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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地环境安全，立即展开野战给养
单元！”初冬时节，第 82集团军某旅年终
考核现场，合成三营炊事分队正进行班
组作业考核。炊事员们全副武装，身背
步枪，手持锅铲不停地翻炒。

做个饭咋跟打仗一样？在现场监考
的军需营房科科长陈玉柱解释道：“考核刮
什么风，训练就下什么雨，从严从难进行考
核，才能使炊事人员练就战场保障硬功。”

以往，考虑到炊事分队日常伙食保障
任务重，年终考核只注重炊事员的基础体
能考核，对于耗时较长、组织难度较大的专
业内容，则通过“以工代考”的方式进行，即
根据炊事员平时工作表现来评判成绩。
“曾经有不少课目考得松、练得少，

导致我们闹了不少笑话。”炊事员刘洋回
忆，有一次进行热食前送，由于平时只对
基本理论进行学习、缺乏实际操作，一群
炊事员围着地图干瞪眼，既不会分析研
究地形，也不会规划行进路线，只能硬着
头皮跟着感觉走，结果在大山里迷了路，

最后营里派了好几拨人才把他们找到。
考核这根“指挥棒”指偏，带来的不

仅是技能生疏，还有敌情意识的缺失。
刘洋坦言，他曾经认为炊事员的职责就
是把饭菜做得可口，一直没把自己摆在
“情况内”。

一次演练中，刘洋和战友刚找到一
处平坦开阔地点，就赶紧卸下装具，架起
枪支，抡开胳膊埋锅造饭，一心想着让战
友们按时按点吃好。没承想，“蓝军”循
着炊烟将他们“包圆”了。当时，他们还
向对手抱怨：“何必为难炊事分队，有本
事去跟战斗班排打。”

想起那时的场景，刘洋有些不好意
思：“现在想来，就是因为缺乏真打实备
的意识，导致我们把自身职责看得简单
了，将自己等同一般厨师，忘记了自己也
是战斗员。殊不知，打起仗来，子弹不会
绕过炊事兵。”

随着实战化训练持续深入，该旅发
现不只是炊事专业，其他保障要素也由
于战斗素养跟不上，越来越难以完成保
障任务。比如在演习时，平时业务能力
出众的卫生员，由于体能素质较弱、敌情
意识不强等原因，无法完成伤员搬运任

务；一向认真负责的军械员，在夜间没有
灯光的条件下，无法排除枪械故障……
“保障人员也是战斗员，日常保障任

务要完成好，战场保障更要跟得上。”该
旅领导说，他们今年紧盯平时容易被忽
视的保障专业，由军需营房科、装备管理
科、卫生科等业务科室牵头，组织各保障
专业人员共同研究，区分不同专业、不同
层级、不同内容制订考核计划，突出实战
背景严密组织考核，促使官兵主动查找
短板弱项、绷紧打仗神经、努力提升战场
环境下的保障能力。

炊事分队挖灶架锅的同时构筑单兵
掩体，卫生员通过“敌”火力覆盖区救治
伤员，军械员在夜间无光条件下进行枪
支分解结合……考核难题迭出，受考人
员没了往日的从容，脸上满是紧张与戒
备，身体动作却没有迟疑。
“这次考核暴露了我们应急排障能

力不足的问题……”考核结束，各专业
当即进行讲评复盘。不少官兵坦言，本
想着年终考核后松一口气，但从考核情
况看，还存在不少问题，必须利用好复
训补训时间固强补弱，才能有效应对更
严峻的挑战。

“打起仗来，子弹不会绕过炊事兵”
■周 强 陈柯宇

硝烟散尽，大漠戈壁回归往日宁
静。急行的车队扬起阵阵黄沙，与一
段段古老的边墙交融一体，在参演官
兵心头掀起阵阵波澜。

背对背连贯战斗、陆空多支部队
轮番鏖战、兵撒大漠自由抗击……数
十个昼夜，戈壁上留下了许多失落的
背影、急行的脚印、胜利的呼声，阵痛
和震撼、迷茫和领悟，每天都在这里
上演。

