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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史 学 习 教 育 进 行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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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风渐起，沙场点兵。时下，全军将士进入
火热的实兵演练阶段，在崇山峻岭、大漠戈壁、
碧海长空之间，苦练不怠、常备不懈，求解胜战
之要。

实战化演兵，是对未来战争的“预实践”，也是叩问和发现备
战打仗短板问题的宝贵契机。军人崇尚胜利，自然重视胜负，但

更应当重视胜负背后的缘由。
风之疾，草木知。年末观训，我们将以“班长

的眼睛”为复盘视角，以小镜头大视野、热新闻冷
思考来洞察沙场之变、共议练兵心得。

本版从今天起开办“2021沙场观训·来自班长的‘复盘报告’”
专栏，敬请关注并欢迎广大班长战友踊跃投稿。

开 栏 的 话

面对越来越近的“敌”机，到底打还

是不打？当时，我真是有点心痒痒……

那天，一场战术综合演练在高原驻

训场拉开战幕。我带领尖刀班潜入某

要点地域执行伏击任务。

一路上，我带领全班巧妙避开“敌”

卫星过顶侦察、前沿分队搜索，按时到达

预定地域。依据现地情况，我将全班人员

分为3组，分别占据3个地势高、易隐蔽的

天然掩体，形成合围之势，准备对“敌”重

要目标“守株待兔”来一个“包圆”。

“发现‘敌’无人机一架！”没想到，刚刚

做好伪装，“敌”目标就出现了。转眼间，无

人机已进入我方视野，正在进行侦察。

“各组加强隐蔽，狙击手就位！”我

迅速下达命令，并通过电台请示连长是

否打击。

无人机越飞越近，电台中却迟迟没

有传来连长的回复。时间每过一秒危

险就近一分，我心里不禁焦躁起来。

“班长，这架无人机高度低、速度慢，

我一枪就能打下来，十拿九稳！”狙击手

的话在耳畔响起。我脑袋一热，暗想：兵

法讲“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这个班

长遇到突发情况也得壮起胆自主处置！

“射击”的命令刚要到嘴边，我心头

突然一凛，随即冷静下来——越是这个

时候，越能考验班长的观察力和判断

力，绝不能莽撞！

我死死盯住那架盘旋在空中的无

人机，同时在脑海里思索自己有没有疏

忽什么。

突然，一个问号在我心里变得清晰——

即使是执行侦察任务的无人机，飞行高

度也没必要下降到这么低，这不对劲！

我们尚不掌握“敌人”部署和动向，

说 不 定 这 架 无 人 机 就 是“ 敌 人 ”的 诱

饵。如果贸然开火，极有可能中了对方

“投石问路”的诡计。想到这，我攥紧拳

头，手心里沁出了汗。

思考再三，我决定按兵不动，命令

大家原地伪装躲避。

主动放过一击必中的时机，我让

“煮熟的鸭子飞走了”，旁边的战友们不

禁叹气。

不久，战斗正式打响。依靠居高临

下的优势和未曾暴露的实力，我们班成功

将进入伏击圈的“敌人”打了个措手不及。

演练结束，尽管完成了任务，但我

对自己放走“敌”无人机的决定还是忐

忑不安：如果因为我当时的决策影响了

整场战斗，那我岂不成了“罪人”？

复盘时，“真相”果真如我所料：低

空飞行的无人机，就是“敌人”故意放出

的诱饵，电台通联中断也是导调组有意

设置的“意外”状况。其目的，就是要在

陌生复杂条件下检验班长作为“末端指

挥员”的敌情意识和应变能力，如果当

时我脑袋一热作出错误决定，后果不堪

设想。

讲评时，团参谋长马龙告诫我们，以

往演练，导调组给出“敌情”，大家往往按

照“教科书式”的方法处置。可“敌人”到

底在哪里？想干什么？如何应对？如果

不琢磨这些问题，就容易练成“假把式”。

此次演练，导调组根据作战环境设

“敌情”，甚至针对班长个人特点“一对

一”地出难题，就是要倒逼大家提升临

机处置能力，增强敌情观念。马龙说，

他很高兴看到我们通过了考验。

（本 报 记 者陈典宏、通 讯 员李强

强、何权达整理）

左上图：近日，陆军某合成团在陌

生复杂地域组织实兵演练。图为官兵

交替掩护接敌。 董雨禾摄

潜伏狙击，我没有被对手“忽悠”
■陆军某合成团中士 杨龙强 （讲述）

●未 来 战 场 ，班 长 不 只 是 命 令

的执行者，更是末端的决策者。培

养班长的敌情意识和应变能力，很

有必要。

●棋子应识棋局变，班长们只有

练出敏锐细腻的战场触觉、知敌识变

的战场慧眼、临机处置的战场妙招，

才能担起重任，制胜疆场。

●战场瞬息万变，没有什么标准

答案。战术训练的流程、规范，应成

为官兵的“肌肉记忆”，但绝不能成为

束缚自己的“思维定式”。

棋子应识棋局变
■陆军某合成团团长 何 伟

指挥员点评

本报讯 记者王握文、通讯员陈涛

报道：脱下沾满汗渍和泥水的衣服，放

入洗衣烘干一体机，国防科技大学学员

党育卓兴奋地告诉记者：“自从班里配

发了洗衣烘干一体机，我们再不用为晾

不干衣服发愁了。”11 月初，党育卓和战

友们向记者谈起学校办成的一件件暖

心事，幸福之情溢于言表。

为使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该校党委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他们在深入调研和广泛听

