 群

近年来，西藏军区某边防团聚力帮助驻地群众脱贫，先后组织6支服务队，进社区、进乡村、进学校、进牧场，宣讲党和

国家兴边富民政策。日前，该团官兵为驻地贫困学生送去学习用品，受助学生回赠解放军叔叔一幅亲笔画。

邬 军摄

凭着一股爱琢磨的劲儿，我如愿成
为同批新训驾驶员中的“进步之星”。
但之前给坦克绑红绳的事，却是我琢磨
“偏”了。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做法，还是在
故障检修课上，连队底盘技师陈国鹏
介绍的小技巧。他拿出一根鲜艳的
红绳，绑在坦克后端排风口位置，讲
解如何通过观察红绳飘动及颜色变
化判断内部机件的运转状况。
“小小的红绳竟有这么大用处！”感

慨之余，我突发奇想：驾驶过程中，视窗
里的迷彩色浑然一体，不便判断距离和
方位,若有根红绳做参照，问题可能就

迎刃而解了。想着想着，我都被自己的
小聪明给逗乐了。

心动不如行动。我结合场地设置
进行了多次试验，最终，在坦克前端一
左一右两处位置找到了最佳绑绳点。
从眼睛到红绳再到方位物，轻松找到
“三点一线”的判断感觉，训练成绩也因
此有了立竿见影的提高。

很快，我就迎来一次实践检验的机
会。在“S”形限制路考核中，指挥员一声
令下，我驾驶坦克快速起步，精准对正方
位后，在临近限制杆时果断转向，行云流
水完成全部操作。通过终点的刹那，我
暗自欢喜：“这次考核的第一名，稳了！”

但，结果却是晴天霹雳——“违规
使用红绳，考核成绩作废。”宣布成绩的
正是底盘技师陈国鹏，我一下子就蒙
了。
“同样是绑红绳，为啥我的就不

行？”我找到陈国鹏抱怨。

“虽然都是绑红绳，但性质却截然
相反。”陈国鹏一边安慰我一边耐心解
释，“检修装备时绑红绳，是为了在不
拆卸装备的情况下快速判断内部机件
状况；在驾驶过程中利用红绳做参照
物，根据考核规定属于作弊行为。场
地一变，道路情况更加复杂，红绳就会
失灵。”

他又从实战化角度进行分析：坦克
机动，常常是在敌情背景下进行的，车
体的迷彩色是为了更好隐蔽伪装，加上
红绳无疑会增加自我暴露风险。听到
这里，我恍然大悟，惭愧地低下头。
“只有拥有真本事，才是真正的‘进

步之星’。”走下训练场，陈国鹏拍了拍
我的肩膀，为我加油打气。从那以后，
我训练得更加刻苦，同时，也给自己默
默立了一个目标：下次考核，我要靠真
本事拿下第一名。

（张 勇、张文举整理）

训练考核，我不该在坦克上绑红绳
■第72集团军某旅下士 陈齐强

小咖秀

从推炮开架、打破旅队纪录的“体
能达人”，到全旅无人机“专业一哥”，第
82集团军某旅侦察一连中士潘东财的
转型之路可谓是被动之下的主动出击。

此话怎讲？3年前，潘东财所在连
队由加榴炮连转型为侦察连。刚接触
侦察专业，潘东财凭借多次比武夺冠的
实力适应得很轻松，在武装奔袭、武装
泅渡等侦察专业训练课目上，一如既往
表现优秀。

没过多久，潘东财迎来了“新战
友”，连队接收了 4 架崭新的无人机。
来了新装备却无人会用，连务会上，连
长提议组建攻关小组研究无人机训练
方法，但无一人响应，无人机从此被束
之高阁。

后来，在潘东财成为无人机专业大
拿后，有人问他，当初为什么没有响应
连长提议。他说，当时觉得体能好就够
用了，再加上自己也不是那块料，万一
不小心损坏了装备，承担不了后果。

而上级组织的一次侦察骨干集训，
成为潘东财思想转变的契机。集训时，
一名兄弟单位的上等兵演示无人机操
作。只见在他熟练的操控下，无人机腾
空而起，几分钟后，显示屏上出现一块
广阔区域，景况尽览无余。凑上去围观
的潘东财一时间心情复杂：那块区域他
曾经去过，翻山越岭、爬坡绕坎足足花
了两个小时，而无人机只需几分钟！

失落之后，危机感紧随而来，潘东
财找到连长，要求牵头组建无人机专业
攻关小组。不少战友感到诧异：“你单
凭体能也能在连里吃得开，何必干这吃
力不讨好的事呢？”潘东财将集训时的
见闻分享给战友，说：“在连里吃得开，
出去了未必吃得开。”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潘东财学历
不高，一看理论就犯困。于是他找到班
里的大学生士兵杨泽鑫，让他每天提问
自己 10 个知识点，1 个答不上来罚做
100个俯卧撑。靠这个办法，用了两个

多月的时间，他“啃”下了专业理论。
理论关过了还有操作关。第一次

实装操作，潘东财操控的无人机与一
棵大树发生剐蹭。看着机翼上的刮
痕，连长却说：“装备在训练中损耗，也
比在器材室里被供起来强！”这给了他
莫大信心，几个月的时间里，潘东财掌
握了无人机飞行训练涉及的 4大类 20
多项内容。

在熟练掌握无人机的训练方法后，
潘东财开始带领班里战士开展无人机训
练。在一次重要演习中，他带领全班运
用无人机准确感知战场态势，获取多条
重要情报，他们班因此获评“三等功班”。

凭借过硬的专业素养和优异的表
现，潘东财成了全旅无人机专业的首
席教练员，还被旅里邀请参与战法训
法研究。

一句话颁奖辞：不吃老本，主动转

型，勇立新功，这名战士有担当！

第82集团军某旅侦察一连战士潘东财——

“体能达人”的转型出击
■周 强 段 明

值 班 员：第 73集团军某旅作战

支援营防化连连长 胡 震

讲评时间：8月18日

开展“光盘行动”以来，大家杜绝
餐饮浪费的意识越来越强，这点非常
好。但近期有的官兵反映个别饭菜不
够吃，炊事班的订菜量增加后，问题还
是没有彻底解决。

我在炊事班检查时发现，泔水桶里
空空如也，垃圾桶里却有很多蔬菜叶
子。炊事班在食物制作过程中存在一
定浪费现象：有炊事员在处理食材时不
用削皮刀而用菜刀，好好的果肉被切掉

了；有的择菜过于“去粗取精”，很多能
吃的叶子也被扔掉了……这反映出我
们平时做饭还是有些大手大脚，造成浪
费而不自知。

粒米虽小犹不易，莫把辛苦当儿
戏。当下，全国大力制止餐饮浪费行
为，切实培养节约习惯。勤俭节约不
仅仅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我军的优
良传统。杜绝“舌尖上的浪费”，不仅
取拿食物要适量，还要从食物制作的
第一道关口抓起，在源头上厉行节约，
减少浪费。希望炊事班的同志和帮厨
人员要引以为戒。

（谢文剑整理）

食物制作也要把好“节约关”

野外驻训进行时·漠北探营③

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谢

岩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