一支侦察小队，刚刚进入集结地
域即被判集体“阵亡”，原因是一味图
快，出发前，携带的北斗设备没有精准
对时，误入“敌”炮火覆盖区；

某陆航旅一名初上戈壁飞行的飞
行员惊叹：直到起飞的那一刻，自己才
体会到在高海拔缺氧条件下驾机的别
样感觉；

空军某部官兵感慨：和打击固定
靶标不同，每一次袭击都要考虑如何
突破密如蛛网的地面防空火力群，可
谓绞尽脑汁……
“没想到战场这么真实、没想到

差距这么大……”在复盘总结会上，
一位旅长连说 5个“没想到”。即便如
此，这位旅长依然兴奋不已：“练兵打
仗就该丢掉多余的‘拐棍’，才能练出
硬功夫。”

回望戈壁，正如这位旅长所说，演
兵场上的深思都有其背后的教训。

曾几何时，部队演练跨越千里，却
跨不过“保姆式”练兵这道无形沟壑。
从踏出营门到鸣金收兵，都在各级大

包大揽的统筹指挥中完成，官兵们在
程式化安排和规则的框架中按部就班
地“打仗”。这样的演练，无论设计得
多么逼真，都始终无法与“打胜仗”这
个靶心交汇重合。

战争无法预测，战场复杂多变。
优秀的指挥员、勇猛的士兵是在一场
场真打实抗中拼出来、练出来的，锤炼
胜战之师，需要战训一致、以战领训，
这样才会打一仗、进一步。

春江水暖鸭先知，实战化练兵的
每一个细微变化，基层官兵体会最真
切。
“由琢磨‘被打’到琢磨‘不被打’，

虽只有一字之变，却实实在在练出了
打仗的真本事。”第 80集团军某旅无人
机班班长杨林告诉记者，以往的演练，
他放飞的靶机都是注定被消灭的，虽
有无奈，但既定的“剧情”无法更改。
这次演练，他控制的靶机一改“病怏
怏”的状态，进行了多种复杂机动，还
加装了电子干扰器，多次成功逃脱导
弹锁定。

该旅地空导弹一营营长陈温俊用
“冷”和“热”作了一个新旧对比：以前
是“冷”，实弹射击时，营连指挥员都是
盯着既定的空域坐等目标进入射界，
像是一场射击竞赛；如今是“热”，这次
实兵对抗，“敌机”多方向多批次出击，
强电磁全程干扰压制，留给他们的射
击窗口时间压缩至“秒级”，很多指挥
员都是在“读秒”中定下决心、完成火
力分配的。

一“冷”一“热”，让记者感触良多：
我们远离战争日久，没有了刀锋割喉
的危险，就容易滋生“和平病”；我们又
离战争很近，世界还并不安宁，容不得
我们有半分懈怠，必须振作起来，向战
而行。在这条任重道远的练兵备战征
程上，我们要默默赶路、衔枚疾走，锻
造最强的自己。

坚韧的骆驼刺旁，军列缓缓启程，
官兵们带着几分留恋和敬畏，眺望着
这片既熟悉又陌生的戈壁。在这里，
他们找到了打仗的感觉，体会到练兵
的艰辛，诚如一名指挥员所说：“这场
对抗演练带给他的触动，好像让自己
重生了一回。”

图①：只有记住“痛点”才能
避免再次“疼痛”。第二轮对抗

后，地空导弹四营一连发射班组

织复盘检讨，逐人分析演练中的

失误和教训。

图②：侦察员被称为指挥所
的“眼睛”。演练中，他们严阵以

待，实时监视空情，遇有“敌情”快

速精准上报。指挥保障连中士李

贵猛正在上报“敌机”航迹参数。

图③：进入射击阵地后，官兵
快速奔向战位，进行隐蔽伪装，准

备迎接新的战斗。

图片由刘晓帅、姚广凯、曾吉

祥摄

回
望
戈
壁
，
硝
烟
尽
处
思
胜
战

—

第
八
十
集
团
军
某
旅
参
加
实
兵
对
抗
演
练
见
闻
⑥

■
王

宁

孙
连
伟

本
报
记
者

韩

成

我们连的驻训分队已在高原数月。
由于刚刚到任，我错过了他们的“出征”，
但经过多次向组织申请，我终于得偿所
愿，在 2个多月前与他们会合。尽管此
前经常通过电话交流，上了高原后，我才
真正走进他们。