取官兵意见的基础上，梳理出 7 个方面

180 余个问题和建议，采取拉单、挂账、

销号的办法，一项一项抓落实。针对学

员反映“参加学科竞赛网上报名排队时

间长”“南方雨天多，衣服难晾干”这两

个普遍关心的问题，该校党委机关立即

行动，将上百台军网云终端配发到学员

班，并集中采购一批洗衣烘干一体机配

发到学员宿舍，难题迎刃而解。

“要想让教研人员心无旁骛干事，

必须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该校党委

把解决教研人员的烦心事列入为基层

办实事议程。为解决“因加班晚错过班

车”的问题，学校全面实行班车社会化

保障，开通 4 类 13 条班车线路，有效解

决了官兵加班和子女上学坐车难等问

题。他们还与地方签订军地合作办学

协议，筹措资金改善就学条件，让教研

人员子女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在孩

子教育上操心少了，我们工作起来更专

心了。”该校“天河”团队青年科技专家

石伟说。

据 了 解 ，该 校 党 委 机 关 为 提 升 信

息 化 服 务 保 障 能 力 ，组 织 力 量 研 发 人

员 基 础 数 据 库 、教 学 资 源 数 据 平 台 和

数据中心，建成首批 37 间智慧型教室，

以及文化、体育、军事技能 3 大类 28 个

基层俱乐部。党委机关实施百余解难

举 措 ，助 推 教 学 科 研 活 力 迸 发 。 今 年

以来，该校在高性能计算、卫星导航定

位 、军 事 航 天 等 领 域 取 得 一 批 自 主 创

新 成 果 ，两 部 教 材 获 首 届 全 国 优 秀 教

材奖一等奖。

国防科技大学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百余解难举措激发教学科研活力

电视剧《功勋》第一单元《能文能武

李延年》，以“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李延年

为原型，成功塑造了一位优秀连队指导

员的形象。尤其是一段长达 16 分钟的

“独白戏”，生动还原了李延年是如何做

战士小安东思想工作和提振官兵士气

的：战斗就要打响，战士小安东却当了逃

兵。连长大怒要枪毙他，但被李延年及

时制止。李延年向战友们讲述了小安东

的身世与爱情；讲述了老百姓遭受轰炸

的惨状，“血把河都染红了”；激励战友们

浴血奋战，即便因牺牲“看不到和平来临

的场景”，但“祖国会记得我们，亲人会感

激我们”。李延年将一场批评教育变成

一次战斗动员，有效激发了官兵保家卫

国的血性胆气。

其实，像这样有声有色、入心入脑的

思想政治教育，不论过去还是现在，许多

领导干部和政治干部都是“行家里手”。

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主任的杜平

中将，在回忆录中写道：出国作战前，约

有 10%的同志思想波动较大，主要是从

国民党部队来的解放战士和新解放区参

军的部分青年。他们有的留恋和平生

活，怕苦怕战；有的害怕美军，害怕原子

弹；还有个别人甚至把鸭绿江桥说成是

“鬼门关”，说“抗美援朝是多管闲事”、是

“引火烧身”。对此，志愿军首先突出“必

打”教育，宣讲抗美援朝的必要性和正义

性，使广大官兵认清美帝国主义的侵略

本质，懂得唇亡齿寒、户破堂危的道理；

随后又进行了“敢打”“能打”教育，极大

提高了指战员打败敌人的信心和勇气。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

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坚持用

真理说服人，既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

效的重要途径，也是领导干部和政治干

部的必备素质。“势服人，心不然；理服

人，方无言。”只有把道理说明白讲透彻，

才能消除分歧、统一思想、凝聚意志，才

能帮助官兵在思想上解开扣子、工作上甩开膀子。如果空讲道理、讲不清道理，

就难以很好地释疑解惑、形成共识和解决问题，遑论调动官兵的积极性、主动性

和创造性。

毛 泽 东 同 志 指 出 ：“ 用 说 服 而 不 用 压 服 的 办 法 ，用 摆 事 实 ，讲 道 理 的 方