电话里，他们总说“高原不苦”，但高
原怎么可能不苦。上来前，我做足了心
理准备，但高原还是毫不留情地给了我
一个“下马威”。

刚抵达的那几天，因为缺氧，我时常
头重脚轻、昏昏沉沉，走路、吃饭、睡觉都
成了大问题，只好“挂”上了氧气瓶。我
一下想到，几个月前，我们连的官兵就是
在这样强烈的高原反应下，刚一进驻就
立即完成装备开设，投入了紧张训练。
“你歇会儿，我来！”阵地上，几名战

士在轮流敲地钉，抡上十几锤就要停下
来缓一缓。平时一个人三五分钟就能干
完的活儿，在这里需要几位体能不错的
战士轮番上阵。

高原有太多的“出乎意料”。上了高
原，我才知道他们电话里说的“风有点
大”，是飞沙走石，是吹得手臂粗的天线
“嘎嘎”作响，是人在风中寸步难行；“天
有点冷”，是冻得汽车打不着火，是手摸
到门把手会被粘住，是每次取水都要砸
块冰坨坨丢到锅里化开……

前不久，因为任务在身，上士张勇无
法请假回家出席自己的订婚仪式。刚忙
完一天工作，他立即向我请了假，匆匆换
下军装，跑到几百米外的公路旁给女友

拨通了视频通话——在驻训地，只有那
里能找到一点手机信号。他以这种特殊
的方式参加了自己的订婚仪式。战友们
纷纷送上诚挚祝福，我却看得心里五味
杂陈，如果不是上了高原，我可能不会知
道这件事。

我一直在思考，我们这支车轮上的
连队常年上高原、进沙漠，这一次更是攀
到了连队练兵史上的“新高度”，为什么
大家脸上常有笑容、不见抱怨？
“战友们在一块儿，苦点儿没啥，照

样开心！”一次谈心，下士王光磊道出了
他们苦中作乐的“秘诀”。

-10℃的设备方舱里，裹着棉大衣
的两人把一只热水袋让来让去；钻到底
盘下修车的几个人满身油污、冻得脸颊
通红，起身以后看着对方哈哈一笑；工作
结束后，大家围坐在火炉旁，拿出平日收
集的食材美美地吃一顿火锅，欢声笑语
不断……

上高原已经 2个多月了，我愈发明
白，高原驻训的酸甜苦辣、驻训官兵的喜
乐烦忧，不是听得来、想得到的，一定要
走近了，亲身经历、亲眼看看才行。这2
个多月里，每个清晨或深夜，只要有同志
在方舱值班，我总要提上一壶开水或是送
上几碗热汤面。天气虽冷，但我们的心是
热的。

最令我开心的是，战友们如今对待
我这个才见面 2个多月的指导员，竟像
是熟识多年的挚友，大家同吃同住、同苦
同乐。过去听“老政工”讲，开展思想政
治工作“真诚大于技巧”，在这堂带队高
原驻训的“实践课”上，我深深认识到：走
近战士，才能走进他们心田；同甘共苦，
才能与战士推心置腹。

走近战士，才能走进他们心田
■西部战区空军某指挥所某连指导员 苏延强

“匕首枪的准星与实际弹道有着不
小偏差……”初冬的一天，第 73集团军
某旅训练场上，随机关督查组一起来到
特种侦察连的二级军士长王延龙，正在
为官兵讲解匕首枪的射击原理及结构
性能。

机关督查组提供专业指导，这在过
去并不多见。由于营区分散且距离远，
该旅设置了机关督查组对基层的日常
工作和制度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但前段时间发生在特种侦察连的一件
事，成为拓展督查组职能的契机。

当时，特种侦察连正在根据训练计
划开展匕首枪训练，但由于官兵从未接
触过这个装备，连长刘晓远一时间也摸
不着组训思路。见督查组下连检查，刘
晓远想着机关干部一定懂，便向督查人
员请教教学思路，结果一无所获，训练
因此被搁置。

第二天，这件事被拿到了机关交班
会上。旅领导了解到，机关督查组一般
是从机关各科室抽组人员，对他们而
言，检查工作在行，但对有些专业技能
却是“门外汉”，尤其涉及训练、装备等
问题，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要充分利用好督查组往返各营

区的便利，履行好指导职能，让督查
组也能做到‘对口帮带’。”会上，旅

领导决定，每次机关下基层督查前，
由各营连根据自身实际需要向机关
提出需求，再由机关协调训练内行加
入督查组，在检查督导的同时指导服
务基层。

前不久，特种训练营组织机降训
练，许多新兵出现紧张情绪，甚至造成
训练伤。正好督查组要来检查，营长钱
敏便提前联系他们反映需求。督查组
随即安排二级军士长陈孝生一同来到
训练场，为新兵讲授机降方法和克服恐
惧心理的实用技巧，大大缓解了他们的
紧张情绪。钱敏感慨地说：“不绕弯路，
不兜圈子，问题在第一时间得到解决，
基层部队就可以将更多精力投入练兵
备战。”

训练内行加入机关督查组
■本报特约通讯员 廖晓彬 特约记者 赵 欣

野外驻训进行时·戈壁硝烟

这是“戈壁硝烟”系列报道的最

后一篇。前段时间，本报记者跟随

第80集团军某旅任务部队嵌入跨

军兵种实兵对抗演练全程，深受触

动，几多感慨，专门发来这篇记者手

记和演练中的精彩瞬间，是为回顾

总结，其中有不少体会引人深思，特

与读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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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也是很久之前的事了，但至
今回想起来，心里还是暖暖的。

那时深秋，高原上除了荒凉还是荒
凉，戈壁滩上的骆驼刺早已失去原有的
遒劲，远处的山顶已是白雪皑皑。一天
凌晨三点半，我站在哨位上，听呼呼的山
风吹打着帐篷外的连旗，忍不住打了个
寒颤。
“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还有一个多

小时，早知道就不穿这么少出来了。”风
越来越大、天越来越冷，迷彩里面只套了
秋衣秋裤的我，开始在心里责备自己。

就在我快挺不住时，指导员走过来
查哨，我赶紧打起精神，保持高度警戒。
“报告指导员，哨位一切正常。”
“我看你就不正常！”话音刚落，指导

员一把撩开我的衣服，用力捏了我一下。
“李江，这班岗我先替你站着，你赶

紧回去加衣服。”
“啊？”
“别啊了，看你冻成啥样了？前几天

一直提醒大家穿棉衣，你们就是不听！”
指导员瞬间黑了脸，我不敢作声，只好乖
乖回宿舍加衣服，看着指导员一动不动
地伫立在哨位上，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看来不只是我，第二天体能训练后，
还有其他战友也因未及时增添衣物被指
导员批评了。

指导员这是咋了？怎么和棉衣杠上
了？

现在想来，答案如此简单，而当时
的我直到开班务会，才被班长的一番话

点醒：“高原气温多变，有时一天经历四
季，早晚与白天温差很大，易患感冒。
但是，连队部分官兵却认为应该‘春捂
秋冻’，不需要那么早穿棉衣，即便是夜
里站岗，也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殊不
知，如果在高原上感冒了，那可是有生
命危险的……”

这么浅显的常识道理，指导员也多
次讲过，为啥有些人就是不照做呢？我
拿自己“解剖麻雀”，终于知道了问题所
在。原来，在我的潜意识里，一直认为指
导员有点“啰嗦”，有时一件小事也要强
调好几遍，总感觉他把我们当成小孩子
了，时间一久，难免对他的话这耳朵听、
那耳朵冒。像添加棉衣这事，就被我们
当作了耳旁风。
“指导员，我错了！不但没有把您三

番五次的提醒当回事，还私下里说您长
了一张‘婆婆嘴’……”我主动找到指导
员道歉。没想到，指导员听到这话乐了：
“你说说，作为带兵人，不应该都有一张
‘婆婆嘴’吗？”

答案不言自明。这不，自从指导员
替我站岗的事在连里传开，大家都理解
了他的良苦用心，纷纷穿起棉衣，也没人
感冒发烧了。

指导员的“婆婆嘴”，好暖心！
■新疆军区某团中士 李 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