法，见效甚快。”领导干部和政治干部应自觉提高以理服人的基本功，带头真

信真学真实践党的创新理论，讲自己所信的，做自己所讲的。练就以理服人

的硬功夫，要奔着现实问题和活思想去，抓住官兵成长成才过程中的需求、

愿望和困惑，把总体上的“漫灌”和因人而异的“滴灌”结合起来。要善于运

用官兵喜闻乐见的方式，理直气壮讲好大道理、入情入理讲好小道理、旗帜

鲜 明 批 驳 歪 道 理 ，更 好 地 正 本 清 源 、固 本 培 元 ，自 觉 做 到 因 事 而 化 、因 时 而

进、因势而新，在实践中不断增强政治工作的时代性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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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盖潇帅、邹渝建报道：近

日，南疆军区某团在强军网公布“双

争”评比成绩，此前全面建设相对滞后

的某营二连排名上升，成功摘掉后进

“帽子”。该连指导员程效镇告诉笔者：

“团党委采取‘因类施策’精准抓建措

施，为我们连队各项工作注入了活力。”

该团所属基层单位部署分散，建制

类型不同、专业任务各异，虽然机关前

期采取一些措施帮建基层，但由于针对

性不强，职责分工不清，帮建质量有待

加强。为解决这一问题，该团党委在学

习贯彻新修订的 《军队基层建设纲要》

过程中，严格落实“党委机关应当结合

实际搞好基层建设分类指导”等要求，

深入基层展开课题式调研，逐个单位把

脉问诊，针对各营连实际采取“因类施

策”的方式，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过硬。

他们针对基层人员流动大、人才培养周

期长等问题，制订人才建设规划方案，

采取军地共育、梯次培养等方式，加速

推动基层官兵成长成才；针对个别基层

单位出现的抓建思路不清晰、组训方法

不灵活等问题，他们采取“一对一”结

对帮带的方式，帮助基层弥补短板弱

项，形成抓建合力，持续激发基层官兵

干事创业热情。

某营小散远点位多，自我抓建能

力相对薄弱。如今，在机关工作组指

导 下 ， 该 营 树 立 “ 精 准 抓 建 ” 理 念 ，

把 具 体 工 作 列 成 清 单 督 促 逐 项 完 成 ，

并通过给足条件、权力下放，使各连

队自主抓建水平明显提升。某电抗分

队驻地偏远，机关工作组与分队签订

任务书，先后为该分队解决了硬件设

施修缮、训练器材补充等难题。

南疆军区某团提升精准抓建基层能力

“因类施策”推动全面过硬

本报讯 刘辉、许相鹏报道：11 月

上旬，在武警周口支队组织的按纲建队

考评中，曾因基础建设薄弱无缘先进的

执勤三大队商水中队，打了个“翻身仗”，

一跃跻身先进行列。商水中队指导员张

斌感慨道：“支队结合我们中队的实际情

况量身制订帮带措施，采取‘一队一案’

的方式精准发力，指导和帮助我们快速

补齐了短板弱项。”

“抓到点子上，才能帮到根子上。”

该 支 队 领 导 介 绍 ，他 们 对 照 新 修 订 的

《军队基层建设纲要》相关要求，由党委

常委带头建立基层工作联系点，深入细

致梳理基层建设中的矛盾问题，并结合

实际制订出台《党委机关挂钩帮带基层

办法》。为确保挂钩帮带有的放矢、提

质增效，该支队按照“帮建支部、帮带书

记、帮抓骨干”的原则，逐单位分析、逐

支部研究，实施“一队一案”挂钩帮带方

案；在部队强军网公示蹲点干部的蹲点

报告，着重展示蹲点期间解决问题的情

况，接受基层官兵的监督和评议；定期

召开基层建设形势分析会，邀请基层官

兵代表与机关干部围绕基层建设重难

点问题，集智研究破解，强化基层造血

功能，激发基层自主抓建活力。

精 准 发 现 问 题 ， 精 准 指 导 解 决 。

前不久，该支队干部调整后，机关蹲

点干部第一时间深入各自挂钩的帮扶

单 位 ， 为 基 层 新 任 主 官 传 授 抓 建 方

法、提升自建能力。与此同时，支队

党委机关通过组织辅导培训、骨干力

量调配等方式，帮助基层新任职干部

顺利度过磨合期。

武警周口支队精准施策帮建基层

“一队一案”提升抓建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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